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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说之宗宋及其诗学价值指向

周!薇
!淮阴师范学院 中文系#江苏 淮安##!$$>"

摘!要!$三元%说是陈衍针对今人强分唐宋诗与扬唐抑宋的诗学观所提出的诗学纠偏策略&它以三元

皆盛之论#将唐宋诗并列#同时又立足于宋诗#特别以杜’韩’黄为重心#突出宋诗对唐诗的创变与突破#从而确

立宋诗地位与特征#对扬唐抑宋诗学观进行纠偏&这一诗学之根本#不在纠缠于诗歌诗艺形式上的高下判别#

而关注内容精神之追求&以提倡变风变雅’振兴诗教为旨归#寄寓着关注现实人生的重要的诗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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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元”说宗宋之本质

自南宋张戒认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

李杜#而坏于苏黄%)>*以 降#扬 唐 抑 宋 之 音 不 绝#直 至

清代不衰&陈 衍 云+$必 学 盛 唐 者#王 阮 亭 标 举 神 韵#
沈归愚墨守明人议 论 故 耳&%)#*诗话卷三+""揭 示 出 王 渔

洋提倡$神韵%#沈德潜标示$格调%#是仍主唐调&
以陈衍之目观 之#在 近 代 学 术 与 社 会 氛 围 中#扬

唐抑宋甚至诗必 盛 唐 弊 端 有 三+其 一#近 人 只 学 唐 不

学宋#视 野 日 趋 狭 窄#所 谓$若 墨 守 旧 说#唐 以 后 之 书

不读#有日蹙 国 百 里 而 已%#疆 域 日 渐 缩 小&其 二#导

致近代诗人形成 空 疏 肤 廓’缺 少 变 化’脱 离 实 际 的 文

风+$今人作诗#知其甚嚣尘上之不可娱独坐#百里’万

里’天地’江山之空廓取厌矣&于是有一派焉#以如不

欲战之 形#作 言 愁 始 愁 之 态#凡 坐 觉’微 闻’稍 从’暂

觉’稍喜’聊从’政须’渐觉’微抱’潜从’终怜’犹及’行

看’尽 恐’全 非 等 字#在 在 而 是#若 舍 此 无 可 著 笔

者&%)#*诗话卷八+>$A其 三#更 重 要 的 是#导 致 诗 歌 未 能

尽风 雅 之 正 变+$王 文 简 标 举 神 韵#神 韵 未 足 以 尽

,风-’,雅-之 正 变&..文 慤 言 诗#必 欲 温 柔 敦 厚&
温柔敦厚#孔 子 之 言 也&然 孔 子 删 诗#..亦 不 尽 温

柔 敦 厚&%)#*近代诗钞述评叙+E%A在 陈 衍 而 言#王 渔 洋’沈

德潜就都是不能 用$突 兀 凌 厉 之 笔%#反 映 乱 世 现 实#
是诗教沦丧的表现&

这些正是$三 元%说 提 出 的 背 景 和 因 由&对 于 陈

衍$三元%说的论 述 稍 加 关 注#即 可 知 道#$三 元%说 的

理论指向很明确#即针对历史上一贯的扬唐抑宋甚至

诗必盛唐的观点#以三元皆盛’唐宋不分为策略#确立

宋诗价值#提 高 宋 诗 地 位#纠 偏 扬 唐 抑 宋 诗 学 观&陈

衍云+$盖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

元元祐也&..余言今之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

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庐陵’宛陵’东坡’临川’山

谷’后山’放 翁’诚 斋#岑’高’杜’韩’孟’刘’白 之 变 化

也(简斋’止 斋’沧 浪’四 灵#王’孟’韦’柳’贾 岛’姚 合

之变化 也&故 开 元’元 和 者#世 所 分 唐’宋 诗 之 枢 斡

也&若墨守旧说#唐 以 后 之 书 不 读#有 日 蹙 国 百 里 而

已&故 有 /唐 余 逮 宋 兴0及 /强 欲 判 唐 宋0各 云

云&%)#*诗话卷一+%FD开 元’元 和 是 唐 代 年 号#元 祐 是 宋

代年号#在文学史 上#$三 元%都 是 诗 歌 极 盛 又 富 有 创

造性的时 代+开 元!%>!F%"#"一 扫 六 朝 初 唐 绮 靡 诗

风#出现王’孟’高’岑’李’杜等杰出诗人(元和!E$@F
E#>"为唐代 诗 风 转 变 期#所 谓$诗 到 元 和 体 变 新%#有

韩愈’柳宗元’贾 岛’孟 郊’元 稹’白 居 易 等 诗 人(元 祐

!>$E@F>$D""是 苏 轼’黄 庭 坚 和 江 西 诗 派 活 动 时 期#
形成了别具风范的宋诗特色&故沈曾植说$三元皆外

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
首先#$诗莫盛于三元%#是说唐宋诗歌同样兴盛#

是并列关系#缩小了唐’宋诗的差距#提高了一贯位卑

的宋诗地位&其 次#$推 本 唐 人 诗 法%#认 为 宋 人 之 诗

是学习唐诗诗法的结果#是在唐诗基础上的变化#$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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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宛陵!东坡!临 川!山 谷!后 山!放 翁!诚 斋"是 继 承

了#岑!高!杜!韩!孟!刘!白"$#简 斋!止 斋!沧 浪!%四

灵&"$是继承了#王!孟!韦!柳!贾 岛!姚 合"’正 如 沈

曾植所云(#唐余 逮 宋 兴$师 说 一 香 炷’"#宋 兴"是 接

着#唐余"的’既然宋 诗)元 祐*与 唐 诗)开 元!元 和*$
为血脉继承关系$便 无 嫡 庶 贵 贱 之 分$只 是 时 代 先 后

而已’再次$通 过 揭 示 宋 诗 对 唐 诗 的 创 变 来 肯 定 宋

诗’所谓#力破 余 地 耳"$即 宋 诗 是 学 习 唐 人 诗 法$又

有所变化创新的$宋 诗 是 唐 诗 的#变 相"!#变 化"’这

就肯定了宋诗本身的异于唐诗的自己的特质$肯定了

学问!理趣!生新!翻案!层折!称!生涩奥衍!清苍幽峭

这些新的诗学概念系 统 存 在 的 价 值’郭 延 礼 认 为 陈

衍#进 而 指 出$宋 人 能 力 破 唐 人 余 地$有 变 化$在 继 承

传统的基础上有创新$这就为%同光体&宗宋提供了理

论依据"+!,"E"’学 习 唐 人 诗 法$又 有 所 变 化 创 新$这

就是宋诗的特质$如钱钟书说(#这一点不像)唐诗*之

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

由于三元实为唐诗向宋诗转变的三个关键阶段$
特别是开元!元和以后$诗风发生变化$成为历代诗分

唐宋的渊薮’叶燮说(#贞元!元和之际$后人称诗$谓

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

所独$后此千百年$无不从是以为断’"+A,认为千百 年

来人们皆以开元!元和为界断分唐代甚至文学史’陈

衍亦曾明确指出开元!元和是人们用来分别唐宋的临

界点(#故 开 元!元 和 者$世 所 分 唐!宋 诗 之 枢 斡

也’"+#,诗话卷一(%FD对此习见$陈衍表示反对$所谓#今

之人强分唐诗宋诗"和#强欲判唐宋"$即是其态度’
正因此$陈衍特别拈出三元$将三元并列$唐宋不

分$又重点以创变 来 肯 定 宋 诗 的 价 值$其 确 立 宋 诗 地

位$纠偏传统诗分唐宋及扬唐抑宋的用意显然’这样

唐宋诗皆可成为近代诗所学对象’
进一步 探 究$陈 衍#三 元"实 将 重 心 落 在 杜!韩!

黄$这更是他宗 宋 意 旨 的 深 层 体 现$杜!韩!黄 是 宋 诗

的三个解释学意义上的支柱与典范$也是陈衍对近代

宗宋诗学取 向 的 简 明 概 括’#三 元"实 是 以 杜!韩!黄

的变唐$来表达自己的宗宋思想’
近代以来$有研究者已论及此点’钱仲联说#%三

元&重在宗 宋$而 推 本 杜 韩"+@,$揭 示 三 元 宗 宋 本 旨$
也注意到崇尚杜!韩’郭延礼说#所谓%三元&$即指唐

宋三位诗人)杜甫!韩愈!黄庭 坚*的 重 要 时 期"+!,"E"$
意识到三元的重心在杜!韩!黄’这些言论虽未深入$
但为我们研究陈衍的宗宋诗学提供了基础’

考察陈衍相关诗论 即 可 了 然#三 元"说 的 重 心 所

在’在-李审言诗叙.中他说(#诗莫盛于唐$唐之诗莫

盛于杜子美’"+#,>$%!已 看 出 他 在 开 元 取 杜 甫’-近 代

诗 钞 述 评 叙.言 祁!程 等 人 #为 杜!为 韩!为 苏

黄"+#,E%A$实 即 包 含 道!咸 诗 人 于 开 元 宗 杜!元 和 取

韩!元祐学苏黄之意’-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亦云(#七

古当以杜!韩!苏为正则’三家一韵到底者居多$实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又 是 将 目 光 定 格 在 杜!韩!
黄三人身上$并认为他们才是七古的正则’类似诗论

还有很多’当陈衍列举唐宋诗人时$目光几乎不离三

元之杜甫!韩愈!黄庭坚’
杜甫本为开 元 诗 人$但 由 于 经 历 了#安 史 之 乱"$

诗歌 一 改 蕴 藉 空 灵!兴 象 圆 融 的 盛 唐 气 象$而 反 映 时

代剧变!民生疾苦$形式上以虚字入诗!拗句入律而错

综句法$#语 不 惊 人 死 不 休"$已 见 宋 诗 特 征 端 倪’因

此$他受到韩愈推崇并被元祐诗人视为最高典范’赵

翼认为#陈言务去"是韩愈诗的显著特征$而韩愈本自

#少陵奇险处"#推广"而 来+%,’施 补 华 云(#杜 诗 无 才

不有$无法不备"$#山 谷 学 之$得 其 奥 峭"+E,’杜 甫 虽

为盛唐诗 人$但 诗 歌 已 为 唐 诗 变 相$#奇 险"!#奥 峭"$
这些变化于唐处$恰成为宋人学习之范本’

再观元和韩愈$叶 燮 云(#韩 愈 为 唐 诗 之 一 大 变$
其力大$其思雄$崛 起 为 鼻 祖$宋 之 苏!梅!欧!苏!王!
黄$皆愈之 发 其 端’"+D,将 韩 愈 视 为 宋 诗 鼻 祖’刘 熙

载云(#陈言务去$杜诗与韩文同$黄山谷!陈后山诸公

学杜在此’"+>$,一切好诗在盛唐已被写尽$要想超越$
只有另辟蹊径’以韩愈为代表的中唐诗人锐意创新$
陈言务去$艺术实践着力于声律拗峭!奇字险韵!硬语

盘空!以 文 为 诗 等$而 这 些 异 于 盛 唐 的 艺 术 方 法 正 为

黄庭坚等江西诗人所直接继承’
宋诗的真正代表当指黄山谷’严羽云(#至东坡!

山谷始自出己法 以 为 诗$唐 人 之 风 变 矣’"+>>,认 为 诗

至东坡!山谷$才 真 正 变 唐 风 为 宋 诗’特 别 是 黄 庭 坚

继承杜!韩$在对宋诗本质精神体悟的基础上$对各种

诗歌 传 统 加 以 聚 合 与 规 范$锻 炼 勤 苦$形 成 了 自 己 的

诗学’#夺胎换骨"!#点 铁 成 金"!#以 故 为 新"!#因 难

见巧"!#语必生造"!#意 必 新 奇"等$表 达 了 黄 庭 坚 在

语言!结构!诗意上的艺术追求与创新精神$也是他诗

歌生新瘦硬!奇 峭 典 奥 风 格 形 成 的 原 因’刘 克 庄 云(
#豫章稍后 出$荟 萃 百 家 句 律 之 长$究 极 历 代 体 制 之

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

半句不轻出$遂为 本 朝 诗 家 宗 祖’"+>#,说 明 黄 庭 坚 是

宋诗最高典范’
陈衍诗论明确表达了将三元重心落在杜!韩!黄$

是因为推重他们力破余地的变唐!创新’-诗话.卷三

云(#以老杜绝 句$在 盛 唐 为 独 创 一 格$变 体 也’//
-花卿.!-龟 年.诸 作$在 老 杜 正 是 变 调$偶 效 当 时

体’"+#,""指出杜甫的一些作品是盛唐诗歌的#变体"!



!变调"#也正是这 种!变 体"$!变 调"使 杜 甫 在 盛 唐 别

具一格#言语中对杜甫充满欣赏%&诗话’卷十四更是

突出地表述了杜甫$韩愈$黄庭坚等人之诗#是唐诗的

变化$变相(!自咸$同以来#言诗者喜分唐$宋#每谓某

也学唐诗#某也学宋诗%余谓唐诗至杜$韩而下#现诸

变相#苏$王$黄$陈$杨$陆 诸 家#沿 其 波 而 参 乎 错 综#
变本加厉耳%"唐代杜$韩而下#诗风大变#宋代各大家

追随杜韩之变化而来#又变本加厉%也即杜$韩与苏$
王$黄$陈$杨$陆诸 家 都 是 在 诗 史 上 追 求 创 新 与 变 化

的诗人#更直接地说#他们的变都是针对唐诗的变%
陈衍于三元落脚在杜$韩$黄的用意明显(一是通

过弘扬杜$韩$黄在盛唐诗基础上的力破余地#现诸变

相#变本加厉#变体于唐#来达到其反对专宗盛唐的目

的%二是三元落 脚 在 杜$韩$黄#也 就 是 落 脚 在 宋 诗%
宋诗的典型特色是造硬语$押险韵#以议论为诗#以文

为诗#形成平淡$老劲$瘦硬风格%这些特色在!元祐"
趋于成熟#而其 源 头 则 在 杜$韩 处%陈 衍 侧 重 杜$韩$
黄#实际是抓住 了 唐 诗 向 宋 诗 转 变 的 三 个 关 键 阶 段#
也是勾勒了宋诗从开端到高峰的发展脉络%

无怪乎陈子 展 云(!曾 国 藩 推 崇 宋 人 苏$黄 诗#和

曾国藩同时的 著 名 诗 人#如 郑 珍$魏 源$何 绍 基$莫 友

芝都喜谈宋诗#这 种 宗 宋 的 风 气#我 们 可 以 把 它 他 叫

作)宋诗运动*%近三 四 十 年 来#所 谓)同 光 体*#或 所

谓)江西诗派*#便 是 继 续 这 个 运 动 的 产 物%"+>!,也 明

确揭示了以陈衍为首的!同光体"是宗宋团体%
综上#!三元"说是陈衍针对今人强分唐宋诗与扬

唐抑宋的诗学观所提 出 的 诗 学 纠 偏 策 略%以 三 元 皆

盛#将唐宋诗并列#同时又立足于宋诗#特别以杜$韩$
黄为重心#突出宋 诗 对 唐 诗 的 创 变#其 目 的 是 抬 高 宋

诗地位#以纠 偏 扬 唐 抑 宋 诗 学 观%也 正 因 此#!三 元"
说本质上成了宗宋诗学%

!!二、“三元”说的诗学价值指向

胡晓明认为(!唐 宋 一 并 泯 除#上 达 风 雅#即 由 学

古转向开新#由 诗 艺 取 法 转 向 人 文 工 夫%这 使 其-陈

衍.超越了传统唐 宋 诗 之 争#不 期 然 而 然 地 关 涉 到 诗

学及其相关联的文化存亡问题%"+>",深刻揭示了陈衍

唐宋不分的诗学意义(不限于一般的诗艺探讨而寄托

了深厚的人文关怀#文化关心%作为总结唐宋之争的

核心诗论的!三 元"说 自 然 也 具 有 同 样 的 意 义%诗 宗

!三元"#不限于 一 般 的 诗 艺 探 讨#也 不 仅 仅 在 指 示 近

代诗人的学诗途 径#其 中 寄 寓 着 陈 衍 提 倡 变 风 变 雅$
振兴诗教$关注现实人生的重要诗学思想%

在&诗经’时 代#诗 人 歌 咏 情 性#发 表 对 社 会 政 治

的意见#统治者通过采诗$观诗来了解民风#发挥诗歌

的政治教化 作 用#这 是 风 雅 来 源%后 来 汉 儒 释&诗’#
提出!变风变雅"这一概念%时代动荡不安$政治道德

衰废#社会混乱无序#则有变风变雅#而国史根据变风

变雅 及 时 了 解 时 代 政 治$人 伦 道 德 之 兴 衰 变 迁#最 终

起到改善政治道德$纯明教化的作用%可见汉儒提出

变风 变 雅 这 一 概 念#其 用 心 是 表 达 他 们 对 社 会 政 治$
世道人心的忧患自觉与关爱之情%陈衍深表赞同#在

&祭陈后山先生文’中说(!惟言者心之声#而声音之道

与政通#盛则为雅颂#衰则为变雅变风%"+#,>$ED

>D#@年#他在&山与楼诗叙’中说(!余生丁末造#
论诗主变风 变 雅#以 为 诗 者#人 心 哀 乐 所 由 写 宣%有

真性情者#哀 乐 必 过 人%时 而 齏 咨 涕 洟#若 创 巨 痛 深

之在体也/时而 忘 忧 忘 食#履 决 踵#襟 见 肘#而 歌 声 出

金石#动天地也%其 在 文 字#无 以 名 之#名 之 曰 挚#曰

横%知此可 与 言 今 日 之 为 诗%"+#,>$%%明 言 论 诗 力 主

变风变雅%当时正值中国内忧外患最为深重的时代#
人们经受 着 风 雨 飘 摇 的 人 生#体 验 着 时 代 特 有 的 创

痛#所以要提倡变风变雅%因为只有变风变雅才能直

接写宣世变所引发 的!若 创 巨 痛 深 之 在 体"$!忘 忧 忘

食#履决踵#襟见肘"的主体情感%也才能通过抒发怨

怒哀思之音#反 映 现 实#参 与 政 治#表 达 对 世 道 人 心$
社会历史的关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

在文学史上#什 么 诗 歌 属 于 变 风 变 雅 传 统#值 得

后世去继承与恢复？观其诗论#陈衍多次论及杜韩苏

黄一途是具有变风变雅性质的诗歌#也是近代变风变

雅诗歌的学习典范%由 此 可 以 理 解!三 元"说 的 思 想

含蕴(诗宗!三 元"#也 即 提 倡 变 风 变 雅%目 的 是 通 过

诗宗宋诗一脉最终达到恢复诗教传统的目的%
首先#杜$韩诗具 变 风 变 雅 性 质#足 为 后 人 学 习%

陈衍&小 草 堂 诗 集 叙’云(!诗 至 晚 清#同$光 以 来#承

道$咸诸老 蕲 向 杜$韩 为 变 风 变 雅 之 后#益 复 变 本 加

厉%"+#,>$%"F>$%A认定杜$韩 诗 为 变 风 变 雅#道 咸 同 光

诗人学杜$韩为变风变雅#并有变本加厉之势%
其次#宋诗一脉 在 采 风 陈 诗 之 典 既 废 之 时#担 当

了文学干 预 现 实 的 责 任%陈 衍&自 镜 斋 诗 集 叙’云(
!诗三百篇#自朝廷邦邑#以达草野#关系民事者#无虑

十七八%00五 言 发 轫 汉 代#其 教 未 昌%魏$晋$六

朝#累牍连篇#率 风 云 月 露 游 览 宴 集 之 词%故 诗 至 唐

而后极盛#至宋 而 益 盛%盖 自 次 山$少 陵$元$白$苏$
黄$陆$杨 之 伦#号 大 家 者#类 无 不 感 讽 引 谕#长 言 嗟

叹#&舂陵行’$&于!于’$&秦中吟’诸作#悉数未可终%
甚且以文字而被罗织#触禁网#曾不少悔%此无他#守

令为亲民之官#耳目之所闻见#愠斯戚而戚斯叹#生于

恶可已也%其工者#传远迩#入禁近%其不工者#后世

采风陈诗之典既 废#里 巷 流 播 未 久 而 泯 灭%"+#,>$@@关



系民事者!是诗三百的诗教传统!而汉魏六朝!只写风

云月露!不能 反 映 社 会 民 生"所 谓#其 教 未 昌$!即 是

批评汉魏六朝背离了 诗 经 以 来 的 诗 教 传 统"唐 宋 因

承三百篇而来!做到了#感讽引谕%长言嗟叹$!故诗歌

兴盛"所谓#感 讽 引 谕%长 言 嗟 叹$!即 用 诗 歌 讽 喻 现

实!感慨时事!这类诗有时虽#被罗织!触禁网$!但#惟

歌生民病$的愠斯 戚 斯 精 神 并 不 因 受 压 制 而#少 悔$"
这实是#变风变雅$的精神所在!是诗歌浓厚的现实人

生关怀和自觉的社会担当"值得注意的是!陈衍所列

次山%少陵%元%白%苏%黄%陆%杨等人正是盛唐以后偏

宋一脉的诗 人"北 宋 中 期 以 后!党 争 空 前 激 烈!各 种

内外矛盾逐渐加 剧!北 宋 盛 世 走 向 衰 颓!这 大 约 是 宋

诗中#感 讽 引 谕%长 言 嗟 叹$之 诗 多 于 盛 唐 之 音 的 原

因"这反映了陈衍对宋诗诗教观的认同"
陈衍还在&蜕 庵 诗 存 叙’中 云(#记 曰 太 师 陈 诗 以

观民风!此讽 喻 之 道 也"自 封 建 易 为 郡 县"方 百 里%
方数百里 之 地!其 百 姓 之 疾 痛 疴 养!罔 不 系 于 牧 令"
陈诗之典 久 废!绣 衣 持 斧 使 者!间 数 岁 十 数 岁 一 出"
奉行故事!举 劾 一 二 贤 不 肖 之 尤 者 而 已"至 设 为 常

职!尤养尊处优!初未尝巡行郊野!鳃鳃然问民之疾苦

为也"此唐诗人感切时事"&舂陵行’%&石壕吏’%&于

!于’之类 所 由 作 欤"然 而 元 结%韦 应 物%白 居 易%欧

阳修%苏轼%黄庭 坚 之 伦!类 以 诗 人 为 循 吏!与 其 民 有

家人父子之情!非必敝精焦神!蹙额疾首!举一切游观

文酒而尽 废 之 也"$)#*>$%A讽 喻 作 为 中 国 古 代 文 学 的

表现方法!最重要的是起抒下情%明治乱的诗教作用"
陈衍认为 先 秦 太 师 陈 诗 观 民 风!即 是 遵 循 了 讽 喻 之

道!唐时牧令不问 民 间 疾 苦!致 使 诗 人 写 出 感 切 时 事

+讽喻,之作!如元结&舂陵行’%杜甫&石壕吏’%白居易

&于!于’即是"同时!陈衍由白居易讽喻与闲适并重

的创作实际!而肯定元结%韦应物%白居易%欧阳修%苏

轼%黄庭坚 的 讽 喻 与 闲 适 并 存"明 指 唐 诗 人 感 切 时

事!然具体所举感切时事之作如&舂陵行’%&石壕吏’%
&于!于’!皆为中唐之诗"而且所列唐宋善讽喻者主

要有开元杜甫!元 和 元%韦%白!宋 之 欧%苏%黄"可 以

认为!在陈衍看来!较 好 地 继 承 了 诗 经 变 风 变 雅 的 诗

教传统的在唐主要有杜韩等人!在宋则为以苏黄为主

的诗人!也即变风变雅主要在三元一途"
陈衍不仅认定 杜 韩 苏 黄 等 人 为 崇 扬 中 国 诗 教 传

统的诗人!还认为他们是后世变风变雅一类诗歌的典

范"如道咸变风变雅便 是 诗 学 杜 韩 苏 黄 即 诗 宗 三 元

的结果"&小草堂诗集叙’说(#诗至晚清!同%光以来!
承道%咸诸老蕲向杜%韩为变风变雅之后!益复变本加

厉"言情感事!往 往 以 突 兀 凌 厉 之 笔!抒 哀 痛 逼 切 之

辞"甚且 嬉 笑 怒 骂!无 所 于 恤"矫 之 者 则 为 钩 章 棘

句!僻涩聱牙!以 至 于 志 微 噍 杀!使 读 者 悄 然 而 不 怡"
然皆豪 杰 贤 知 之 子 乃 能 之!而 非 愚 不 肖 者 所 及 也"
道%咸以前!则慑 于 文 字 之 祸!吟 咏 所 寄!大 半 模 山 范

水!流连景光"即有感触!决不敢显然露其愤懑!间借

咏物咏史!以 附 于 比 兴 之 体!盖 先 辈 之 矩 镬 类 然 也"
自今日 视 之!则 以 为 古 处 之 衣 冠 而 已"$)#*>$%"F>$%A

#志微噍杀$出自&礼 记-乐 记’!是 凌 厉 之 音!即 衰 世

之际民有忧 思 的 反 抗 之 音"道%咸 之 前!文 人 志 士 慑

于文字之 祸 不 敢 直 抒 胸 臆!#露 其 愤 懑$!只 能 借#比

兴$手法间接隐晦地抒发个人的时事关怀.之后!道咸

同光诗人蕲向杜韩诗风%为变风变雅之后!敢于宣泄!
敢于畅言!能 为#志 微 噍 杀$之 音!能#以 突 兀 凌 厉 之

笔!抒哀痛逼切之辞$!由含蓄温柔转为凌厉逼切"表

述时代巨痛深 创 在 体 的 生 命 体 验"可 见 变 风 变 雅 是

道咸时代文学对社会的回应!是经世致用思想在文学

中的表现"陈衍对道咸诗人的诗风变化予以肯定!而

且认 为 道 咸 诗 歌 的 内 在 变 化!是 倾 向 杜 韩 诗 风%为 变

风变雅%又变本加厉的结果"
在&近代诗钞述评’#祁巂藻$条下!陈衍对道咸诗

人诗学对 象 与 目 的 有 更 具 体 的 说 明!他 说(#有 清 一

代!诗宗杜韩者!嘉 道 以 前!推 一 钱 萚 石 侍 郎.嘉 道 以

来!则程春海侍郎%祁春圃相国"而何子贞编修%郑子

尹大令!皆出 程 侍 郎 之 门"益 以 莫 子 偲 大 令%曾 涤 生

相国"诸公 率 以 开 元%天 宝%元 和%元 祐 诸 大 家 为 职

志!不 规 规 于 王 文 简 之 标 举 神 韵%沈 文 慤 之 主 持 温 柔

敦厚!盖合学 人 诗 人 之 诗 二 而 一 之 也"$)#*E%D道 咸 诗

人诗学三元!重点则在学与#神韵$与#温柔敦厚$相对

的诗风"#神韵$与#温 柔 敦 厚$本 是 后 人 所 学 唐 诗 精

华!为盛世之 音"陈 衍 列 出 道 咸 诸 大 家!指 出 他 们 不

规矩于#神韵$与#温柔敦厚$!而#以开元%天宝%元和%
元祐诸大家为职 志$"意 思 很 明 确!与#神 韵$与#温

柔敦 厚$对 立 的!在 开 元%天 宝 显 然 是 指 杜 甫!在 元 和

是指韩愈!在元祐则是黄庭坚等宋代诗人"而推崇开

元%天宝%元和%元 祐 的 杜%韩%黄!就 是 因 为 他 们 的 诗

歌非#神韵$与#温柔敦厚$!而是变风变雅诗风"
陈衍认为道咸诗人诗宗#三元$的变风变雅!而不

学#神韵$与#温 柔 敦 厚$!有 其 原 因!这 在 石 铭 吾&读

/石遗室 诗 集0呈 石 遗 老 人 八 十 八 韵’中 得 到 充 分 揭

示!诗云(#有清一代间!论诗首渔洋"渔洋标神韵!雅

颂不敢望"归愚 主 温 厚!诗 教 非 不 臧"然 或 失 而 愚!
字缺挟 风 霜"是 皆 傍 门 户!终 莫 拓 宇 疆"寿 阳 祁 相

国!辅以曾 湘 乡"寿 阳+祁 巂 藻,宗 杜 韩!春 海+程 恩

泽,相颉 颃"湘 乡+曾 国 藩,诗 若 字!低 头 豫 章 黄+庭

坚,"杜韩苏黄间!蝯翁+何绍基,目助张"郘亭+莫友

芝,巢经巢+郑珍,!列宿森取旁"诸公丁世乱!雅废诗



将亡!所 以 命 辞 意"迥 异 沈 与 王!穷 者 秋 蟪 馆#金

和$"并 世 伏 敔 堂#江 湜$!诗 人 信 以 穷"诗 道 于 以

昌!%&#’诗话卷二十九(!DD铭 吾 之 言 是 陈 衍 诗 歌 论 的 实

录!渔洋标神 韵"不 敢 望 雅 颂"归 愚 主 温 厚"是)然 或

失而愚"字缺挟风霜%!这 就 是 道 咸 诗 人 反 对)神 韵%
与)温柔敦厚%的原因!因为二者作为盛世之音"不主

诗教"不能反 映 时 代 沧 桑!而 道 咸 之 际"诗 人 身 丁 世

乱"诗亡雅废之 际"只 有 倾 向 于 杜*韩*苏*黄 间"为 变

风变雅之诗"能于)穷%#世 乱 家 亡$时 写 穷"诗 教 才 能

昌明"如金和与江湜即是!
陈衍在+近代诗钞述评叙,中论道咸诗人郑珍*莫

友芝)并称"均多 乱 离 之 作%-论 江 湜)所 写 情 况"多 东

野*后 山 所 未 言%-论 金 和)一 种 沉 痛 惨 淡 阴 黑 气

象%&#’EED!如此种种"显然不是)温柔 敦 厚%与)神 韵%
风格"而是诗学宋人"为变风变雅*变本加厉所致!近

代道咸同光诗人由 宗 唐 转 为 宗 宋 的 深 层 原 因 也 正 是

时代风会之下弘扬诗教的需要"提倡变风变雅以反映

现实的需要!道咸同光诗人身丁世乱"能够及时创作

变风变雅诗歌反映现实"关键在宗宋!
刘世南说()原 来 唐 诗 正 声"最 宜 铺 叙 功 德"歌 咏

生平"而抒兴亡盛 衰 之 感 则 以 宋 为 宜!%&>A’以 社 会 人

生关怀为 重 心 的 风 雅 诗 教"就 在 开 元 杜 甫"元 和 韩*
元*白"宋代 欧*苏*黄 处!陈 衍 提 出)三 元%表 明 宗 宋

思想"主张诗学杜 韩 与 宋 人"不 仅 是 在 指 示 近 代 诗 人

的学诗途径"也是近代危机意识的投射!是国家危乱

之时对变 风 变 雅 诗 学 传 统 的 强 调 与 认 同"是 振 兴 诗

教*救治人心的渴 望"是 对 关 注 现 实 人 生 的 人 文 精 神

的弘扬!提倡三 元"不 仅 关 系 诗 艺 的 学 习"而 且 关 涉

政治情感*人文精神*社会关怀等更多的内容!
近世以来"虽 然 时 事 纷 杂"诗 坛 却 风 雅 不 兴"格

调*神韵*性灵等 审 美 风 尚 盛 行"虚 构 盛 唐 气 象"使 人

堕入虚而不实境 地"对 社 会 矛 盾 与 危 机 视 而 不 见"没

有现实人生的关怀"起不到诗歌应有的作用!面对诗

道衰败"陈衍提倡)三元%说"并以变风变雅为旨归"就

是企图在政教衰微之际"存亡继绝"振兴诗教"招回风

雅之魂"目的是 如 实 地 反 映 历 史*社 会*人 生"起 到 明

得失之迹*观风俗之盛衰的作用!这一关注现实人生

的重要的诗学思想"传递着近代社会大变化之际诗人

贤士的人生命运与精神苦痛"折射出传统诗学在转型

时代的危机体验与淑世情怀"这也正是三元说极富意

义的精神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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