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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与超越# 北宋诗学语言观念下的!换骨夺胎"

方舒雅

摘!要# "换骨夺胎#作为北宋诗学语言学转向下的写作策略!相比梅尧臣"意新语工#式的创作追求!"换骨#"夺胎#二
法淡化对"意新#的自创!关注诗歌语言本体$ 以"造语#与"形容#的表达艺术!或改变诗句的语言风格!或增强对诗意的
修饰!最终实现诗句由"言#及"意#的提升$ 而句法层面之超越!既是"换骨夺胎#生成时的内在规范!亦成为接受语境中
绝大多数宋人认可此诗法的内在标准$ 由此!从北宋诗学语言观念的视域观照"换骨夺胎#!呈现出不同于传统解释
"意#或"语#因袭的新貌!这同时构成回归历史语境探究二法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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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骨法#与"夺胎法#是宋诗学中几乎人人皆知又难
以说清的两种诗法%在古代即常混为一谈& 目前所见较
早的有关二法的记录出自北宋惠洪的'冷斋夜话(与'天
厨禁脔(%均将"换骨#与"夺胎#分列开来& 然而%后世虽
有如'诗宪(对二者加以区分%但在大多数接受者的视域
中%二法的差异被明显忽视& "换骨#"夺胎#都是在继承
前人之"意#基础上的语言表达%本来即具有天然的接近&

目前%学界对二法辨析已有相当丰富的讨论%多数学者以
'诗宪("换骨者%意同而语异也#与"夺胎者%因人之意%
触类而长之#*'诗宪( _$(+的"意#"语#差异将两者加以
区分%认为二法均依据前人诗意%"换骨法#表现为语言的
变化%"夺胎法#则是使诗意得以深化&#

然语言之变常引

起诗意之变%诗意之变亦需以语言之变为载体%故当以此
番解释分析实例时%因过于截然地将语言与诗意割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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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与超越) 北宋诗学语言观念下的"换骨夺胎#

来%每每让人分辨不清何为"语异#-何为"意长#&
回归北宋诗学的历史语境%伴随文字禅及诗歌造语

艺术的发展%语言不仅是诗歌传情达意的媒介%也直接成
为诗家颇受关注的艺术本体%即在创作者与批评者的视
域里%更自觉地聚焦语言的表达方式与艺术效果& 而从
语言观念的层面对照"换骨#"夺胎#%不仅有助于突破二
法在"语#"意#间胶着之藩篱%更是厘清其本义与生成逻
辑的开始&

一$ 由!意新语工"到!换骨夺胎"#
北宋诗学典范的转移

!!葛兆光已指出%禅思想史在公元 ],&' 世纪发生了
一个深刻的"语言学转向#%使语言由符号变为意义本身
*葛兆光%'七世纪( &`"+& 而北宋时期的语言观念转型
则是对这一转向的接续%随着由"不立文字#的无字禅向
"不离文字#的文字禅的思维转变%"文字#成为北宋士人
"悟入#的对象%其实质在于"由形式层面的/句法0进入
精神层面的/韵味0# *周裕锴%'文字禅( &$'+& 这进一
步激发宋人对语言艺术的自觉琢磨%语言不仅是诗意的
表达媒介%其本身即蕴藏无穷的艺术魅力%而"以文字为
诗#最鲜明地彰显出宋人对语言表达的热衷& 如果说唐
人诗学语言学是"从语言的角度对诗歌创作提出了一系
列的形式上的规范#*张伯伟%'唐代( &``+%那么宋人则
倾向于对创作实践从语言表现的角度提出审美性思考%
凝结着他们在唐代规范诗学之后对诗歌语言艺术的自觉

批评与发现& 例如'冷斋夜话(中批评杜牧"深秋帘幕千
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曰)"初如秀整%熟视无神气%以其
字露也&#*惠洪 &(+因为语言表达不够浑融而影响了诗
句的艺术风味& 又如'六一诗话(载宋人以 "疾# "落#
"起#"下#补老杜"身轻一鸟过#所失之"过#%后见善本%
不禁叹服)"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 *欧阳修 _+这流
露出北宋诗人的语言审美意识& 正是基于方方面面的语
言批评与实践%"表现#型的唐诗遂转型为"表达#型的宋
诗*葛兆光%'汉字( &#_+%而"意新语工#则可视作北宋
诗学语言学转向之初对语言造诣的自觉追求&

'六一诗话(载梅尧臣对于"意新语工#的看法言)

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 若意新语工!得
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 必能状难写之景如
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
&欧阳修 "'

此前学者都聚焦到"意新语工#四字%将其视作开宋诗风
气之先的梅尧臣所树立的审美风范& 若梳理表述逻辑%
还会进一步体会到) 相对于"意新#%梅尧臣在此更为关
注的是语言表现力& 首句以转折方式突出"造语#二字&

尽管诗家创作都由心中之意而发%但语言表达也是一件
困难的事& 接下来%圣俞标举"意新语工#为一首好诗的
判断标准& "得前人所未道#并不是完全说要表达前人诗
作中未涉及的新意%与标新立异之内容"新#相比%"新#更
指向对"意#的领悟要开拓出新境界& 这同梅尧臣"闲远
古淡#*(+的诗风相一致%不刻意写生僻的内容%专注于诗
意本身& 从所举例证看%"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与
"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 "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
*"+内容相似%均借山邑景物或生活衬托官况%但前者以
精湛的造语表现出别具一格的构思-立意) 将历经悠久岁
月的槐树与为官者品格的高洁相对举%由此衬托主体挺
拔的精神风貌& 从欧公的应答"语之工者固如是#*"+可
见%圣俞强调的正是造语带来的表达效果& 再来看"然后
为至矣#%"至#乃"善#之更高境界%圣俞在此道出心中对
"造语#的最高理想)"难写之景#"不尽之意#作为"意新#
的更高要求%其固然源于诗家构思%然其着力点在于与语
言表现力相关的"状#"含#%只有语言艺术卓绝%才能将独
特的诗意呈现出来&

我们再来看惠洪 '冷斋夜话(中对言与意关系的
认识)

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 以有限之才!追
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 然不易其意
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形容之!谓之
夺胎法" &惠洪 &`'

"无穷#指向人人皆不可穷尽的诗意之广度%'冷斋夜话(

揭示出无穷诗意因创作者才能之有限而难以工的惆怅%
即便是作为宋人诗学典范的渊明与少陵%同样无法将诗
意用妙语穷尽%更难以每一诗意皆"意新语工#& 此处言
"不得工也#%"工#为擅长之意%语言技艺则是判断擅长与
否的直接因素& "工#于诗者%往往语言高妙& 在'冷斋夜
话(中%可从多处看出"工#与语言表达的联系%如)"而诗
语工甚#*惠洪 %$+%"造语之工%至于荆公-东坡-山谷%尽
古今之变#*(]+& 面对"意无穷#却"才有限#的矛盾%'冷
斋夜话(提供"换骨夺胎#的写作策略) 淡化"意新#的自
创%在"不易其意#与"规模其意#的层面实现语"工#%即
着力于语言表达%这同梅尧臣关注"造语#的视点相一致&
不同之处在于两者追求诗意的方式) 梅尧臣旨在通过自
身构思与造语实现"意新#%"换骨夺胎#则以锤炼语言的
方式更好地表达前人已发现的佳意& 虽然说两者都关注
到语言艺术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皆可视作北宋诗
学语言学转向的表征%但进一步思考%在由"意新语工#向
"换骨夺胎#的方式转变中是否隐含着北宋时期普遍的诗
学倾向呢$

前人研究多聚焦宋诗的困境%在唐人的影响焦虑下%
宋人似乎被困于"意义原型之自觉# *胡晓明 &$_+中%不

!%&]!



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 期

仅新意难以开拓%唐人的诗意营构-语言艺术更是不可超
越& 连极具改革魄力的王安石也黯然慨叹)"世间好语
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 *陈辅
%]&+于是有了"换骨夺胎#%在师前人之辞或前人之意中
实现突破& 然而%问题还需作深一层的发掘& 无论是"意
新语工#还是"换骨夺胎#%皆涉及"意#与"语#两方面&
若从"意#看%"不得工也#确是诗人之才难以追无穷之意%

更何况前人未及之新意的困境.但若从"语#看%不仅不为
困境%反是自梅尧臣关注"造语#以来%诗家对诗歌语言艺
术的一番自省& 为弄清此点%我们可以结合"学韩#与"学
杜#的典范转移%进而比较"意新语工#与"换骨夺胎#在
语言学转向上写作策略的差异&

李贵在'天圣尊韩与宋调的初步成型(一文中已较系
统地梳理了天圣尊韩与宋调初兴间的联系*李贵 "`,
``+& 受倡导"古道#的尊韩热潮带动%韩愈渐被梅尧臣-
欧阳修树立为诗学典范& '中山诗话(载)"欧公亦不甚喜
杜诗%谓韩吏部绝伦&#*刘攽 %##+而'六一诗话(对退之
"笔力无施不可#"雄文大手#*欧阳修 &&+的肯定恰为刘
氏所言"绝伦#之铁证& 在"文字觑天巧# *'答孟郊(.韩
愈 _]+的观念下%韩愈借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表达方
式表现出雄奇怪异之美& 这种求奇求变的诗学追求与儒
学复兴时士大夫志气昂扬-除旧布新的精神面貌相吻合&
彰显于创作中%即是苏舜钦-梅尧臣学韩时"精思极搜抉%
天地鬼神无遁情# *欧阳修%'诗文( %("+的笔补造化之
功& 韩诗的独特在于以充沛的语言表现力驾驭住雄奇的
构思%梅氏"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的理想亦以对语
言表现力的乐观为依托& 故而%当宋人将韩愈树立为诗
家典范时%便会努力借深厚卓绝的语言功力表现胸中精
巧独特的构思%这即是圣俞以"语工#实现"意新#的追求&

然北宋中叶之后%随着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相继
倡导%杜甫成为宋人公认的最高典范& 尤其是黄庭坚影
响下的江西诗派%更尊杜甫为"诗祖#& 与重构思的学韩
方式不同%宋人学杜多从具体的句法层面着眼& 对此%我
们来看黄庭坚对当时人的作诗指导)

其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诗人不能当
也" &.答王子飞书/)黄庭坚 ("`'

大体作省题诗!尤当用老杜句法" 若有鼻
孔者!便知是好诗也" &.与洪甥驹父/)(#('

请读老杜诗!精其句法" 每作一篇!必使有
意为一篇之主!乃能成一家" &.与孙克秀才/)
&]%_'

值得说明的是%关注句法表达的学杜方式并不是形式上
的生搬硬套%而是建立于广泛的阅读-思考%进而"陶冶万
物#*(`_+的基础上& 可以说%"学杜#是修养积淀与语言
实践的结合%其目的不在于求新求变%而是领悟作诗法

度%再循其法度提升诗歌境界&
无论"换骨夺胎#的发明权是归于黄庭坚还是惠洪%

都与黄-惠交游有密切渊源%作为后学的惠洪即便自创此
法%也可能受到山谷影响%'冷斋夜话(对山谷诗法的推崇
便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哲宗绍圣元年*&']( 年+%旧党失
势%黄庭坚被贬谪到黔州-戎州& '西清诗话(言)"黄鲁直
自黔南归%诗变前体%且云)/要须唐律中作活计%乃可言
诗& 如少陵渊蓄云萃%变态百出%虽数十百韵%格律益严
谨%盖操制诗家法度如此&0#*蔡絛 %'#+而黄庭坚与惠洪
的两次交游皆在其晚年重新领悟唐诗艺术的阶段%自十
分向往老杜句法& 此外%在诗法内涵上%"换骨夺胎#的出
现与当时以黄庭坚为代表的北宋诗人通过句法效仿杜诗

的主流风气密切相关& "不易其意#与"规模其意#可视作
对宋初"意新语工#之创作难度的调试)"意#不必出自自
己的独特构思%但可以在"语工#方面用力%通过句法锤炼
使前人之"意#表达得更为深刻-精妙&

综上所述%随着北宋诗坛"学韩#至"学杜#的典范转
移%"意新语工#与"换骨夺胎#分别呈现出以语言实现独
特构思与借造语改善前人佳意两种效仿方式的差异& 然
而%两者并非完全割裂%"工#本身自继承了学韩派对语言
的锤炼& 只不过%"换骨夺胎#淡化了对"意新#的自创%着
眼于诗歌语言本体%这便是"造语#与"形容#的艺术所在&

二$ !造语"与!形容"# 由!言"及!意"的
提升路径

!!已有研究多从以故为新的角度解释"换骨夺胎#%这
样的理解确有道理%但问题在于) 如何"换#-如何"夺#$
如上节所引%'冷斋夜话("换骨夺胎#一则以明确的判断
句式对二法意涵作出界定& 虽然此前学者都关注到该文
本的重要性%然如何将"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规模其意形
容之#与惠洪所举例证相印证%以获得更为贴切的解释%
仍存在探究的必要&

面对这一问题%对"意#的理解应是一把打开文本密
码的钥匙& 从版本看%目前最佳的五山版'冷斋夜话(-
'津逮秘书(本'冷斋夜话(-月窗道人刊本阮阅'诗话总
龟(对夺胎法例证中顾况诗的评价皆为"其诗简缓而立意
精确#& 且从表述逻辑而言%"换骨法#举例中所言的"其
意甚佳#之"意#亦指向诗句主旨%即立意& 故而%'冷斋夜
话(所言的 "不易其意# "规模其意#解作 "立意#更为
恰当&

需要说明的是%立意的生成往往同诗作表现手法-结
构-意象等书写方式形成内外关合& 换骨夺胎的"不易#
"规模#正是对这种立意与书写方式的由内及外之因袭&
如'冷斋夜话(换骨法所引郑谷句"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
秋香一夜衰#*惠洪 &`+%其妙处在于以"自缘#"未必#生
成的波澜揭示出十日的菊花并非不如重阳九日鲜艳%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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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与超越) 北宋诗学语言观念下的"换骨夺胎#

是人们赏花的心境不同%由此反衬出对十日菊的怜惜&
其另引的王安石"千花百卉凋零后%始见闲人把一枝#与
苏轼"万事到头终是梦%休%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继承郑句立意与写法) 荆公诗以凋零的百花衬托那枝独
自绽放的菊花.东坡词句中"万事#与"黄花#对举%衬托当
下花开之美好& 又如%'冷斋夜话(所举夺胎法之例) 顾
况"一别二十年%人堪几回别#*&#+%将契阔二十载置于人
生的长度之中& 荆公"一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与尘
埃& 不知乌石江头路%到老相逢得几回#*&#+亦继承这样
的主旨与书写方式%前两句对应"一别二十年#%将阔别化
作可视的"波浪#与"尘埃#%表现分别之久.后两句将与亲
人重逢的渺茫化作不知还能与乌石江头那条熟悉的路相

逢几回%发出与顾况"人堪几回别#同样的追问%虽一问相
逢-一问离别%但都以人生为向度表达聚散的无奈-悲怆&

相对于"立意#%"诗意#除与主旨相关之外%还指向诗
歌的具体内容及意味%上文所举郑谷-王安石-苏轼写菊
句%虽立意一致%但诗意有着明显差异& 此前学者多将
"不易其意# "规模其意#之"意#理解为"意境# "意蕴#
"诗意#"构思#%大体而言%指向与诗歌内容及意味相关的
"诗意#%并从"语言#与"诗意#的角度认为换骨法"师其
意不师其辞#%夺胎法"师其辞不师其意#& 然而%从例证
看%夺胎法中王安石与顾况诗意的相似度远胜过换骨法
中王安石-苏轼对郑谷诗意的继承%换骨法的"师其意#与
夺胎法的"不师其意#也就存在矛盾& 此外%从语言变化
程度而言%相对于换骨法另一组例证"鸟飞不尽暮天碧#
"青天尽处没孤鸿# *&`+与"白鸟去尽青天回# *&#+在用
语上的相似性%上述夺胎法顾况与王安石诗的语言相似
度可说远低于换骨法%换骨法的"不师其辞#与夺胎法的
"师其辞#亦难以自圆其说& 故而%以目前学界的"意#
"语#变化差异认识换骨夺胎%往往陷入"意#"语#胶着之
藩篱&

诗意与语言本是相互同步的整体%一方的变化往往
引起另一方的改变%但其立意是相对稳定的& 在因袭前
人立意及书写方式的基础上%换骨-夺胎通过句法层面的
改变%实现诗句由语言及诗意的提升%二者的差异则在于
实现提升的语言方式& 明人郎瑛已从"造语#与"形容#的
语言艺术角度关注换骨夺胎)"山谷之言但加数字%尤见
明白%则觉范亦不错认%如/造0字上加/别0字-/形0字上
加/复0字可矣&#*郎瑛 %]]+今人莫砺锋与吴承学两位先
生更明确指出二法在"造其语#与"形容之#方面的区
别%$

然如何"造其语#-如何"形容之#及其背后所渗透的
北宋诗学之特征尚待进一步探究&

首先来谈换骨法& "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
法#*惠洪%'冷斋( &`+%换骨意在"换去#后的改造%而
"造语#恰是实现换骨的重要手段& 换骨法的本义在于通
过语言风格的改变将前人佳意表现得更为高妙%实现对
原诗句由言及意之提升&

那么%换骨法在造语上有没有相对一致的审美风范
呢$ '冷斋夜话(评郑谷诗曰)"此意甚佳%而病在气不长#
*&`+%后评郭祥正%

诗"其病如前所论#*&`+%皆注意到语
言表达之"病#在"气不长#%这是"造其语#的缘由%同时
构成"换骨#的必要条件& 其后"西汉文章雄深雅健者%其
气长故也#*&`+%恰从正面说明"气长#的表达效果& 这里
的"气长#侧重由主体昂扬的精神气质而生成的文章雅健
之风& 接下来所引曾巩"一览语尽而意有余# *&`+则是
"气长#的另一种类型%"意有余#指向作品蕴藉的意韵不
尽之感& 如同曹丕所言"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曹
丕 %%`&+%换骨法崇尚的"雄深雅健#与"意有余#即暗示
着两种与诗家气质相关的清浊有别的语言风格&

"雄深雅健#侧重诗歌气格的壮大& 在'冷斋夜话(第
二处诗例里)

鸟飞不尽暮天碧&郭祥正'
青天尽处没孤鸿&李白'
瘦藤拄到风烟上!乞于游人眼界开" 不知

眼界阔多少!白鸟去尽青天回" &黄庭坚'

郭句通过鸟与暮天的对比%渲染出一种巨大的压抑感.李
句之"没#字亦如此%"孤#字更在其基础上点染出孤独感.
而山谷诗则化压抑-孤独为开阔& 三句的意象与语意并
未发生变化& 微妙的是%通过意象联结间用字的改变%在
"不尽#"没#向"回#的句法结构调整中%将对微小鸟儿的
聚焦转向浩瀚的苍穹& "回#字下得极好%既照应白鸟之
"去#%又将观看者的视野变化赋予青天%似乎无垠的青天
也同鸟儿一样动态性地进入观者视野%气格因此由柔弱
转向雄健& 这正照应了周裕锴先生对唐宋诗语言艺术特
征的发现)"唐诗注重意象的比喻象征功能%宋诗更关心
意象的张力与运动&#*周裕锴%'语言( $"%+

"一览语尽而意有余#指向诗语含蓄-富有言外之意
的审美风范& 我们来看所举例证)

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 &郑
谷'

千花百卉凋零后!始见闲人把一枝" &王安
石'

万事到头终是梦!休!休!休!明日黄花蝶也
愁" &苏轼'

郑谷'十日菊(诗句虽立意佳%却直接道来%缺乏耐人品味
的含蓄之美%故而批评其"气不长#& 不同于郑谷句以议
论的表达方式直接说明眼下的菊花依然值得欣赏%荆公
与东坡都将自身的心境融于菊花之中%含蓄地表现出对
当下菊花的珍爱& 荆公句妙在一"始#字%如同"千呼万唤
始出来#一般%终于欣喜地寻觅到一枝可供欣赏的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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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一枝#%与那百花凋零的萧条相比%却足以成为"闲
人#的寄托& 此刻%诗人移情于花%似乎人与花融为一体%
成为彼此的世间知音& 东坡"明日黄花蝶也愁#以想象中
明日菊花凋零的遗憾慰藉当下之失意%诗人的言外之意
在于) 与其为往事而哀叹%不如珍惜眼前怒放的菊花& 其
以明日菊望今日菊%亦将自身心绪蕴于此时之菊花& 故
而%荆公-东坡句皆因表达含蓄%使得诗意更为悠长-

隽永&
再来看夺胎法& "规模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惠

洪%'冷斋( &`+%与换骨法的"造语#相对应%夺胎重在
"夺去#后的"形容#%其本义是指通过丰富意象-增强描写
等方式对语言加以修饰%进而使诗意表现得鲜活-富有感
染力&

上文已提及王安石借助意象的增添%将顾况"一别二
十年%人堪几回别#之意描写得形象动人& 除此之外%'冷
斋夜话(尚有一组白居易与苏轼之例)

临风杪秋树!对酒长年身" 醉貌如霜叶!虽
红不是春" &白居易'

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醉红" &苏
轼'

乐天之五绝%前两句描摹出一位在深秋季节饮酒的诗人
形象%其"杪秋树#与"长年身#之对%似有时光流逝-岁月
蹉跎之叹%奠定了全诗基调& 而此诗的构思之妙在于后
两句%以"霜叶#形容喝醉酒的脸色%并以"不是春#婉约地
流露出忧伤的心境%既是说深秋之树%亦关联对酒之人&

再来看东坡句"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醉红#%模仿
白诗构思%同样聚焦醉酒后脸色微红的特征%但表达却与
其不同) 以"儿童#形象的加入增强诗意的活泼性%既从
其眼中的"误喜朱颜#侧面描摹出生动-鲜活的醉貌.又在
诗人不禁一笑之后%由儿童视角揭示"醉红#& 全句由此
生成两组语言张力,,,儿童与诗人-朱颜与醉红%不仅语
言表现自设波澜%诗意也随之丰富-生动& 此外%因为句
法差异%乐天诗先言醉红再说"不是春#%诗意落向感伤%
这与作者当时被贬为江州司马的惆怅息息相关.而东坡
先说"误喜朱颜#再言"醉红#%生成若谜面与谜底一般的
生新-惊喜之效&

由此可观%若以已有认识中"师其意不师其辞#"师其
辞不师其意#来认识换骨-夺胎%不仅每每让人在"意#
"语#变化间难以辨别二法差异%更忽略了二法的核心之
义& 结合'冷斋夜话(所举例证%可看到"不易其意#与
"规模其意#只是此诗法的前提条件%"造语#与"形容#方
为其核心要素%作为换骨夺胎的实现方式直接指向该诗
法的效果& 从这一视角观察换骨夺胎%与其说宋人关注
诗意因袭下的创新%不如更确切地说) 在当时诗学语言转
向的历史语境下%宋人关注诗歌以句法为核心的语言艺

术本身%借助语言的变化实现诗句由言及意之提升& 而
这%也正是宋人在句法中追求的超越&

三$ 句法中的超越#!换骨夺胎"的内在规范

以上两节%我们从整体的语言观念出发%对"换骨夺
胎#出现前后北宋诗学语言学转向之历史语境及此诗法
本义作出了梳理与阐释& 若对问题进行更细致的抽绎%
便会聚焦到"换骨夺胎#在语言层面同宋代诗学更直接的
结合点,,,句法& 在此前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均从较
广的"意#与"语#角度解释换骨夺胎%忽视了此法同宋代
诗学核心观念"句法#间的密切关联& 句法是诗歌章法结
构的组成要素%一句一联%既相生相融成全篇诗意%同时
在古典诗歌尤其是近体格律诗中%又往往是相对独立-完
整的意义单元& 需强调的是%句法不仅是遣词炼字-格律
安排-句式结构的运用技巧%也关乎诗意及语言风格& 伴
随宋代文字禅参究话头求得妙悟自性的思维方式%"宋诗
的研炼句法与反向内心相一致# *周裕锴%'文字禅!前
言( $+%尤其在重视心性修养的宋代士大夫世界里%句法
之意蕴与风格更渗透着"作者的内在涵养#*张伯伟%'诗
词( &#$+& 而句法层面由言及意之超越%则构成换骨夺
胎生成时的内在规范&

在惠洪'天厨禁脔(的 $# 则条目中%共有 &% 则以"句
法#命名%其中即包括"换骨句法#"夺胎句法#& 除'冷斋
夜话('天厨禁脔(外%惠洪在诗文集'石门文字禅(的一
首诗题中云)"余为改之%曰换骨法&#*惠洪 &'_]+观察此
三种文本所列举的"换骨夺胎#诗例%可以发现%相对于整
首诗的章法布局%"造语#与"形容#针对的恰是一句或一
联之内的语言艺术& 此外%从表述方式而言%惠洪三种文
本皆以比较的方式品评句法之优劣%如)"此意甚佳%而病
在气不长#*惠洪%'冷斋( &`+%"然其理可取%而其词鄙
野#*惠洪%'石门( &'_]+ "/河分岗势0不可对/春入烧
痕0#*惠洪%'天厨(% &$"+%直接指出原诗句表达上的不
足之处."若两杰%则以妙意取其骨而换之#*&$`+%"东坡
用之%为夺胎法3664可谓尽妙矣# *&$"+%明确以"妙#

称赞"换#"夺#之后的诗句& 结合换骨夺胎句由言及意的
提升效果%可以发现其中隐含的表述逻辑) 以"病,,,造
语或形容,,,语工意佳#的方式建构出一场宋人同前人%
尤其是唐人的语言较量%进而凸显宋人在句法中的超越&

观察宋人的诗学世界%他们对句法体现出自觉的审
美意识%常在比较间品评句法) 如宋诗话中的"柳子厚-郑
谷诗格高下#*洪刍 (%_+-"杜诗优劣# *蔡启 $#_+-"杜
甫诗胜严维# *李颀 &_&+-"句优于古# *魏庆之 %`'+-
"诗句优劣# *王直方 (]+等条目.而更多的条目则类似
"换骨夺胎#%在文本中凸显句法之高下%略举一例)

盛学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馆中!雪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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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与超越) 北宋诗学语言观念下的"换骨夺胎#

诗" 平仲曰($当作不经人道语"%曰($斜拖阙角
龙千丈!澹抹腰墙月半稜"%坐客皆称绝" 次仲
曰($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来天地不知
夜!飞入园林总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惠洪!
.冷斋/ ]"'

从创作情境来看%平仲所言"当作不经人道语#颇有语言
竞技规则的意味%两人皆需以此为标准展开创作& 平仲
描写雪夜皇宫阙角-腰墙的形态%虽语言整饬%但蕴含的
诗意较为贫乏%仅落于表层形象的描绘%故而虽句佳而未
大& 这里的"大#指向诗句意蕴与语言风格共同生成的诗
歌气格& 次仲句造语警策%没有以具体的皇宫建筑衬托
雪夜%而是由创作主体"总是春#的心灵体验映射飞舞的
雪花给园林点染的无限生机%同时传达出作者昂扬-饱满
的精神气概&

无论是惠洪记载下的"换骨夺胎#%还是平仲-次仲雪
夜论诗%都是宋诗学聚焦句法之缩影& 受"以文字为诗#
的创作风气之影响%宋人不断寻求语言表达上的超越%其
主要着力点便在句法& 以与换骨夺胎之问世密切相关%
且对诗坛影响深广的黄庭坚为例%刘克庄'江西诗派总
序(评价其"会粹百家句律之长3664虽只字半句不轻
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刘克庄 ('%$+& 其中的"句律#
即诗句的格式-规律%指向句法层面& 的确%黄庭坚在句
法中的语言锤炼直接影响其诗风之自立与突破& 在此%
不妨以山谷本人为视角%从其与时人的交谈间体察他对
句法的热衷)

山谷谓龟父曰($甥最爱老舅诗中何等篇1%
龟父举$蜂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侯王%及
$黄尘不解涴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以为绝类
工部" 山谷云($得之"%&王直方 _$*_('

值得说明的是%此处'王直方诗话(里的"何等篇#%在'竹
庄诗话( '苕溪渔隐丛话( '诗人玉屑(转引时%皆作"何
语#%这一微小的文本细节映射出宋人对语言表达的聚
焦& 就文本之义而言%此处指向的正是龟父所举两联之
句法& 当外甥举出两联"绝类工部#之句时%山谷颇为欣
慰%似乎构成其少时在孙莘老面前将薛能句"青春背我堂
堂去%白发欺人故故生#误认为老杜句*范温 $%`+的遥远
的正面回响& 而这两联诗的独特之处除句子及对仗间的
语言张力外%更在于赋予本来不具有思维能力的蜂房-蚁
穴-黄尘-碧树人格特征%展示出诗人的独家体悟&

在追溯北宋时期诗学批评者-创作者对句法的聚焦-
钻研之后%可以说%换骨夺胎的出现并非一个孤立的个
案%而是植根于北宋诗人对句法的整体关注& 因此%相较
于外界佛-道思想的影响%从诗歌发展理路而言%宋人对
以句法为核心的语言艺术之追求更深刻地影响了换骨夺

胎的生成& 而句法层面由言及意之超越%作为北宋诗学
的重要面向%既是换骨夺胎生成时的内在规范%亦成为接
受语境中%宋人认可此诗法的内在标准& 在此%以葛立方
'韵语阳秋(为例%说明宋人对换骨夺胎中句法之超越的
肯定)

诗家有换骨法!谓用古人意而点化之!使加
工也" 李白诗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荆公点化之!则云($缲成白发三千丈"%刘禹锡
云($遥望洞庭湖水面!白银盘里一青螺"%山谷
点化之!则云($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
山"%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虚钟磬彻"%山谷
点化之!则云($山空响管弦"%卢仝诗云($草石
是亲情"%山谷点化之!则云($小山作朋友!香草
当姬妾"%学诗者不可不知此" &葛立方 (]_'

虽曰"换骨法#%但其后所举例证中有两处接近于"夺胎
法#& 然而即便将"夺胎#误解为"换骨#%其言"谓用古人
意而点化之%使加工也#%却是契合二法的诗学追求& "点
化#含有通过语言艺术的改造-锤炼%使古人意表现得更
加精妙之要求%呈现在例证中即为"点化#句法后的超越&

荆公句"缲成白发三千丈#%以蚕丝煮茧抽丝含蓄地形容
白发的生成过程%构成对李白"白发三千丈#之句的生动
修饰& 山谷句一方面对山与草加以具体刻画,,,小山与
香草.一方面以"朋友#与"姬妾#表达"亲情#%赋予山草
独特的人格%诗句的语言也较卢仝更具感染力& 以上属
于"夺胎法#& 在"换骨法#的点化中%山谷句"可惜不当
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可惜#一词从表面看表达了
创作主体因难至向往之境而生的惆怅心绪%但其对句气
势雄大%设想独对白浪滔滔的洞庭湖%观赏君山秀色的壮
丽景观%自是胸襟开阔& 与此士人豪气相比%刘禹锡的
"白银盘里一青螺#不禁有小家碧玉之态&

以上认识%虽有将换骨-夺胎混淆之处%但皆遵循此
诗法由言及意提升之本义& 需要说明的是%在宋人的创
作实践与理论观念中%对此诗法的理解出现了程度不同
的偏离%主要集中于如下两方面)

一是片面追求句律的相同& 最典型的例证即为杨万
里对"夺胎换骨#的改造%以"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
*杨万里 &(#+替换"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规模其意形容
之#的原有内涵%将"造语# "形容#背后由言及意的超越
转化为句律形式之因袭%如其所建构的创作例证) 庾信
"渡河光不湿#与杜甫"入河蟾不没#*&(#+%李涉"因过竹
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与苏轼"殷勤昨夜三更雨%又
得浮生尽日凉#*&(#+& 而南宋末年韦居安'梅磵诗话(中
所举例证则可视作此种句律因袭的极端表现)"陆鲁望诗
云)/溪山自是清凉国%松竹合封萧洒侯&0戴式之'赠叶竹
山(诗云)/山中便是清凉国%门下合封萧洒侯&0# *韦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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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_((+完全是缺乏创新性的诗语因袭& 值得注意的是%
韦氏在此指出其认可的"夺胎换骨#与"蹈袭#间的差异)
"夺胎换骨之法%诗家有之%须善融化%则不见蹈袭之迹&#
*_((+此处的"融化#与"点化#含义相似%指向夺胎换骨
的内在规范) 不同于形式化的句律因袭%重在对原有诗意
加以领悟之后%通过语言艺术进行表达上的优化&

二是只注重诗意的因袭%忽略对诗意的提升& 如严
有翼'艺苑雌黄(所举之反例)"徒用前人之语%殊不足贵&

且如沈佺期云/小池残暑退%高树早凉归0& 非不佳也%然
正用柳恽 /太液微波起%长杨高树秋0之句耳&# *胡仔
&$$+这组例证实际上源于皎然'诗式(的"偷意诗例#*皎
然 "'+%严有翼的批评"语虽工而无别意#*胡仔 &$$+指
出其不能成功"夺胎#的缘由%可以看出诗意的提升是"夺
胎法#的内在要求& 我们来看他此前所举的正面之例) 杜
甫"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与徽宗"北极联龙衮%西风
拆雁行# *&$$+& 虽然徽宗继承了老杜之语-势%但其将
"北极#与"西风#相对%既以最尊的北辰表达对兄长的无
限敬仰%又以西风违背人意之"拆#流露出对哲宗驾崩的
深深悲痛%句法间饱含手足深情%故而%严有翼肯定其"语
意中的%其亲切过于本诗%不谓之夺胎可乎#*&$$+%从正
面说明句法改变后由言及意的提升正是诗家理想的夺胎

效果&

整体观之%不同于吴曾"犯钝贼不可原之情# *吴曾
%]`+-王若虚"剽窃之黠者#*王若虚 (]$+的全然斥责%如
上记载代表了大部分宋人对"换骨夺胎#的认识& 可以
说%宋代大多数诗学家都对此法予以肯定& 即便如韦居
安-严有翼等少数诗学家指出弊端%其批评针对的是诗学
实践或认识中的偏离%并非指向"换骨夺胎#的本义& 而
其纠偏标准同样集中于句法中由言及意之超越%恰恰构
成对惠洪文本里"换骨夺胎#之捍卫& 由此%我们可以说%
"句法中的超越#成为"换骨夺胎#在宋代生成与接受语境
中的内在规范&

结9语

此前的研究大多关注'诗宪(所云的"意#与"语#之
差别%使"换骨夺胎#成为意义原型困境中的微弱突破&

若立足北宋时期的历史语境%就会发现"换骨夺胎#亦是
北宋诗学语言学转向下的一种写作策略& 前人影响的焦
虑虽为"换骨夺胎#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但北宋时期诗人
在句法层面由言及意之超越%更是二法生成的内在驱动%

他们按照"病,,,造语或形容,,,语工意佳#的逻辑%进
行着一场同前人尤其是唐人的语言较量& 除此之外%"句
法中的超越#亦成为接受语境中%绝大多数宋人认可"换
骨夺胎#的内在标准& 这正如柯林伍德所论的"问答逻
辑#%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我们看到的古
人文献%大多是对当时面临的问题所给出的答案%然时过

境迁%尤其是某些答案被完全地或部分地赋予了普遍性
的意义%它们所针对的问题就可能更加迅速地被人遗忘&

但如果不能很清楚地把握这个答案所针对的问题%就很
难真正-完全地理解这个答案& 同样%"换骨夺胎#亦可视
作北宋人根据当时的创作方向而给出的一种答案& 与其
从后人的评价中解释"换骨夺胎#%回归北宋诗学的语言
学转向%重临问题的起点%应当是理解这一答案更为合理
的路径&&

注释%C0#%)&

# 代表性论著有吴调公'黄庭坚诗论再评价( *'社会科
学战线((*&]#(+) %(#+)"夺胎是借前人意境启发而有所
变化%再通过自己文词加以改写& 换骨是不变前人旨趣
和意蕴%但改用新创的语言加以表达&#张少康-刘三复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_ 年%第 (_ 页+)"换骨法是指吸取古人精彩的诗意境
界而不袭其辞%别创新语来表现之.而夺胎法则是参考古
人诗意而重新加以形容%以创造新的诗意境界&#周裕锴
'宋代诗学通论( *成都) 巴蜀书社%&]]` 年%第 &## 页+)
夺胎"即透彻领会前人的构思而用自己的语言去演绎发
挥%追求意境的深化与思想的开掘#.换骨"即借鉴前人的
构思而换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

$ 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济南) 齐鲁书社%&]#" 年%第
%#_,%#" 页+认为)"取古人之意要/造其语0%即改换其
言词.或/形容之0%即有所引申发展&#吴承学'"换骨#
"夺胎#二法本义辨识(*'中山大学学报(&*&]##+) &&&+

同样指出)"/换骨法0重在/造其语0%即创造新颖的语言
形式来表现%对前人诗歌原有的材料重新组织./夺胎法0
则重在/形容之0%要构造新的有创造性的意象%故重在形
象的创新&#
% "鸟飞不尽暮天碧#实出自宋代郭祥正'金山行()"飞
鸟不尽暮天碧%渔歌忽断芦花风#&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前集*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第 %$" 页+已有发
现)"/飞鸟不尽暮天碧0之句%乃郭功甫'金山行(%'冷
斋(以为李翰林诗%何也$#

& 以"问答逻辑#思考"换骨夺胎#源于张伯伟先生 %'%'
年 ` 月 %( 日的邮件中对弟子的启发& 在此%由衷感谢老
师的辛勤指导%受益匪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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