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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孤及$梁肃$权德舆三家文学本体论试述
!!!围绕言志(缘情之说及文道观的发展

刘青海

摘!要# 中唐时代&随着近体诗的继续发展&尤其是齐梁体的流行&缘情之说有了重新流行的趋势% 独孤及标举以王道
教化为本的言志论&梁肃提倡#先道德而后文学$&都属于古文家一派的文学本体论)但他们在发展传统言志,比兴之说的
同时&也使用六朝以来流行的缘情说% 权德舆对独孤及的言志论有较多的继承&但他倡言#缘情放言$&肯定#丽藻$#清
词$&甚至有#焕然丽藻&丕变时风$的表述&结合其创作来看&其本体论总体上是偏重于缘情说的% 在这种复杂,多重的
表述语境中&不但传统上被视为正宗的言志说获得新义&更重要的是被视为六朝绮靡诗风之根源的缘情说也被赋予了新
内容%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唐诗文创作的实践中&言志,缘情两说得到了新的统一%
关键词# 文学本体论)!言志)!缘情)!文道观)!独孤及)!权德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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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孤及(梁肃(权德舆三家文学本体论试述

!!所谓文学本体论%就是指关于文学的本质与
基本功能的一种理论%其中专论诗歌的%可以称之
为诗歌本体论& 中唐的文学本体论%就复古一派
而言%承初盛唐的复古论而来%但古文创作意识明
确%发展出一种古文的本体论%其最基本的内涵就
是对文与道关系的阐述& 这种古文家的文学本体
论%其实对儒家诗教的言志与六义之说有直接的
继承%所以常常是兼诗文而论的& 这构成中唐文
学本体论的一个基本层面& 言志之说%乃至比兴
之说%不仅用来说诗%也用来阐述包括古文辞在内
的整个文章& 唐代也是专门的诗论发达的时代&
中唐的诗论大略有两种. 一种是言志之说%与上
述古文家的文学本体论完全是相融的%可以视为
复古诗学视域中的诗歌本体论,另一种则是吟咏
情性说及缘情之说%更重诗歌的抒情本质& 吟咏
情性也属儒家诗学的范畴%被唐人用来强调诗歌
的一种个体本质& 缘情说以西晋陆机为发端%对
晋宋齐梁的诗歌影响极大& 但在初盛唐复古诗学
的审视下%这种理论被视作一种单纯的抒情论%偏
离教化与六义的本质%所以一度被否定& 但到了
中唐时代%随着近体诗的继续发展%尤其是齐梁体
的流行%缘情之说有了重新流行的趋势& 本文所
研究的独孤及(梁肃属于古文家一派%但他们在发
展传统言志(比兴之说的同时%也使用六朝以来流
行的缘情说& 权德舆对古文家独孤及的文学本体
论有较多的继承%但他更多的表述偏重于缘情之
说& 上述诸家在文学本体及诗歌本体表述方面的
这种复杂情况%体现出中唐文学本体表述的多重
性& 本文想要揭示的是%在这种复杂(多重的表述
语境中%不但传统上被视为正宗的言志说获得新
义%更重要的是被视为六朝绮靡诗风之根源的缘
情说也被赋予了新内容& 这其实是中唐诗文创作
的实践对文学本体论的作用%其真正意义%也许在
于使言志(缘情两说得到了新的统一&

之所以将上述三家的文学本体论放在一起进

行论述%不仅是因为三人有师承关系%而且独孤
及(梁肃都是中唐前期主要的古文理论家%对韩愈
的古文理论有直接影响,而权德舆久居词臣之位%
其文学主张具有一种折衷今古新旧的特点%实为
中唐后期向晚唐过渡的文坛盟主)元稹 3ab*%其
诗文理论对我们理解中晚唐诗歌本体论的嬗递以

及中晚唐诗风的丕变%尤有重要价值&

一

独孤及的本体论%其本质是以王道为本的言
志论& 此种以王道为本的言志论的集中表述%见
于他为盛唐古文家李华所作+检校尚书吏部员外
郎赵郡李公;中集<序-.

志非言不形
#####

!言非文不彰
#####

!是三者相
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

##########
# 自典

谟缺!雅颂寝!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
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 其风流荡而不
返!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
工!其实愈丧# 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
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拳拳守
之!如奉法令# 闻皋繇%史克之作!则呷
然笑之!天下雷同!风驱云趋# 文不足

###
言
#

!言不足志
####

!亦犹木兰为舟
#####

!翠羽为楫
####

!
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
##########

!痛乎流俗之惑
人也旧矣# 帝唐以文德旉佑于下!民被
王风!俗稍丕变# 至则天太后时

#####
!陈子昂
###

以雅易郑
####

!学者浸而向方# 天宝中
###

!公与
##

兰陵萧茂挺
#####

%长乐贾幼几勃焉复起
#########

!振中
##

古之风
###

!以宏文德
####

# 公之作本乎王道
#######

!大
抵以五经为泉源

######
!抒情性以托讽
######

!然后有
###

歌咏
##

.美教化!献箴谏!然后有赋颂.悬权
衡以辩天下!公是非!然后有议论# 至若
记序%编录%铭鼎%刻石之作!必采其行事
以正褒贬!非夫子之旨不书# 故风雅之
指归!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伦!皆见于
词# 于时文士驰骛!飙扇波委!二十年
间!学者稍厌 /折杨0 /皇华0而窥 /咸
池0之音者什五六!识者谓之文章中兴!
公实启之# )董诰等编 #ba3+

中唐以王道为本的言志说重新流行%是士人积极
应对现实的结果& 安史之乱爆发%天下由治入乱%
当时文士忧时念乱%有补失救弊之志& 反映在文
学创作理论上%则因感今不如昔%多有复古的倾
向%与李华(萧颖士#比肩而出$!梁肃 a#"的独孤
及%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分析独孤及上述理论%我们认为言志之说是
其核心%其主干则源自儒家传统的言志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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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不足言%言不足志$%语本+左传-引孔子语云.
#+志-有之.3言以足志%文以足言&4不言%谁知其
志'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春秋左传正义-
#^_`*孔子论言(文(志三者的关系%指出言)语
言*是为了表达#志$ )思想(意愿*%文)文采*是
为了#言$的有效表达& 语言若是没有文采%则不
能流传于世& 作为文章的实践者%独孤及的贡献
在于%他对如何实现有效的言志%以及如何足言足
志这方面有个人的思考& 具体而言%就是由#行
而不远$引而伸之%将不能达志之言)语言*比作
无#涉川之用$的舟楫%纵然以木兰(翠羽)文*为
之%也是没有价值的& 独孤及通过巧妙的譬喻%有
力地阐明了他的观点%即以言志为文学的本质属
性& 宋人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论%将不载道之文比
作没有任何目的的#虚车$ )周敦颐 "`*%观点和
譬喻都有相似之处%应该受到独孤及的启发& 他
的这种理论%将文分为高下不同的两种. 一种为
言志之文%即文以足言%言以足志的文章%包括诗
赋与古文在内,一种是缺少风雅比兴(追求声病骈
俪的文章& 这对后来韩愈的文以明道论(白居易
的风雅六义论%乃至于宋人的文以载道说%都有直
接的影响&

从上面所论可知%独孤及的文学本体论以言
志为核心并穷其枝叶& 就其所论的对象来说%则
是合诗赋及古今文全体而论的& 唐人所使用的
文(文章两词%延续六朝旧义%在许多场合多是包
括诗赋与古文辞在内的& 独孤及上述文论%即采
用这样一种论述方法&

独孤及的理论%其实是直接继承陈子昂等人
的复古理论的%也总结了初盛唐复古一派超越齐
梁的实践成果& 中唐文论多歧%若追溯其言志载
道之说的源头%萧颖士(李华(独孤及一派的文论
是一关键%而其理论的直接来源%则仍是初唐陈子
昂的复古说%故韩愈称#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
蹈$)+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_*& 独孤及越过六
朝%以陈子昂#以雅易郑$直接#典谟雅颂$%正是
对卢藏用#文章道丧五百年得陈君$ )董诰等编
""aa*的重新论述& 他对文之正变的叙述%也承
陈子昂风雅比兴之论而来& 独孤及对#后世陵
夷$之文的批评!!!#先文字而后比兴$ #饰其词
而遗其意$%实际仍是陈子昂#彩丽竞繁%兴寄不
存$)陈子昂 #3*之意& 从独孤及这两个表述也
可以看出%当时人是将比兴视为诗文的本质的&

可见兴寄之说%唐人也用来说文章& 陈子昂+;修
竹篇<序-是诗论%所以只标举#雅颂$,独孤及则
是诗文兼论%故在#雅颂$之外%兼及#典谟$%分别
作为诗文的经典& 陈子昂论诗%风雅)四言*之
外%兼标汉魏)五言*,独孤及诗文兼论)实际主要
论文*%其#典谟$ #雅颂$%指的当然是以+诗经-
+尚书-等五经为代表的三代之文&

以上述文学本体论为基本的论述框架%独孤
及建构出他的文学史& 他将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
阶段. 典谟雅颂阶段%文以彰言%言以形志& 其后
是衰败期%随着世道陵夷%首先表现为#先文字而
后比兴$%再变为#饰其词而遗其意$%乃至于大
坏%#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
拳拳守之%如奉法令$%这也是他极力批评的对
象& 第三个阶段是复兴期%首先是武则天时%陈子
昂以雅易郑,接着是天宝中%李华与萧颖士(贾至
#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

相对于传统的言志比兴之说%以道论文%则可
以说是古文家一派的新推进& 独孤及称美李华之
文#本乎王道%以五经为泉源%抒情性以托讽$%原
道宗经%属于本体论,抒情托讽%属于艺术表现论&
可见%独孤及的文学本体论%是以王道教化为本%
以比兴托讽为艺术的方法%来抒发个人之志& 李
华+杨骑曹集序-云.#读书务尽其义%为文务申其
志,义尽则君子之道宏矣%志申则君子之言信
矣&$)董诰等编 #a#a*认为著述)文章*是君子之
道的体现%为文要申)述*作者之志& 独孤及说的
#志$%也#应该包含王道教化%即道德关怀$)郭树
伟 #%a*& 这正是典型的古文家文论的特点&

正是在上述重视#抒情性以托讽$的观念中%
独孤及触及了传统的缘情论%并将其作为言志诗
歌本体论的一个重要的补充& 他在为皇甫冉文集
所作+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中%追述五言
诗从风骚到苏李(曹刘(颜谢(沈宋直至皇甫冉的
发展史云.

五言诗之源
#####

!生于
##

/国风
##

0!广于
##

/离
#

骚
#

0!著于李
###

%苏
#

!盛于曹
###

%刘
#

!其所自远
矣# 当汉魏之间!虽以朴散为器!作者犹
质有馀而文不足# 以今揆昔!则有朱弦
疏越%太羹遗味之叹# 历千馀岁!至沈詹
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
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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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孤及(梁肃(权德舆三家文学本体论试述

至是乃备# 虽去雅寝远!其丽有过于古
者!亦犹路鼗出于土鼓%篆籀生于鸟迹
也# 沈%宋既殁!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
复崛起于开元天宝之间!得其门而入者!
当代不过数人!补阙其人也# &''(其
诗大略以古之比兴

#####
!就今之声律
#####

!涵咏风
###

骚
#

!宪章颜谢
####

# 至若丽曲感动!逸思奔
发!则天机独得!有非师资所奖# )董诰
等编 #ba"*#baa+

相对于前引+中集-序%我们发现独孤及此处对五
言诗发展历史的叙述%与前文有一个明显的不同%
就是他重视的复古派代表人物陈子昂没有出现在

其中& 或者说他这里叙述的%是以沈宋为主体的
#丽有过于古者$的一种系统%这对于我们了解他
使用缘情说来论诗的原因是很重要的& 这种叙述
方式%当然和皇甫冉本人的诗风不以风骨见称有
关& 他对缘情说是有所改造的%力图将其与传统
的风骚比兴相融%所以一方面标举沈宋之作#缘
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同时又称美皇甫冉#大
略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涵咏风骚%宪章颜
谢$& 言下之意%沈宋之作%虽然大备#缘情绮靡
之功$%是#今之声律$的代表%但是缺少导源于风
骚的#古之比兴$& 由此可见%他一方面站在诗歌
艺术本身的立场上%承认缘情之说%且不时用#缘
情$作为诗的代称%如+唐故商州录事参军郑府君
墓志铭-言墓主#尤深于诗%言合丽则%究缘情之
美$)董诰等编 #b3a*,另一方面%他个人提倡的%
还是以六经为尚%以比兴托讽为美的#言志$论%
其+唐故殿中侍御史赠考功郎中萧府君文章集录
序-云.#君子修其词%立其诚%生以比兴宏道

#####
%殁

以著作垂裕
#####

%此之谓不朽&$ )董诰等编 #baa*和
陈子昂标举#兴寄$一样%独孤及的#言志$论也标
举#比兴$%并且强调文章的#涉川之用$%隐然为
后来白居易以#风雅比兴$论诗之先声& 由此看
来%虽然#比兴$和#兴寄$内涵相近%但陈子昂的
兴寄%侧重于艺术表现手法%而独孤及的#比兴$
与#涉川之用$相联系%兼有工具论的性质%更近
于白居易& 但白居易是主张讽喻的%而独孤及则
以#歌颂$为#文之著$%和白居易的主张不同&

独孤及文集中对于诗歌本体论的表述是多样

的%或#缘情$%或#道志$#见志$%或#吟咏情性$.

/送开封李少府勉自江南还赴京
序0" 缘情者莫近于诗

#######
!二三子盍咏歌以

为赠# )董诰等编 #ba`+
/送成都成少尹赴蜀序0" 凡今会

同!非诗无以道居者之志
#########

# )#ba$+
/送史处士归滏阳别业序0" 班马连

嘶!归云无色!非诗何以见离群者之志
######

#
)#ba`+

/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
5中集6序0" 吟咏情性

####
!达于事变!则

/咏古诗0# )#bab+

同为别序%或标#缘情$%或标#见志$%也可以说%
其所#缘$之#情$%无非#离群者之志$&

由上述征引及分析可知%独孤及关于诗歌缘
情的表述是很丰富的%并且常常与言志之说相兼&
正是在这种表述中%志与情的内涵都有所变化%或
者说趋于接近& 独孤及所说的#情$#志$乃至#情
性$%虽然表述不同%其内涵基本一致%都是本乎
王道的&

梁肃和权德舆都师从独孤及& 权氏集中对于
言志和缘情之说有极为丰富的表述)详后*%梁肃
则鲜少论及%集中唯一一例对#缘情$的直接表
述%见其+送前长水裴少府归海陵序-.

夫道胜则遇物而适!文胜则缘情而
######

美
#

# 裴侯温粹在中!英华发外!既乘兴而
至!亦虚舟而还!与夫泣穷途%咏/式微0
者!不同日矣# 若悲秋送远之际!宋玉之
所以流叹也!况吾侪乎$ )梁肃 3"+

梁肃是明确主张#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
不足则饰之以辞$!梁肃 a#"的& 所谓#文胜$%正
是#失道$#气不足$的一种表现& 可见%梁肃这里
虽然将#文胜$与#道胜$相提并论%实则有高下之
别& 在他看来%包括宋玉+九辩-在内的#缘情$一
流的文学%固有其审美价值%但终究是属于第二义
的& 又+送耿拾遗归朝廷序-云.#将朝夕论思%左
右帝扆/001托讽于吟咏情性之作&$)梁肃 `3*
+补阙李君前集序-云. #陈道义则游泳性情$
)a#*& #吟咏情性$和#托讽$都属于儒家诗论%
而缘情则是六朝新义%纯为文胜之事& 值得注意
的是%梁肃还将#陈道义$与吟咏情性相结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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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他的文学本体论%始终是以道贯穿的&
从上述独孤及(梁肃的缘情论可知%虽然这一

派的文论仍以王道教化(言志(比兴(吟咏性情为
本%但是毕竟为缘情派的诗歌本体论和创作实践
留出地位%独孤及甚至因此而建构一个不包含陈
子昂等复古派的五言诗史%梁肃也承认#文胜则
缘情$为美的一种&

二

权德舆和古文家一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他的
祖父权倕与苏源明为友%父亲权皋与李华(独孤及
交好& 权德舆少时)大历九年*曾以故人之子的
身份谒见独孤及于常州%受其教诲%列入门墙,后
又以女妻于独孤及之子独孤郁& 且与独孤及之弟
子梁肃(崔元翰为挚友%建中年间在江东一带与梁
肃游& 他有关言志和缘情之说的表述%受到独孤
及的直接影响&

权德舆继承了独孤及以王道为本的言志论%
并在张建封文集序中将其概括为#足言足志$.
#足言足志
####

%践履章灼&$ )董浩等编 """*这里的
#足言足志$%即文以足言(言以足志%明显是从前
述独孤及#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兰为舟%
翠羽为楫%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以及#足志者
言%足言者文$)权德舆 #baa*诸论发展而来的一
种文学本体观&

基于同一种以王道为本的言志论%权德舆对
文学的分类也本于独孤及#情动于中而形于声%
文之微也,粲于歌颂%畅于事业%文之著也$之论
而大之.

文之为也!上以端教化!下以通讽
谕# 其大

##
!则扬鸿烈而章缉熙.其细

##
!则

咏情性以舒愤懑# 自孔门偃%商之后!荀
况%孟轲!宪章六籍# 汉兴!刘向%贾谊论
时政!相如%子云著赋颂!或闳侈巨丽!或
博厚遒雅# 历代文章!与时升降# )权
德舆 ""#+

权德舆将文分为#其大$和#其细$两种& 扬雄+解
难-说.#+典- +谟-之篇%+雅- +颂-之声%不温纯
深润%则不足以扬鸿烈而章缉熙&$ )林贞爱校注
#`b*可见%#其大$者%#扬鸿烈而章缉熙$%有关于

国家教化的典章制度%言多颂美%是独孤及所说的
#文之著$者%传统文论所说的#王言$ #大手笔$
都属于此种& #其细$者%则#吟情性以舒愤懑$%
属于独孤及所说的#文之微者$%言志)主要是个
人之志*和缘情都包含在内& 权德舆文的创作成
就也主要在#其大$者%杨嗣复+丞相礼部尚书文
公权德舆文集序-就高度称许其中的 #王者之
言$.#大则发德音(修典册%洒朝廷之利泽%增盛
德之形容,小则褒才能(叙官业%区分流品%申明诫
劝%无诞词%无巧语%诚直温润%真王者之言&$)董
诰等编 $b"3*但艺术上缺少创制%如皇甫湜+谕
业-所评.#权文公之文%如朱门大第%而气势宏
敞%廊庑廪廏%户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规胜概令
人竦观&$ )董诰等编 "##b*二者合观%可以对权
德舆文章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权德舆诗歌的
创作%则多为#咏情性$之作%时有比兴%格调也并
不卑下%这在中唐是难得的& 尽管他主张#抒愤
懑$%但其诗总的来说缺少强烈的情感%艺术感染
力不强%纵悼亡诗也不例外& 这和他仕途平顺%久
处中枢%脱离现实生活有关系&

权德舆以 #六义$ #风化$统贯 #缘情$ #言
志$%其本体论具有一种折衷古今新旧的特点&
这和独孤及以#王道$统贯#情$#志$#情性$的作
法有相近之处&

唐德宗好文%陆贽(权德舆(令狐楚等人先后
以文章受其知遇%+旧唐书-多有记载& #德宗晚
年绝嗜欲%尤工诗句%臣下莫可及&$)李肇等 "3*
自贞元四年至贞元十八年%君臣唱和不绝%以近臣
身份参与次数最多的当属权德舆& 他贞元十年迁
起居舍人%兼知制诰,十五年迁中书舍人%仍兼制
诰,直至贞元十八年升任吏部侍郎%前后知制诰八
年%是德宗朝著名的词臣& 他后来在宪宗朝拜相%
走的是一条典型的词臣的道路& 其以#六义$#风
化$统贯 #言志$的叙述%大多与奉和德宗御制
有关.

/中书门下进5奉和御制九月十八
日赐百官追赏因示所怀6诗状0" 裁有六

#
义
#

!昭示万方!湛恩自天!具物知感# 况
陛下以诚信施教

##
!以慈爱缘情

##
!形于咏

歌!系在风化
####

# )权德舆! `$b+
/中书门下进5奉和圣制重阳日中

外同欢以诗言志
####

因示群官6状0" 臣闻惟

"#33"



独孤及(梁肃(权德舆三家文学本体论试述

天聪明!惟圣时宪!故三辰为章!六义成
###

文
#

# 伏惟陛下&''(焕发睿词!化成天
###

下
#

!书于右史!实迈前王# )`"#+
/中书门下进5奉和圣制中和节赐

百官宴集因示所怀6诗状0" &前件诗(
上齐二曜!旁合八音!阐文教于休明

######
!叶

昌期于亭育# &''(而又言志以导德
#####

!
作乐以同和!示湛恩于宏覆!卑庶类于咸
若# )`"`+

和太宗(玄宗朝以诗言志的君臣唱和活动一样%!

德宗的君臣唱和%题中多有#以诗言志$ #以诗言
怀$#示所怀$ #以言其志$ )陈贻焮 a3*等语%带
有很明显的政治教化色彩%属于文教的重要活动&
以德宗+重阳日中外同欢以诗言志因示群官-五
言七韵诗为例%不过缘题敷写%艺术上很平庸%但
其中#万实行就稔%百工欣所如& 欢心畅遐迩%殊
俗同车书& 至化自敦睦%佳辰宜宴胥$%#此乐匪
足耽%此诚期永孚$ )陈贻焮 a`*等四韵有关政
教%故权德舆状文称其#六义成文$ #化成天下$&
这一次唱和%也就成为赋诗言志的一次重要实践&
也因此%权德舆表文中多有#六义$ #风化$ #化
育$#化成$ #言志导德$ #施教$ #阐文教$ #昭教
化$等表述%并且批评汉武帝(魏文帝之诗不存兴
寄(宣教化%只知道#属词类事而已$& 不论实际
创作的倾向如何%在理论上都要标举#言志$%这
可以说是君臣唱和的一个共识& 元和二年%权德
舆在张建封文集序中%对#王化$ #风俗$ #六义$
与#言志$的关系%有很系统的表述.

春秋之际!诸侯列卿大夫!感物造
端!能赋可以图事!称诗可以谕志

######
# 然则

元侯宗公!作为文章!本于王化
####

!系于风
###

俗
#

!亦其志气之所发也
########

# &''(至于内
庭锡宴!君臣唱和!皆酌六义之英

#####
!而为

一时之盛# )权德舆 """+

也可以视作是对德宗朝君臣唱和的一个总结&
如果说%#六义$ #风化$和#言志$原本同属

儒家诗论%具有某种相融性,那么%后起的#缘情$
说在复古派的批评视域中%一直是有碍于#六义$
#风化$的& 所以%在认识权氏此种折衷的本体论
时%他如何处理#缘情$与#六义$ #风化$的关系%

尤其值得研究者重视& 在前引进诗状中%权德舆
称赞德宗#以诚信施教%以慈爱缘情%形于咏歌%
系在风化$%将#缘情$与#风化$相联系%巧妙地将
君臣唱和的身份政治%与个人之情志的表达有机
地统一起来& 该状作于贞元十年%是一个较早的
尝试& 数年后权德舆在序韦渠牟诗集时%再次巧
妙地将#缘情$通过#人文$%与#王泽$相联系.

然则缘情咏言!感物造端!发为人
文!必本王泽# )权德舆 "a`+

约贞元十八年%权德舆序唐次+盛山集-时%明确
将#缘情$与#思无邪$相联系%统贯于#名教$#风
俗$%并且与#比兴$#道志$相融.

古者采诗成声!以观风俗
##

# 士君子
以文会友!缘情放言

####
# 言必类而思无邪

###
!

悼/谷风0而嘉/伐木0# 同其声气!则有
唱和!乐在名教

####
!而相博约!此北海唐君

文编/盛山集0之所由作也# &''(至
于营合道志

##
!咏言比事!有久敬之义焉.

揆携寤欢!惆怅感发
##

!有离群之思焉.班
春悲秋!行部迟客!有记事之敏焉.烟云
草木!比兴

##
形似!有寓物之丽焉# )权德

舆 ""_+

在这里%如果我们将#缘情放言$四字改换成#赋
诗言志$%也毫无违和之感& 由此可见%在#风俗$
#名教$的统领下%#言志$与#缘情$二者的内涵
有趋同的倾向& 一直为初盛唐复古诗学所贬斥的
#缘情$说%也由此而焕发了新的生命& 权德舆特
有的 #缘情放言$说%就是这种新的生命力的
体现&

权德舆曾在多种场合提到#缘情放言$%除前
举#士君子以文会友%缘情放言

####
%言必类而思无

邪$之外%例如.

而文锋师律!奇正相合!以气为主!
与古为徒!故其缘情放言

####
!多以莫耶自

况# 然则天下之肯綮!适所以资公之断
割耶$ )权德舆 "``+

呜呼文编!行茂才全# 弱冠知名!时
推隽贤# 含章挺藻!金石在悬# 缘情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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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采组相鲜
!!!!

" #Q"$$

这里权德舆用了,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
典故%称美张建封之文如干将莫邪%可以断割天下
之&肯綮!$ 可见&放言!并不是随意放纵%而是
&以神遇而不以目视!% &依乎天理! "王先谦
"I#%是一种游刃有余的创作状态$ 在这种类自
由状态下创作的文章%有&采组相鲜!之美$ 就像
张荐对权德舆文的称赞%&词致清深%华彩巨丽%
言必合雅%情皆中节!"董诰等编 "#1Q#$ 也就是
说%&缘情放言!之作%不仅合乎风雅%而且体现自
然之道$ 权德舆用&放如漆园!来形容庄子之文%
亦可见&放!在权氏文论中是一个特定的范畴$

&缘情放言!是权德舆对传统&缘情!说的一
个新发展$ 它强调诗歌的抒情本质%主张破除一
切创作上的外在束缚%直抒胸臆$ 权德舆认为.
&君子消长之道%直乎其时%而文亦随之$ 得其
时%则宣明事业%以宣利泽3不得其时%则放言寄
陈%以摅志气$! "权德舆 $<##&

所谓 &缘情放
言!%即君子&不得其时!的 &放言寄陈%以摅志
气!%也就是前述&咏情性以舒愤懑!$ 可见%这里
的&情!%往往与不得其时*不得其志的现实处境
和个人遭际相联系%有其具体的内涵$ 不但可与
柳宗元元和三年,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诗中
&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 "柳宗元 QI#互相发
明%也反映了贞元元和诗坛的创作风气$ 权德舆
曾赞美其从舅&缘情

!!
百余篇! &得骚楚之遗韵

!!!!!!
%故

江南烟翠%多在句中! "权德舆 V#1#$ 可见当时
&放情咏离骚!的创作%此外当复不少$ 权氏本人
的五言古诗和送别序中%亦颇多山水描写$ 只是
他多年来位在台阁%故其山水之咏%骚怨之情要淡
薄得多%整体上呈现出清丽的风格$ 故他在论
&缘情!&咏情性!时%也往往和&清词!并举.

%送马正字赴太原谒相国叔父序&'
正字服儒服!修儒行!余力则缘情类事

!!!!
!

作为清词
!!!!

!通历代之歌咏!稽其质文!总
其要会!尝出其所制三百余篇以示予!皆
净如冰雪
!!!!

!粲若组绣
!!!!

!言诗者许之" #权
德舆 V<<$

%送张评事赴襄阳觐省序&' 其于■
!

挹风雅
!!!

!导咏情性
!!!!

!成乎余力!粲为清词
!!!!

"
#V"#$

权德舆对&清词!丽句的好尚%可以视作是大
历诗风在贞元元和诗坛的一种流衍$ 也和他早年
游处吴越%受到皎然等人诗风影响有关系$ 皎然
诗&极于缘情绮靡

!!!!
%故辞多芳泽3师古兴制%故律

尚清壮$!"董诰等编 "VVV#%对权德舆影响尤大$
权德舆的诗歌%五言胜七言%古体胜近体%五古本
于陶谢%&杂用律体者少%中有四五篇%气格绝类
盛唐!"许学夷 "$=#%乐府,玉台体十二首-&酷得
六朝意象$ 高者可攀晋宋%平者不失齐梁!"胡应
麟 <<$#$ 由此可见%其创作的根本仍在六朝$

贞元十三年%权德舆称许德宗诗&焕然丽藻%
丕变时风!!权德舆 1$#"$ 考虑到德宗个人喜好
&丽藻!的文学趣味%此论虽不免溢美%也应该有
一定的现实依据$ 如贞元十四年%权德舆进诗状
上德宗敕批称赞臣下奉和之作&各抒倩词%咸推
丽藻!"董诰等编 "1$#$ 又贞元十七年%权德舆
进诗状称颂德宗&法言丽藻%盈耳溢目! "权德舆
1$=#$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我们可以想象%德
宗崇尚&丽藻!的文学趣味%对于朝野诗风的改
变%应该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更令人吃惊的是%是
&丽藻!成了&丕变时风!的主体而非对象$ 因为
在复古诗学视域下%往往将&文过于质!归过于
&丽藻!%因而成为革除的对象$ 标榜&丽藻!引领
时风%让我们恍惚回到了齐梁文学的时代$ 史家
言&贞元之风尚荡! "李肇等 1=#$ 造成这种&尚
荡!的风气%德宗以其&丽藻! &丕变时风!是一个
方面%权德舆将&缘情!说统贯于&六义! &风化!%
对&缘情放言!的倡导%以及他对&清词!的肯定%
多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六朝诗歌缘情而绮靡%往往流荡不返$ 为此%
权德舆在正面肯定&缘情放言!的同时%又重新倡
导&比兴!.

%唐故监察御史清河张府君墓志铭
并序&' 时以缘情比兴

!!!!
!疏导心术!志之

所之!辄诣绝境" #权德舆 <>Q$
%唐故鄜坊节度推官大理评事唐君

墓志铭并序&' 其文笔浃洽而长于比兴
!!!!

!
其义行洁修而笃于友悌" ())*因喟
然曰'+吾三命不越于环列!其道蹇欤,-
满岁晏居!吟咏情性而已

!!!!!!
" #<>"$

%叔父故朝散郎华州司士参军府君
墓志铭并序&' 而又学古不怠!歌诗必

!!!

+<Q>+



独孤及(梁肃(权德舆三家文学本体论试述

类
#

!缘情而不流
#####

!体要而无害# 故秘书包
公谓,内外循理!心正气和-!君子以为
知言# )#^_+

这接续了陈子昂#兴寄$论%同时和前引独孤及
#先文字后比兴& 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
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的观点相
呼应& 对#缘情而不流$的倡导%有关于创作论%
正要放在#其风流荡而不返$的背景下才更觉可
贵& 权德舆诗集卷八+五杂俎- +数名诗- +星名
诗-+卦名诗-+药名诗-+古人名诗-+州名诗寄道
士-+八音诗- +建除诗- +六府诗- +三妇诗- +安
语-+危语-+大言-+小言-诸游戏之作%正如蒋寅
指出的%#远有孔融+离合郡姓名诗-%傅咸六经集
句诗为其滥觞%中有南朝鲍照乃至梁简文帝兄弟
等别出心裁的诗体实验为其先声%近则大历中颜
真卿任湖州刺史时幕下文士的游戏体联句堪称直

接先驱$)蒋寅 a""*& 但归根到底%仍是植根于
南朝绮靡文风笼罩下对于技巧的追求& 权氏将
#比兴$与#缘情而不流$并提%可谓入室操戈%非
泛泛而论&

由上述论述可知%权德舆对独孤及的文学本
体论)包括诗歌本体论*的继承有着多方面的表
现%如#足言足志$说的概括%将文分为#其大$和
#其细$两大类%以及以#六义$ #风化$统贯#缘
情$#言志$等& 权德舆对中唐文学本体论的重要
贡献%是提出#缘情放言$说%他强调诗歌的抒情
本质%让传统的#缘情$说焕发出新的活力& 此
外%他在肯定#丽藻$#清词$的同时%重新倡导#比
兴$%在#元和之风尚荡$的背景下%对具体的创作
风气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

三

梁肃)b`"!b^" 年*的本体论%主要体现为一
种#先道德而后文学$的文道论%属于典型的古文
家的文道观& 这种#先道德而后文学$的文道论%
见于他为独孤及文集所作的+常州刺史独孤及集
后序-.

夫大者天道
####

!其次人文
####

.在昔圣王以
#####

之经纬百度
#####

!臣下以之弼成五教
########

# 德又
下衰!则怨刺形于歌咏!讽议彰乎史册#

故道德仁义
####

!非文不明
####

.礼乐刑政
####

!非文
##

不立
##

# 文之兴废!视世之治乱.文之高
下!视才之厚薄# 唐兴!接前代浇醨之
后!承文章颠坠之运!王风下扇!旧俗稍
革!不及百年!文体反正# 其后时寖和
溢!而文亦随之# 天宝中作者数人!颇节
之以礼# 洎公为之!于是操道德为根本

######
!

总礼乐为冠带
######

!以
#

/易
#

0之精义
###

!/诗
#

0之
#

雅兴
##

!/春秋
##

0之褒贬
###

!属之于辞
####

.故其文
宽而简!直而婉!辩而不华!博厚而高明!
论人无虚美!比事为实录.天下凛然!复

#
睹两汉之遗风
######

# 善乎中书舍人崔公祐甫
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宪诫世%褒
贤遏恶为用!故议论最长# 其或列于碑
颂!流于咏歌!峻如嵩华!浩如江河.若赞
尧舜禹汤之命!为

#
/诰
#

0为
#

/典
#

0!为
#

/谟
#

0
为
#

/训
#

0!人皆许之!而不吾试# 论道之
位!宜而不陟#-

初!公视肃以友!肃仰公犹师!每申
之话言!必先道德而后文学

########
# 且曰",后

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 荀%孟朴
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 有以取正!其
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唯子可与共学#
当视斯文!庶乎成名#-肃承其言!大发
蒙惑# 今则已矣!知我者其谁哉$ )梁
肃 "b*"_+

由天道而及人文%由人文而及教化& 教化的推行%
在于圣王创立制度%臣下辅佐五教& 所谓 #五
教$%即五伦)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之教&
所以 #道德仁义%非文不明,礼乐刑政%非文不
立$& 文章以道德为根本%礼乐为其冠带%兼有
+易-+诗-+春秋-+尚书-的风格& 梁肃将天道!
人文!教化!道德!五经这一系列论文的标准来
衡量独孤及之文%建构出一个复杂的文学本体观%
不仅有别于独孤及以王道为本的言志论%也和陈
子昂提倡的以#风雅$ #兴寄$为主的#文章道$
)#3*距离更远& 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以道德为
文学的根本&

梁肃序中说%独孤及#每申之话言%必先道德
而后文学$%可见此种#先道德而后文学$的文道
观%并非出自独孤及的言传%而是他从独孤及有关
文学的谈论中概括出来的%属于梁肃个人的一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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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认& 梁肃先说#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圣王
以之经纬百度%臣下以之弼成五教$%又说#道德
仁义%非文不明,礼乐刑政%非文不立$%这种对文
和道的关系的表述%继承了刘勰+文心雕龙"原
道-篇#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观
点%可以说是古文运动中具有理论纲领性质的
#文以明道$论的先声& 至于#操道德为根本%总
礼乐为冠带%以+易-之精义%+诗-之雅兴%+春
秋-之褒贬%属之于辞%/001天下凛然%复睹两
汉之遗风$%并赞美独孤及之文#为+诰-为+典-%
为+谟-为+训-%$以五经为文章之标准%推崇汉代
贾谊(司马迁(班固之文%也直接启发了韩愈+答
李翊书-#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韩昌黎文集
校注- #b%*之论&

梁肃还在为李翰)李华之嫡长子*文集所作
的+补阙李君前集序-中明确地提出#文本于道$%
并且以此作为标准来评判历代之文.

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
纪.次所以财#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
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 三代
之后!其流派别# 炎汉制度!以霸%王道
杂之!故其文亦二" 贾生%马迁%刘向%班
固!其文博厚!出于王风者也.枚叔%相
如%扬雄%张衡!其文雄富!出于霸涂者
也# 其后作者!理胜则文薄!文胜则理
消# 理消则言愈繁!繁则乱矣.文薄则意
愈巧!巧则弱矣# 故文本于道!失道则博
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盖道能兼
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文斯败矣# )梁
肃 a#+

梁肃这里的论述显得很繁复%其实是在讲道与文
的关系& 从道的根本出发%他认为文有三种功能%
即#正性命之纪$#财成典礼$ #昭显义类$& 这三
种文章当然都属于经典的范畴%也都属于王道之
文& 但他认为炎汉制度%王道与霸道杂用%所以两
汉文章有出王风者)近于王道之文*%有出霸涂
者& 接下来%他以文(理(辞(气四者来分析后世之
文%其实是将文章具体化为四种要素%认为这四者
之间具有一种消长的关系& 在正常的情况下%亦
即存道之文中%四者是能合理地相济的,但在失道
之文中%则四者之间会失去平衡%出现像#理胜则

文薄$ #文胜则理消$ #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
足则饰之以辞$ #辞不当则文斯败矣$等各种情
形& 作者采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六朝之文#弱$(
#败$的原因%究其根源%就在于#失道$& 这可以
说是一种远较后来韩(柳(欧(苏等古文家的文以
明道(文以载道之说更为复杂的文道之说&

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强调文章与王道教
化的关系%以三代之文为源%两汉之文为流& 两汉
之文中%又分为出于王风和出于霸涂两种%对二者
是有所轩轾的& 当然%相较六朝之文%梁肃对于
#出于霸涂$的枚叔(相如(扬雄(张衡之文还是肯
定的& 故在其别序中%时有对屈(宋(扬(马之文的
许可之辞%如其称引#益都有司马(扬(王遗风$
!梁肃 b%"%称赞李补阙#有相如之才$ #赋颂书
奏%粲然同风$)``*%又赞美友人能学+九歌- #激
楚之辞$%#所作诗歌%楚风在焉$ )b#*%都是在
#先道德而后文学$之文道观的本体论框架下%对
#出于霸涂$的辞赋之文给予的有限肯定& 就像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一#扬马激颓波%开流荡
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李白 _b*%也是
以辞赋为变%正是典型的复古文学家的观点& 梁
肃对楚汉辞赋的这种看法%很明显出于前引独孤
及之论.

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
有以取正
####

!其贾生
###

%史迁
##

%班孟坚云尔
#####

!唯
子可与共学# 当视斯文!庶乎成名# 后
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 )梁肃
"_+

所谓#华而无根$%就是梁肃所说的 #文胜则理
消$%故以#雄富$名之& 楚辞为汉赋之源%屈宋尚
#华而无根$%则扬马之赋更是仅以#文胜$& 独孤
及认为%汉代唯班固(司马迁和贾谊之文#有以取
正$%是可以学的,而他没有提到的扬马之赋%无
疑是属于#变$的一方面& 梁肃单独引述这段话%
且自言#承其言%大发蒙惑$& 由此可见%他的王
风(霸涂之说%正是从独孤及的正变之说发展而
来%与萧颖士(独孤及辈贬斥屈宋枚马的观念并无
质的不同&

总之%梁肃#先道德而后文学$的本体论%带
有鲜明的王道教化的色彩& 他称赞同门友郑子华
#言政必及王%言性必及道%言文必及经$ )梁肃

"#b%"



独孤及(梁肃(权德舆三家文学本体论试述

33*%用来概括他自己的本体观也是合适的&

四

权德舆对文与道的关系的看法%主要体现在
他有关#言而蕴道$的论述中%见于其+中岳宗元
先生吴尊师集序-.

道之于物!无不由也!无不贯也!而
况本于玄览!发为至善# 言而蕴道!犹三
辰之丽天!百卉之丽地!平夷章大!恬淡
温粹!飘飘然轶八紘而泝三古!与造物者
为徒# 其不至者!遣言则华!涉理则泥!
虽辨丽可嘉!采真之士不与也# )权德
舆 "$"+

权德舆认为%道贯于万物%也蕴含在反映万物的
#言$中& 他既反对徒事华藻%也反对泥于理语%
主张自然#蕴道$& 他所说的#道$%和古文家的道
是不一样的& 从李华(独孤及(梁肃到韩愈%他们
在讨论文与道的关系时%基本都是在谈儒家的仁
义之道(风俗教化%属于儒家诗论的范畴& 权德舆
对道的描述则是#本于玄览$%#平夷章大%恬淡温
粹%飘飘然轶八紘而泝三古%与造物者为徒$%显
然受到老庄自然之道的影响&

何为#蕴道$之文呢' 权德舆的回答是#尚气
尚理%有简有通$& 其+醉说-可谓是关于自然#蕴
道$之文的一篇专论.

予既醉!客有问文者!渍笔以应之
云",尝闻于师曰!尚气尚理

####
!有简有通
####

#
能者得之以是!不能者失之亦以是# 四
者皆得之于全!然则得之矣# 失于全!则
鼓气者类于怒
######

矣!言理者伤于懦
######

矣# 或
狺狺而呀口!跕跕以堕水# 好简者则琐

#####
碎以谲怪
####

!或如谶纬
####

.好通者则宽疏以浩
########

荡
#

!厐乱憔悴岂无一曲之效$ 固致远之
必泥# 苟未能朱弦大羹之遗音遗味!则
当钟磬在悬!牢醴列位!何遽玩丸索而躭
粔饵!况颠命而伤气# 六经之后

####
!班
#

%马
#

得其门
###

!其或悫如中郎
######

!放如漆园
####

!或遒
拔而峻深!或坦夷而直温# 固当漠然而

###
神
#

!全然而天
####

# 混成四时!寒暑位焉!穆

如三朝!而文武森然# 酌古始而陋凡今!
备文质之彬彬# 善用常而为雅!善用故
而为新# 虽数字之不为约!虽弥卷而不
为繁# 贯通之以经术

######
!弥缝之以渊玄
######

#$

其天机与悬解
######

!若圬鼻而斫轮
######

# )权德
舆 $_$+

#气$和 #理$属于文章内容的范畴%而 #简$和
#通$则偏于表达的简约和通畅& 权德舆强调四
者缺一不可%#六经之后%班马得其门& 其或悫如
中郎%放如漆园%或遒拔而峻深%或坦夷而直温$&
六经(班马(蔡邕%都属于古文家标榜的三代两汉
之文的范围& 但将#放于漆园$的+庄子-与六经
并列%则是权德舆不同于其他古文家的地方%可见
他宗经的意识是比较单薄的& 他对#得之于全$
即#蕴道$之文的描述%如#漠然而神%全然而天$%
#其天机与悬解%若圬鼻而斫轮$%#混成四时%寒
暑位焉$等%显然受道家尤其是庄子一派的影响&
对此%权德舆是有自觉的%故他自称#贯通之以经
术%弥缝之以渊玄$%#经术$和#渊玄$分别代表的
是儒家之道和老庄之道& 其+唐御史大夫赠司徒
赞皇文献公李公)栖筠*文集序-云.

辰象文于天!山川文于地!肖形最
灵# 经纬教化!鼓天下之动!通天下之
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备焉# 命%代大君

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义入神!英华
发外!著之话言!施之宪章# 文明之盛!
与天地准# )权德舆 "#`+

前引+吴尊师集序-说.#言而蕴道%犹三辰之丽
天%百卉之丽地&$三辰为天文%百卉为地文%言为
人文& 这里同样将人文与天文(地文并举%其中暗
含的%正是#自然之道$ !'文心雕龙1原道("的
观念& 这种对道的建构%显然受到刘勰的影响&
这也和古文家取径不同&

权德舆在讨论#蕴道$之文时%也将文具体化
为四个要素. 理(气(简(通%四者缺一不可,不然%
则#鼓气者类于怒$%#言理者伤于懦$%#好简者则
琐碎以谲怪$%#好通者则宽疏以浩荡$& 这种论
文的方法%和他的诗歌本体论一样%带有折衷调和
的性质& 权德舆和梁肃论文时%都涉及气和理这
两个因素%权德舆的#尚气$与梁肃#道能兼气%气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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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兼辞$!梁肃 a#"的表述也有相通之处%后者对
韩愈#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b%*
有直接启发& 李华+质文论-欲以经史的简易之
文取代魏晋以来的繁密之文%所谓#天地之道易
简& 简则易知%简则易从$)董诰等编 #a$%*& 权
德舆指出%不能一味#好简$%并举谶纬作为#好简
则琐碎以谲怪$的例子%是很有力的& 他还提出
#虽数字之不为约%虽弥卷而不为繁$%不简单地
将#简$与篇幅短小画等号& 这些论述%在古文家
论文与道的语境中%应该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
性的&

本文对独孤及(梁肃(权德舆三家的文学本体
论及其复杂的承变关系%主要从言志(缘情之说和
文道论发展这两方面展开论述& 无论是独孤及对
#后世陵夷$之文#先文字而后比兴$#饰其词而遗
其意$的批评%还是权德舆提出#缘情放言$的同
时%重倡#比兴$和#缘情而不流$%都可以看到以
陈子昂风雅兴寄说为代表的初盛唐复古理论对中

唐诗文创作和理论发生的持续影响& 故韩愈盛称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勃兴得李杜%万类困
陵暴$)韩愈%+书名- `$_*%也主要着眼于其复古
理论所造成的创作实绩& 本文在论权德舆的部
分%也试图将其本体论与诗文创作的复杂联络加
以论述%但限于篇幅%未能完全展开&

注释%>0#%)&

! 太宗(玄宗朝赋诗言志的情况%可参看刘青海. +论初
盛唐诗人对言志缘情说的传述与发展-%+文艺理论研究-
"^23)$%#^*. _b!^b&

" #摅$. 本作#据$%以形近致误&

# 财. +唐文粹-作#裁$%义同&

$ 玄. 本作#元$%依蜀刻本改&

% 命. 本作#名$%据董诰等编校改&

引用作品%80*9):"#%1&

陈贻焮主编. +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 北京. 文化艺
术出版社%$%%# 年&

e?*9,QZ'&',Q9>2=K7)$4#4 6$$02)280$'20?+51I989J+98:.
+;G(,-2h+I2#2S9'Y',-A?EI8E:9(,> 6:8JERI'D*',-
U+ED9Q$%%#2f

陈子昂. +陈子昂集)修订本*-%徐鹏校点& 上海. 上海古
籍出版社%$%#" 年&

e?*9,QC'v(,-2(0**#52#4 E0-.'0/("#$ @8T)$9 <d90'D9>
]>'8'+,@2]>2TE J9,-2=*(,-*('A=*(,-*('?*',9D9

?I(DD'4DJERI'D*',-U+ED9Q$%#"2f
董诰等编. +全唐文-&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ec+,-QL(+Q98(I2Q9>D2N"#(0,7*#2#='')%'0/2"#N)$9

L%$)'2%2 =*(,-*('A =*(,-*(' ?*',9D9 ?I(DD'4D
JERI'D*',-U+ED9Q#^^`2f

郭树伟. +独孤及研究-&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 年&

eLE+Q=*EO9'26!2&4%0/L&9& X82C*9,-)*+EAC*+,-)*+E
6,4'9,8S++WDJERI'D*',-U+ED9Q$%##2f

韩愈. +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 上
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_ 年&

eU(,QZE26$$02)2#4 ]DD(.D+;U(, ZE2]>D2M(B'4*(,-
(,> M(M(+.E(,2=*(,-*('A=*(,-*('?*',9D9?I(DD'4D
JERI'D*',-U+ED9Q#^^_2f

!!!.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钱仲联集释& 上海. 上海古
籍出版社%#^_a 年&

e 2 30#2-% 0/ :)$ H&C ("-0$0*09% Y (0**#52#4
6$$02)280$U]>2B'(, C*+,-I'(,2=*(,-*('A=*(,-*('
?*',9D9?I(DD'4DJERI'D*',-U+ED9Q#^_a2f

胡应麟. +诗薮-&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b^ 年&
eUEQZ',-I',26N-#)'&-#0/30#2-%U=*(,-*('A=*(,-*('

?*',9D9?I(DD'4DJERI'D*',-U+ED9Q#^b^2f
蒋寅. +权德舆与贞元后期诗风-%+唐代文学研究)第五

辑*-%傅璇琮(周祖譔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a 年& a#`!"_&

e\'(,-QZ',2H6=8E>.+;8*9d9I(8'+,D*'1 +;BE(, c9.E (,>
8*9J+98'4=8.I9>E:',-8*9P(89C*9,.E(, J9:'+> +;
]519:+:c9)+,-2K!2&48#'0/N)$9 ;82#-)2&-#Uh+I2̀2
]>D2VE TE(,)+,-(,> C*+E CE)*E(,2LEI',ALE(,-&'
k+:5(I[,'09:D'8.J:9DDQ#^^a2a#` "_2f

梁肃. +梁肃文集-&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年&
eP'(,-Q=E2='')%'0/;8)$9 !&2P(,)*+EAL(,DE J9+1I9FD

JERI'D*',-U+ED9Q$%%%2f
李肇 赵璘. +唐国史补!因话录-&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

社%#^`b 年&
eP'QC*(+Q(,> C*(+P',2!&77*#,#$2+#50-4'0/2"#:8'20-%

0/2"#N)$9 L%$)'2%F+#50-4 0/N)*#'0/()&'#)$4
=//#52U=*(,-*('A?I(DD'4(IP'89:(8E:9JERI'D*',-U+ED9Q
#^`b2f

李白. +李太白全集- )上册*%王琦注& 中华书局%#^bb

年& !
eP'QS('2(0,7*#2#E0-.'0/;8P)82h+I2#2]>2N(,-B'2

S9'Y',-AC*+,-*E(S++W ?+51(,.Q#^bb2f
林贞爱校注. +扬雄集校注-&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年&
eP',QC*9,F('Q9>26$$02)280$ 20?+II9489> N+:WD+;Z(,-

T'+,-2?*9,->EA='4*E(, [,'09:D'8.J:9DDQ$%%#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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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 +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
社%#^`_ 年&

eP'EQT'926$$02)2#4 P'89:(:.M',> (,> 8*9?(:0',-+;
c:(-+,D2]>2V(, N9,I(,2S9'Y',-AJ9+1I9FDP'89:(8E:9
JERI'D*',-U+ED9Q#^`_2f

柳宗元. +柳宗元诗笺释-%王国安笺释& 上海. 上海古籍
出版社%#^^" 年&

eP'EQC+,-.E(,26$$02)280$ 20J+98:.+;P'E C+,-.E(,2]>2
N(,-LE+F(,2=*(,-*('A=*(,-*('?*',9D9?I(DD'4D
JERI'D*',-U+ED9Q#^^"2f

权德舆. +权德舆文集-%霍旭东校点& 兰州. 甘肃人民出
版社%#^^^ 年&

eBE(,Qc9.E2='')%'0/?&)$ L#%&U]>2UE+TE>+,-2
P(,)*+EAL(,DE J9+1I9FDJERI'D*',-U+ED9Q#^^^2f

+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 北京. 中华
书局%#^_% 年&

eN"#N-&#O#)$8$9 0/CE+FD]>'8'+, 0/N"#!7-8$9 )$4
6&2&,$ 6$$)*'2(0**#5280$'0/6$$02)280$'202"#N"8-2##$
(0$/&58)$ (*)''85'2]>2dE(, ZE(,2S9'Y',-AC*+,-*E(

S++W ?+51(,.Q#^_%2f
王先谦. +庄子集解-& 北京. 中华书局%#^_b 年&
eN(,-Q T'(,g'(,2 (0**#52#4 6$$02)280$'20 C*E(,-)'2

S9'Y',-AC*+,-*E(S++W ?+51(,.Q#^_b2f
许学夷. +诗源辩体-%杜维沫校点&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

社%#^_b 年&
eTEQTE9.'2D4#$28/%8$9 2"#I-898$ )$4 !2%*#'0/30#2-%U]>2

cE N9'5+2 S9'Y',-A J9+1I9FDP'89:(8E:9JERI'D*',-
U+ED9Q#^_b2f

元稹. +元稹集-& 北京. 中华书局%#^_$ 年&
eZE(,QC*9,2(0**#52#4 E0-.'0/H&)$ @"#$US9'Y',-A

C*+,-*E(S++W ?+51(,.Q#^_$2f
周敦颐. +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 年&
eC*+EQcE,.'2(0**#52#4 E0-.'0/@"0& L&$%8U]>2?*9,

n95',-2S9'Y',-AC*+,-*E(S++W ?+51(,.Q$%%^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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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9II',-QV:'9>:'4* N'I*9I5\+D91* 0+,2Hq, 8*9d9I(8'+,

+;JI(D8'4 6:8D 8+ k(8E:92K (0**#52#4 ='')%' 8$
N-)$'*)280$ 0/O8)0;8$9W"& 0$ 6#'2"#285'2h+I2$2
S9'Y',-A?*',(d9,5', [,'09:D'8.J:9DDQ#^^_2"%#
"#%2f!

沈德潜. +古诗源-%孙通海校点&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
社%#^^b 年&

e=*9,Q c9g'(,2 N"# I-898$' 0/ 2"# 6$58#$2 30#,'2
6,,+8(8'+,2=E, G+,-*('2=*9,.(,-AP'(+,',-]>E4(8'+,
JERI'D*',-U+ED9Q#^^b2f

司空图. +二十四诗品-%闵泽平注评& 武汉. 崇文书局%
$%#_ 年&

e='W+,-QGE2N"#NB#$2%>S0&-(*)''#'0/30#2-%26,,+8(8'+,2
M', C91',-2NE*(,A?*+,-O9, S++W ?+51(,.Q$%#_2f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3 年&

eG*97,D8'8E89+;P',-E'D8'4DQ?*',9D964(>95.+;=+4'(I
=4'9,49DQ 9>2 (0$2#,70-)-% ("8$#'# L85280$)-% 0/
(0$2#,70-)-% ("8$#'#Q b8* 9>'8'+,2 S9'Y',-A G*9
?+559:4'(IJ:9DDQ$%#32f

茨维坦"托多罗夫. +象征理论-%王国卿译& 北京. 商务
印书馆%$%%a 年&

eG+>+:+0QG)098(,2N"#0-8#'0/2"#!%,R0*2G:(,D2N(,-

LE+g',-2S9'Y',-AG*9?+559:4'(IJ:9DDQ$%%a2f
王嘉军. +他异和间距. 经由列维纳斯和朱利安思考文化

间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3!##^&

eN(,-Q\'(YE,2H6I89:'8.(,> c'09:-9,49AG*',W',-(R+E8
7,89:4EI8E:(I'8.0'(P90',(D(,> \EII'9,2KX0&-$)*0/=)'2
("8$) 10-,)*]$8<#-'82% :̂&,)$828#' )$4 !058)*
!58#$5#'_̀ <$%$%@A#%3 ##^2f

吴攸. +间距即对话!!!从弗朗索瓦"于连的多元文化观
谈开去-%+中国比较文学-$)$%#^*. "%!a3&

eNEQZ+E2HIF{4(:87Dc'(I+-E9A6c'D4EDD'+, +, V:(,y+'D
\EII'9,FDMEI8'4EI8E:(I'D52K(0,7)-)28<#;82#-)2&-#8$
("8$) $<$%#^@A"% a32f

严羽. +沧浪诗话-& 北京. 中华书局%#^_` 年&
eZ(,QZE230#2-%+#<8#B0/()$9*)$92S9'Y',-AC*+,-*E(

S++W J:9DDQ#^_`2f
钟嵘. +诗品-%曹旭集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a

年& !
eC*+,-Q d+,-2 +)$.8$9 30#2-%2 6,,+8(8'+,2 ?(+TE2

=*(,-*('A=*(,-*('?*',9D9?I(DD'4DJERI'D*',-U+ED9Q
#^^a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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