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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选本在文学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甄别、筛选本身就是一种批评，在对一定范围内作家作品的鉴别去取中蕴涵着选家的文学观念
及其对文学史序列的建构。
其次，选本提供了学习借鉴的典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比理论著作更为直接。
研究一定时期流行的文学选本，分析其编选倾向，可以对当时的文学思潮、创作风尚等有更为亲切、
明晰的认识。

南宋诗坛出于对“江西”流弊的反思，在师法对象上逐渐将目光投向晚唐，由此开启了南宋、元、明
的“宗唐”之风，掀起了唐诗编选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本书在整体观照南宋诗学流变与唐诗编选的视野下，对存世的五种南宋唐诗选本——《唐诗绝句》、
《众妙集》、《二妙集》、《唐诗三体家法》、《唐僧弘秀集》，做了细密的个案研究。
从南宋唐诗选本与南宋诗歌创作、批评互动的角度入手，探讨选本的编选倾向及其与选家、诗坛的诗
学观念、诗歌风貌间的联系，阐明选本的诗史意义。
同时，也注意掘发南宋唐诗选本在唐诗研究史上的价值和贡献。
通过选本研究，本书对姚贾诗派的确认、“江湖”诗风的成因、南宋“宗唐”诗学的流变等问题，进
行了扎实可信、富有新意的论述。

专著的创新之处主要有：
1、深化了南宋诗学的研究。
比如，目前学界对南宋“宗唐”诗学的看法，比较笼统、模糊，基本上沿袭钱钟书《谈艺录》的观点
，认为“宋人言‘唐诗’，意在‘晚唐’。
”笔者通过对以《唐诗三体家法》为中心的研究发现，南宋“宗唐”诗学，经历了一个由师法“晚唐
”到师法“盛唐”的过渡历程。
大约在《沧浪诗话》、《唐诗三体家法》成书前后，南宋诗坛出于对学习晚唐带来的“格卑气弱”等
弊病的反思，在理论上已逐渐达成向上（主要指“盛唐”）取法的共识，朝着元、明以盛唐为师过渡
。
不过，这时，人们的实际审美趣味仍受晚唐影响，带有明显的过渡痕迹。
这种过渡痕迹鲜明地体现在《唐诗三体家法》的编选倾向中。
《唐诗三体家法》的编者周弼推崇“开元、大历”诗，但他所谓的“开元、大历”诗，内涵比较丰富
：既有比较符合盛唐诗实际的“雍容宽厚”、“雄健”、“浑厚”、“典重”等特点，也有更接近中
、晚唐诗的“华丽”、“婉曲”等风貌。
从编选实际看，周弼对“华丽”、“婉曲”的追求更为突出。
而这，正体现了诗学转型逐渐过渡的特点。
此外，专著对南宋“江西”诗风的嬗变、江湖诗风的成因等问题，也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论述。

2、增进了宋代唐诗学和唐诗学史的研究。
“南宋唐诗选本”蕴涵着南宋人对唐诗史序列的梳理，这种梳理对后世的影响不容忽视。
比如，关于“姚、贾诗派”的确认，有学者在《姚贾诗派的界内流变和界外余响》一文中说：“姚贾
并称，并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标志，大约始于元辛文房《唐才子传》。
”而笔者发现，姚、贾诗派的首次确认，是由南宋“永嘉四灵”之一的赵师秀，通过编选《众妙集》
、《二妙集》完成的。
“四灵”写诗，主要师法贾岛、姚合，《二妙集》专选贾岛、姚合的诗，《众妙集》所选诗人诗作也
和贾岛、姚合相似。
这两部唐诗选本以直观呈现的方式，完成了唐诗学史上“姚、贾诗派”的首次确认。
此后，经过方岳、方回、杨慎、李怀民等人的进一步梳理，才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对“姚、贾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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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

3、理清了存世六种“南宋唐诗选本”的版本源流，为进一步整理这些古籍奠定了基础。
目前，存世的“南宋唐诗选本”没有好的整理本，不少还是深藏于图书馆中的善本，但它们又具有较
高的校勘价值和诗学价值。
宋代距唐未远，唐人别集多是由宋人编辑定型的。
“南宋唐诗选本”和唐人别集的成编时间相近，但又分属于不同的系统。
所以“南宋唐诗选本”对唐诗文字的校勘、作者的甄辨等很有帮助。
另外，“南宋唐诗选本”在后世有不少诗学大家为之作注、点评，这又是研究元明清诗学的宝贵材料
。
专著已理清了存世六种“南宋唐诗选本”的版本源流，这为进一步整理这些古籍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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