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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诗话的发展与专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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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诗话是在前代诗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对明诗的发展及清代诗话的形成起过积

极的作用。明代诗话是中国诗话的发展期，在中国诗话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诗话的发展可分为

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初期诗话以讲诗法为主；中期诗话主要是宣扬复古主义；后期诗话已成为专

门之学，其中心议题是彻底批判复古思潮，宣扬个性解放。明人在宋、元诗话的基础上，把宋诗话的综合

之学发展成为专门之学；他们还发扬元诗话偏重诗法的优点，把它充实提高，使之成为系统的诗学理论，

创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明诗话。明代诗话的时代特色主要表现在时代性、针对性、理论化、系统化及专

门化五个方面。

［关键词］明代诗话；前代讲话；形成与发展；时代特色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 &+!,（!""’）"- # ""-- # "&

明代诗话在明代诗学理论批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对明诗的发展、清代诗话的形成起过积极作

用。因此，研究明代诗话，对继承诗学理论遗产，发展诗学理论，促进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明

代距今久远，诗话流传不广，且多孤本、善本，一般不易见到，给读者、研究者带来诸多不便。为方便读

者，促进明代诗话的研究，我们编纂了一部《全明诗话》，收录明代诗话 %!’ 部!。%&&% 年 %" 月，在桂林

召开的“中国首届诗话词话研讨会”上，《全明诗话》得到公认和肯定。当时会上讨论的，还有吴文治先

生主编的《明诗话全编》（%&&( 年 %! 月已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两书体例不同：吴编以人立目，除

收录已单独成书的诗话外，广为蒐辑诸书中的论诗之语；拙编专门汇集完整的明人诗话集，按时代先

后排列，不录摘编一类的著作。%&&! 年，《全明诗话》被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八五”规划。现就编纂过

程中对明代诗话的发生、发展以及特色等问题的认识与理解，提出讨论，以就正于方家。

一、明代诗话发展之由来

明人在宋元诗话的基础上，创作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诗话。诗话虽不起源于宋，但“莫盛于宋”

［%］，是明人的普遍看法。至于宋诗话兴盛的原因，明人做过深入的研究，认为主要是宋人善于论

诗，喜欢讨论诗歌创作方面的问题，此风一盛，促进了诗话的兴盛和发展。谢肇蠤说：“宋人不善诗

而喜谈诗，诗话至三十余家。”［!］这种看法一直影响到清代。吴乔说：“唐人工于诗而诗话少，宋人

不工诗而诗话多。”［’］（.)/"!）几乎成为一种定论。其实，善诗不善诗，工诗不工诗，对诗话创作的关

系不是很大，何况宋人善诗者、工诗者大有人在。就以“诗话”命书名的创始者欧阳修来说，他既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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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又工诗，成就很大。

喜谈诗，采取“以资闲谈”的形式谈诗，评论诗歌、诗人、流派，以及记录诗人议论、遗闻逸事、考

证等等，促进了诗话的兴盛发展。我国诗话起自钟嵘《诗品》，品第甲乙，溯源师承，其后作者辈出，

而为例亦趋广泛。若皎然《诗式》，备陈格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欧阳修《六一诗话》，体兼说

部，以资闲谈。论诗而取闲谈的方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拘一格，所撰遂夥。诗话至宋，成为

“文章家之一体”［!］，形成一种体裁，为社会所公认，为人们所喜爱，众人为之，著作成林。

在宋诗话中，明人最感兴趣的是严羽的《沧浪诗话》。如杨成的《诗法》、黄省曾的《名家诗法》等

书中，都辑录了《沧浪诗话》的内容。明代复古派的诗论，也多受严羽的影响。他们提倡“文必秦汉，

诗必盛唐”，就是继承严羽推崇汉、魏、盛唐的文学主张；他们的“格调说”，也是从严羽的“妙悟说”脱

化出来的，从格调方面学习古人。高衠关于唐诗初盛中晚的分期，即是“观沧浪严先生之辨”，分唐

诗诸体而得启迪的［"］（#$ !"）。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也祖述严羽的论诗主张，加以推崇。王世贞

的《艺苑 言》也多处称引严羽的论诗主张，阐述严羽的诗说。谢榛在《四溟诗话》中强调“超悟”、

“兴趣”，也是严羽妙悟说的发挥。这一切都说明了严羽的《沧浪诗话》对明代诗话创作的巨大影响。

再说元代诗话对明诗话的影响。元、明两代，时代接近，影响更直接，何况明初的不少作者又是

从元朝到明朝的，他们带来了元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如郝经、戴表元、刘将孙等人的文学

复古主张，发展成为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思潮；杨士宏《唐音》的“正音、余响”，发展成为高衠《唐诗

品汇》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杨维桢的“性情说”，发展成为公安派的“性灵说”。

明诗话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受宋元诗话的影响外，还有其他原因，如文人结社兴起的影响。谢

章铤《课余续录》说：“明人重声气，喜结文社。”［%］（#$ %&&）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文人集团有一百七十

六个之多，其中绝大多数是诗人集团，即诗社。他们以文会友，谈诗论文，促进了诗歌的发展，也促

进了诗话的发展。明代许多诗话的作者便是诗社社员。如《唐诗品汇》的作者高衠是闽中十子诗社

社员；《谈艺录》的作者徐祯卿和《艺苑 言》的作者王世贞是七子诗社社员；《解颐新语》的作者皇甫

汸和《玉笥诗谈》的作者朱孟震是青溪诗社社员；《小草斋诗话》的作者谢肇蠤和《蜀中诗话》的作者

曹学佺是阆风楼诗社社员，等等。他们与当代名流，联吟结社，摘其章句和论诗之语入诗话，或汇编

成诗话专著，名曰某某诗话。

二、明代诗话发展的几个阶段

明诗话是中国诗话的发展期，上承宋、元，下启清季，在中国诗话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诗

话本身也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如以时期划分，则可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即自洪武至成化（!’()—!")*）为初期；弘治至隆庆（!"))—!%*&）为中期；万历至崇祯（!%*’—!(""）

为后期。这一分期，主要是根据诗话内容，同时参考文学史的分期而定的。明初诗话以讲诗法为

主，同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有关。明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建立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采取高

压政策和八股取士以限制知识分子的思想。文人被禁锢于八股之中，其说多本前人，少独立见解。

谈诗法是宋、元诗话的主要内容之一。明承宋元之旨，他们把宋元诗话中论述诗歌创作的理论

汇辑成册，供明人学习，促进明代诗歌创作的发展。如朱权的《西江诗法》虽分列 &% 类，但内容主要

是辑录杨载《诗法家数》和揭徯斯《诗宗正法眼藏》。杨成的《诗法》辑录杨载《诗法家数》、范衁《木天

禁语》等著作。释怀悦的《诗法源流》也辑录了《诗法家数》中的言论。此外，他们还辑录《沧浪诗

话》、《金针集》、《沙中金集》等著作中论诗法的内容。辑录这些著作的目的，是为了给初学者提供学

诗的方法，推动诗歌创作。某氏《重刊诗法后序》说：“范德机秘旨之通确，严沧浪体制之要妙，杨仲

弘《家数》之广备，《金针集》之意格纯正，《沙中金集》之字眼响健，《一指》、《普说》之论辨精博，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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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潜，朝夕不厌。每抚卷叹曰：学诗之法，莫备于此。”［!］

明初诗话，亦有阐述己见、发明前人之说者，如黄子肃的《诗法》、解缙的《诗法》、吴纳的《诗辨》

之类。周叙的《诗学梯航》不限于诗法，还论述了诗歌之源流，诗格之变化，诗体之发展，并品评了自

魏至唐百数十人的作品。朱奠培的《松石轩诗评》则完全是品评作家作品之作，评述自汉魏至金元

的作家近二百人。瞿佑的《归田诗话》亦品评唐、宋、元、明各代之诗，但详于述事，略于评说。

明自弘治以后，封建经济已经恢复到相当高的水平，社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此时“商贾

多”，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市民阶层开始壮大。“复杂多样而又酝酿着变化的社会生活刺激了人们的

头脑，沉闷了多年的意识形态至此活跃起来。哲学上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文学上首先活跃起来

的是一批有朝气、有抱负的正统封建文人，他们立志以汉文唐诗为榜样，振兴正统封建文学。这就

是明中叶的文学复古思潮。”［"］（#$%&）这股思潮来势很猛，波及面很广，风靡百余年。明代中期的诗

话主要反映了这股宣传拟古主义的复古思潮。

诗宗盛唐，推尊李杜，提倡“浑雅正大”的时代格调，是复古思潮的主要内容之一。李东阳的《麓

堂诗话》取法唐诗，主于法度音调，当时奉以为宗。从法度音调学习唐诗是可以的，问题是学习法度

音调如不与内容相联系，势必会导致形式上的摹拟，李东阳取法唐诗的毛病也在于此。尽管他也说

过“泥于法而为之，则撑拄对待，四方八角，无圆活生动之意”的话［’］（#$ ()"!），但客观上却起了引导

人们走上模拟唐人法度音调的作用，给后来拟古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王世贞说：“长沙（指李东

阳）之于何（景明）、李（梦阳）也，其陈涉之启汉高乎？”［&］（#$ (*%%）由此可见，他对前七子复古理论的

影响。“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

是者弗道。”［(*］（#$")%’）“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 ")*"）由此，正式形成了一个以理论作指

导的拟古主义派别。

诗宗盛唐，推尊李杜，主于法度音调，重于体制气象方面的诗话，有徐祯卿的《谈艺录》、徐献忠

的《唐诗品》、谢榛的《四溟诗话》、王世贞的《艺苑 言》和《全唐诗说》等著作。当时还出现了像汪彪

《全相万家诗法》一类专供模拟的课儿读物。这些诗话对复古思潮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明诗话受宋元诗话影响最深的，首推严羽的《沧浪诗话》。但到了明代中

叶，人们对严羽的创作理论不像初期那样盲目崇拜了，而是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它。都穆论诗

主严羽妙悟之说，视为“的论”；但对严羽鄙薄宋诗之论表示不满，认为是“陋哉见也”［(+］（#$ ()%%）。

游潜论诗以严羽为宗，主张妙悟；但对宋诗的看法，与严羽迥别。他认为宋诗不及唐诗是事实，但不

能由此就说“唐有诗，宋元无诗”［()］。这说明当时作者的思想已与初期不同，他们的思想已处于活

跃状态，不再拘泥于前人之说，而是富有独创性。

这时还涌现了一批品评作家作品的诗话：如评历代之作的，有陈沂的《拘虚诗谈》、俞允文的《名

贤诗评》；评一代之作的，有徐献忠的《唐诗品》、王世贞的《全唐诗说》；评当代之作的，有徐泰的《诗

谈》、顾起纶的《国雅品》、王世贞的《明诗评》和《国朝诗评》；评一家之作的，有蒋冕的《琼台诗话》。

其品类之多，是前代所没有的。特别是品评当代作家作品的专著之多，可说是空前绝后。如《诗谈》

品评 (", 人，《国雅品》品评 +%" 人，《明诗评》品评 ((’ 人，《国朝诗评》品评 (*’ 人。重视当代作家作

品，及时总结经验，目的是为了推动当代创作。

在研究当代作家作品的基础上，他们还探讨了明诗的创作和发展问题。明诗不能走台阁体的

道路几乎已成定论。但取法盛唐，仿效李杜，学习音节格调，模仿句字，一股声势浩大的复古思潮已

统治整个文坛。于是，走复古老路还是走独创新路，成为摆在诗人面前的一个严肃问题。围绕着这

个问题，展开了一场历时百年的论战。

即便在复古思潮盛行的时期，对明诗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当时有不少作家回顾

了明诗的发展，从而总结经验，展望未来。陈沂说：“国初诗，沿于元之旧习。永乐以后，平淡近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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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间始变，至弘治间稍盛，正德间数家有可传者。后多宗初唐，用富丽堆积，始 百家衣，毕竟

到头无经纬也。”［!"］杨慎说：“洪武初，高季迪、袁可潜一变元风，首开大雅，卓乎冠矣。永乐之末至

成化之初，则微乎豸肖矣。弘治间，文明中天，古学焕日：艺苑则李怀麓、张沧州为赤帜，而和之者多

失于流易；山林则陈白沙、庄定山称白眉，而识者皆以为傍门。至李、何二子一出，变而学杜，壮乎伟

矣。然正变云扰而剽袭雷同，比兴渐微而《风》、《骚》稍远。嘉靖初，稍稍厌弃，更为六朝之调。初唐

之体，蔚乎盛矣，而纤艳不逞，阐缓无当，作非神解，传同耳食。”［!#］（$% &&"）他们指出，国初诗，有“沿

于元之旧习”者，有“一变元风”者，变则诗盛。永乐至成化，台阁体风靡一时，至弘治变而学杜，古学

焕日，变而诗盛。后之追随者，句字模拟，剽窃雷同，比兴渐微，又走进创作雷同的死胡同。所以走

复古的老路，不是明诗发展的方向。

明自万历以后，左派王学横行天下，动摇了朱熹学派在中国长期的统治地位。在进步学术思想

影响下，文坛上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文学解放思潮，与文学复古思潮相抗衡。明代后期的诗话创

作在文学解放思潮的推动下，彻底批判文学复古思潮，反对拟古主义，宣扬个性解放，已成为一股不

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明诗话发展到这个阶段，已形成自己的风格，理论色彩大大加强。首先，他们总结前代和当代

的诗学理论，用以指导创作，批判文学复古思潮。这类诗话有胡应麟的《诗薮》、许学夷的《诗源辨

体》、胡震亨的《唐音癸签》、冯复京的《说诗补遗》、钟惺与谭元春的《诗府灵蛇》、陆时雍的《诗镜总

论》、费经虞的《雅伦》等。许学夷论诗，古诗宗汉魏，律诗法盛唐，对七子之作推崇备至。其论体着

眼于变，论诗又主独创，与七子之论迥异。冯复京的《说诗补遗》是针对七子复古之论而发的，他从

辨体辨格入手，批判七子诗有定格及句模字拟的论调。胡震亨的《唐音癸签》对唐诗进行了全面总

结，是其研究唐诗的心得结晶，足供研究者参考。他虽没有直接批判七子复古模拟之论，但从“一人

有一人本色”，“诗人各自写一性情，各自成一品局”的观点看，实际上是批判了七子之论。钟惺、谭

元春的《诗府灵蛇》是针对七子、公安二派末流之弊而发的。他们求古人真诗、真精神，以避免重蹈

七子模拟汉、魏、盛唐为学古及公安以鄙俚轻率为趋新的流弊。陆时雍的《诗镜总论》受钟、谭诗论

之影响，求古人之真诗。但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又与钟、谭之论不同。他对七子诗宗盛唐提

出异议，认为唐诗精微，但不及古诗雄浑。费经虞《雅伦》是明代诗话之集大成者，他全面系统地总

结古今诗学理论，探本求源，分门别类，理论兼及作品，自成体系。其论诗虽远宗严羽之论，近法王

世贞之说，但不为严、王所囿。他主张诗文创新，反对拟古不化。上述诸家通过对历代诗论的考察、

研究与总结，认为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发展变化的，一代有一代之诗，一人有一人之作，不必法某

代，宗某人，只要表达真情实感，便是好的作品。

彻底批判复古思潮，反对拟古主义，宣扬个性解放，是这一时期诗话的中心议题。如李贽的《骚

坛千金诀》、王世懋的《艺圃撷余》、焦竑的《焦氏诗评》、屠隆的《长卿诗话》、谢肇蠤的《小草斋诗话》、

叶秉敬的《敬君诗话》、觳斋主人的《独鉴录》等，都涉及了这方面的问题。李贽是明代后期文学解放

思潮的中坚人物，提倡童心，反对以孔孟之道为主体的封建意识，追求个性解放。他认为文学应该

写童心，表达真情实感，这样的作品才是真文学，否则就是假文学。他又从文学发展的观点出发，提

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秦汉”的主张［!’］，否定了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理论。

他在《骚坛千金诀》“十戒”、“十贵”中，提出“七戒乎蹈袭”、“三贵乎出尘”的主张，反对模拟，主张独

创。焦竑是李贽的好友，提倡性灵说，反对近代诗人“第以剽略相高”的风气［!&］。谢肇蠤则指名道

姓地批判七子“太模仿”、“得形似”的恶习。他说：“献吉继之，几于活剥少陵。高处自不可掩，而效

颦之过，亦时令人呕哕。”［(］叶秉敬说：“凡作诗者，绳墨必宗前人，意辞要当独创。若全依样画葫

芦，便如村儿描字帖，恶足言诗也。”［!)］对复古思潮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即使是复古思潮营垒内部的人，由于受时代进步思想的影响，自知其非，反戈一击，批判复古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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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反对拟古主义。末五子中的王世懋和屠隆，论诗虽本七子之说，但对七子之流“争事剽窃，纷纷刻

鹜”的拟古主义深表不满［!"］（#$%%&）。屠隆对复古主义的批判更激烈、更彻底。他说：“我明之诗，则不

患其不雅，而患其太袭；不患其无辞采，而患其鲜自得也。”［’(］“独观其一，则古色苍然，总而读之，则千

篇一律也。”［’!］这些言论，如匕首投枪，直刺七子，戳穿了他们欺人的本质。像这样锋芒毕露地批判复

古主义，是前所未有的。从复古思潮营垒中批判复古思潮，更有说服力，其影响也更大。这表明文学

复古思潮被文学解放思潮所代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在文学解放思潮的冲击下，不少文人突破正统封建思想和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到民间寻找真

诗，以丰富自己的创作。同时对诗歌的艺术性，如构思、意境、风格、修饰等问题，在诗话中也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使明诗从“活剥少陵”、“千篇一律”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走上与民歌相结合的新生道路。

三、明代诗话的时代特色

明人在宋元诗话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提高，并通过分析研究，把宋诗话的综合之学分门别类，成

为专门之学；发扬元诗话偏重诗法的优点，予以充实提高，成为系统的诗学理论，创造了具有鲜明特

色的明诗话。明诗话的时代特色，主要表现在时代性、针对性、理论化、系统化、专门化五个方面。

（一）时代性。一代有一代之诗、一代之诗论、一代之诗话。着眼于当代，是明诗话的显著特点。

朱权说：“诗不在古而在今，非今不能以明古之意。”［’’］明初诗话主要是辑录前代诗话，为当代创作

服务，其内容则偏重于诗歌创作方法和优秀作品的品评，为当代作者提供“学诗之法”［)］。

时代性是贯串明诗话的一条主线，主要表现在品评当代作家作品，兼及明诗发展诸问题，如李

东阳《麓堂诗话》、陈沂《拘虚诗谈》、陆深《俨山诗话》，对明初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分析品评。有的诗

话还撰专卷记述或评论明人明诗，如何良俊《元朗诗话》卷三述录与时人交游的情况和作品；王世贞

《艺苑 言》卷五品评“国朝前辈名家”的艺术风格；郭子章《豫章诗话》卷六记述明代豫章诗人和宦

游豫章诗人之题咏。有的则是专门论述明代诗人诗作的诗话，如徐泰《诗谈》、顾起纶《国雅品》、王

世贞《明诗评》、胡应麟《少室山房诗评》等。

明代作家十分关心当代的创作与争论，及时地总结经验，写成诗话，以推动明诗的发展。顾起

纶的《国雅品》总结了自洪武至隆庆二百年间的诗歌创作经验。王世贞的《明诗评》总结了明代 !!&
位诗人的创作经验，并分析评价他们的创作特色、艺术风格以及成就。周子文的《艺薮谈宗》汇辑当

代宗匠名家的诗论 ’( 种，结集创作经验，“以备时需”，作为当代“述者之指南”［’*］。以诗话形式品

评当代作家作品，总结经验，是明诗话的创体。

（二）针对性。所谓针对性，指创作的目的性比较明确。宋人创作诗话虽有目的，但不明确，主

要是“以资闲谈”，所以创作不甚严肃，态度比较轻松。明人则不然，他们写作诗话都有一定的目的

性，或为创作，或为复古，或为纠谬，所以创作的态度一般都比较严肃。当然，明人诗话中亦有“以资

闲谈”的，但这类诗话不多。

诗话为创作者，则偏重于诗法，为学诗者提供一定的创作方法。《诗学梯航》的作者周叙说：“登

山以求玉，必赖乎梯；涉海以探珠，必资乎航。”［’+］写诗如登山求玉，涉海探珠，而诗话如梯航，为作

者提供创作方法，使之登山得玉，涉海获珠，入创作之门。王衊撰《诗法指南》，就是为了使初学者有

法可依，有规可循，“作者之门，庶可入矣。”［’,］又如黄子肃的《诗法》，讲的就是立意、造句、遣字三

方面的内容，没有一句“以资闲谈”的话。这类诗话，还有王用章的《诗法源流》、黄省曾的《名家诗

法》、梁桥的《冰川诗式》、茅一相的《欣赏诗法》，等等。

诗话为复古者，为复古思潮服务。明代的复古思潮起源于宋元。宋自严羽提出“以盛唐为法”

以后［’)］（#$)&&），元人步其后尘，转向唐音，如杨士宏撰有《唐音》专著，学习唐诗。明初，承严、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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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力宗盛唐，倾向复古，开一代风气。文坛的复古思潮，在诗话领域中也有充分反映。当时不少文

人往往通过诗话这一文艺随笔的形式，宣传其复古主张。如高衠撰《唐诗品汇》，主张以盛唐为法，

李杜为宗，为前后七子诗宗盛唐开了先河。又如徐献忠撰《唐诗品》，品评有唐一代之诗，推尊盛唐。

前七子李、何虽没有撰述诗话专著，但他们宣扬复古理论，往往通过书信往来的形式，而这种书信实

际上也是一种诗话。后七子王世贞撰有《艺苑 言》、谢榛撰有《四溟诗话》，宣扬复古。《艺苑 言》

提倡古诗尊汉魏，近体法盛唐；《四溟诗话》主张师法初、盛唐，而以盛唐为主。其他宣传复古、标榜

七子的诗话则更多。

诗话为纠谬者，纠正诗学理论中的错误倾向。如安盘的《颐山诗话》、焦竑的《焦氏诗评》、屠隆

的《长卿诗话》、谢肇蠤的《小草斋诗话》等，对七子模拟剽略，活剥少陵的复古主义理论进行批驳，纠

正其错误。冯复京针对“凡今之人，守琅琊之《 言》，尊新宁之《品汇》，习北海之《诗纪》，信济南之

《删选》，谓子美没而天下无诗”的错误理论［!"］，著《说诗补遗》，予以匡正。钟惺、谭元春撰《诗府灵

蛇》，以幽深孤峭反对七子以模拟汉魏盛唐为复古、公安派以鄙俚轻率为趋新的流弊。在批判错误

理论，匡救时弊的同时，也有一些人站在复古派的立场上进行反批评，力挽颓波。如许学夷针对公

安派和竟陵派的理论，撰述《诗源辨体》。他说：“近袁氏、钟氏出，欲背古师心，诡诞相尚，于道为离。

予《辨体》之作也，实有所惩云。”［!#］

以上事实表明，明人撰述诗话都有其一定的目的性、针对性，不是针对这一理论，便是针对那一

理论；不是为这一理论服务，便是为那一理论服务。其争论的焦点是复古与反复古。争论虽很激

烈，但都以理服人，不像宋人以“叫噪怒张”乃至“骂詈”对人［!$］（%& $##），遂使争论引向深入，促进了

诗学理论的发展。

（三）理论化。“诗话，文章家之一体”［’］，是一种文艺随笔性的体裁，有话则长，长至千言万语；

无话则短，短到几字几句，写作比较自由，不拘一格。但必须围绕“诗”字展开，若离“诗”而谈，则成

笔记矣。因其围绕“诗”字展开，即使闲谈，也不离诗事，故曰诗话。

谈诗，是诗话的中心议题。诗话盛于宋，和当时喜谈诗的风气有关。谈诗的风气刚形成时，可

以是“以资闲谈”为主，但随着这种文体的发展，闲谈的内容也逐渐发生变化，由“论诗及事”向“论诗

及辞”发展［!(］（%&’)$），论诗的成分渐渐增加，向单一的诗学理论方向发展。郭绍虞先生说：“我觉得

北宋诗话，还可说是‘以资闲谈’为主，但至末期，如叶梦得《石林诗话》已有偏重理论的倾向。到了

南宋，这种倾向尤为明显，如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和严羽的《沧浪诗话》等，

都是论述他个人的诗学见解，以论辞为主而不是论事为主。从这一方向发展，所以到了明代，如徐

祯卿的《谈艺录》、王世贞的《艺苑 言》、胡应麟的《诗薮》等，就不是‘以资闲谈’的小品，而成为论文

谈艺的严肃著作了。”［*+］（%&*）

明人对诗话的看法和要求与宋人不同。许学夷说：“宋人诗话种种，不能殚述，然率多记事，间

杂他议论，无益诗道。”［*’］明人认为“诗话又以论诗”［*!］，不是“以资闲谈”；若“以资闲谈”，则无益

于诗道，对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发展，都没有好处。这表明明人撰述诗话完全是为创作服务的，

为明诗的发展和建立新的诗学理论服务的。他们努力提高诗话创作水平，向理论化的方向迈进。

明诗话的理论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创作态度。宋人诗话“以资闲谈”为主，明人诗话以论诗为主，要求不同，创作态度也就不同。

诗话“以资闲谈”，想什么写什么，讲什么记什么，今天写一条，明天记一条，积累多了，自然成书，创

作比较轻松。欧阳修“诗话之作，盖退居以后整理旧稿之所为也。《杂书》一卷，即《诗话》之前身已。

是书以《杂书》为前身，故撰述宗旨初非严正。《宋四库阙书目》列入小说一类，盖非无因”［**］

（%%&! , *）。诗话论诗偏重于理论批评，临文结构都需深思熟虑，使之理论有特色，行文有条理，创作

比较严肃。如许学夷撰《诗源辨体》，初稿本 ’$ 卷，定稿本 *$ 卷，前后花了 -+ 年时间。他说：“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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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于万历癸巳，迄壬子，凡二十年稍成。后二十年，修饰者十之五，增益者十之三。诸家之诗，既先

以体分，而又各以调相附，详其音切，正其讹谬，而予之精力，实尽于此。”［!"］又如冯复京撰《说诗补

遗》，也是花了一生的精力。他说：“《说诗》一书，虽有遗憾，然一生目力，尽在是矣。”［!#］如此严肃

认真地撰写诗话，真可谓空前绝后，但在明代并不是个别现象。

! $著作数量。宋诗话现存 %! 种，辑佚 &’ 种，共 #" 种。明诗话《四库全书·诗文评》著录 &# 种，

《明史·艺文志》著录 &" 种，《中国丛书总录》著录 (# 种，以上三种书目除去同书名者外，共 )" 种。

《全明诗话》收录 *!& 种，远远超过了现存的宋诗话。根据《全明诗话》收录的情况来看，“以资闲谈”

的诗话不过七八种，其余百来种诗话均为论诗评诗之作，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 $自成体系。理论化的主要标志之一，在于不仅理论性强，而且自成体系，按一定的形式排比

编辑。宋人诗话虽亦谈论诗法，但比较分散，往往是在闲谈中流露自己的诗学观点，不成体系。当

然，宋人也有如《沧浪诗话》一类的著作，不但理论性强，而且自成体系，但这样的诗话极少。明人重

视诗话的理论性，多从理论的角度撰写诗话，并按一定的形式加以排比结构，编辑成书。如黄子肃

的《诗法》篇幅虽短，却自成体系。他从立意、造句、遣字三个方面论述诗法；周叙的《诗学梯航》分叙

诗、辨格、命题、述作、品藻、通论六类；皇甫汸的《解颐新语》，分叙论、述事、考证、诠藻、矜赏、遗误、

讥评、杂纪八门；梁桥的《冰川诗式》，分定体、炼句、贞韵、审声、研几、综颐六门。又如王世贞的《艺

苑 言》、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冯复京的《说诗补遗》，除总论外，都是以时代先后为序，排比论述。

此外，胡应麟的《诗薮》、胡震亨的《唐音癸签》，也有其严密的理论体系。即使是选辑前人的诗学理

论，也按一定的体系入录。如朱权的《西江诗法》，分诗体源流、诗法源流、诗家模范等 !( 类；李贽的

《骚坛千金诀》，分诗学正源、诗准绳、诗口诀、唐人句法、宋朝警句、风骚句法七类。

（四）系统化。宋人视诗话为论诗之绪余，乃至成为以资闲谈的作品。明人重视诗话，诗话以论

诗，常发表精辟独特的见解，使诗话向系统化方向发展。明诗话的系统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诗话著作的系统化。诗宗盛唐，学习唐诗，是贯穿明代诗学理论的一条红线。明初，闽派诗

人林鸿提出“开元、天宝间声律大备，学者当以是为楷式”［&%］（+$#&&’），强调在格律声调上学习唐诗。

林鸿的追随者高衠撰《唐诗品汇》，推尊李杜，定盛唐为唐诗正宗。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撰《麓堂诗

话》，主张取法唐诗，从音节、格调、用字学习唐诗。前后七子提倡“诗必盛唐”，把学习唐诗推向极

端：“模辞拟法，拘而不化。独观其一，则古色苍然；总而读之，则千篇一律也。”［!*］其后公安派、竟

陵派虽反对前后七子剽窃模拟的习气，但并不反对学习唐诗。这条红线也贯穿着诗话创作，出现了

系列化的著作。南溪的《南溪诗话》推崇李杜，开明代诗宗盛唐的风气。此后出现了一系列反映这

方面内容的诗话，如陈沂的《拘虚诗谈》、王世懋的《艺圃撷余》、胡应麟的《诗薮》、蒋一葵的《诗评》、

赵土喆的《石室诗谈》等。自高衠撰《唐诗品汇》后，又出现了一系列同类性质的诗话，如徐献忠的

《唐诗品》、王世贞的《全唐诗说》、郝敬的《批选唐诗》等。诗宗盛唐，学习唐诗，也成了明诗话的主要

内容，并在诗话中有了系统的反映、阐述和发明。这在前代诗话创作中是没有的。

! $诗话理论的系统化。理论的系统化，主要是指理论研究的系统化。明诗话研究的诗学理论

比前代全面而系统，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研究内容。如明代初期的诗话以研究诗法为主，辑录或

撰述的诗话也往往以诗法命名，如朱权的《西江诗法》、杨成的《诗法》、黄子肃的《诗法》等。明代中

期的诗话以研究复古理论、宣扬拟古主义为主，如王文禄的《诗的》、汪彪的《全相万家诗法》、王世贞

的《艺苑 言》等。明代后期的诗话以批判复古思潮、总结诗学理论为主，如冯复京的《说诗补遗》、

胡震亨的《唐音癸签》、陆时雍的《诗镜总论》、费经虞的《雅伦》等。此外，对创作中的性情、性灵、情

景、构思、风格诸问题，也作了系统的阐述和研究。

& $诗话体系的系统化。明人撰述诗话，往往以纲带目，纲目分明。不论是辑录性的诗话，或是

述作性的诗话，都有自己的体系。如朱权的《西江诗法》、皇甫汸的《解颐新语》、梁桥的《冰川诗式》、

*’第 ( 期 周维德：论明代诗话的发展与专门化

万方数据



李贽的《骚坛千金诀》、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冯复京的《说诗补遗》等，或以文体分，或以内容分，或

以时代分，分门别类，自成体系。

（五）专门化。中国诗话发展到明代，“以资闲谈”的内容逐渐减少，论诗评诗的成分不断增长，

趋向纯理论，成为专门名家之学。如果说宋元诗话是文艺随笔性的著作，那么，明代的诗话已从文

艺随笔过渡到文艺专论。作者撰述诗话，各执一端，深入研究，旁征博引，抒发己见。诗话有特色、

有个性、有深度。

阐述创作理论的诗话，如周叙的《诗学梯航》，从辨格、命题、述作、品藻等几方面加以论述；徐祯卿

的《谈艺录》，专论汉魏古诗，兼及情词气格；邵邦经的《艺苑玄机》，论诗之教、诗之体、诗之才、诗之思、

诗之格，等等，内容十分广泛。此外，如游潜的《梦蕉诗话》、谢榛的《四溟诗话》、王文禄的《诗的》、王世

贞的《艺苑 言》、王世懋的《艺圃撷余》、田艺蘅的《香宇诗谈》、胡应麟的《诗薮》、谢肇蠤的《小草斋诗

话》、陆时雍的《诗镜总论》等，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命题、构思、述作、语言、风格诸问题。论述创作方法

的诗话，有黄子肃的《诗法》、释怀悦的《诗家一指》、黄省曾的《名家诗法》、王衊的《诗法指南》等。

明诗话不仅理论趋向专门化，批评也趋向专门化。如评历代作家作品的诗话，有朱奠培的《松

石轩诗评》、俞允文的《名贤诗评》、许学夷的《诗源辨体》等；评一代作家作品的诗话，有高衠的《唐诗

品汇》、徐献忠的《唐诗品》、王世贞的《全唐诗说》、郝敬的《批选唐诗》等；评当代作家作品的诗话，有

徐泰的《诗谈》、顾起纶的《国雅品》、王世贞的《明诗评》等；评一家作品的诗话，有蒋冕的《琼台诗

话》、朱谏的《李诗辨疑》、杨慎的《闲书杜律》、顾起经的《王右丞诗画评》等。

明季诗社盛行，而诗话的作者又往往是诗社社员，所以在诗话中有记述诗社社事者。如朱孟震

的《玉笥诗谈》记录了青溪诗社社事。此外，还有诗格诗式一类的诗话，如梁桥的《冰川诗式》、某氏

的《诗文要式》；又有诗体一类的诗话，如吴纳的《诗辨》、徐师曾的《诗体明辨》、陈懋仁的《诗体缘

起》、杨良弼的《作诗体要》等；地方性的诗话，如郭子章的《豫章诗话》、曹学佺的《蜀中诗话》等；专论

妇女作品的诗话，有江盈科的《闺秀诗评》等。

明诗话专门化的程度如此之高之广，是前代所没有的，即使与清代诗话相比，也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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