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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明代中期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揭起“复古”的大旗之后，直至清代前期叶燮（1627
—1703）、王士稹（1634—1711）等人出现，诗歌创作与诗论主张方面流派迭起，正如长江波涛，前
后相推相连，显示出中国诗学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景象。
前七子之“复古说”本是针对明代台阁体末流冗弱平庸的流弊而发，但至其末流，又走上缺情感的模
拟的路子。
明清之际，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虽把“忧时抚志”作为“主旨”，然而仍强调先辨形体之“雅俗”
（《宣城蔡大美古诗序》，见《安雅堂稿》卷二），并追求体格之单纯，讲究学一种就专学一种，不
能杂入其他体，实际上是对模拟作出了硬性规定，不许走样，自然也就不能革新与创造。
当此之时，诗歌理论的新变，只等有力者振臂一呼。
陈子龙已言国家政治的盛衰，决定着诗歌的风尚，说：“夫鸟非鸣春，而春之声以和；虫非吟秋，而
秋之响以悲。
时为之，物不能自主也。
⋯⋯念乱，则其言切而多思；望治，故其辞深而不迫。
”（《三子诗选序》，见《陈忠裕公全集》卷二十六）明末极衰之时，崇祯继位，陈子龙尚以为国家
有望，即倡导温柔和平盛世之音。
至叶燮、王士稹之时，清朝统治者和整个社会都已经不可能接受思明排满、刺乱愤俗之作。
叶燮有《原诗》一书，其《内篇》上下两卷阐述“数千年诗之正变、盛衰之所以然”，对诗歌的发展
规律、创作原则等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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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于王士稹诗学文献、诗学体系、诗学思想的研究，对于古代文论的现代接受而言，都具有积极
的学术价值。
    本书的研究着眼于全面研究王士稹诗学体系的面目而进行，而研究的前提是诗学文献研究。
本着这些构想，本书从六个层面对王士稹诗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全书研究了王士稹诗学体系的构成状貌，探究了诸多深层次的诗学问题。
因此，相对于以往的研究内容而言，本书的研究是有所创新的，也是有所突破的，为清代的文学研究
、诗歌批评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有力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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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渔洋诗话》的版本辑录及　　相关问题解析《渔洋诗话》是王士禛诗话作品中最有名的
一部。
此书为渔洋晚年之作，书中多记述他平生经历的状况及与兄弟友朋论诗之语，间或言及故实考证等内
容，却并非以谈论诗学理论为宗。
但是，从诸多的谈诗论艺的话语之中，后人也可约略窥见渔洋论诗的宗旨及“神韵”说的要义。
因此，该书对研究渔洋的诗学思想而言颇有参考价值，故学人多关注此书。
然而，关于该书的版本问题，学界的研究似乎还有未精之处，本文拟对《渔洋诗话》的版本问题再作
一些探究，以期有所创获。
　　历史上流传的和现存的《渔洋诗话》的版本是比较多的。
有稿本，刻本，抄本，影印本。
有一卷本，二卷本，三卷本。
有留存国内的，也有流传国外的。
现将历史上流传的和现存的一些主要的《渔洋诗话》的版本辑录如下。
　　1．渔洋乙酉稿本。
赵晓华在《王士禛（渔洋诗话）戍子手稿考述》中曾说，王士禛《渔洋诗话》乙酉稿本26页，纸本，
书心纵27．5厘米，横21．6厘米。
书有诗话六十条，并附有渔洋自序手稿。
今藏北京图书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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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士稹（1634—1711）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诗论家之一，他以倡导“神韵”诗说而著
名。
《王士禛诗学研究》的主体内容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梳理王士稹诗学研究史。
第二部分探究王士稹诗学的重大文献学问题。
第三部分从新的角度解读王士稹的诗学理论。
第四部分论析王士旗与严羽诗学、清初唐诗学、清初杜诗学的关系。
第五部分论述王士旗的诗歌选本与其诗学思想之间的关联。
第六部分阐释王士稹诗学思想的构成肌理及当代价值。
全书旨在表明：王士旗诗学体系博大而精深；王士稹诗学是对明代诗学的一种超越，也是对清初诗学
的一种新的建构；王士旗诗学是传统诗学中的理论典型形态。
我们应秉持历史的、逻辑的态度去理解古代诗学理论，并重新观照其中的文化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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