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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庭坚诗在元、明两代长期受冷落，但在晚清诗坛却极为风行，影响深远。
《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立足于传统文献学、诗歌史和批评史研究方法，以黄庭坚诗接受
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诗接受史，重点讨论了黄庭坚诗从受冷落到逐渐盛行的转
变历程及其背后的原因，进而探讨清代前中期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为研究清代诗学的历
史演进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由陈伟文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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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伟文，男，1979年生，广东惠州人。
200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古代文学的研究，曾在《文献》、《中国诗学》等发表论文近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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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金代前期尊崇黄诗之时，已经有少数诗人对黄诗不满。
如尹无忌不喜黄诗，认为“学苏、黄则卑猥也”。
周昂更是“儿时便学工部，而终身不喜山谷”，认为：“鲁直雄豪奇险，善为新样，固有过人者，然
于少陵初无关涉。
前辈以为得法者，皆未能深见耳。
”他说：“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
”又说：“文章以意为主，以字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
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
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辞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
”这些议论显然针对的是当时诗坛师法黄诗而过于求奇的风气。
 到了中后期，对黄诗的批评越来越多，态度也越来越激烈，最著名的批评者当推周昂的外甥王若虚。
王若虚论诗，以情意为本。
他说： 古人意有所至，则见于情，诗句盖寓也。
郊寒白俗，诗人类鄙薄之。
然郑厚评诗，荆公、苏、黄辈曾不比数，而云乐天如柳阴春莺，东野如草根秋虫，皆造化中一妙，何
哉？
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之正理也。
 其实主情意可以说是历代诗人共通的，只是强调的程度不同，表现方式各异而已。
王若虚不仅强调情意，还要求对情意的表达辞达理顺、平易自然；对于艰涩奇僻、过于雕琢的诗风很
反感：“赋诗者茫昧僻远，按题而索之，不知所谓，乃日格律贵尔。
一有不然，则必相嗤点，以为浅易而寻常。
不求是而求奇，真伪未知，而先论高下，亦自欺而已。
”“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辞达理顺，皆足以名家。
何尝有以句法绳人者。
鲁直开口论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处。
”。
在王若虚看来，只有平易自然、辞达理顺的诗歌才是真情流露，过于追求技巧、雕琢晦涩的诗歌则离
真情已远。
诗歌发展到宋代，始特别讲究技巧，而黄庭坚则是这一诗歌潮流的突出代表，因而王若虚对黄诗“开
口论句法”表示不满。
对于黄庭坚“夺胎换骨”的家法，王若虚更是嗤之以鼻： 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之喻。
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
鲁直好胜，而耻其出于前人，故为此强辞，而私立名字。
夫既已出于前人，纵复加工，要不足贵。
虽然，物有同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见，语意之间，岂容全不见犯哉？
盖昔之作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为嫌，异者不以为夸，随其自得而尽其所当然而已。
至于妙处，不专在是也。
故皆不害为名家，而各传后世，何必如鲁直之措意邪？
 王若虚主张对于前人成句不必有意避同，也不必有意立异，而应该“随其自得而尽其所当然”。
黄庭坚的“夺胎换骨”法，其实仍然是在前人成句下讨生活，并不足贵。
而且，有意与前人立异，也容易导致缺少自得之趣。
王若虚屡屡批评黄诗缺乏“自得”。
又如《山谷于诗每与东坡相抗门人亲党遂谓过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为然予尝戏作四绝》之四云：“文
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
已觉祖师低一著，纷纷法嗣复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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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王若虚批评黄诗的核心着眼点。
王若虚对于黄诗的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尤其是对于当时一些师法黄诗者求奇过甚的诗学倾向，是
很有针对性的。
但是，王若虚争强好辩，其对黄诗的批评也颇有些吹毛求疵之处，尤其是在对黄诗具体作品进行批评
时。
如： 诗人之语，诡谲寄意，固无不可。
然至于太过，亦其病也。
山谷题《惠崇画图》云：“欲放扁舟归去，主人云是丹青。
”使主人不告，当遂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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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学研究文库: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选择清代几位重要人物，结合他们的集子，以及自
身的心态等加以分析与论证，文献引用得当，分析颇为中肯而富有说服力，有些资料是首次作出介绍
与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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