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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把清诗分为顺康雍（上编）、乾嘉（中
编）、道咸同光宣（下编）三个发展时期，重点探讨每一时期唐宋之争的各自内涵，以及前后时期的
异同和发展、变化，描述出其动态的发展过程。
　　上编在具体研究清初期究诗人的宗尚变化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论述唐宋诗之争所涉及的诗学思
想，梳理此期宗唐、宗宋之风的发展历程。
力图通过勾勒清初期宗唐与宗宋阵营的人员构成、力量对比，论述重要诗人和理论家在一定的诗学背
景、诗学渊源、诗友交游与个人气质等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唐宋诗宗尚观，考察宗唐、宗宋之风在清初
诗坛的消长情况，来显示清初期唐宋诗之争的整体面貌与流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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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宋琬诗论的显著特征，是经历了从诗必盛唐到诗法中晚唐再到兼宗唐宋的嬗变过程
。
他的诗学主张嬗变与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尤其与他两次系狱有关。
顺治七年（1650）和顺治十八年（1661），宋琬两次人狱，第一次入狱时间较短，而顺治十八年
（1661）十一月入狱直到康熙二年（1663）十一月才得放出，对宋琬的人生产生极大影响。
早期，宋琬严格地遵守七子派的诗必盛唐论。
他在《赵雍客诗序》中论道："夫诗之有初、盛、中、晚也，犹《风》、《雅》之有正、变也。
运会迁流，作者初不自知，而其畛域判然如寒暑黑白之不可淆。
自虞山之诗选出，而学者无所折其衷，其言日：‘诗一而已，无所为初、盛、中、晚也。
’于是心耳浅薄之士，往往奉为蓍蔡，以平肤汗漫为容与，以便偎粗率为简易，以稗官埋说、里巷卑
琐之音为典要。
率天下而出于是，岂复有诗也哉！
"明确反对钱谦益的唐诗不分期论。
宋琬此说，明显是以初盛唐为高，对学中晚唐者讥笑为浅薄、粗率。
在顺治十八年（1661）之前，宋琬对个人功名、对朝廷政治还是充满信心的，他继承了明末复古派的
责任感、古典主义精神，宗尚盛唐诗，便是这种精神气质的表现。
然而好景不长，顺治十八年（1661），宋琬以反清罪名全家系狱。
其诗歌主张也由"怨而不怒"逐渐发展到"怨而近怒"、"怨而且怒"，他开始接受以苦调、幽深为特点的中
晚唐诗。
其《初秋即事》云："皮骨秋来强自支，愁中喜读晚唐诗。
孤灯寂寂阶虫夜，秋雨秋风总不知。
"他在狱中所作的《雨中读书》记录了读李贺诗的感受，诗云："古人生我前，忧乐端非一⋯⋯幽幽泣
鬼神，往往托纸笔。
当时每见嗤，千载遥相恤。
我忧竟何如，辘轳井中繘。
"又为王琦作《昌谷集注序》，通篇论述了韩愈、李贺等人诗中的骚怨精神，为李贺辩解道："以区区
奉礼之孤臣，上不能达之天子，下不能告之群臣，惟崎岖驴背，托诸幽荒险涩诸咏，庶几后之知我者
。
而世不察，以为神鬼悠谬不可知。
其言既无人为之深绎，而其心益无以自明，不亦重可悲乎！
"宋琬入狱后，历尽人世冷暖的感慨，胸中悲愤郁积，对李贺托鬼神以寄托怀抱的抒情方式有了很深的
认同，评价可谓入骨。
康熙二年（1663）出狱后，宋琬开始为时8年的流寓生活，备尝人情冷暖。
康熙十年（1671），吴之振携带《宋诗钞》进京时，宋琬也在京师，与吴之振有交游，吴之振《送友
人南归诗》中有诗写宋琬，又有《读宋荔裳观察安雅堂集题赠二首》其二云："安雅堂中一卷诗，风流
蕴藉是吾师。
驱除王、李聱牙句，摒当锺、谭喻呓词。
"对宋诗，宋琬主要师法陆游，《安雅堂未刻稿》有《舟中病齿效陆放翁体》，又有《读剑南集》一首
云："高人最爱孔巢父，佳句惊看陆放翁。
" 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宋琬的诗学取向越来越宽，而且对诗言性情的本质特征认识越来越深入，尤
其强调诗歌寄寓穷愁的功能。
他认为"文章者，性情之枝叶也"，"人之性情必有所寄。
无以寄之，则繁伤侘傺，蹇产于邑，如水之失防也，泛滥溃决，颓放而不能自止"。
宋琬认为怨愤之情如果不寄寓于诗，会使人颓放委靡，无以自处。
而这种怨愤之情必然是真实而强烈的，才能写出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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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琬重性情，也非常强调诗如其人，有什么样的性情才能写出什么样的诗作。
他在《竹巢诗序》中日："人不奇，恶能诗！
有意为之，弗可也。
人有意而为奇，则且为颠、为放、为回惑、为披猖。
诗有意而为奇，则且为诡、为僻、为诘曲、为支离。
此殆有性情焉，非可强而致之也。
"他反对"有意而奇"，认为只有有不同常人的性情，方能写出自成一格的诗篇，说到底是强调性情之真
，强调诗人的个性特征。
 （二）诗歌创作 "南施北宋"的得名，并不以诗学，而是以诗歌创作成就。
王士稹在《池北偶谈》中日："康熙已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闰章愚山，莱阳宋琬荔裳也
。
昔人论《古诗十九首》以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施五言云：‘秋风一夕起，庭树叶皆飞。
孤宦百忧集，古人千里归。
岳云寒不散，江雁去还稀。
迟暮兼离别，愁君雪满衣。
’此虽近体，岂愧《十九首》耶？
⋯⋯宋浙江后诗，颇拟放翁，五古歌行，时闯杜、韩之奥。
"二人的诗集都曾请王士稹删定，王士稹可谓深知二人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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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力图通过勾勒清初期宗唐与宗宋阵营的人员构成、力量对比，论述重要诗
人和理论家在一定的诗学背景、诗学渊源、诗友交游与个人气质等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唐宋诗宗尚观，
考察宗唐、宗宋之风在清初诗坛的消长情况，来显示清初期唐宋诗之争的整体面貌与流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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