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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台阁作家宋文观和宋诗观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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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明初台阁作家和典型台阁作家的宋文观和宋诗观存在着异常的/ 错位0 � 他们对宋儒宋文极尽褒扬 � 纳入文统 

的重要位置 � 而对宋诗则或漠视 � 或否定 � 态度全然不同 ∀至其原因 � 则既与于宋兴起的鄙薄宋诗的风气有关 � 也与 

台阁体作家文以载道的文学观有关 ∀ 

关键词 � / 错位0 � 台阁作家 � 宋文观 � 宋诗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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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指称的台阁体 � 是指明朝仁宗 !宣宗时期的 

/ 三杨0 � 所谓的典型台阁作家 � 而从内阁的制度渊源 

说 � 明初的宋濂等人就已有内阁之名 �只是/ 犹未得 

位0 ≠ 罢了 ∀他们都有极强的道统和文统意识 �如宋 

濂有5文原6上下篇 !5文说赠王生黼6 �王袆有5文 

训6 � 朱右有5文统6 �后李时勉有5文说6 ∀ 深入分析 

这两个时期台阁作家的文统和诗统 �会发现一种奇 

怪现象 � 就是他们对同属于宋代的诗歌和古文有截 

然不同的认识和评价 � 他们将宋文和六经 !汉唐文一 

起纳入学习宗奉的统系 �而将宋诗排斥在诗歌学习 

和取法的系统外 � 形成异常的/ 错位0现象 ∀ 本文即 

对这一现象予以阐发 � 以引起关注 ∀ 

当然 � 需先说明的是 �这种对宋文和宋诗的/ 错 

位0评价 � 既不自明代始 � 也不独明代台阁作家为然 ∀ 

对宋诗宋文采取区别评价的 � 以南宋刘克庄为较早 � 

其5竹溪诗序6称 � / 迨本朝 � 则文人多 � 诗人少 ∀三百 

年间 �虽人各有集 �集各有诗 �诗各自为体 �或尚理 

致 � 或负材力 �或逞辩博 ∀ 少者千篇 �多至万首 ∀ 要 

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耳 �非诗也 ∀ 自二三巨儒及十 

数大作家 �俱未免此病 ∀ 0 ≈��卷九十四� 殆即有宋文乃本 

色而宋诗不当行之意 ∀ 而宋诗又实际包含了苏轼 ! 

黄庭坚等引导的/ 负材力0 / 逞辩博0的文人诗和张 

载 !邵雍 !二程等道学家引导的 / 尚理致0 的性气 

诗 ≡ ∀金人王若虚更明确说 � / 扬雄之经 � 宋祁之史 � 

江西诸子之诗 � 皆诗文之蠹也 ∀ 散文至宋人始是真 

文字 �诗则反是也 ∀ 0 ≈��卷三十七� 崇宋文而黜宋诗 ∀ 盖 

宋文自欧阳修 !苏轼等古文家以胸臆之韵为文和张 

载等道学家以理道为文后 � 已经得到了上自朝廷 !下 

自大众的尊崇和实践 � 而宋诗的命运则不同 � 自它比 

较充分的展露出不同于唐音的宋调特色后 � 苏 !黄类 

的宋诗和理学家类的性气诗 �就不断受到包括宋人 

在内的鄙薄和批判�如四灵派 !江湖派和严羽 �甚至 

包括朱熹� � 而这种风气又在元代得到广泛延续 �并 

直接影响了包括台阁作家在内的大部分明人 ≈ ∀ 

一 

明初台阁作家的宋文观和宋诗观存在着错位现 

象 ∀ 

他们普遍尊崇宋文 � 把它视为由六经 !孟子 !两 

汉到唐文的延承 ∀ 宋濂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 � 

其有多文谈及文统 ∀ 5徐教授文集序6言 � / 夫自孟氏 

既没 � 世不复有文 ∀贾长沙�谊� !董江都�仲舒� !太 

史�司马�迁得其皮肤 � 韩吏部�愈� !欧阳少师�修�得 

其骨骼 � 舂陵�周敦颐� !河南�程颐 !程灏� !横渠�张 

载� !考亭�朱熹�五夫子得其心髓 ∀ 观五夫子之所 

著 �妙斡造化而弗违 �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 斯文 

也 � 非宋之文也 � 唐 !虞三代之文也 �非唐 !虞三代之 

文也 � −六经. 之文也 ∀文至于−六经. � 至矣尽矣 � 其 

始无愧于文矣乎 � 0 ≈��卷二十六� 他推崇宋代五位理学家 

超过了汉唐宋的文章家 � 文章家中又更重视唐宋 � 在 

他 �理学家得 / 六经0 之 / 心髓0 �文章家中汉代 

仅得 / 皮肤0 !唐宋得 / 骨骼0 �层面的不同和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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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 � 透露了其渊源元末黄溍 !柳贯的理学出身和 

重道轻文思想 ∀当只谈文章家系统时 � 他也将/ 纪事 

之文0的汉和/ 载道之文0的唐宋别开 � 而不列入正式 

统绪 ∀其5文原6云 � / 六籍之外 � 当以孟子为宗 � 韩子 

次之 � 欧阳子又次之 � 此则国之通衢 � 无榛荆之塞 � 无 

蛇虎之祸 � 可以直趋圣贤之大道 ∀ 去此则曲狭僻径 

耳 � 胡可行哉 � 0 ≈��卷二十六� ∀ 对宋文他更有 / 自秦以 

下 � 文莫盛于宋 � 宋之文莫盛于苏氏0的说法 � 推崇苏 

洵文/ 变化傀伟0 !苏轼文/ 雄迈奔放0 !苏辙文/ 汪洋 

秀杰0 ≈��卷二十九5苏平仲文集序6� ∀刘基官至御史中丞 �封诚 

意伯 ∀其5苏平仲文集序6从享国长久和疆域广大的 

角度立论 � 表彰唐虞三代 !西汉和唐文 �称 � / 继唐者 

宋 � 而有欧 !苏 !曾 !王出焉 ∀ 其文与诗 �追汉 !唐矣 � 

而汉 !唐若有歉焉 ∀ 0 ≈��卷五� 贝琼明代官至国子监助 

教 � 其5唐宋六家文衡序6所叙文统从先秦孟轲 !汉代 

扬雄到唐宋 � 称 � / 盖韩之奇 � 柳之峻 � 欧阳之粹 � 曾之 

严 � 王之洁 � 苏之博 �各得其体 �以成一家之言 �固有 

不可至者 � 亦不可不求其至也 ∀ 0 ≈��卷二十八� 5欧阳先生 

文衡序6更将欧阳修视为/ 欲进于先秦 !两汉者 � 亦无 

以过之矣0 ≈��卷十九� 的桥梁 ∀朱右编有5新编六先生文 

集6�唐宋八大家之称雏形� �其5文统6在历数先秦 ! 

汉 !唐作者后 �说 � / 宋欧阳修又起而继之 �文统于是 

乎有在 ∀ 0 ≈��卷三� 

与对宋文无保留的推崇相比 �明初台阁作家对 

宋诗的态度就有些因人而异 ∀先看以理学流而为文 

学的同属金华学派的宋濂5答章秀才论诗书6 !王袆 

5练伯上诗序6 �其态度耐人寻味 ∀ 与元末明初普遍 

的抑宋风气有所不同 �理学气的浓厚让他们还正面 

论及宋诗 � 并不完全排斥 � 然这种推崇又有限度 ∀他 

们分宋诗为四期论述 � 突出王禹偁 !欧阳修 !苏舜钦 ! 

梅圣俞等人对宋初晚唐体和西昆体/ 全乖古雅之风0 

的革除之功 �引导/ 诗道中兴0 �元祐后突出苏轼 !黄 

庭坚的笼罩作用 �称/ 苏黄挺出 �虽曰共师李 !杜 �而 

竞以己意相高0 � 隆兴 !乾道时突出尤 !杨 !范 !陆四大 

家�王袆增加朱熹之冲雅 ≈� � �/ 然终不离天圣 !元祐 

之故步 �去盛唐为益远0 �批判晚宋/ 气局荒颓 �而音 

节促迫 � 则其变又极矣 ∀ 0作为宋诗代表的苏黄受到 

了足够尊重 � 与汉魏的曹刘 !唐代的李杜成为各自时 

段的代表 �但 / 虽曰共师李杜 �而竞以己意相高0 和 

/ 去盛唐为益远0 ≈��卷三十七� 的评价 �又表明汉魏晋和 

三唐在他们心目中才是学习的经典 ∀ 这说明他们并 

不能完全超越从元人而来的/ 诗当取材于汉魏 � 而音 

节以唐为宗也0�杨仲弘语� ≈� 的诗歌取法态度 ∀ 

再看刘基和贝琼 ∀刘基5苏平仲文集序6认为宋 

代 � / 其文与诗 �追汉 !唐矣 �汉 !唐若有歉焉 ∀ 0 ≈��卷五� 

也能泛泛肯定宋诗 ∀ 贝琼的宋诗观较复杂 �元时他 

尚能肯定宋诗 �称/ 宋诗推苏 !黄 �去李 !杜为近 ∀ 逮 

宋季而无诗矣 ∀ 0 ≈��卷一5乾坤清气序6� 到明代 �其诗歌观已 

经转变为诗教论 � 对宋元均持否定态度 � 甚至为肯定 

元诗/ 抑一代之诗有不可废0的文献价值 �更把宋诗 

当成元诗之改革对象 � / 务铲宋之陈腐以复于唐0 �与 

元 ! 唐 诗 异 类 的 宋 诗 遭 到 / 陈 腐 0 的 批 

判 ≈��卷二十九5陇上白云诗稿序6� ∀ 

明初台阁作家对宋诗这种不够统一坚定的态 

度 � 就为典型台阁尊崇汉魏盛唐诗而漠视宋诗的诗 

歌观埋下了伏笔 ∀ 

二 

典型台阁的宋文观和宋诗观错位更明显严重 ∀ 

他们的文统与明初大体一致 �实际也有两个系 

列 � 一是偏于文的文章家系统 � 即所谓/ 文学之士0系 

列 � 能/ 治经术 � 其言庶几发明圣人之道0的汉代董仲 

舒 � 能/ 力于文词 �能反求诸经 �概得圣人之旨0的唐 

代韩愈 !宋代欧阳修 !曾巩 � 就成了汉唐宋的代表 �一 

是别立而杂入文统中的儒学系统 � 特别表彰宋朝周 ! 

二程和朱子能/ 笃志圣人之道 �沉潜六经 �超然有得 

于千载之上 �故见诸其文 �精粹醇深 �皆有以羽翼夫 

经0 ≈��卷首 # 杨士奇5颐庵文选原序6� ∀ 宋人在这两个系列都占 

上风 ∀特别是和时受批评而显得成员不固定的汉代 

文人相比 � 宋代人员的构成更加稳定 � 基本上就是习 

惯称之的六家 ∀即使在人们更习惯的只叙述文章家 

时 � 宋文仍人数众多 ∀如杨荣5送翰林编修杨廷瑞归 

松江序6所开列的名单 � / 以谓三代而下 � 莫盛于汉唐 

宋 � 帝王之治虽曰有间 � 至于儒者 � 若汉之贾谊 !董仲 

舒 !司马迁 !扬雄 !班固 �唐之韩愈 !柳宗元 !李翱 !皇 

甫湜 � 宋之欧阳修 !二苏 !王安石 !曾子固诸贤 �皆能 

以文章羽翼六经 � 鸣于当时 � 垂诸后世 ∀ 0 ≈� 欧阳修更 

受到了最瞩目的推崇 � 黄佐说 � / �仁宗�恒谓士奇曰 � 

为文而不本正道 �斯无用之文 �为臣而不能正言 �斯 

不忠之臣 � 欧阳真不忝矣 ∀故馆阁文字 � 自士奇以来 

皆宗欧阳体也 ∀ 0 ≈���卷十一� 

宋文的受推重 � 还可从宋儒真德秀所编的5文章 

正宗6和5大学衍义6受青睐看出 ∀ 5文章正宗6续编 

收录宋文 � 以欧 !苏 !曾 !王为多 ∀ 其编辑原则 � / 所辑 

以明义理 �切世用为主 ∀ 其体本乎古 �其指近乎经 

者 �然 后 取 焉 ∀ 否 则 辞 虽 工 � 亦 不 录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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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 0 ≈���卷首5文章正宗纲目6� 受到典型台阁的推崇 ∀杨士奇 

评论它 � / 非明理切用 �源流之正者不与 ∀ 盖前后集 

录文章 �未有谨严若此者 ∀ 学者用志于此 �斯识趣 

正 � 而言不倍矣 ∀ 0 ≈���5文章正宗三集6� 程敏政编辑5新安文 

献志6也遵从真氏原则 � / 甲集悉遵西山先生5文章正 

宗6例 � 凡先达时文 �务取其平正醇粹 �有关世教者 � 

否 � 虽脍炙人口 � 不在录也 ∀ 0 ≈�� 5大学衍义6更是受到 

皇帝和阁臣的推荐 ∀ 朱元璋 / 览而悦之 �令左右大 

书 � 揭之两庑之壁 �时时睇观0 �把它当做 / 帝王之 

学0 ≈���卷九� ∀杨士奇以为/ 大有益学者及朝廷 �为君 

不可不知 �为臣不可不知 �君臣不观5大学衍义6 �则 

其为治苟而已 ∀ 0仁宗取观 � / 大喜 �曰 �−此为治之条 

例监戒 � 不可无 ∀ . 0又/ 命翻刊以赐诸子0 ≈�� ∀到成化 

末年 � 理学名臣丘浚进5大学衍义补6 � 得到孝宗的赏 

赐和升官 ∀ 

然在诗歌领域 �典型台阁未能摆脱已形成深远 

传统的唐宋诗之辨的束缚 � 仍视宋诗为唐诗的异类 � 

对其存在比较漠视 ∀ 叙述诗歌史时 �他们常满足于 

只说明唐前情况 �展现诗歌如何由5诗经6到汉魏晋 

再到唐这样的诗歌历程 � 至于在唐后的发展情况 � 他 

们似乎并不关心 � 也懒于提到 ∀即使提到 � 也往往以 

宋诗的/ 理趣0和/ 议论0为话头 �很少正面分析 ∀ 而 

在不得不正面提到宋诗的诗话中 �更有如周叙这样 

的台阁人物 � 对宋诗极其排斥 ∀ 

周叙 � 永乐十六年进士 � / 在翰林三十年0 … � 属台 

阁成员 ∀承其父志 �续编有5诗学梯航6 ∀ 其5叙诗6 

描述的诗史坚持崇汉 !魏贬六朝 �宗唐抑宋 ∀述及宋 

诗 � 几无好感 � 独称朱子5感兴6诗 � 

宋初言诗 �犹袭晚唐 ∀ 杨大年 !刘子成等出 �遂 

学温飞卿 !李商隐 �号西昆体 �人争效之 ∀ 其语多僻 

涩细碎 � 甚至不可省识 ∀欧阳永叔欲矫其弊 � 专以气 

格为诗 � 其言平易疏畅 �学之者往往失之快直 �倾囷 

倒廪 � 无复余地 ∀其后黄山谷别出机杼 �自谓得杜子 

美诗法 � 海内翕然宗之 � 号江西派 ∀ 学之者不失之奇 

巧 � 则失之粗鄙 �间有名世如苏东坡辈 �又皆以己意 

为诗 � 不复以汉 !唐宗祖 ∀故宋之声诗卒复不振 �独 

得朱子5感兴6二十章 �幸有以纲维诗道 �主鸣绝唱 ∀ 

逮末年咸淳之声出 �诗之厄运已极 �质之风雅 �盖荡 

然矣 ∀

有这样的诗史背景 � 在谈学诗方法时 � 一言就断 

绝了宋诗 ∀ 其5通论6要求 � / 更须多阅经史 �以为帑 

藏 � 深明义理 � 以为见识 � 熟玩5毛诗65离骚6及汉 !魏 

诸诗 � 以为根本 �而取材于晋 !唐 ∀ 宜将宋人之诗一 

切屏去 � 不令接于吾目 ∀使不相渐染其恶 � 庶得以遂 

吾之天 ∀ 不然 �一沦于彼 �虽竭大湖波 �徒费煎涤 

矣 ∀ 0 ≈�� 宋诗被看成传染性极强的恶疾 � 最好的办法 

就是阻击传染源 �不与接触 �否则一旦受病 �再难复 

健康之身 ∀此番断言比前之刘嵩的/ 宋不足征0论更 

决绝 � 

而在评价时人的诗歌创作成绩时 �他们也常以 

汉魏晋盛唐为话头 �说某人古体似汉魏 �近体似盛 

唐 � 而很少以宋代某人比之 ∀此处以杨士奇的评说 

为例�见表 �� ∀ 

表 1  典型台阁作家诗学追求示例 

作家 诗学追求 出处 

虞谦 上追盛唐诸君子之作 ∀ 5东里文集6卷五5玉雪斋 
诗集序6 

黎充煇 清新雅则 � 有唐人风致 ∀ 卷八5黎氏倡和诗序6 

陆闓 

其文章长于诗 � 古体宗魏 
晋宋 �近体主盛唐 �兼工 
书法 �极力钟元常 !王逸 
少父子 ∀ 尝曰 �/ 去此非 
第一义0 ∀ 

卷九5跋与友兰生往复诗 
后6 

曾棨 赋咏之体 � 必律唐人 ∀ 

卷十四5詹事府少詹事兼 
翰林侍读学士赠嘉议大 
夫礼部左侍郎曾公墓志 
铭6 

解缙 

公之文雄劲奇古 � 新意叠 
出 �序事高处逼司马子 
长 !韩退之 �诗豪宕丰赡 
似李杜 ∀ 

卷十七5前朝列大夫交阯 
布政司右参议解公墓碣 
铭6 

罗性 
盖先生学甚博 � 为文章切 
深 � 诗古体宗汉魏 �近体 
宗盛唐 � 书法钟元常 ∀ 

卷二十二5罗先生传6 

梁兰 
为文简而婉 �诗驰骋魏 
晋 � 而冲淡自然 �有陶靖 
节之趣 ∀ 

5东里续集6卷三十九5梁 
先生墓志铭6 

是故 � 作为一个整体的诗歌时代的宋诗 � 在台阁 

体盛行的明前期 �并未因宋儒在发明圣贤道心上的 

绝对理论优势和在俗世的精神指导地位以及宋文的 

跻身文统而得到相应的尊重 ∀ 固然 �宋儒之诗在理 

学界影响很大 ∀ 邵雍式的性气诗 �有理学家也喜欢 

偶尔写作 � 甚至出现了以陈献章 !庄昶为首的性气诗 

派 ∀对朱熹的5感兴6二十首 � 人们更是极尽夸扬 �誉 

为/ 融畅天人 �权衡经史 �以性命奥学寓于音节韵度 

中 � 较之5古诗十九首6 !陈拾遗5感遇6 � 理致悠深 �气 

格 苍 古 � 直 可 追 逐 风 雅 � 是 又 诗 之 一 助 

也 ∀ 0 ≈���卷十六5诗盟记6� 方 孝 孺 称 为 删 后 一 

诗 ≈���卷四5读朱子感兴诗6� � 刘履5风雅翼6为作 / 郑笺0 ∀ 而 

且这种赞誉有时溢出了理学界 � 延伸至诗话类中 �对 

其特别表彰 ∀但这些都可说是靠了明代理学意识形 

态的帮忙 � 实在只是一种空头崇拜 ∀而作为宋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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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文人诗 !诗人诗 � 难有这样的佳运 ∀ 

三 

两个时期的台阁作家的宋文观和宋诗观确实存 

在着程度不等的错位 � 对此如何解释 � 

就他们都尊崇宋文而言 �尚易理解 ∀ 在理学作 

为官方意识形态而受到统治者大力提倡的明前期 � 

有着浓厚理学思想的明初台阁和集理学 !政治 !文学 

三位一体的典型台阁 �自会有鲜明的文以载道的文 

学观 ∀在此观念下 �以义理阐明圣贤之蕴的宋代理 

学家和以文辞发挥圣贤之学的宋代古文家自要受到 

推崇 ∀加上从元代延祐到明的科举考试特别是试八 

股的推行 �使得文坛从元代中期以后就有浓厚的崇 

宋文风气 ∀而以欧阳修为首的宋文又在政治和道德 

的强势话语解读下成为风格雍容婉顺的代表 �成为 

政治和道德的辅翼 ∀ 

相较而言 � 明初台阁特别是金华学派尚给宋诗 

特别是朱熹诗留下了一席之地 �与其宋诗观的错位 

尚不太严重 ∀ 除前文提到的原因外 �也许还与他们 

不顾诗文道分的事实而一再强调/ 诗文本出于一原0 

的观念有关 ∀宋濂5题许先生古诗后6说 � / 诗文本出 

于一原 ∀诗则领在乐官 �故必定之以五声 �若其辞 � 

则未始有异也 ∀如5易6 5书6之协韵者 �非文字之诗 

乎 � 诗之5周颂6 � 多无韵者 � 非诗之文乎 � 何尝歧而 

二之 � 沿及后世 �其道愈降 �至有儒者 !诗人之分 ∀ 

自此说一行 � 仁义道德之辞 �遂为诗家大禁 �而风花 

雪月之章 � 流连于海内矣 ∀ 不亦悲乎 � 0 ≈��卷十二� 宋濂 

以韵来区分诗与文 � 举诗有无韵 !文时有韵来证明诗 

文相通 � 有很强的以文�儒道�统诗的意味 ∀ 刘基也 

说 � / 文与诗同生于人心 �体制虽殊 �而其造意出辞 � 

规矩绳墨 � 固无异也 ∀ 0 ≈��卷五5苏平仲文集序6� 方孝孺进一步 

把诗归宿于文之明理载道中 ∀其5刘氏诗序6言 � / 人 

不能无思也 �而复有言 �言而中理也 �则谓之文 ∀ 文 

而成音也 � 则谓之诗 ∀苟出乎道 � 有益于教而不失其 

法 � 则可以为诗也 ∀ 0 ≈���卷十二� 5时习斋诗集序6也说 � 

/ 诗者 �文之成音者也 �所以道情志而施诸上下也 

, ,大而明天地之理 �辩性命之故 �小而具事物之 

凡 � 汇纲常之正者 �诗之所以为道也 ∀ 0 ≈���卷十二� 其所 

谓的诗文都是/ 理0或/ 道0的载体 �从功用上将诗文 

统一 � 理学色彩比乃师宋濂更浓 ∀ 既然他们都强调 

理道对诗文的本原意义和写作的积养基础 �则对宋 

诗尤其是讲道论性的理学诗自也不会如世间诗人那 

样绝断 � 何况中间还掺合了他们不容易绕开的朱熹 � 

当然 � 他们的肯定也是有限度的 � 也很难彻底摆脱流 

行世间的斥宋论调 �所以他们在肯定时也要用汉魏 

晋唐来指出宋诗的不足 ∀ 

那么 � 典型台阁何以对宋诗就或漠视或否定呢 � 

原因很多 �这里讲三点 � 其一 � 受明初以来普遍的崇 

唐抑宋风气影响 �他们已有了借学唐而追古的思维 

和古体宗汉魏晋近体主盛唐的实践 ∀ 金幼孜5吟室 

记6说 � / 夫诗自三百篇以降 � 变而为汉魏 � 为六朝 �各 

自成家 � 而其体亦随以变 ∀其后极盛于唐 � 沨沨乎追 

古作者 ∀故至于今 � 言诗者以为古作不可及 � 而唐人 

之音调尚有可以模仿 �下此未足论矣 ∀ 0 ≈���卷八� 揭示 

了时人借学唐而追古的诗学策略 ∀ 杨士奇5题东里 

诗集序6更有以5诗经6为/ 诗之源0 �以5楚辞6 !汉魏 

晋和盛唐李杜诸家为/ 诗正派0的/ 泝流而探源0的诗 

学追求 ≈���卷十五� ∀通过上表杨士奇的记载 � 又可知阁 

臣虞谦 !解缙 !曾棨等有弃宋的诗法实践 ∀ 所以刘 

5赠翰林修撰罗先生序6说馆阁中人/ 为诗若文必韩 ! 

柳 � 必李 !杜0 ≈���卷十� ∀ 

其二 � 他们虽也有浓厚的理学思想 � 但同时又有 

着本质的诗歌/ 鸣盛0和/ 鸣治0意识 �即能与政治的 

强盛祥和局面相配合的能为唱赞歌的诗歌功用观 � 

而能符合这一要求的 � 是国势 !人才和诗歌都盛的盛 

唐诗 ∀杨士奇5玉雪斋诗集序6云 � 

5诗6以理性情而约诸正 �而推之可以考见王政 

之得失 � 治道之盛衰 ∀ , ,若天下无事 �生民乂安 � 

以其和平易直之心 � 发而为治世之音 � 则未有加于唐 

贞观 !开元之际也 ∀ , ,诸君子清粹典则 �天趣自 

然 � 读其诗者 �有以见唐之治盛 �于此而后之言诗道 

者 � 亦曰莫盛于此也 ≈�� ∀ 

按杨的阐释 �盛唐诗的可贵有两个要点 �第一 � 

它是贞观 !开元大好政治局面的反映 � 是值得表彰的 

/ 治世之音0 � 第二 � 其风格能与/ 治世之音0的要求配 

合 � 后人藉诗观志 � / 有以见唐之治盛0 ∀前者是将作 

者的志意政治化 � 后者是将作品的风格雅正化 � 是典 

型的/ 声音之道与政通0思维 ∀在典型台阁这个阅读 

主体超强的意图作用下 � 盛唐诗不可避免的单一化 � 

都有/ 和平易直0的诗心和/ 清粹典则 �天趣自然0的 

诗美 ∀这种显而易见的/ 误读0 �暴露的正是其台阁 

身份 ∀
其三 � 或许还与朱熹对宋诗的偏见影响有关 ∀ 

朱熹论诗为台阁作家所推崇 �杨士奇5胡延平诗序6 

称 � / 昔朱子论诗必本于性情言行 �以极乎修齐治平 

之道 � 诗道其大矣哉 � 盖自汉以下 �言诗莫深于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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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0 ≈�� 这还是本于政治和理学身份 ∀吴讷5文章辨 

体序说6在引了朱熹5答巩仲至第四书6说 �/ 呜呼 � 

学诗之法 � 子朱子之言至矣尽矣 � 有志者勉焉 � 0 ≈�� 这 

就是本于诗学了 ∀朱熹该信有何主张呢 � 从诗歌史 

来说 � 实质只有半部 � 从5诗经6到唐就结束 ∀更重要 

的 � 他还有/ 三等0说 �还有/ 诗之根本准则0和/ 羽翼 

舆卫0 的划分 �其间皆无宋诗 �对不合其主张的 �他 

说 � / 其不合者 �则悉去之 �不使接于吾之耳目 �而入 

于吾之胸次 � 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意思 � 则其为 

诗 � 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矣 ∀ 0 ≈���卷六十四� 这无疑又宣 

告了宋诗的死刑 ∀再加上他的其他各项关于宋诗的 

臧否 � 不难见出其远宋的评论姿态 ∀ 因此 � 严格信奉 

程朱理学的典型台阁作家 �怎不有看似奇怪的漠视 

宋诗而古体尊汉魏晋近体崇唐诗的态度 �而与其宋 

文观错位严重 � 

注释 � 

≠ 李东阳5倪文僖公集序6说 � / 自高皇时 � 宋学士景濂诸公首任制作 � 

而犹未得位 ∀文皇更化 � 杨文贞公亟起而振之 ∀天下之修养涵育 � 

以暨英庙 � 富庶之效 � 可谓极盛矣 ∀ 0见5李东阳集6卷二 � 岳麓书社 � 

���� 年 ∀ 

≡ 在5平湖集序6 � 刘克庄对宋文持正面的肯定态度 ∀另参其5何谦诗 

集序6称扬/ 风人之诗0而鄙薄/ 文人之诗0 ∀ 

≈ 从宋代兴盛的诗文功能分界意识当也与/ 错位0评价有关 � 俟专文 

讨论 ∀ 

… 萧鎡5石溪周先生文集序6 � 见5石溪周先生文集6卷首 � 5四库全书 

存目丛书6本 ∀ 

参考文献 � 

≈�  刘克庄 �后村先生大全集≈ ↑  �四部丛刊本 �上海 �上海书店 � 

���� � 

≈�  金若虚 �滹南遗老集≈ ↑  �四部丛刊本 � 

≈�  宋濂 �宋文宪公全集≈ ↑  �严荣校刻本 � 

≈�  刘基 �诚意伯文集≈ ↑  �四部丛刊本 � 

≈�  贝琼 �清江贝先生文集≈ ↑  �四部丛刊本 � 

≈�  朱右 �白云稿≈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 

社 ����� � 

≈�  王袆 �王忠文公集≈ ↑  �丛书集成初编本 �上海 �商务印书馆 � 

���� � 

≈�  胡俨 �颐庵文选≈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  杨荣 �文敏集≈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  黄佐 �翰林记≈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  真德秀 �文章正宗≈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  杨士奇 �东里续集≈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  黄卓越 �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 ↑  �北京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 ��� 

≈��  杨士奇 �东里文集≈ ↑  �北京 �中华书局 ����� � 

≈��  周鸣 �周叙 �欧阳金 �诗学梯航≈ ↑  �国图藏江西省图书馆静 

电复制 ����� � 

≈��  陶安 �陶学士集≈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  方孝孺 �逊志斋集≈ ↑  �四部丛刊本 � 

≈��  金幼孜 �金文靖集≈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  刘 �古直先生文集≈ ↑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济南 �齐鲁 

书社 ����� � 

≈��  吴讷 �文章辨体序说≈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  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  �四部丛刊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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