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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本批评看宋初唐诗学的演进 
——基于《文苑英华》与《唐人选唐诗》的比较 

何水英 

(凯里学院人文学院，贵州凯里，556011) 

摘要：通过对《文苑英华》与“唐人选唐诗”十三种选本选录唐诗的比较，可具体微观地把握唐至宋初唐诗学的 

演进特点。发现宋初选唐诗更突出题材意识，题材有日常生活化倾向；宋人对唐诗选录态度更具包容性，这有利 

于唐诗精华的全面吸收；更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对唐代诗人的接受较唐人而言变化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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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本批评是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中常见的方式，对 

诗学研究影响较大。陈伯海认为：选诗、品藻和叙事， 

“是唐诗学的最原始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 [1](178) 。 

朱易安则认为： “事实上这个研究范围和方法以后仍然 

是整个古典唐诗学的主要部分，即使到了明代后期， 

出现了胡应麟《诗薮》、许学夷《诗源辨体》这样具有 

比较完整理论体系的唐诗学研究著作，也仍然如此。 

又如许学夷的《诗源辨体》 ，原本是一部大型诗选，后 

因财力人力有限，只刻印了诗论部分，才成了我们今 

天所见到的样子。 ” [2](30−38) 唐代有大量唐人自行编选的 

唐代诗集，据陈尚君先生《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 

统计约在 100种左右 [3](185) ， 惜大部分逸散。 较早将 “唐 

人所选唐诗”选本结集刊行的是明代嘉靖时佚名所辑 

《唐人选唐诗六种》，收《箧中集》《国秀集》《河岳英 

灵集》《中兴间气集》《搜玉小集》《极玄集》。明末毛 

晋补 《御览诗》《才调集》 两种， 成 《唐人选唐诗八种》。 
1958  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增《唐写本唐人选唐 

诗》《又玄集》两种，共 10 种结集成书。傅璇琮先生 

又增补了《翰林学士集》《丹阳集》《玉台后集》《珠英 

集》4 种， 删去了似为抄录而非编选的敦煌写本唐诗， 

共计收录 13 种， 辑成 《唐人选唐诗新编》。 学界对 “唐 

人选唐诗”现象较为关注，也有不少研究成果，但较 

少将之与宋代的唐诗选本比较，从选本批评角度考察 

唐宋人选唐诗的变化。宋初编纂的《文苑英华》虽是 

诗文总集，但编纂人员分工各不相同，实际上又各成 

体系。若单独抽出《文苑英华》诗部分，也可视为诗 

歌总集，故施蛰存在《唐诗百话·历代唐诗选本叙录》 

中将它归为第一部宋人唐诗选集。以《文苑英华》选 

唐诗与唐人选唐诗比较，能具体微观地把握唐至宋初 

唐诗学的演进特点。 

一、题材意识的增强 

《文苑英华》属于“分体编录型”诗文总集，分 

赋、诗、歌行、杂文等 38体，诗分天部、地部、帝德、 

应制、应令附应教、省试、朝省等 25类， “以诗歌外 

在目的分类的有应制、应令(应教附)、省试、酬和、 

寄赠；以诗歌内容分类的有天部、地部、帝德、朝省、 

音乐、人事、释门、道门、隐逸、寺院(塔附)、行迈、 

军旅、悲悼、居处、花木、禽兽(虫鱼附)；两者兼有 

的有送行、 留别； 以诗的体式为类的有乐府” [4](140−144) 。 

整体而言《文苑英华》诗主要依据题材分类，除了帝 

德、应制、应令附应教、释门、寺院、酬和、寄赠、 

留别类外，其它各类都有二级子类，如表 1所示。 

表 1 中所示《文苑英华》诗二级子类达 281类之 

多，大致可分为自然景物类，如日、月、中秋月、玩 

月、山、终南山等；社会时政类，如巡幸、扈从、奉 

使、讲阅、征伐等；神仙道化类，如游仙、神仙、怀 

仙征君、居士、处士等；宫殿亭台楼榭类，如阁、亭、 

园、幸宅、上阳宫、九成宫、华清宫等；乐器歌舞类， 

如琴、筝、笙、琵琶 、箜篌等；人际交往感怀类，如 

送人省亲、哭人、哭僧道、哭妓等；动植物类，如牡 

丹、桃花、杏花、凤、鹤、鹰、乌、鹊等，足见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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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文苑英华》诗分类表 

类 子类 数量 卷数 

天部 

日、月、中秋月、玩月、对月、望月、杂题月、星、雨、喜雨、对雨、苦雨、杂题雨、咏 

雪、对雪、咏雪、杂题、喜雪、晴霁、风、杂题风、云 、杂题云、霜、露、雾、烟霞、 

天河、虹蜺、元日、春、人日、上元 寒食、上巳、夏、端午、伏日、秋日、秋、七夕、 

九日、冬、除夜 

43  8 

地部 

山、终南山、太山、华岳、南岳、庐山、望夫山、归山、山杂题、山杂题、洞、峡、石、 

孤石、太湖石、杂题、海、江 、潮、河、湖 、潭水、泉、瀑布、杂题、曲江、昆明池、 

温汤 、池、游泛、池杂题、溪、游泛 、杂题 
36  8 

帝德  0  1 

应制 

赐宴 、酺宴 、侍宴 、巡幸、扈从、元日、人日、上元 、晦日、春、寒食、仲春 、中 

和节、上巳、夏 秋、七夕 、九日、追赏、雨晴、雪 、宫、台、宅、殿、楼、阁、亭、 

园、幸宅、昆明池、兴庆池、降庆池、公主林亭 、送公主 、送饯 、寺院 、杂题、宫观 、 

杂题 

41  11 

应令附应教  0  1 

省试  0  10 

朝省 趋朝、寓直  2  2 

乐府  0  20 

音乐 乐、琴、筝、笙、琵琶 、箜篌、箫 、笛、杂乐、歌 、舞、歌妓  12  2 

人事 宴集、宿会、逢遇  3  5 

释门  0  6 

道门 
游仙、神仙、怀仙、梦仙、谪仙、仙谷遇毛女、桃源、秦越人洞中咏、下元斋咏、歌词、 

宫观、送赠道人、送宫人入道 
13  5 

隐逸 征君、居士、处士、山人、隐士  5  3 

寺院附塔  0  7 

酬和  0  7 

寄赠  0  19 

送行 送人省亲、赋物送人、歌  4  20 

留别  0  3 

行迈 奉使、馆驿、  3  10 

军旅 讲阅、征伐、边塞、边将  4  2 

悲悼 追述、哭人、哭僧道、哭妓、送葬、坟墓、第宅、怀古 、遗迹、挽歌  10  10 

居处 
上阳宫、九成宫、华清宫、宫、苑、 殿、楼、台、阁、堂、亭园斋、别业、村墅、山庄、 

田家 
17  9 

郊祀 宿斋、祠庙  2  1 

花木附 

果实、草 

牡丹、桃花、杏花、紫薇、梅花、芙蓉、莲荷、石榴、 海棠、玫瑰、玉蘂、蔷薇、菊花、 

蜀葵、山花、刺桐 、看花、惜花、残花、杂花、柳、松、柏、桂、桧、杉 桐、槐、竹、 

笋、樱桃、柑橘、桃李、梨、石榴、枣栗、柰、梅、荔枝、杂果实、树木、藤、药、茶、 

兰、萱、众草、苔、芦苇、萍、枸杞、杂咏、木叶 

53  7 

禽兽 
凤、鹤、鹰、乌、鹊、雁、莺、百舌、鹦鹉、鸳鸯、鸂鶒、孔雀、鹭鹚、鸡雉、鹧鸪、凫、 

鸥、鹅鸭、燕、雀、子规、杂题、蝶、蜂、萤、蝉、促织、蜘蛛、马、猿、獭、鱼、龟  33 
3 

题材的丰富。 可以说唐人是在创作中扩大了题材范围， 

宋人则是从文体类型上增强了题材意识。从诗歌类目 

来看，不少题材与日常生活有关，这种意识反过来指 

导宋人进行创作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宋诗日常 

生活化特点的形成。 

相比较而言， 唐人编选诗集题材分类意识并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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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选唐诗” 十三种在编纂体例上大致有四种模式： 

一是以句式类分，如《翰林学士集》选录的诗歌分四 

言和五言两类；二是以地域类分，如《丹阳集》就按 

延陵、曲阿、句容、江宁、丹徒五地区别，选录诗人 

诗歌；三是倾向内容类分，如《搜玉小集》从内容上 

看似按应制诗、边塞歌行古诗、闺情怀人、岁时应景、 

行旅述怀等类型编纂，但并未明确标明；四是“以人 

为纲”选录诗歌，结构为“作家—诗作” 。如《河岳英 

灵集》分上、中、下三卷选录诗人 24人，卷上首起常 

建，收其诗十五首；次为李白，收其诗十三首；再下 

为王维、刘眘虚等，分人录诗，卷中、卷下皆相类。 

《中兴间气集》卷上首标钱起，收其诗十二首，次为 

张众甫， 收其诗三首， 再次为于良史， 收其诗二首…… 

其他“唐人选唐诗”选本如《玉台后集》《珠英集》《箧 

中集》《国秀集》《御览诗》《极玄集》《又玄集》《才调 

集》等都采用此编纂录方式。 “唐诗人选唐诗”十三种 

选本中，仅《搜玉小集》有以题材类分的倾向，可见 

《文苑英华》诗编纂体例与“唐人选唐诗”选本编选 

体例之异。 

《文苑英华》 按题材不同分门别类进行诗歌编纂， 

除了受《文选》以及类书影响外，还与《文苑英华》 

欲为世人提供学习范本的编纂目的有关。诗歌以题材 

分类，可以满足不同创作兴趣的民众学习需要。《文苑 

英华》以后的宋人编唐诗亦喜欢以题材分门别类，如 

谢枋撰《分门别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分时令、节侯、 

气候、昼夜、百花、竹木等十四类，收诗二百余首。 

赵孟頫所编《分门纂类唐歌诗》分天地山川、朝会宫 

阙、经史诗集、城郭园庐等八类。宋敏求所编《李太 

白文集》诗歌部分亦主要以题材分歌吟、赠、寄、别、 

送、酬答、游宴、登览等类。《文苑英华》对诗歌的分 

类方式无疑启开了宋人 “分门别类”编选总集的风气。 

二、品诗气度的宽宏 

正如胡震亨《唐音癸鉴》卷三一所云： “唐人自选 

一代诗，其鉴裁亦往往不同。 ”现存的“唐人选唐诗” 

选本选录标准与侧重点各异。《翰林学士集》 限于宫廷 

唱和，所收诗歌均为应制或应令之作， 君臣同题唱和， 

群体参与性强。《珠英集》 集中收录武则天时期参与编 

纂《三教珠英集》的“珠英学士”宫廷诗作。 《搜玉小 

集》编次杂乱，仅能从收录内容上大体判断似依题材 

分类收录诗歌。《筐中集》编录风雅寄兴之作。《河岳 

英灵集》选诗“文质半取，风骚两挟” 。 《国秀集》则 

以“ 婉丽”“风骚”为文学之旨趣。《中兴间气集》倡 

导“风雅之作” 。《又玄集》《才调集》崇尚清丽闲逸。 

此外， “唐人选唐诗” 选本中，《河岳英灵集》《国秀集》 

《筐中集》明确将人品作为选诗标准。殷璠在《河岳 

英灵集序》中称： “把笔者近千人，除势要及贿赂者， 

中间烁然可尚者，五分无二……如名不副实，才不合 

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 ” [5](107) 殷璠选诗将“势 

要及贿赂者”“不合道者”都去除，这显然是以人品论 

诗。楼颖《国秀集序》言： “道苟可得，不弃於厮养； 

事非适理，何贵於膏粱？” [5](217) 也是将“合道”作为 

选诗的标准，与殷璠主张类似。元结《筐中集序》云： 

“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 

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异於是者，显荣当世。 

谁为辩士，吾欲问之。天下兵兴，於今六岁，人皆务 

武，斯焉谁嗣？” [5](299) 叹所录七人品高人微，故而集 

诗让世人知晓。《四库全书总目》曰： “诗至唐，无体 

不备，亦无派不有。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 

或因乎风气之所趋， 随所撰录， 无不可自成一家。 ”“盖 

求诗于唐, 如求材与山海，随取皆给。而所取之当否， 

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 ” [6](1727) 所言虽是批评 

唐诗选本之不足，但也道出了唐诗选本风格不一的原 

因。 “唐人选唐诗”选本体现出唐诗的丰赡，但由于时 

代风气、选家性情等诸多因素影响，整体宏观考察唐 

诗的意识不强，限于某一类人、某一地域选诗，未免 

显得促狭。 

相对而言，《文苑英华》对唐诗态度更具包容性。 

《文苑英华》与风格不一的“唐人选唐诗”选本均有 

重诗。其重合《翰林学士集》所录诗人 9人诗 11首； 

重合《珠英集》现存残卷 6人诗 55首；重合《搜玉小 

集》30人诗 35首；重合《丹阳集》12人诗 16首；重 

合《河岳英灵集》23人诗 126首，重诗占《河岳英灵 

集》所录诗歌的 55%；重合《国秀集》56人诗 48首， 

重诗占《国秀集》诗歌总数的 22%；重合《箧中集》 
6人诗 7首；重合《中兴间气集》23人诗 90首，重诗 

占《中兴间气集》诗歌总数的 63%；重合《极玄集》 

重 20人诗 77首，重诗占《极玄集》诗歌总数的 77%； 

重合《御览诗》21 人诗 33 首，重诗占《御览诗》之 

歌总数的 12%；重合《玉台后集》39 人诗 13 首，其 

中唐代诗人  27，诗  12 首；重合《又玄集》122 人诗 
120首，重诗占《又玄集》诗歌总数的 40%；重合《才 

调集》99人诗 181首，重诗占《才调集》诗歌总数的 
17%。《文苑英华》选诗基本上不考虑人品，所选的一 

千余位唐代诗人，身份不同，品德各异，既有纸醉金 

迷的君王，也有心系国运民瘼的仁人志士，有无心政 

治的方外之人，也有关注自我情绪的女子等等。这显 

示出宋初对唐诗兼容并蓄的接受态度。这种包容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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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唐代不同风格的诗歌精华集于一处，有利于满足喜 

好不一的学习者需求。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战乱局面，推行文治，给宋 

人整理和继承前代文学成果提供了便利条件，可以说 

《文苑英华》选录唐诗就是在对唐诗的整体考察下进 

行的一次全面总结，这种收录视野和条件是“唐人选 

唐诗”选本所不具备的。《文苑英华》选诗比唐人选唐 

诗更具包容性，但并不是说《文苑英华》选诗散漫无 

章，其诗选的倾向性也较明显。从《文苑英华》与“唐 

人选唐诗”选本的重合情况来看，《文苑英华》与《国 

秀集》重诗比例最小，原因之一在于《国秀集》选诗 

突出小作家，《文苑英华》并不以此为重，故而对《国 

秀集》所录的诸多诗人都未认可。诗风倾向上，《文苑 

英华》的态度也很明显。《中兴间气集》重诗之“理致 

清新” ，其所选诗歌六成以上都被《文苑英华》选录； 

姚合的《极玄集》以“清丽”为宗，其所录诗歌近八 

成都被《文苑英华》选录;绮艳诗风以《御览诗》、《才 

调集》为代表，这两集中所选录的大部分艳诗，《文苑 

英华》均予以剔除，从中可见《文苑英华》对清丽诗 

风的重视。 

三、诗教功能的突出 

宋太宗下令编纂《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几部 

大书时， 曾说： “王者虽以武功克定， 终需用文德致治。 

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 

损益也。 ” [7] 《文苑英华》编纂期间的雍熙元年，又言 

“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 

法？” [8](571) 可见其编纂用于教化的意图很明确。而实 

现其教化目的的途径则是将《文苑英华》编纂成范本 

形式，指导时人习文， “使沿泝者得其余波，慕味者接 

其雅唱” [9](1022) 。《文苑英华》是宋初文教政策的产物， 

较之“唐人选唐诗”选本而言，其诗教功能更为突出。 

“唐人选唐诗”选本批评标准各异，但均未如《文苑 

英华》那样是在君王强烈的文教意识指导下编纂而成 

的。《文苑英华》突出唐诗的诗教功能，有如下特点。 
(一) 对唐代帝王诗作的地位明显提高 

选录帝王诗作是《文苑英华》选诗的一大特点， 

其收录唐代帝王诗有： 唐太宗李世民诗 67首，武则天 

诗 1首，唐中宗李显诗 1首，唐玄宗李隆基诗 36首， 

唐德宗李适诗 1 首。《文苑英华》诗分 25 类下有 281 
子类，每一子类若选入帝王之诗，会将其置于类首， 

如天部“日”子类，唐诗首位唐太宗。 “唐人选唐诗” 

选本无此观念，仅有《翰林学士集》收唐太宗诗，选 

录数量极少，且附于许敬宗诗作后。《文苑英华》选录 

帝王诗人诗歌数量较前人大量增加，且排序上有以君 

王为首的特点，这些都体现出《文苑英华》突出君王 

地位的诗学意识。 
(二) 偏向发挥诗歌教化之“美颂”功能 

《文苑英华》选唐诗强调教化，但是偏向发挥诗 

歌教化之“美颂”功能。从内容上来说，应制奉和、 

酬唱赠答、送行游览等内容的诗歌选录较多，对现实 

批判性较强的作品则收录较少。 如杜甫 《三吏》《三别》 

未选；张籍、王建、元稹等人的新乐府很少收录；姚 

合《武功县中作》30 首未收录。韦庄《悯耕者》《汴 

堤行》《睹军回戈》《喻东军》《重围中逢萧校书》等反 

映晚唐动乱社会情况的诗均未选录。这种倾向从《文 

苑英华》对柳宗元诗歌的态度也可得以验证。柳宗元 

的诗作现存一百六十余篇，大多为贬谪之后所作，借 

登山临水以抒写离乡去国、身居蛮荒的悲哀与愤懑， 

诗风或 “哀而酸楚”或“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 

泊” 。清人施补华说： “柳子厚幽怨有得《骚》旨，而 

不甚似陶公，盖怡旷气少，沉至语少也。 ” [10](982) 而《文 

苑英华》对于有此特点的诗歌均不录，仅收其诗《观 

庆云图》 这一首。《观庆云图》以颂扬为主，祥和雍雅， 

与柳宗元其他“幽怨”之作截然相反，这与宋初文臣 

崇“颂美”的审美心理分不开。 

再如白居易，《文苑英华》重视白居易的新乐府， 

选录了其新乐府 50首中的 21首， 但也是有所抉剔的。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 “凡闻仆《贺雨》诗，而 

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 

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 

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 

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 

不可遍举。 ” [11](2793) 白居易所列举的这些诗歌中， 《哭 

孔戡》《秦中吟》《乐游园》《宿紫阁村》均比《贺雨》 

言语激切。《文苑英华》只选录了《贺雨》归入诗体。 

夏夷中、皮日休、杜荀鹤、陆龟蒙、曹邺等晚唐诗人 

创作了不少伤时讽世之作，《文苑英华》收录较少，如 

所收皮日休诗  22 首，现实批判性较强的《正乐府十 

篇》和《三羞诗》就未选录。 

四、诗人地位的升黜 

选本可以反映出诗人在不同时期的接受变化情 

况。《文苑英华》录诗超过百首者有：白居易(254 首)、 

李白( 228 首)、杜甫(194 首)、刘长卿(181 首)、王维 
(155 首)、 卢纶(154 首)、 贾岛(153 首)、 郑谷(151 首)、 

宋之问(145 首)、刘禹锡(143 首)、皎然(142 首)、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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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142 首)、 温庭筠(139 首)、 许浑(136 首)、 张籍(120 
首)、张说(118 首)、赵嘏(121 首)、刘得仁(112 首)、 

张九龄(113首)、 张乔(112首)、 方干( 111 首)、 李峤(105 
首)， 不少诗人在 “唐人选唐诗” 选本中地位并不突出。 

以白居易、李白、杜甫为例，三人在“唐人选唐 

诗”选本中地位并不高。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卷 

一十五“极玄条”云:“ 《姚氏残语》云:‘殷璠为《河 

岳英灵集》，不载杜甫诗；高仲武为《中兴间气集》， 

不取李白诗；顾陶为《唐诗类选》，如元、白、刘、柳、 

杜牧、李贺、张佑、赵嘏皆不收；姚合作《极玄集》， 

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各有意也。 ’” [12](441) “唐人选唐 

诗”十三种中，《又玄集》仅收白居易诗 2 首，《才调 

集》收白居易诗 27首，在韦庄、温庭筠、元稹、李商 

隐、杜牧、张沁、李白等人之后，其他选本未见有选 

白诗者。《河岳英灵集》收李白诗 13首，位居王昌龄、 

王维、常建、李颀之后；《又玄集》收李白诗 4首，居 

杜甫、武元衡、贾岛、姚合等人之后；《才调集》收录 

李白诗 28首，居韦庄、温庭筠、元稹、李商隐、杜牧、 

张沁之后；其他选本未收李白诗。而杜甫诗仅被《又 

玄集》收录 7首，其他选本不收杜诗。而《文苑英华》 

对三人极为重视，选录白居易诗 254 首、李白诗 228 
首、杜甫诗 194 首，列《文苑英华》所录唐人诗作的 

前三位。又如张说、李峤和方干，仅《国秀集》收录 

张说诗 4首、李峤诗 4首，《又玄集》收方干诗 3首。 

这些被唐代选家选录较少作品的诗人，在《文苑英华》 

中得到了极大的肯定，可见宋、唐人对唐代诗人的接 

受之别。 

参考文献： 

[1]  陈伯海. 唐诗学引论[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88. 

[2]  朱易安 .  略论唐诗学发展史的体系建构 [J].  文学评论 , 

1998(5): 30−38. 

[3]  陈尚君 .  唐代文学丛考[M].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7. 

[4]  何水英. 〈文苑英华〉续〈文选〉特征及原因探析[J].  文艺评论, 

2012(2): 140−144. 

[5]  傅璇琮.  唐人选唐诗新编[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6]  永瑢, 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7]  李攸. 宋朝事实[M]//卷三圣学, 《丛书集成》本, 上海; 商务 

印书馆, 1935−1937. 

[8]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9]  王应麟. 玉海[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10]  丁福保. 清诗话[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3. 

[11]  白居易. 朱金城笺校,  白居易集笺校[M]. 上海: 上海古籍出 

版社, 1988. 

[12]  陈振孙. 直斋书录题解[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Evolution of Selected Tang Poetics 
——Based on a comparison betweenWenYuanYingHua and 

Tang Poetry Selected by Tang Poems 

HE Shui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Kaili University, Kaili 556011, China) 

Abstract: By comparing WenYuanYingHua and Tang Poetry Selected by Tang Poems, some properties of Tang poetics 
evolution from Tang to earlier Song can be found. Tang Poetry selected by earlier Song poems mainly focuses on some 
special  subjects, which  is related to daily  life. Moreover,  the attitude toward Tang Poetry  is more  inclusive  in earlier 
Song, which is advantageous to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Tang Poetry thoroughly. Finally, the earlier Song people 
would like to emphases more on education function of Tang Poetry and their acceptability of Tang poems also is widely 
different with that of the Ta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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