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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代李白”之称的著名诗人黄
景仁（字仲则），其爱情诗深情真挚，堪
比李商隐的《无题》，他爱恋的对象，也
与李商隐的情事一样，扑朔迷离。人
们在欣赏黄仲则凄美的情诗，感动于
他缠绵悱恻的爱恋、刻骨铭心的相思
时，不禁会好奇，这些诗词到底是写给
谁的？

关于黄仲则爱恋的对象，历来说
法模糊，没有定论，归纳起来大致有以
下三种观点：一是表姊妹，大多认为是
仲则宜兴姑妈的女儿；二是宜兴姑妈
家的婢女；三是一位歌妓。

近现代人研究黄仲则，大多认为
其所恋对象不可考。尽管年代久远，
言辞模糊，但“为谁风露立中宵”这个

“谁”并非不可考。仲则的爱情诗以
《绮怀》组诗及《感旧》组诗最为有名，
诗歌多写他自己的心路历程，融入的
是真情实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相关
的信息。所以，我们不妨来分析仲则

的爱情诗词，对他所恋女子的身份加
以寻绎。

《绮怀》十六首，作于乾隆四十年
（1775）诗人客居寿州期间。这组组诗
完整地描写了诗人的一次恋情，诗歌以
回忆的形式，写出了他与一位女子相
识、相知、相爱、离别、相思、重逢、追忆
的全过程，具有较强的情节性。通过

《绮怀》组诗，我们大约能了解仲则恋爱
的对象、时间、地点、恋爱经过等信息。

关于仲则爱恋的对象，诗中说“中
表檀奴识面初，第三桥畔记新居”（《绮
怀》其四）。这首诗很清楚地点明了诗
人与女子的关系，是中表之亲。“檀
奴”，晋代潘岳的小名，也是美男子的
代称，后也用作年轻女子对情郎的昵
称，这里“中表檀奴”是诗人自称，即仲
则所恋的女子是他的表姊妹。

另一首诗中也有这位女子身份的
相关信息：“虫娘门户旧相望，生小相
怜各自伤。”（《绮怀》其五）“虫娘”是唐

玄宗女儿寿安公主的小名，后下嫁苏
发。在诗词中有时也指舞女，或者自
己心爱的女人。“虫娘门户”指原出尊
贵之家，却遭遇落魄命运。仲则家境
贫寒，她表姊妹也非豪门闺秀，“虫娘”
在此应是指仲则心爱的女子，而非舞
女。“旧相望”说明表妹搬到第三桥畔
的新居后，两家住得比较近，比邻相
望，所以能从小在一起，相互爱怜，可
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关于恋爱的时间，仲则在诗中多
次提到，“三五年时三五月，可怜杯酒
不曾消”（《绮怀》其十五），“三五年”即
15岁，此句道出他们相恋的时间。仲
则在《醜奴儿慢·春日》中追忆过去恋
情，也有“徘徊花下，分明认得，三五年
时”，再次透露了仲则恋爱的年龄是
15岁。15岁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可以
肯定此次恋情是仲则的初恋。

仲则的这位表姊妹究竟是谁呢？
根据《浮桥黄氏宗谱》所记，仲则只有

一个姑妈，适李洪涛，应该就是嫁到宜兴
的姑妈。仲则去宜兴姑妈家读书是什么
时候呢？是乾隆三十年（1765），是年仲
则17岁，且在宜兴氿里读书也仅月余。
所以，从时间上可以清楚地证明，仲则所
恋的对象并非宜兴姑妈的女儿或小婢。

据《浮桥黄氏宗谱》记载，仲则还有
一个表姑，即他爷爷大乐的弟弟大夏的
女儿，适太学生徐景乔，这个表姑的女
儿，应与仲则年龄相仿，所以这位女子可
能是他表姑的女儿，也有可能是他姨妈
或舅舅家的女儿，因信息及资料有限，不
能坐实。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仲则家乡，
住得较近的表姊妹。

这段刻骨铭心的初恋以恋人远嫁而
终止，但楚楚的腰肢、温柔的梨涡、微醺的
香气，这美好的一切，都是难忘的回忆。

黄仲则的另一组爱情组诗即乾隆三
十三年（1768）他20岁时作的《感旧》四
首，以及乾隆三十五年（1770）22岁时所
作的《感旧杂诗》四首。这两组诗也集中
描写仲则的恋情，然细按诗意，所恋之人
与《绮怀》所写并非一人，而是另一外女
子——一位歌妓。

组诗的第一首，回忆与一女子相识、
相恋。“大道青楼望不遮，年时系马醉流
霞。风前带是同心结，杯底人如解语
花。下杜城边南北路，上阑门外去来
车。匆匆觉得扬州梦，检点闲愁在鬓
华。”（《感旧》其一）首联交代女子的居所
临近道边，“青楼”指豪华精美的楼房，借
用曹植《美女篇》中“青楼临大道，高门结
重关”句，后也常指歌妓的居所。颈联中

“下杜”在长安城南，“上阑”在长安城西，
这里借指女子居住的地方，是门前车马
往来的繁华热闹之地，并非如《绮怀》中
所写的安静庭院，更像是歌楼妓馆这样
的风月场所。

在另一首诗中可以更加确定这位女
子的身份，诗云：“柘舞平康旧擅名，独将
青眼到书生。”（《感旧杂诗》其三）“柘舞”
是唐朝时从西域传入的歌舞。“平康”，唐
时长安丹凤街有平康坊，又名平康里，为
歌妓聚居之地。此句点出所思女子的身
份，无疑是名歌妓。“风亭月榭记绸缪，梦
里听歌醉里愁”（《感旧杂诗》其一），饮酒
沉醉，歌舞欢娱，与风月场所相吻合。可
以肯定，仲则这两组诗所怀女子为一歌
妓。仲则的诗词及李斗《扬州画舫录》等，
也证明他确有冶游之经历。诗中的“扬州
梦”既是用杜牧典故，也可能是实指，暗示
这位女子可能是他乾隆三十一年（1766）
冬冶游扬州时认识的一位歌妓。

从《感旧》《感旧杂诗》两组诗可以看
出，仲则与这位歌妓的情感，是才子佳人
式的浪漫恋情。这位歌妓对书生仲则青
眼相向，情有独钟，经常手裁诗笺抄写仲
则的诗词。但这段感情最终无果，只留
下深深的遗憾，“珊瑚百尺珠千斛，难换
罗敷未嫁身”（《感旧》其三）。

仲则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岁末，
即他漂泊多年后的中年写下《岁暮怀人》
组诗，共20首，每一首怀念一个人，前面
的18首诗后均注明所怀者姓名，唯有最
后两首没有注明，很明显两首诗所怀者
分别是不同的两人。根据诗歌内容分
析，第十九首怀念的是家乡的表妹，第二
十首所怀即是那位歌妓。这两首诗也可
以证明仲则的两次恋情。

通过考察黄仲则的爱情诗词及生平
轨迹，我们认为，他有过两次用情至深但
最终无果的情感经历：一次是青梅竹马
式的初恋，即他15岁左右爱上家乡活泼
聪慧的表妹；另一次是才子佳人式的浪
漫，冶游扬州时爱上了一位美貌的歌妓。

——黄仲则恋爱对象考

为谁风露立中宵

浪花脚丫

一块木板
跳入小溪
变成一只小木船
浪花成了小木船的脚丫
带着木船冲向远方

爸爸的脚丫

爸爸的脚丫
一到泥地里
就会和我玩捉迷藏游戏

爸爸的脚丫
一到楼板上
就会告诉我回来的消息

脚印儿

小鱼的脚印儿
是一条条波浪儿
一条条波浪儿
又被风踩平啦

到远方去

山想到远方去
就冒出了溪流
溪流把山的气息带到了远方

花想到远方去
就冒出了芳香
芳香把花的秘密带到了远方

蝉

爱唱歌的蝉
最喜欢夏天
夏天一到
蝉就在树梢
开起演唱会

知了知了
知了知了
蝉不停地唱着
同一首歌
阳光是忠实的听众
一直坐在树梢
听完整场演唱会

火炉

太阳是个火炉
冬天的时候
人人都喜欢火炉
看到太阳
就追着太阳

太阳是个火炉
夏天的时候

人人都怕火炉
看到太阳
就躲着太阳

白天的故事

一到夏季
白天就开始贪玩
总是早早出门
很晚都不回家

一到冬季
白天就开始贪睡
闹钟响了很久
白天也起不来
总是很晚出门
早早就回了家

亲密的朋友

扑通——
跳进小河
我游成一条鱼儿
和小河成了亲密的朋友

哧溜——
爬上树枝
我跳成一只松鼠
和果子成了亲密的朋友

呼啦——
跑进林子
我转成一个陀螺
和风成了亲密的朋友

在夏天
我交上了很多很多
亲密的朋友

夏天的话

夏天喜欢跟我说话
在树林的时候
夏天的话是一颗颗果子
夏天说话有时酸酸的
有时甜蜜蜜的
我都喜欢

在海边的时候
夏天的话是一朵朵浪花
夏天说话有时嗓门大
有时嗓门小
我都喜欢

在夜晚的时候
夏天的话是一只只虫子
夏天说话有时像哼曲子
有时像朗诵诗
我都喜欢

夏天夏天
你跟我多说说话吧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喜欢

任小霞

夏天的消息（童诗一组）

那时的夏还有落日晚霞和满天
星光。

我二十二岁以前一直住在农
村。夕阳西下的时候，父母就从街
上卖菜归来。父亲烧好晚饭，母亲
洗好衣服，我便提桶井水泼在门口
水泥地上，井水在灼热地面滋滋作
响，热气瞬间蒸发，水泥地面便留下
一片水渍。我和二哥抬出竹子编的
凉床，摆出几把椅子，父亲端出几碗
菜肴，母亲提出竹烧箕装的米饭，我
们就开始享受夏的晚餐。此时，天
边定有或红或紫的晚霞，那晚霞的
光影有时会映红墙壁，映亮树丛，给
村庄披上霓裳的外衣。父亲端杯老
酒，吮着螺蛳，一口酒一口菜，吃得
有滋有味，晚霞映着他那古铜色的
肌肤，分外迷人。母亲总是在晚饭
后擦干净竹床，端出盆切好的红瓤
黑籽的西瓜，那瓜刚从井水中捞出，
清凉甘甜。

入夜的夏更为迷人，我洗完澡，
便和二哥躺在凉床上乘凉，轻摇蒲
扇驱赶蚊虫，仰头就可见满天星
斗。那星星铺满天空，有密有疏，有

明有暗，北斗七星光芒四射，银河波光
粼粼。有时，能看到一两颗流星瞬间
划破天空，跌落于远方。父亲说，那是
圣人或文曲星下凡。夜色渐深，间或
看到一颗忽闪忽闪的星星慢慢地从东
方而来，渐渐地向西南方移去。哥哥
说，那是从上海飞往南京的飞机。在
我看来，上海和南京也和天上星星一
样的遥远。渐渐地，夜深了，身凉了，
便进屋休息，睡梦中脑海里常有满天
的星斗扑闪扑闪。

夏天最安静的地方，莫过于村前
的清清池塘。那水波纹不惊，近处清
澈见底，蓝天白云倒影于塘中央一动
不动。而塘边柳树和槐树上的蝉鸣则
一声接着一声，可是再喧闹，也不能惊
扰夏天的宁静。“蝉噪林逾静，鸟鸣山
更幽。”当后来读到这句诗时，便深知
其味。

那时的我也喜欢垂钓，常戴着父
亲斗笠，去塘边阴凉处钓鱼。选好位
置，将鱼钩轻轻抛洒，“扑”的一声，打
破一池碧波，水面便漾出圈圈波纹，不
一会儿水面恢复平静。在蓝天白云倒
影处垂钓，虽鲜有鱼儿上钩，但却有独
钓日月长的意味。在明亮而又寂静的
阳光下，看池边夏日光影流动，看远方
青青的稻田，天边葱绿的树丛，此心一
片悠然。一直到傍晚时分，池塘边传
来鹅鸭的叫唤声，我便收钩回家。此
时，塘边会有一两个老农荷锄走过，走
入暮色霭霭、炊烟四起的村中，山村的
夏夜又开始了。

如今，我独坐于城市筒子楼的窗
前，在空调丝丝凉风吹拂下，闻听外
面的蝉鸣，看灼人的日光，想起故乡
的夏——想那午后的浓荫，想那村前
的清清池塘，想那夏夜的满天星光。

双 木

故乡的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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