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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鲁迅曾谆谆告诫他的儿子：不要做空头文学家。
现在更多的却是“空头文学理论家”。
那些“文论家”们不懂写诗，不会作文，毫无“实战”体验，却在学府讲堂放言高论，或在报刊发表
大块文章，教导别人如何“诠释”、鉴赏和创作；稍乖巧者，更热衷于搭建自己的“架构”和“体系
”，于是稗贩些舶来品，引进欧美文坛的流行“话语”，以貌似高深其实半通不通的文字，堆砌成炫
人耳目却“碎拆下来不成片断”的“七宝楼台”。
其实，现代西方文论藉其自由观察的角度和细密剖析的方法，自有某些可借鉴之处，只要用得其所，
确能起到启牖新知、促进思考的作用，但无可否认，废料、糟粕亦复不少。
其论者常各执一端，所持观点或反映局部、暂时情况，本具相对真理性，但为要夸异于人，“自成家
数”，便往往把一隅之见无限扩充，推向极端，标榜为具有整体性和普世意义、恒久价值的绝对真理
，其结果，便有如盲人摸象，各得其一体——甚至只触及少许趾甲、皮毛——却在那里断断纷争不已
。
“原创者”既如是，跟风仿效者若缺乏“定力”和识见，那水平自然也就不问可知。
　　如此一来，文学创作和“理论”之间便脱离了那种本应相益相生的互动关系，而渐行渐远，甚至
“风马牛不相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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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清论诗的焦点是宗唐宗宋、崇古与否的问题，岭南三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早发不拘
唐宋、求新求变而自成面目、吟咏真情之见，但学者却多将之独归功于叶燮。
《叶燮与岭南三家诗论比较研究》采用比较研究法，得出以下新成果：一，考证叶燮对三家之认识及
与梁氏的密切交往；二，论证和确立三家诗论是叶燮《原诗》理论重要来源之一；三，析出叶氏论诗
的两大核心及别于三家的价值；四，厘清《原诗》理论的其他来源；五，重估三家与叶燮在中国诗论
界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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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思想的影响，但其倡求自然之宗、题材求多样化等见，颇不同于当时之主流诗家，只是其过求
自然，终亦难免步人公安派浅率的境地。
　　至清初的钱谦益标举宋、元，强调抒写不忘故国之情之遗民诗的价值，学历代之诗，不囿于汉唐
之古，想法甚为进步。
但其返汉唐之古仍较为偏重形式，故为同属虞山诗人的二冯所批评，指钱氏捋揞堆砌，剽窃为诗；又
谓钱氏之流弊与前后七子复古派相若，但文辞却比不上七子派，兼且好言后代诗，择劣而从。
虞山二冯标举晚唐诗、轻视宋元诗虽使他们在虞山派中另立一宗，但又再次步人宗唐宗宋的困局。
顾炎武反对模拟，认为古人文章，时有利钝，后人学到的往往是古人的钝，而学不到其精华。
批评时人碍于高手在前，不能自由书写，往往落得邯郸学步的下场。
顾氏又认为每一个朝代的诗文必然以代变，亦不得不变，这是“势”的影响，如果后人仍一一摹仿前
代，则学得不似就不可以算是诗，学得似就失去了自我。
其说甚具新意，超越同辈诗评家，但并未进一步提出解决宗唐宗宋问题的方法，且其说隐含一代不如
一代之意，又倡求学习古人之用韵自由取向，则不免重蹈崇古之路。
吴乔反对七子复古派，在为诗时主张以比兴出意为佳，认为变复之相辅相承是恒久不变之理，强调形
式的推陈出新和内容的发扬传统，倡求古人之雅，重视诗意多于声律，对变复的问题论得颇通透。
其提出挽救拟古之弊的方法是从唐人的命意布局求之，而不是做只求好句等形式工夫，但如此又致返
回宗唐的路径；且复古人之传统内容，则情感诗意易流于陈陈相因。
朱彝尊主张不应效法复古派的依傍古人、受格律束缚，而应写发乎各自心性的诗，其说甚稳。
但他由重杜之变，衍生出轻宋的取向，则堕入宗唐宗宋的恶性循环之中。
宗唐宗宋的问题，到清代时多转化成天分与学力之争，王士稹力图扭转复古、公安、竞陵诸派摹拟、
浅率、幽僻之流弊，取唐人之古格，镕铸宋人之新意，并以神韵之说调和折衷之，其用心甚好，与明
人陈子龙欲调和各家之倾向一致，惟取径有异。
但他论诗凡几变，少年宗唐，中年主宋，晚年复归于唐。
虽主调和各家，但其欲造唐人之平淡，过重“神韵”，并未能调和天分与学力之争，终亦偏向于重唐
之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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