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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更转》这种曲调在中国南北各地广泛流

行，尤其为民间所喜闻乐见，既有汉文作品，也

有西夏文曲辞，而该题现存最早的作品为陈朝

时期文人伏知道的作品。有关伏知道资料较为

缺乏，学界研究亦很薄弱，故有必要对其人其作

及其影响予以探讨，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深化

对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族别和不同形式文学交融

互动规律的认识。

一、西夏《五更转》曲辞探源

《五更转》又名“五更调”，是广泛流行于中

国各地的一种民间曲调。从古到今，中原边陲，

全国各地，广为传唱。抗战期间作家史轮曾与

田间等共同发起街头诗运动，用“五更调”形式，

作《老百姓偷枪（五更小调）——发生在晋北的

一个事实》为题，记录晋北地区老百姓深入敌营

偷出武器奇袭敌人的故事。语言明白晓畅，曲

调活泼轻快，在《群众》周刊发表，后来又由著名

作曲家劫夫配曲，画家陆田作画在不同刊物刊

出，深受欢迎。最近各种媒体上热传的清代北

京地区民间小调《探清水河》，写卖大烟的松老

三独生女儿大莲与情人六哥哥为爱殉情的悲

剧，其中幽会的情景就是用五更转的形式逐层

渲染。幽婉伤感，有很多翻唱版本，可见其艺术

魅力。

在西夏文学中，除了诗文之外，也有《五更

转》的民间曲子辞，虽然数量不多，但作为一种

单独的文学体裁，对于西夏文学形式多样性却

很重要。在 20世纪之前，《五更转》基本上没有

相关文献记载，也就谈不上研究。直到 20世纪

末这种情况有了新的突破。先是 1999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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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0册中

有编号为【7987】的西夏文残叶，记载有两套《五

更转》残曲［1］327，因为该西夏文残叶最早于 1909
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出土，长期

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此时刊布于世，聂鸿音先生 2003年发表题为《西

夏文<五更转>残叶考》的考释文章，认定其为西

夏地区民间曲辞［2］，［3］216，并指出这是迄今发表的

第一件西夏民间俗曲。

聂鸿音先生考释引录西夏文《五更转》汉语

译文如下：

第一套：

三更高楼床上坐，□□□□□□□□

□。试问欢情天乐奏，此时□□□而拜锦

衣。

四更□狂并头眠，玉体相拥□□□天

明。少年情爱倦思深，同在长寿死亦不肯

分。

五更睡醒天星隐，东望明□交欢缓起

身。回亦泪□问归期，谓汝务要速请再回

程。

第二套残曲：

楼上掌灯入一更，独自绫锦毡上坐，心

头烦闷无止息。叹声长□，似见伊人思念

我，问□未能安。

些许无成入二更，独自绫锦毡上坐，心

头烦闷无止息……

在聂鸿音先生对俄藏西夏文曲辞考释后不久，

2005年由著名西夏学者史金波、陈育宁主编的

《中国藏西夏文献》出版，其中卷 16中有编号为

G31·031【6733】的西夏文《五更转》曲辞一组五

首。该文献于 1987年出土于武威新华乡亥母洞

石窟遗址，收藏于武威市博物馆。文献本无题

名，史金波先生根据其从一更叙述至五更的内

容，类似于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汉文曲子辞五更

转而定其名［4］515。至此，在俄罗斯和我国国内便

分别各有一件西夏文五更转曲辞文献。

两首西夏文曲辞的发现具有特殊的意义，

不仅为西夏文学增加了新的体裁，也为羌汉文

学关系的比较提供了新的视角，值得我们予以

高度重视。

梁继红考释文章题为《武威藏西夏文〈五更

转〉考释》，对西夏原文分别做了汉文直译和意

译，在此仅录其汉文意译如下：

一更夜，至心做等持。殊胜过宝座，榻

上坐时显。观诸事，心中迷乱如□象，此心

一过可降伏。

二更夜，暂坐不觉寒。尽观三界妄，心

外境可失。觉此物，耽心世界何险要，唯独

此心当护持。

三更夜，稍许止息间。形象大狮子，被

服左右眠。急起思，身之高卧无觉悟，抚慰

烦乱此心田。

四更夜，空行始呼人。唤起瑜伽母，饶

益众有情。跏趺坐，内外寻心不可得，细细

察见此理深。

五更夜，身心俱翻腾。禅定与相斗，方

救众生苦。天帝释，净梵等亦无此想，其中

此心最难成。

同时，武威藏《五更转》还有作者署名韦勒般若

华，梁继红认为其为典型的党项羌姓名［5］。

这两组西夏文《五更转》，是目前能够看到

的仅存于世的西夏文曲辞文学作品，两者既具

有相似之处，而又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对于其

内容和价值，笔者曾有专文予以探讨①，故在此

不予赘述。

关于西夏文《五更转》的来源，聂鸿音先生

最先予以考察并指出：“‘五更转’曲式出自中

原。据明杨慎在《词品》中说，隋代已有‘五更

转’词调。目前掌握的资料表明这是一种小型

的套曲，由一更唱到五更，每更一首至二首不

等，每首有固定的句式。现存的汉文‘五更转’

样品主要出自敦煌藏经洞。”［2］，［3］216聂鸿音先生

还具体拈出汉文《叹五更》和残本《闰思》两首作

为敦煌曲子辞中典型的格式予以比较。

聂鸿音先生在此提出的信息很重要，在中

原地区很早就有《五更转》的的曲调，而且其流

传极为广泛。但是，聂鸿音先生这里据明杨慎

在《词品》将其渊源推到隋代，略有疏误，不够确

切。不仅因为隋炀帝所作《龙舟五更转》名存而

辞亡。更重要的是，“五更转”的渊源还可以推

得更早。

同样在杨慎《词品》卷一第十七条，记录了

一组题为《五更转》的乐府歌词，明确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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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伏 知 道《从 军 五 更 转》云 ：一 更 刁 斗

鸣……其后隋炀帝效之，作《龙舟五更转》，见

《文中子》。”［2］［3］216 由此可见，杨慎《词品》记载

的渊源并不始于隋，隋炀帝只是模仿，更早的渊

源应该在于南朝（陈）时期的伏知道。

比杨慎《词品》记载更早的其实是宋代郭茂

倩编纂的《乐府诗集》，其卷三十三“相和歌辞第

八”收录有陈朝伏知道《从军五更转》五首，郭茂

倩题注引《乐苑》曰“《五更转》，商调曲”，又云：

“按伏知道已有《从军辞》，则《五更转》盖陈以前

曲也。”［6］491因此，20世纪 20年代就有学者对此

有所探索：认为“《乐府诗集》中南朝陈伏知道的

《从军五更转》，虽不能断定为以‘五更’形式演

绎为民歌的起源，却可以说是这一类型歌词保

存最早的作品”［7］，十分精当。由此可知，陈朝

伏知道所作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五更转》作

品，全文如下：

一更刁斗鸣，校尉逴连城。遥闻射雕

骑，悬惮将军名。

二更愁末央，高城寒夜长。拭将弓学

月，聊持剑比霜。

三更夜警新，横吹独吟春。强听梅花

落，误忆柳园人。

四更星汉低，落月与云齐。依稀北风

里，胡笳杂马嘶。

五更催送筹，晓色映山头。城乌初起

堞，更人悄（一作笑）下楼。

诗歌记述边塞特殊生活场景和征人情绪，按照

夜晚时间顺序，逐层深化，成为“五更转”的标准

形式。

但《乐府诗集》也还并不是伏知道《从军五

更转》最早的记录者，早在唐人欧阳询编撰的类

书《艺文类聚》就已经收录此诗，载于其卷五十

九武部，将帅、战伐类，个别文字与《乐府诗集》

有差异［8］1068。这可能是目前有关《五更转》创作

最早的文献记载了。

由于伏知道原作与西夏文《五更转》曲辞译

文的语言差异，形式上的差异显而易见，清邵长

蘅《青门剩稿》谓《五更转》“每首五叠，一叠十

句。如《乐府五更转曲》”，其实就是以伏知道曲

为标准形式。同时内容上西夏和敦煌《五更转》

曲辞也不约而同地由边塞戎机闻笛思乡之情转

为闺帷私情与弘扬佛法，但结构立意却是一脉

相承，逐次深化，渲染主题。

《五更转》这个词牌产生于广义的中原地

区，后来却大量出现于敦煌地区，并随着敦煌学

的深入，有关敦煌曲辞《五更转》的研究也十分

兴盛。据研究：“敦煌写本中保存有《五更转》12
题，共 74首，抄写在 45个写卷上。从 20世纪初

以来，这些写卷逐渐公布。罗振玉、罗福苌、刘

复、郑振铎、胡适、王重民、任二北、饶宗颐、周丕

显、聂鸿音、郑阿财、林仁昱等先生，从《五更转》

文本的整理、校录开始，对这一文学形式的源流

体制进行考证，并与非汉文《五更转》和民间相

关文学进行比较，从而深化了这一民族文学形

式的研究。”［9］其内容与西夏文《五更转》曲辞相

类似。俄藏《五更转》形式上为两套，但均为残

页，第一套剩下后面三四五共三曲，第二套仅存

一二曲，合之亦为五首，内容为世俗男女艳情及

相思之愁，具有较为浓郁的文学色彩和一定的

艺术审美价值。武威藏《五更转》作品为一套完

整的五首，可以一窥该文体之全貌，其内容为表

现僧人信徒参禅修行的过程与效果，宣扬佛教

之法力，其性质功能同于历代不同地区弘扬佛

法作品。敦煌《五更转》内容，一类是民间曲辞

常见的男女情思，如《闺思》等；另一类则是用来

进行通俗的宗教宣传，大多为隋、唐、五代间因

佛教的传入和兴盛后，教徒们将佛教故事唱词

填入民间众多结构相近的“五更调”，如《太子入

山修道赞》《太子五更转》及《南宗赞》等。

此外河西地区还出现大量的《哭五更》民间

宝卷，据学者研究，也同样来源于中原地区。

“敦煌《五更转》与河西宝卷《哭五更》同源异

流，在形式与表现主题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是同一母体曲调在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两种

变体。”［10］可见该曲牌的影响及其意义。

相对而言，虽然现存最早《五更转》为陈隋

时期中原地区作家文学作品，但后来中原一般

文人以此为题创作却较为少见，大多为结构相

近的民间曲调，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之际，由

于商业的发达和城市寄生阶级的大量出现，“五

更调“又被某些文人利用，成为歌伎们习唱的小

曲之一。

宋代文士创作目前有大文豪苏轼《江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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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按照五更次第写来：诗前有引云：“岭南气

候不常。吾尝云：菊花开时乃重阳，凉天佳月即

中秋，不须以日月为断也。今岁九月，残暑方

退，既望之后，月出愈迟。予尝夜起登合江楼，

或与客游丰湖，入栖禅寺，叩罗浮道院，登逍遥

堂，逮晓乃归。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残夜水

明楼。此殆古今绝唱也。因其句作五首，仍以

‘残夜水明楼’为韵。”诗云：

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正似西湖

上，涌金门外看。冰轮横海阔，香雾入楼

寒。停鞭且莫上，照我一杯残。二更山吐

月，幽人方独夜。可怜人与月，夜夜江楼

下。风枝夕未停。露草不可籍。归来掩关

卧，唧唧虫夜话。三更山吐月，栖鸟亦惊

起。起寻梦中游，清绝正如此。驱云扫众

宿，俯仰迷空水。幸可饮我牛，不须违洗

耳。四更山吐月，皎皎为谁明。幽人赴我

约，坐待玉绳横。野桥多断板，山寺有微

行。今夕定何夕，梦中游化城。五更山吐

月，窗迥室幽幽。玉钩还挂户，江练却明

楼。星河澹欲晓，鼓角冷知秋。不眠翻五

咏，清切变蛮讴。

诗歌抒发传统文士的触景生情，物是人非，忆乡

怀旧之思。其立意架构似乎与伏知道《从军五

更转》相近，但其诗引（序）明确写道：“杜子美

云：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此殆古今绝唱

也。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残夜水明楼’为韵。”

可见只是结构相近，渊源关联不是很大。

宋代中原地区，《五更曲》更多的还是宗教

内容作品，这一点与敦煌《五更转》略微相似，但

又有所不同，敦煌作品以佛教教义为主，中原地

区作品大多为道教内容。创始者为第三十代天

师虚靖真君张继先，有《虚靖真君语录》等传

世。张继先诗作中有很多与徽宗朝道士石元矩

的唱和诗词，《度清霄》则为目前所见最早的道

教“五更曲”，今《全宋词》收为词作，误也。《度清

霄》五首如下：

一更一点一更初。城门半掩行人疏。

茅庵潇洒一事无。孤灯相对光清虚。蒲团

安稳身不拘。跏趺大坐心如如。月轮微出

天东隅。空中露出无名珠。

二更二点二更深。宫钟声绝夜沈沈。

明月满天如写金。同光共影无昏沉。起来

间操无弦琴。声高调古惊人心。琴罢独歌

还独吟。松风涧水俱知音。

三更三点三更中。烟开雾敛静无风。

月华迸入水晶宫。四方上下同一空。光明

遍转华胥同。千古万古无初终。铁蛇飞舞

如流虹。倒骑白凤游崆峒。

四更四点四更长。迎午迸鼠心不忙。

丹炉伏火生新香。群阴剥尽回真肠。金娥

木父欢相当。醍醐次进无停觞。主宾倒置

情不伤。更阑别去还相忘。

五更五点五更残。青冥风露逼人寒。

扶桑推出红银盘。城门依旧声尘喧。明暗

二景交相转。生来死去纷易换。道人室中

天宇宽。日出三竿方启关。

与敦煌《五更转》浓郁的佛理教义不同，张继先

的作品更为贴近自然，与普通文士的思维用语

也比较接近。还有一个明显的差异在于首句不

避重复，同时句句押韵，彰显出民间文学的的突

出特点。

相对而言，明代作家接受伏知道的影响似

乎更为明显，并且有意识地创作，出现了一批以

《从军五更转》为题的作品：

明代初期作家刘基以《从军五更转》为题诗

五首：

一更戍鼓鸣，市上断人声。风吹鸿雁

过，忆弟复思兄。

二更月上城，照见兜鍪光。侧身望山

川，泪落百千行。

三更悲风起，树上乌鹊鸣。枕戈不能

眠，荷戈绕城行。

四更城上寒，刁斗鸣不歇。披衣出户

视，太白光如月。

五更星斗稀，霜叶光烂烂。健儿争先

起，拂拭宝刀看。

王世贞《从军五更转》：

一更明月寒，歌舞帐中残。酒为壮士

胆，独骑斩楼兰。

二更刁斗鸣，却比捣衣轻。南风好吹

去，并作断肠声。

三更月未斜，凄切送胡笳。天山无草

木，空听落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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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更山月昏，屈指旧从军。白骨年年

是，何人入玉门。

五更听乌啼，乌是汝南鸡。闺中双玉

箸，点点为辽西。

胡应麟《从军五更转》：

一更边月上，流影照长城。营门击刁

斗，万队寂无声。

二更边月高，战士揽征袍。何时封定

远，霜露湿弓刀。

三更边月斜，戍客夜思家。瓜期殊未

及，肠断听悲笳。

四更边月隐，征人梦初醒。恨杀城南

妇，流光伴孤枕。

五更边月落，晨起清油幕。飞骑夺天

山，王庭空大漠。

明末爱国文人于谦继再作《从军五更转》：

一更新月出，城上箭初传。将军号令

急，不敢倒头眠

二更天气冷，孤月照三军。谁奏边笳

曲，凄凉不忍闻。

三更霜渐落，城上听寒鸡。仰面看星

象，天空北斗低。

四更城上望，满野是新霜。衣薄弓刀

冷，那能不忆乡。

五更人尽起，鼓角动边城。闻道将军

令，平明要起营。

其形式皆为五言绝句，既有对历史的慨叹，同时

也有对战乱的忧思，而且都不约而同地延续了

伏知道《从军五更转》军旅题材和五言绝句传

统，这可能与明代长期面临来自北方边患有

关。此后就很难再见到直接标明《五更转》的作

品了，因此伏知道该曲更显弥足珍贵。

此外，2012 年于东新、葛超发表的《“五更

转”源流演变及其意义》（刊于《中国韵文学

刊》），将现存“五更转”按照文人“五更转”、民间

“五更转”和俗曲唱五更、佛道“五更转”等类

别加以归纳总结，可供参考。

二、伏知道其人及其创作

关于伏知道其人，文献资料无多。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载有伏知道三首诗，作

者小传曰：“知道，昌平人，陈镇北长史。”记载了

其籍贯和职官［11］2602，未详其资料之来源。曹道

衡、沈玉成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

晋南北朝卷）载：“伏知道：南朝陈诗人。平昌安

丘（今属山东）人。当与伏知命为兄弟行。生卒

年不详。”同时引用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

诗》伏知道小传，加以按语评论道：“按：伏为陈

镇北长史，未知何据。昌平当是误乙。”［12］100

由此可见，逯钦立先生著述是现代较早涉及

伏知道生平事迹的，确定了其时代及历官，但其

所载籍贯似乎不够确切，略有疏误。曹道衡、沈

玉成指出其“昌平当是误乙（原文如此）”即认为

其记忆有误，判断得当，在此特补重考证如下：

按南朝伏姓最著名的人物是梁代司徒司马

兼学者的伏曼容，《南史》《梁书》皆列其于《儒林

传》之首。《南史》还同时载其子伏暅、孙伏挺，分

别载于《良吏传》和《文学传》，《南史》则将其

皆列入《儒林传》，这在史书中是不多见的。

故史书评曰：“挺三世同时聚徒教授，罕有其

比。”［13］190 伏挺之子名叫伏知命，助侯景之乱，

“军中书檄皆其文也……及景篡位，为中书舍

人，权倾朝野，景败，被送江陵，于狱忧死”［13］190。

按侯景乱平在梁元帝承圣元年（552年），五年后

陈霸先即取代梁而建立陈朝，至后主祯明三年

（589年）灭亡不过三十多年，从时间上推，伏知

道与伏知命应为同辈兄弟，即亦为伏曼容之重

孙，其籍贯亦当相同，《南史》《梁书》均载伏曼容

为“平昌安丘人”，因此，逯钦立先生所记的伏知

道籍贯就有小误。据《汉书》：

琅邪郡，户二十二万八千九百六十，口

一百七万九千一百。县五十一：东武，不

其，海曲，赣榆，朱虚，诸，梧成，灵门，姑幕，

虚水，临原，琅邪，祓，柜，缾，邞，雩叚，黔

陬，云，计斤，稻，皋虞，平昌，长广，横，东

莞，魏其，昌，兹乡，箕，椑，高广，高乡，柔，

即来，丽，武乡，伊乡，新山，高阳，昆山，参

封，折泉，博石，房山，慎乡，驷望，安丘，高

陵，临安，石山。［14］153

可见平昌安丘皆为琅邪郡所辖，属于《尚书·禹

贡》所分的古代徐州，其中汉高祖八年（公元前

199年），以古渠丘地封将军张说为安丘侯；汉景

帝中元二年（公元前 148年）以侯国名为县名正

中原与边陲、书面与民间文学互动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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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置县，其地大致当今山东安丘一带。

《汉书·地理志》第八下载：

上谷郡，户三万六千八，口十一万七千

七百六十二。县十五：沮阳，泉上，潘，军

都，居庸，有关。雊瞀，夷舆，宁，昌平（莽

曰长昌），广宁，涿鹿，且居，茹，女祁，下

落。［14］156

昌平为上谷郡所辖，属于《尚书禹贡》之幽州，汉

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在县域内设昌

平、军都二县。北朝东魏时，省军都入昌平。其

地在今北京西北。

由此可见，昌平与平昌名称相近，而地理差

距甚远，而伏知道之籍贯应该在山东东莱的平

昌、安丘，而非上谷郡之昌平，逯钦立先生或许

因名称相近而颠倒致误。

再看南朝伏氏家族履历，不仅官职显赫，世

居高位，而且有良好的儒学与文学功底，这可以

说是伏知道创作的家学渊源。

《梁书·儒林传》：

伏曼容，字公仪，平昌安丘人。曾祖

滔，晋著作郎。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

早孤，与母兄客居南海。少笃学，善《老》、

《易》，倜傥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

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故知平叔有所

短。”聚徒教授以自业。为骠骑行参军。宋

明帝好《周易》，集朝臣于清暑殿讲，诏曼容

执经。曼容素美风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

吴人陆探微画叔夜像以赐之。迁司徒参

军。袁粲为丹阳尹，请为江宁令，入拜尚书

外兵郎。升明末，为辅国长史、南海太守。

齐初，为通直散骑侍郎。永明初，为太子率

更令，侍皇太子讲。卫将军王俭深相交好，

令与河内司马宪、吴郡陆澄共撰《丧服义》，

既成，又欲与之定礼乐。会俭薨，迁中书侍

郎、大司马谘议参军，出为武昌太守。建武

中，入拜中散大夫。时明帝不重儒术，曼容

宅在瓦官寺东，施高坐于听事，有宾客辄升

高坐为讲说，生徒常数十百人。梁台建，以

曼容旧儒，召拜司马，出为临海太守。天监

元年，卒官，时年八十二。为《周易》《毛诗》

《丧服集解》《老》《庄》《论语义》。［15］74

《梁书·良吏传》：

伏暅，字玄耀，曼容之子也。幼传父

业，能言玄理，与乐安任昉、彭城刘曼俱知

名。起家齐奉朝请，仍兼太学博士，寻除东

阳郡丞，秩满为鄞令。时曼容已致仕，故频

以外职处暅，令其得养焉。齐末，始为尚书

都官郎，仍为卫军记室参军。［15］86

《梁书·文学传》下伏挺传曰：

伏挺，字士标。父芃，为豫章内史，在

《良吏传》。挺幼敏寤，七岁通《孝经》《论

语》。及长，有才思，好属文，为五言诗，善

效谢康乐体。父友人乐安任昉深相叹异，常

曰：“此子目下无双。”齐末，州举秀才，对策

为当时第一。高祖义师至，挺迎谒于新林，

高祖见之甚悦，谓曰“颜子”，引为征东行参

军，时年十八。天监初，除中军参军事。宅

居在潮沟，于宅讲《论语》，听者倾朝。迁建

康正，俄以劾免。久之，入为尚书仪曹郎，迁

西中郎记室参军，累为晋陵、武康令。罢县

还，仍于东郊筑室，不复仕……挺后遂出仕，

寻除南台治书，因事纳贿，当被推劾。挺惧

罪，遂变服为道人，久之藏匿，后遇赦，乃出

大心寺。会邵陵王为江州，携挺之镇，王好

文义，深被恩礼，挺因此还俗。复随王迁镇

郢州，征入为京尹，挺留夏首，久之还京师。

太清中，客游吴兴、吴郡，侯景乱中卒。著

《迩说》十卷，文集二十卷。

（伏挺）子知命，先随挺事邵陵王，掌书

记。乱中，王于郢州奔败，知命仍下投侯

景。常以其父宦途不至，深怨朝廷，遂尽心

事景。景袭郢州，围巴陵，军中书檄，皆其

文也。及景篡位，为中书舍人，专任权宠，

势倾内外。景败被执，送江陵，于狱中幽

死。挺弟捶，亦有才名，先为邵陵王所引，

历为记室、中记室、参军。［15］80

伏氏家族既有文学儒学和从政的传统，伏知名

本传中还说明其有从军之经历，这或许也是《五

更转》创作的背景。任半塘先生《唐声诗》论及

关于《五更转》创始时道：“至迟在齐梁间已有，

盛唐入法曲。”［16］340虽未实际材料，估计也是推

测之辞，但从伏知道为梁陈间人的情况来看其

论大致不差。

关于伏知道的著述，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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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南北朝诗》和曹道衡、沈玉成《中国文学家大

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都做了统计：“伏

知道：……存《从军五更转》五首，见《艺文类

聚》卷五十九；《乐府诗集》卷三十三；又《咏人

聘妾仍逐琴心诗》《赋得招隐》皆见《艺文类

聚》。”［12］100其来源皆为《艺文类聚》，共诗三题，

除《五更转》之外，另外两首为：

《艺文类聚》卷十八，人部二，美妇人类收其

《咏人聘妾仍逐琴心诗》；卷三十六，人部二十，

隐逸类上收有其《赋得招隐》诗。

《咏人聘妾仍逐琴心诗》诗云：

春色转相催，佳人心自回。长卿琴已

弄，秦嘉书未来。挂冠意分绶，荐枕缺因

媒。染香风即度，登垣花正开。贞楼若高

下，如何上阳台。

《赋得招隐》诗云：

招隐访仙楹，丘中琴正鸣。桂从侵石

路，桃花隔世情。薄暮安车近，林喧山鸟

惊。

以上三首，为现存伏知道仅存之诗，数量虽少，

却分别涉及边塞征人、男女风雅传情、山人隐士

等多方面的题材，可见其创作题材是比较广泛

的，可惜更多的作品已经遗失，只能由此窥其

一斑。

除了诗歌之外，伏知道还存有《为王宽与妇

义安主书》一文，亦收录于《艺文类聚》（卷三十

二，人部十六），该文是伏知道代王宽致信与妻

子义安公主，表达思慕爱恋之情。其文曰：

昔鱼岭逢车，芝田息驾，虽见妖淫，终

成挥忽。遂使家胜阳台，为欢非梦；人惭萧

史，相偶成仙。轻扇初开，欣看笑靥；长眉

始画，愁对离妆。犹闻徙佩，顾长廊之未

尽；尚分行幰，冀迥陌之难回。广摄金屏，

莫令愁拥；恒开锦幔，速望人归。镜台新

去，应余落粉；熏炉未徙，定有余烟。泪滴

芳衾，锦花常湿；愁随玉轸，琴鹤恒惊，已觉

锦水丹鳞，素书稀远；玉山青鸟，仙使难

通。彩笔试操，香笺遂满；行云可托，梦想

还劳。九重千日，讵想倡家；单枕一宵，便

如荡子。当令照影双来，一鸾羞镜；弗使窥

窗独坐，姮娥笑人。［8］572-573

文章从生活细节入手，用典自然，对仗工稳，感

情真切，受到后世多位评论家的高度评价，清代

李兆洛《骈体文钞》选录了伏知道的《为王宽与

妇义安主书》，并对包括这篇在内的骈文做了一

个总体评价：“多缘情托兴之作。……其言小，

其旨浅，其趣博。往往托思于言表，潜神于旨

里，引情于趣外。是故小而能微，浅而能永，博

而能检。”谭献批点谓其“娇娆欲语”，为“六朝小

启，五代填词”，可见其艺术造诣。清人许梿《六

朝文絜》评点道：“寄书闺阁，倩作故奇，而‘微

笑’‘余香’，代人设想，尤为奇之奇者。”他把此

文与梁朝何逊《为衡山侯与妇书》、庾信《为梁上

黄侯世子与妇书》并称为“香奁绝作”。

当代学者对此书也有较高评价：“伏知道的

这封书信对仗精工、自然而妥帖；用事贴切，做

到典事内容与表达内容的谐调；熟用隔句对，把

四四句型作为主要句型运用，兼用四六式和六

四式，并巧用长短句的交错变化，同时注以散行

之气，使文章于凝炼中见流畅。”［17］

由此可见，伏知道其人虽然生平不详，且担

任军职，但由于家族渊源原因，在诗文创作上还

是有所成就，从仅存的几首作品来看，有较高艺

术价值，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同时，由《五更

转》的传承创作过程，还可以看出中原文学与边

塞文学、书面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交融与互动。

伏知道籍贯山东昌平，为中原齐鲁文化重镇，伏

氏家族为梁代显宦，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同时积

极入仕，南征北战，故伏知道能够感受体会征人

之苦，其《从军五更转》继承汉乐府相关题材而

又在形式上有所创获，一唱三叹，可谓边塞诗之

杰作，因而得以流存。其后《五更转》曲调形式

四方传播，为中原地区及西夏以及敦煌武威等

河西边陲地区下层民众喜闻乐见，不约而同地

易其内容而承其形式，所谓旧瓶装新酒，多为民

间小调，蔚为大观，而中原地区或许艺术资源丰

富，乐府及各种艺术形式来源较为广泛，唐宋边

塞诗名家辈出，形式多样，风格各异，成果丰硕，

卓然成派，足资诗人们广泛吸取。再加上受“诗

庄词媚”的文体观念传统影响，《五更转》在民间

兴盛后，除了个别特殊时期和作家之外，中原文

人反而较少以《五更转》为题进行创作了。文学

史上文体代谢源头往往在民间和异域，书面文

学与民间文学又会各自选择不同路径，呈现不

中原与边陲、书面与民间文学互动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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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风貌。这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反映出不同

地域和不同形式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规律与特

点，值得很好的研究和探讨。

注释

①徐希平、彭超：《俄藏与中国藏两种西夏文曲辞〈五更

转〉之探讨》，《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 6期。

参考文献

［1］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

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0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聂鸿音.西夏文《五更转》残叶考［J］.宁夏社会科学，

2003（5）：74-75.
［3］聂鸿音.西夏文献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4］史金波，陈育宁主编.中国藏西夏文献：卷 16［M］.兰

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
［5］梁继红.武威藏西夏文《五更转》考释［J］.敦煌研究，

2013（5）：77-81.
［6］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7］吴立模.五更调与五更转［N］.文学周报，1923-11-05

（03）.
［8］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2.
［9］伏俊琏，徐会贞.敦煌《五更转研究综述》［J］.乐山师

院学报，2016（1）：13-16.
［10］吴清.敦煌《五更转》与河西宝卷《哭五更》之关系研

究［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4）：69-74.
［11］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M］.北京：

中华书局，1983.
［12］曹道衡，沈玉成.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

北朝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3］李延寿.南史［M］//二十五史：四.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1986.
［14］班固.汉书［M］//二十五史：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6.
［15］姚思廉.梁书［M］//二十五史：三.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6.
［16］任半塘.唐声诗：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17］赵峰.从《为王宽与妇义安主书》看伏知道的骈文风

格［J］.黑龙江史志，2008（18）：37-42.

Exampl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entral Plain and Borderland, Written and Folk Literature：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Wugenzhuan in Western Xia Dynasty and Fu Zhidao, the

Earliest Writer

Xu Xiping

Abstract: Wugengzhuan is a folk tune widely popular in China. There are relevant forms in Chinese and languages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Central Plains and borderland. Wugengzhuan in Western Xia text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itera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us which traces the source of Wugengzhuan. Ouyang Xun’s Art and
Literature recorded that it was the earliest existing written literature. His five forms became the basis of the later
literati in the Central Plains, but in the Western Xia, Dunhuang and the Central Plains Wugengzhuan became more
flexible and free. Fu Zhidao’s Wugengzhuan is a work describing special life scenes of frontier fortress and expressing
human emotions, which was inherited by literati in the Central Plains, especially by writers in the Ming Dynasty.
However, folk works mainly show the love of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promote religious teachings. The Fu Zhidao’s
origin, the relationship with Fu Manrong family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examination theory
reflects the influenc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written and folk literature in various regions and ethnic languag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Western Xia Literature；Song and Ci of Wugenzhuan；Fu 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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