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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名家诗学大成)与明代传奇小说的文体发展

任明华

摘!要!明万历六年$P`cZ年%"据元毛直方编,新编增了事联诗学大成-和元林桢编,联新事备诗学大成-增删而成的,古今
名家诗学大成-刊行"影响巨大"不仅被增删改编成多种诗学启蒙读物"还成为编创,古今清谈万选-和,幽怪诗谭-等小说
作品的直接参考书# ,古今名家诗学大成-深刻影响了明代传奇小说文体的发展)一是有力助推诗歌大量进入小说作品"形
成以诗歌为骨架的小说叙事形态(二是使塑造的小说人物形象多是功能性的!符号化的(三是体现出以小说为戏!重视虚构的
小说观念# ,古今名家诗学大成-使,古今清谈万选-,幽怪诗谭-集诗选!诗学!诗话于一体"兼具品诗的批评价值!学习写诗的
实用意义和小说的叙事功能"体现出诗学和小说学的双重价值# 这既有作者炫才的原因"也是明代小说虚构观念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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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楷第先生称%剪灯新话&开创的"几若以诗
为骨干$而第以散文联络之#的传奇小说为"诗文
小说#*孙楷第 Pc#+' 明弘治丙辰*P'Q$ 年+$周
礼从"正统(景泰间诸名公诗集$自卞户部(王舍
人而下$凡即事咏物之什$无不被其剿入$杜撰一
事$联合之$遂成一传# *孙绪 $"P!$""+而创作
%湖海奇闻集&$开以名家诗歌编创传奇小说之
风' 万历己丑*P`ZQ 年+刊的%古今清谈万选&!

可谓推波助澜$崇祯己巳*P$"Q 年+刊的%幽怪诗
谭&堪称集大成者' 近来$我们发现明代万历六
年*P`cZ 年+编刊的%古今名家诗学大成&直接介
入了%古今清谈万选&和%幽怪诗谭&的编创$对明
代传奇小说文体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

"诗骚#确立的诗歌传统$使诗才成为衡量士
人才华的重要标准$故古代读书人无不习诗$然学
诗非易' 正如明胡汝嘉%重刻诗学大成序&所说/
"尝谓诗非可以易言也' 品题欲其婉而不俚$属
对欲其切而近雅$故思■于翠眉征裒$然后知郑谷
咏物之工-句幻于双凤六鳌$然后称禹玉用事之
妙'#*李攀龙编$%序& P+对于初学诗者尤为困
难$元人曹■%诗苑丛珠序&说/"学诗甚难$而历
代以来文物事实$与夫骚人辞士之英华$欲周知而
悉览之$功夫为尤难' 笄丱小子$始就规矩$不有
门分类聚(纂言纪事之书为之筌蹄而矜式焉$则无
以资其见闻$发其思致'# *仇舜臣!曹彦文编$
"序# P+这就充分认识到教人写诗的启蒙读物对
初学者的重要性' 恰如明胡文焕%诗学事类序&
所言/"夫大匠必因绳墨$良工必先利器$故作诗
者不能舍诗学矣' 然诗学之书固若为初学者设$
而又不特初学已也'# *李攀龙!胡文焕编 "#"+
明代前中期$最为流行的是元毛直方编%新编增
广事联诗学大成&和元林桢编%联新事备诗学大
成&$万历六年*P`cZ 年+$"李攀龙#据前两者增
删而成的%古今名家诗学大成&问世$方取而代
之$风行世上'"

%古今名家诗学大成&卷首题%新刊增补古今
名家诗学大成&$二十四卷$建业孝友堂初刊$题
李攀龙编辑$当为伪托' 是书分天文等 [$ 门$门
下分题$即类别$如花木门分花(杏花等 c$ 类$每
类后面通常包括"原题#$即据毛直方序本"叙事#

对门类进行解释-"事类#为有关典故$"汇选#乃
名人诗歌$"大意#就是概括门类主要内涵的数对
词语$起(联(结收录的是对句' 如"榴花#之"原
题#是"%格物丛谈&/榴花来自安石国$故名石榴'
亦有从海外新罗国者$故名曰海榴# *李攀龙编$
卷八 "#+' "事类#有"动人春色#等九个诗赋典
故$"汇选#下是王肇基的%咏榴火&$"大意#下列
"似锦(如霞#等七对词语$起(联(结下是"江上年
年小雪迟$年老独报海榴知#等几十联可以直接
用来作诗的对句' 初学诗者掌握事类(大意和对
句就可以作诗$当然最直接简单的方法就是运用
对句组合成诗' 其中比重较大的对句$一是来自
前人$如 %古今名家诗学大成&卷八 "桃花#下
"起#中的"桃源花发几家春$闻说渔郎此问津#$
是宋代萧立之%桃源&的开头两句-二是编者自
撰$只不过难以确定具体的诗句' 正是此书对初
学作诗者具有重要的指导(参考和实用价值$自问
世到明末短短的六十多年间$不仅被福建建阳萃
庆堂重刊$还出现多种据此增删而成的诗学启蒙
读物' 它们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承袭"李攀龙#本的体例(内容' 主
要有三种/一是%仰止子详考古今名家润色诗林
正宗&十二卷$万历间双峰堂刊$署 "余象斗编
辑#$内容完全同%古今名家诗学大成&$余象斗只
是改"事类#为"事实#$合并(调整卷目$改换书名
而已' 二是%新锓翰林校正鳌头合并古今名家诗
学会海大成&$三十卷$万历戊戌*P`QZ 年+余应虬
刊$题"焦竑校#"李维祯阅#$乃系伪托名人$实为
余应虬编' 分上下两栏$上栏为"吟哦韵海#$收
录"一东#等各韵部字及事类-下栏以%古今名家
诗学大成&与%联新事备诗学大成&等书增删而
成$门下类名的解题或承自"李攀龙#本$或直接
删除$另作新解-"事类#"大意#和"结#"联#"起#
在"李攀龙#本和林桢本的基础上删合而成-"名
儒#即"李攀龙#本的"汇选#$但篇目有所增减$如
删除了颜潜庵的咏尺诗等$又据他书补充了罗洪
先的"古树槎牙傍水涯#梅花诗' 三是%新刻重校
增补圆机活法诗学全书&$二十四卷$题"王世贞
校正#"杨淙参阅#$卷首万历间李衡%叙圆机诗学
活法全书&云/"予见王凤洲先生考先代名贤之雅
韵$读明时英哲之正声$略其豪放飘逸之句$温厚
和平之章$可法可则者$增入古本事实之下$品题
联句之中$题其名曰%圆机诗学活法全书&$而清

)'$)



%古今名家诗学大成&与明代传奇小说的文体发展

江杨君淙校缉之功多与焉'# *王世贞!杨淙编$
"叙# "![+所谓"古本#指毛直方编%新编增广
事联诗学大成&和"李攀龙#本%古今名家诗学大
成&$是书实为杨淙据二书体例和内容增删而成'
其分类(叙事(事实(大意和起句(联句(结句$主要
袭自毛直方本-"品题#常不署名$主要承袭"李攀
龙#本"汇选#$但对起(联(结句和"品题#诗歌又
有所改动' 如卷二三鸳鸯"品题#诗没用"李攀
龙#本"汇选#颜潜庵诗$而是换为唐代崔珏的%和
友人鸳鸯之什&$并把颜潜庵诗首颔尾联分别增
入起(联(结句中'

第二类是以"李攀龙#本的"汇选#诗歌为主$
保留部分解题$选取"事类#内容对诗歌进行注释
的金陵富春堂万历己卯*P`cQ 年+绣梓的%新刊古
今名贤品汇注释玉堂诗选&$八卷$门改为类$分
天文(时令等 "c 类$对原书的门进行了合并(改
动$如把人口门(丽人门改为人物类(妇人类$君道
门(臣道门(人伦门合并为人伦类$调整了原书的
顺序' 类下为诗题和诗歌$编者常对诗题进行说
明$在承袭%古今名家诗学大成&"原题#的基础上
有所增删$如卷一"天#下曰"诗学原题云/天$坦
也#等$"诗学#即指%古今名家诗学大成&$只是在
"原题#后又增加了"释义云/元气之轻清上浮而
为天#等-并对诗歌中的词语(典故和句意进行注
解$或来自%古今名家诗学大成& "事类#$或补充
阐发' 如卷一颜潜庵"日#诗新增"藿叶随光转$
葵心逐照倾#注解第六句"阶前葵藿赤心倾#中的
"葵藿#' 编者没有照录%古今名家诗学大成&中
的"汇选#诗歌$而是有所增减' 卷首陈栋序云/
"因竹亭杨子敬求斯集$熟而读之$不忍不传$公
于天下$是则宏摅雅思$博览旁求$并搜以后诸名
公佳制$事关风教者千百余首$复于诗义中有故事
则注释之..亦以模范于来学也' 竹亭编成$付
唐君对溪梓焉'# *舒芬!杨淙等编$"序# P+题
"状元梓溪舒芬精选#"孙举人孟滩(舒琛增补#显
为伪托$真正的编者"竹亭杨子#应是署"后学清
江杨淙注编#之杨淙' 这从明万历壬午*P`Z" 年+
刊%星学纲目正传&序署"清江竹亭杨淙#和明崇
祯甲戌*P$[' 年+刊%新刊合并官板音义评注渊海
子平&题"明清江竹亭杨淙增校#可以得到确证'
%玉堂诗选&收录有署名"杨三江淙# "杨淙#和
"杨三江#的诗歌十多首$有%别吴秀才名守道&等
自创诗$亦有据%古今名家诗学大成&集句而成

的$如卷一时令类%仲春&注"二月$出诗学#和卷
四%水车*集古+&$这对于认识明代诗文小说的诗
歌来源具有重要意义' %玉堂诗选&体现出杨淙
以名家诗篇为楷模的诗学主张'

第三类是选取"李攀龙#本的事类典故而成
的胡文焕刊%新刻诗学事类&' 胡文焕在%诗学事
类序&中认为对初学诗者来说不能绕过的(最重
要的是事类$而汇选(大意(对句等则没有必要$理
由是/"盖诗贵活$而此则死守耳' 诗贵雅$而此
则俚句耳' 诗贵自发生$而此则因循窃盗之具耳'
且死守易从而不能变$虽变弗活也' 俚句易入而
不能出$虽出弗雅也' 因循窃盗易于为力而不能
改其弊$虽改亦弗发生于自然也' 噫6 讵非诗学
之损哉6 余恐未得其益$而先得其损也$故曰虽初
学不必也'#*李攀龙!胡文焕编 "#"!"#[+主张
诗贵自然新奇和独创$反对因袭守旧$虽然难度极
大$却指明了正确的学诗门径' %新刻诗学事类&
完全按照%古今名家诗学大成&的卷数(门类编
排$仅选取其事类内容$虽署"李攀龙于鳞编辑#$
实由胡文焕编纂而成'

上述三类诗学启蒙读物$在学诗门径上各有
侧重$体现出编者不同的诗学主张和方法' 其中
前两类与%古今清谈万选& %幽怪诗谭&等小说作
品密切相关' 如%古今清谈万选&卷四%常山怪
木&有明陈王道%松&(罗洪先%桧&(夏言%柏&和
陈经邦%槐&四诗$均见于%古今名家诗学大成&卷
十一(%圆机活法诗学全书&卷二二和%玉堂诗选&
卷七-%幽怪诗谭&卷五%山居禽异&中的周敦颐
%鸭&诗与罗伦%凫&诗$亦见于上面三书' 其中只
有%古今名家诗学大成&对%古今清谈万选&%幽怪
诗谭&等小说的编创起到了参考作用$下面从小
说中的诗歌入手进行考察'

二

%古今清谈万选&$四卷$共收录 $Z 篇小说$
除去选自%鸳渚志余雪窗谈异& %剪灯余话&及唐
人小说等 P$ 篇作品外$其余 `" 篇小说共包含诗
歌 "`P 首$其中 PZ` 首已考知作者' %古今名家诗
学大成&%玉堂诗选&和%圆机活法诗学全书&分别
有 `P 首('c 首和 '' 首诗歌与%古今清谈万选&相
同$其中%古今名家诗学大成&中的诗歌最多$关
系最密切' %玉堂诗选&删除了%古今名家诗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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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圆机活法诗学全书& "起# "联# "结#中的
诗歌对句$而%古今清谈万选&恰好有许多诗歌就
是摘取其中诗句组成的' 如%古今清谈万选&卷
三%古冢奇珍&中的第四首诗"云和一曲古今留$
五十弦中逸思稠' 流水清泠湘浦晚$悲风潇瑟洞
庭秋' 惊闻瑞鹤冲霄舞$静听嘉鱼出涧游' 曾记
湘灵终二句$若人科第占鳌头# *%古今清谈万
选&$卷三 PQ+$即据%古今名家诗学大成&卷二十
或%圆机活法诗学全书&卷一七"瑟#下联句中的
"流水清泠湘浦晚$悲风萧飒洞庭秋#与"惊闻瑞
凤冲霄舞$静听嘉鱼出涧游#创作而成' 可见$
%玉堂诗选&对明人编创诗文小说并没有直接取
材的参考价值'

虽然%圆机活法诗学全书&与%古今名家诗学
大成&的体例相近$但是为明人编创小说提供的
诗歌数量却相对较少' 如%古今清谈万选&卷三
%月下灯妖&中的第四首咏灯诗$由%古今名家诗
学大成&卷十九"书灯#下"起#中的"窗下寒檠一
尺长$终朝伴我喟文章#$"联#中的"煌煌照彻千
行字$灿灿烧来一寸心# "焰吐每因篝夜雨$花开
不为媚春阳#和"结#中的"当时映雪囊萤者$好结
芳邻过孔堂# *李攀龙编$卷十九 "$!"c+$改动
五字而成-而%圆机活法诗学全书&卷一七"读书
灯#下的起句(联句和结句中却只有三联$缺少
"煌煌照彻千行字$灿灿烧来一寸心#一联' %古
今清谈万选&卷三%禅关六器&中的第三首诗$由
%古今名家诗学大成&卷十九"帘#下起(联(结中
的诗句改动两字组成-%圆机活法诗学全书&卷一
五"帘#下的起(联(结中则完全没有上述诗句'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这表明%古今清谈万选&中
的小说编创直接参照了%古今名家诗学大成&$而
与%圆机活法诗学全书&无关' 那么是否有可能
在此之前已有这些诗歌$而分别被%古今名家诗
学大成&和%古今清谈万选&所采用呢, 这种可能
性不大' 如%古今清谈万选&卷三%建业三奇&有
一首咏渔网诗$由%古今名家诗学大成&卷十九
"钓竿附渔网#下"起#中"千萦百结密绸缪$长为
渔家事讨求#$"联#中"眼目撒开江浦晓$罗维牵
动海天秋# "就晒岸头筛碎日$横张江畔漏轻风#
与"鱼网#下"多少鱼虾遭蠹害$不知谁作此机谋#
*李攀龙编$卷十九 "+组成' %圆机活法诗学全
书&卷十五器用门"渔网#品题$杨淙即把第三句
换成"联#中的另一句"每随柳岸闲将晒$几向■

江醉不收#$归于自己名下' 这表明%建业三奇&
中的咏渔网诗并非某位诗人所作$否则杨淙不会
改动一句就据为己有$这两首诗只不过是小说作
者与杨淙分别根据%古今名家诗学大成&对句组
合的相近而又有差异的七言律诗'

从诗歌的角度来看$%古今清谈万选&直接参
照%古今名家诗学大成&编撰的作品尚有下面表 P
中的 P# 篇/

表 DE(古今清谈万选)据(古今名家诗学大成)改作的诗歌

%古今清谈万选& %古今名家诗学大成&

卷一 %魏
沂遇道&
[ 诗

其一/养就丹砂寿
算绵$鸡群独出势
昂然' 数声唳月归
三岛$几度乘风上
九天' 长夜听琴来
蕙帐$清晨觅食在
芝田' 自从华表归
来后$沧海桑田几
变迁'

卷二一"鹤#下"联#
中"数声啼月归三
岛$几度乘风上九
天#和"长夜听琴来
蕙帐$清晨觅食在芝
田#$ "结#中 "自从
华表归来后$沧海桑
田几变迁#'

卷三 %东
墙遇宝&
` 诗

共二(四(五三首$
如第四首/丽水生
来色灿然$双南价
重世相传' 沙中拣
出形何异$炉内熔
成质愈坚' 孟子受
时因被戒$燕王置
处为招贤' 埋儿郭
巨天应赐$青简留
名几万年'

卷二十"金#下"起#
中"丽水生来色灿
然$双南价重世相
传#$ "联#中 "沙中
采出形何异$炉里熔
成质愈坚#$"结#中
"埋儿郭巨天公赐$
青简名留几万年#'

%古冢奇
珍&` 诗

共三(五两首$如其
五/龙首云头巧制
成$螳螂为样抱轻
清' 玉纤忽缀一声
响$银汉惊传万籁
鸣' 似诉昭君来虏
塞$如言都尉忆神
京' 征人归思频闻
处$ 暗 恨 幽 愁 郁
郁生'

卷二十 "琵琶 # 下
"起#中 "龙首云头
巧制成$螳螂为样抱
轻清#$ "联#中 "似
诉昭君来虏塞$如言
都尉忆神京#$"结#
中"归思频闻处$幽
愁郁郁生#'

%笔怪长
吟&` 诗

其一/铦锋如剑付
儒家$象管霜毫制
作佳' 紫玉池中涵
雾雨$白银笺上走
龙蛇' 江淹喜见吟
边彩$李白祥开梦
里花' 曲艺谁云无
大补$九重金阙草
黄麻'

卷十九"笔#下"起#
中"铦锋如剑付儒
家$象管生毫制作
佳#$ "联#中 "碧玉
池中含雾露$白银笺
上走龙蛇#和"江淹
喜见吟边彩$李白祥
开梦里花#$"结#中
"曲艺谁云无大补$
九重金阙篆黄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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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古今清谈万选& %古今名家诗学大成&

%四妖现
世&' 诗

共两首$如其三/炼
得南溪石骨坚$蟾
蜍新样费雕镌' 马
肝润带沧溟水$鸲
眼清涵碧涧泉' 金
殿贵妃曾捧侍$玉
堂学士昔磨穿' 儒
生相近为邻久$永
作文房至宝传'

卷十九"砚#下"起#
中"传得蛮溪石骨
坚$蟾蜍新样费雕
镌#$ "联#中 "马肝
润带沧溟水$鸲眼清
涵碧涧泉#和"金殿
贵妃曾捧侍$玉堂学
士昔磨穿#'

%三老奇
逢&` 诗

其二/何年天匠铸
苍虬$流落人间不
计秋' 破虏必归良
将手$致君先斩佞
臣头' 寒光出匣明
霜雪$紫气冲天射
斗牛' 今日太平无
用处$请君携向五
陵游'

卷十九"剑#下"起#
中"谁把青铜铸碧
虬$匣中蟠蛰几春
秋#$ "联#中 "为主
名归豪杰手$致君曾
斩佞臣头#和"寒光
出匣明霜雪$紫气冲
天射斗牛#$"结#中
"今日太平无用处$
请君携向五陵游#'

%汤妪二
妇&$ 诗

其四/素手纤纤弄
不停$竹窗闺妇苦
劳生' 往来不间金
梭响$咿■频闻玉

轴声' 孟母断时因
教子$公仪燔处尚
留名' 五花云锦三
千匹$多少工夫织
得成'

卷十九"机杼#下起
中"深闺咿轧响无
停$女织凭兹是务
生#$ "联#中 "往来
不听金梭响$咿轧频
闻玉轴声#和"孟母
断时因教子$公仪燔
处尚留名#$"结#中
"五花云锦三千匹$
多少工夫织得成#'

卷四 %野
庙花神&
' 诗

其三/琼花柳絮与
山矾$名品先贤辨
别难' 数朵妆成冰
片皎$千枚刻出雪
华寒' 唐昌觅种分
归植$仙女寻香折
取看' 回首东君浑
不管$狂风满地玉
阑珊'

卷九 "玉蕊花 # 下
"汇选#中 "半若琼
瑶半若矾$古今人见
办分难 #$ "联 # 中
"数朵妆成冰片皎$
千枝刻出玉花寒#和
"唐昌觅种分归植$仙
女寻香折取看#$"结#
中"回首东君浑不管$
狂风满地玉■珊#'

%五美色
殊&c 诗

其三/仙姿绰约绝
纤埃$曾是刘郎去
后栽' 一种天工惟
我爱$十分春色为
谁开' 玉皇殿上红
云合$金谷园中绛
锦堆' 好看化成三
汲浪$蛟龙乘此起
风雷'

卷八"桃花#下"起#
中"仙姿绰约烂霞
红#与"尽是刘郎手
自栽#$ "联#中 "一
种天工惟我爱$十分
春色为谁开#和"玉
皇殿上红云合$金谷
园中绛绵堆#$"结#中
"伫看花成三汲浪$鱼
龙乘此跃天涯#'

续!表

%古今清谈万选& %古今名家诗学大成&

%泗水修
真&` 诗

其三/茎高数尺傍
檐楹$号作鸡冠旧
有名' 带雨低垂疑
饮啄$因风高举似
飞腾' 不凋不落丹
砂老$非剪非裁紫
锦明' 纵使嫦娥怜
绝色$广寒无地梦
难成'

卷九 "鸡冠花 # 下
"汇选#中 "昂然独
举立前楹$形肖鸡冠
故号名 #$ "联 # 中
"雨余疑饮啄$风动
欲飞鸣#和"不凋不
落丹砂老$非剪非裁
紫锦明 #$ "结 # 中
"纵使姮娥怜绝色$
广寒无地种难成#'

!!包含上述 "P 首诗歌的 P[ 篇作品当创作于
%古今名家诗学大成&与%古今清谈万选&之间$即
明万历六年*P`cZ 年+到万历十七年*P`ZQ 年+之
间$其中%东墙遇宝&与%野庙花神&即万历甲午
*P`Q' 年+编刊的%稗家粹编&卷八%雷生遇宝&与
卷四%野庙花神&$如果%古今清谈万选&与%稗家
粹编&没有承袭关系$且有共同的来源#$则这两
篇小说似非%古今清谈万选&的编者所创$其他 PP
篇作品或即%古今清谈万选&的编者所为' %三老
奇逢&和 %五美色殊&抄录有明毛伯温 *P'Z"!
P`'` 年+的%弓&诗(李自华*P`[`!, 年+的%旗&
诗和秦鸣雷*P`PZ!P`Q[ 年+的%杏花&诗$也可
从侧面证明其创作时间较晚'

三

明碧山卧樵纂辑的%幽怪诗谭&$六卷$凡 Q$
篇$全部插有诗歌$共 '#Z 首$近半数小说作品
见于前人小说选本' %幽怪诗谭&袭用了%稗家
粹编&中的%庆云留情&等 P[ 篇作品 'Q 首诗歌$
袭用了%广艳异编&中的%荔枝梦&等 P[ 篇作品
'" 首诗歌$袭用了%古今清谈万选&中的%笔怪
长吟&等 'c 篇作品 "#[ 首诗歌$且袭用%稗家粹
编&和%广艳异编&的全部作品都包含在上述%古
今清谈万选&的 'c 篇作品之中$%古今清谈万
选&无疑对%幽怪诗谭&的影响最为深广' 另对
%幽怪诗谭&编创产生重要作用的就是%古今名
家诗学大成&'

%幽怪诗谭&之前$虽然尚有%圆机活法诗学
大全&%新锓翰林校正鳌头合并古今名家诗学会
海大成&和%仰止子详考古今名家润色诗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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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但有些诗歌只见于%古今名家诗学大成&$
如%幽怪诗谭&卷四%田器传神&中的"妙用神功
不用牵$只凭流水泻潺湲' 乾坤旋转中间定$日
月推移上下圆' 落雪纷纷飞石畔$轻雷隐隐响
堤边' 若非鲁国公输子$孰使推轮造化全# *碧
山卧樵$卷四 PZ+一诗$是由%古今名家诗学大
成&和%仰止子详考古今名家润色诗林正宗&中
"水硙#对(联(结下的对句组合而成$%圆机活法
诗学大全&根本没有对句$%新锓翰林校正鳌头
合并古今名家诗学会海大成&则缺少最后的结
句' 鉴于%仰止子详考古今名家润色诗林正宗&
完全袭自%古今名家诗学大成&$下面只论述%古
今名家诗学大成&对%幽怪诗谭&中诗歌的影响$
具体情况见表 "/

表 FE(幽怪诗谭)据(古今名家诗学大成)改作的诗歌

%幽怪诗谭& %古今名家诗学大成&

卷三 %梵
音化僧&
` 诗

第一(二两首$如其
二/奇石原从泗水
生$高登太庙玉铿
鸣' 清传虞氏遗音
远$协应商人毖祀
明' 荷蒉过门应有
叹$少师入海岂无
情' 鸾飞凤舞闻夔
拊$ 雅 乐 钧 天 和
九成'

卷二十"磬#下起中
"奇石原从泗水生$
高登太庙玉铿鸣#$
联中 "虞氏遗音远$
商人毖祀明# "少师
入海嗟无乐$荷蒉过
门叹有心#$结中"鸾
翔兽舞闻夔拊$雅奏
钧天和九成#'

%乐器幻
妓&$ 诗

其四/采得柯亭玉
竹青$裁成穴孔最
虚鸣' 频吹落月凄
凉韵$高遏行云断
续声' 唤起林头孤
鹤舞$叫残泓下老
龙惊' 曾从黄鹤楼
中听$落尽梅花夜
几更'

卷二十"笛#下联中
"频吹落月凄凉韵$
高遏行云断续声#和
结中"曾从黄鹤楼中
听$落尽梅花夜几
更#'

卷四 %田
器传神&
` 诗

共五首$如其四/采
得龙髯数缕长$水
晶为柄凛寒光' 湿
拖花雨沾衣润$清
引松风入袂凉' 苍
蚋逐教深隐遁$青
蝇驱得远飞扬' 披
风拂月无穷兴$伴
我谈玄玉屑香'

卷十九"麈尾#下无
"起#$选取了联中
"湿拖花雨沾衣润$
清引松风入袂凉#
"苍蚋逐教深隐遁$
青蝇驱得远飞扬#$
结中"披风拂月无穷
兴$伴我谈玄语更
香#'

续!表

%幽怪诗谭& %古今名家诗学大成&

%古驿八
灵&Z 诗

第三(四(五(七共
四首$如其三/步趋
端饰礼为名$金齿
青丝细结成' 楚客
共夸珠磊落$魏人
偏爱葛清轻' 粘来
晓径松云湿$踏遍
春郊花雨晴' 叶县
神仙王令尹$飞凫
几度觐神京'

卷十八"履舄#下起
中"履因饰足礼为
名$金齿青丝细结
成#$联中"楚客共夸
珠磊落$魏人偏俭葛
清轻# "步来晓径松
云湿$踏遍春郊花雨
晴#$结中"叶县神仙
王令者$飞凫几度觐
神京#'

卷五 %长
沙四老&
` 诗

其四/年年八月见
翱翔$春去秋来云
路长' 野性能知寒
暑候$天伦不失弟
兄行' 行藏洲渚无
罾缴$饮啄湖田足
稻粱' 万里乾坤宽
荡荡$如何不肯过
衡阳'

卷二二"雁#下起中
"年年八月见翱翔$
春去秋来云路长#$
联中"野性能知寒暑
候$天伦不失弟兄
行#"行藏洲渚无罾
缴$饮啄湖田足稻
粱#$结中"万里乾坤
宽荡荡$如何不肯过
衡阳#'

%六畜警
恶&$ 诗

第四(五两首$如其
四/乌能黄耳竞腾
骧$四序门墙赖我
防' 夜吠松林明月
静$春眠苔径落花
香' 项间系札家书
远$足下生氂治世
昌' 尤记当年舐药
鼎$ 须 臾 飘 上 白
云乡'

卷二三"犬#下起中
"入山逐兔骇超骧$
回首门庭赖尔防#$
联中"夜吠极林明月
昼$春眠苔径落花
香#$结中"尤记当年
舐药鼎$飘然飞出白
云乡#'

%山居禽
异&' 诗

其一/绣顶花冠五
色新$陈苍幼 *幻+
化几千春' 竦身斗
敌全真勇$见食相
呼有至仁' 日正中
天频报午$月流西
汉惯司晨' 劝君莫
把牛刀试$留警萤
窗笃志人'

卷二二"鸡#下起中
"绣项朱冠五采新$
陈仓幻化几千春#$
联中"终身对敌全真
勇$见食相呼有至
仁#和结中"劝君莫
把牛刀试$留警芸窗
笃学人#'

%泰山鹿
兔&" 诗

第一(二两首$如其
一/玉质温温点豹
文$寿昌养啬几千
春' 闲眠碧洞云阴
冷$饱食青郊草色
新' 虞舜同游身未
贵$赵高妄指语非
真' 登科式宴诗吟
处$喜溢青牛 *年+
折桂人'

卷二三"鹿#下起中
"身躯肥泽密斑纹$
灵囿生来不计春#$
联中 "静饮清溪水$
闲眠碧洞云#$结中
"登科试宴歌诗处$
喜溘青年折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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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名家诗学大成&与明代传奇小说的文体发展

续!表

%幽怪诗谭& %古今名家诗学大成&

卷六 %虫
闹书室&
Z 诗

第二(五(六(七共
四首$如其五/扰扰
营营去复回$暑天
于我亦冤哉' 寻香
逐臭呼朋至$鼓翼
摇头引类来' 凝墨
点屏弹不去$掷毫
挥剑迸难开' 青衣
童子传言处$为报
天书出凤台'

卷二四"蝇#下起中
"扰扰营营去复回$
暑天于我亦冤哉#$
联中 "逐臭呼俦集$
寻香引类来#和"怒
剑应难逐$凝屏莫误
弹#'

!!表 " 中 Q 篇小说作品的 "" 首诗歌直接受到
了%古今名家诗学大成&的影响' 碧山卧樵对选
录文本改动较大$则利用%古今名家诗学大成&重
编小说作品的应是碧山卧樵' 理由有二/一是许
多作品中的诗歌来自%古今清谈万选&中的两部
作品' 如%幽怪诗谭&卷一%花神衍嗣&中的四首
诗歌$见于%古今清谈万选&卷四%雎阳奇蕊&和
%泗水修真&-卷二%芜湖寄柬&插有三首童轩诗
歌$其中第一首"小衾孤枕兴萧然#和第三首"久
客怀归尚未归#分别来自%古今清谈万选&卷二
%留情庆云&和卷四%泗水修真&' %古今清谈万
选&的编者不可能重复运用相同诗歌编撰不同的
小说作品' 二是许多小说作品不见于此前的小说
集$而诗歌又来自%古今名家诗学大成&和%古今
清谈万选&$意味着创作时间较晚'

编者利用%古今名家诗学大成&创作诗歌$主
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完全用%古今名家诗学大成&
中的对句$不易一字$直接组成$如表 " 中%长沙四
老&咏大雁诗' 二是选取一到四联$再改动(补充
成一首完整的诗歌$如%古今清谈万选&卷三%禅
关六器&中第七首咏扇诗的首联"天地为炉酷暑
蒸$谁将纨素巧裁成#(颈联"摇动半轮明月展$勾
来两腋好风生#与尾联"秋深只恐生离别$争奈炎
凉不世情#取自%古今名家诗学大成&$颔联"苍龙
骨削霜筠劲$白鹤翎裁雪楮轻#则为新创' 在改
创诗歌时$作者或根据小说人物以第一人称自咏
身份的叙事体式改易人称$如%幽怪诗谭&卷四
%古驿八灵&第五首把%古今名家诗学大成&卷十
八的"多士头颅赖尔遮#改为"多士头颅赖我遮#'
或为押韵而改韵脚$如表 P%五美色殊&第三首为
与首(颔(颈联末字"栽# "开# "堆#押十灰韵$尾

联即改%古今名家诗学大成&卷八的"鱼龙乘此跃
天涯#为"蛟龙乘此起风雷#-%幽怪诗谭&卷五
%泰山鹿兔&第二首为与首联(颈联末字 "乡#
"藏#押韵$颔联就改%古今名家诗学大成&卷二三
的"捣熟玄霜玉杵闲#为"捣熟玄霜玉杵香#$以押
七阳韵' 或改五言为七言$如表 "%虫闹书室&颔
联"寻香逐臭呼朋至$鼓翼摇头引类来#$即改自
%古今名家诗学大成&卷二四的"逐臭呼俦集$寻
香引类来#' 或据%古今名家诗学大成&的"事类#
典故("大意#及自己的博识创作$如表 "%田器传
神&第四首的颔(颈(尾联都抄自%古今名家诗学
大成&卷十九"麈尾#下的对句$首联"采得龙髯数
缕长$水晶为柄凛寒光#来自"麈尾#下"事类#中
"龙髯#/"%剧谈录&/元载有紫龙髯拂$色如烂椹$
长三尺$水晶为柄$清冷$夜则蚊蚋不敢进$拂之有
声$鸡犬无不惊逸'#*李攀龙编$卷四 ["+或隐或
显$%古今名家诗学大成&与%古今清谈万选& %幽
怪诗谭&的诗歌(小说编创存在密切关系'

%古今名家诗学大成&的发现$首先为考查
%古今清谈万选& %幽怪诗谭&的诗歌来源提供了
直接证据' %古今清谈万选&至少有 "P 首诗歌直
接据%古今名家诗学大成&改创$且全部被%幽怪
诗谭&袭用$再加上表 " 中的 "" 首$%幽怪诗谭&
共有 '[ 首诗歌据%古今名家诗学大成&创作而
成$诗作者应是%古今清谈万选&和%幽怪诗谭&的
编纂者' 此外$%古今清谈万选&卷三%月下灯妖&
和%幽怪诗谭&卷四%废宅青藜&中的"堂虚圆薄更
轻清#咏灯笼诗$%幽怪诗谭&卷五%长沙四老&中
的"一片雄飞白锦毛#咏鹰诗$据%古今名家诗学
大成&卷十九和卷二一"汇选#可知$作者分别是
陈栋和金达' 其次$可以纠正一些错误认识' 如
%古今清谈万选&卷三%魏沂遇道&第一首咏鹤诗(
%幽怪诗谭&卷四%古驿八灵&第五首咏帽诗$被认
为分别选自舒芬%玉堂诗选&卷八杨三江的%鹤&
诗与卷四李雪崖的%帽&诗-%幽怪诗谭&卷一%木
叟怜材&中的"漏泄韶华腊尽时#诗与卷二%桃李
丛思&中的"二月东皇醉艳阳#诗$由于%玉堂诗
选&卷七未署作者$杂在温庭筠"杨柳#诗和罗隐
"杏花#诗后$遂被误认为是温庭筠和罗隐之作'
其实$前两首诗歌均据%古今名家诗学大成&摘句
改编而成$尤其是%帽&诗未改一字$正文中未署
作者$注明"集诗学#$即指集自%古今名家诗学大
成&-后两首诗歌据%古今名家诗学大成&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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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卷八可知真正的作者是陈幼泉和秦鸣雷' 这
样$%幽怪诗谭&可考知来源和作者的诗歌达 "$[
首'$

第三$就是深刻影响到明代传奇小说文体的
发展'

四

%古今名家诗学大成&成为小说创作的参考
书$对明代传奇小说的叙事形态(人物塑造和小
说观念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体现出鲜明的时
代性$标志着明代传奇小说文体发展达到一个
新阶段'

首先$是有力助推诗歌大量进入小说作品$形
成以诗歌为骨架的小说叙事形态' 这类小说的叙
事结构较为模式化$通常都是叙述某人外出$偶遇
数人$相互吟诗以抒怀抱$最后方知所遇乃妖怪精
魅$情节简单' 开头和结尾常常极为简短$诗歌构
成小说的主体$诗歌与诗歌之间缺乏内在逻辑$联
系较为松散$很容易在不打乱整体叙事框架的格
局下任意添加人物和诗歌$造成诗歌的叠加' 如
较少改动文字的小说选本%广艳异编&卷二三%狄
明善&叙述狄明善在路旁酒肆邂逅桂花精幻化的
年青女子桂淑芳$遂吟诗挑逗$全文只有一首咏桂
花诗-据此改编而成的%古今清谈万选&卷四%老
桂成形&则于中间增加了唐卢伦%奉和太常王卿
酬中书李舍人中书寓直春夜对月见寄&(童轩%断
肠曲&等四首诗$使诗歌的地位得以凸显' %古今
名家诗学大成&分门别类$为此类小说编纂提供
了便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是易于在以
前的小说作品中插入同类别的诗歌$以彰显诗歌
的核心功能' 如%广艳异编&卷二三%臧颐正&叙
士人臧颐正郊游野外遇二叟$只有咏梧桐和竹子
的两首诗-而%古今清谈万选&卷四%滁阳木叟&则
改为臧颐正途遇五叟$据%古今名家诗学大成&卷
十一百木门增加了唐顺之(陈幼泉(颜潜庵分别咏
枫(柳(桑的三首诗-%广艳异编&卷二三%周江二
生&原有三诗$%古今清谈万选&卷四%渭塘舟赏&
则删除了第一首$又增加了明童轩(颜潜庵(丘濬
和罗洪先的四首诗歌$而后面三首均在%古今名
家诗学大成&卷九花木门' 二是根据%古今名家
诗学大成&中的汇选诗和诗歌对句就能十分容易
地编撰新的小说作品$试看表 [ 中%古今清谈万
选&和%幽怪诗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表 GE(古今名家诗学大成)的诗歌与(古今清谈万选)
(幽怪诗谭)的小说编创

古

今

清

谈

万

选

%东墙遇宝&` 诗$其
中 ' 诗

卷二十颜潜庵诗及集句

%古冢奇珍&` 诗$其
中 [ 诗

卷二十集句

%月下灯妖&c 诗$其
中 $ 诗

卷十九范应期(陈栋(颜
潜庵(杨月轩(陈经邦诗
及集句

%四妖现世&' 诗$其
中 [ 诗

卷十九颜潜庵诗及集句

%三老奇逢&` 诗$其
中 [ 诗

卷十九毛伯温(李自华
诗及集句

%禅关六器&c 诗
卷七(卷十九司空曙(夏
寅诗及集句

%渭塘舟赏&` 诗$其
中 ' 诗

卷九颜潜庵(丘濬(罗洪
先(舒芬诗

%野庙花神&' 诗$其
中 [ 诗

卷九罗洪先(陈幼泉诗
及集句

%濠野灵葩&` 诗$其
中 [ 诗

卷十颜潜庵(杨月轩(罗
洪先诗

%常山怪木&` 诗$其
中 ' 诗

卷十一陈王道(罗洪先(
夏桂洲(陈经邦诗

%滁阳木叟&` 诗$其
中 ' 诗

卷十一舒芬(唐顺之(陈
幼泉(颜潜庵诗

幽

怪

诗

谭

%梵音化僧&` 诗
卷二十汤日新(颜潜庵(
陈白沙诗及集句

%乐器幻妓&$ 诗$其
中 ' 诗

卷二十舒芬(徐时行(毛
伯温诗及集句

%田器传神&` 诗 卷十九集句

%古驿八灵&Z 诗
卷十八颜服膺(颜潜庵(
余有丁( 吴梦舍诗及
集句

%长沙四老&` 诗$其
中 ' 诗

卷二一(二二唐顺之(金
达(苏轼诗及集句

%六畜警恶&$ 诗$其
中 ' 诗

卷二三费宏(文天祥诗
及集句

%山居禽异&' 诗$其
中 [ 诗

卷二二周敦颐(罗伦诗
及集句

%泰山鹿兔&" 诗 卷二三集句

古

今

名

家

诗

学

大

成

!!从表 [ 可以看出$每篇小说作品中的诗歌多
来自%古今名家诗学大成&同一卷$这决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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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作者在编撰小说时案头一定有部%古今名家
诗学大成&作为参照$方能节省查找诗歌的时间$
迅速创作' 当然$作者尚参照了其他诗集$选取的
诗歌题材较为广泛$但主要是咏物诗(写景诗' 诗
歌成为小说的叙事中心和意韵$若去除诗歌$作品
就失去了原来特有的韵味$变成了短小的志怪小
说$使小说文体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次$塑造的小说人物形象多是功能性的(符
号化的' 无论是爱情题材还是侠义(历史题材$传
奇小说大都通过语言(动作(心理描写等手段塑造
出性格鲜明(情感丰富的人物形象$或温柔痴情$
或爱憎分明$令人过目难忘' 但%古今清谈万选&
%幽怪诗谭&中大量作品的人物是根据诗歌设计
的$很少触及情感纠葛和细节描写$人物关系亦十
分简单$邂逅就咏诗$随即便成永别$人物性格单
薄苍白' 如%古今清谈万选&卷四%五美色殊&叙
述明宣德七年*P'[" 年+诗人范微仲春时节游赏
百花园$触景生情遂吟二律"九十春光似酒浓#云
云$竟醉卧花下$梦见陶氏(李氏(杏氏(唐氏(牡氏
五名佳丽$极尽缱绻$然后各赋一诗自表身份$五
人即桃(李(杏(海棠(牡丹花精$吟毕突然梦醒'
对于美人的肖像(遇到范微的心理活动完全没有
触及$美人出场自报家门后即戛然而止$来去匆
匆' 作者主要在于引出咏物诗$给读者留下深刻
印象的只是各种花的典故$而不是花精本身' 显
然作者意在诗歌$而不在塑造人物性格' 这种以
花木百草与服饰器用等为名氏(给人物贴个标签(
不刻画性格的创作构思极为简单$正好为发挥
%古今名家诗学大成&的小说编撰功能提供了可
能与捷径'

第三$因诗歌杜撰小说$体现出以小说为戏(
重视虚构的小说观念' 如果说瞿佑是有感于战乱
给士子人生和普通人爱情婚姻造成无数灾难而创

作%剪灯新话&$李昌祺(陶辅等为社会教化而创
作%剪灯余话& %花影集&$那么周礼(碧山卧樵等
因欣赏品评童轩(王绂和%古今名家诗学大成&中
的诗歌而编撰%湖海奇闻集&%古今清谈万选&%幽
怪诗谭&等作品$显然是为了娱乐$主要追求小说
的趣味性' 受史学观的影响$古代小说重视实录$
虽然唐人有意为小说$却常常交代某人所述$强调
真实性$而明人大规模(长时间地以诗歌来编撰小
说$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意味着对小说的虚构性
有了明确的体认' 小说结尾往往点明人物多为花

妖狐魅$或是梦中所遇$也说明小说故事的子虚乌
有$显示出小说观念的发展'

%古今名家诗学大成&对小说文体的介入$使
%古今清谈万选& %幽怪诗谭&集诗选(诗学(诗话
于一体$兼具品诗的批评价值(学习写诗的实用意
义和小说的叙事功能$体现出诗文小说的独特
价值'

%古今清谈万选&和%幽怪诗谭&堪称名副其
实的名家诗选' 目前两书可考知诗歌作者 `' 人$
其中 [` 人被%古今名家诗学大成&收录$且多为
名家$如唐代有皮日休(罗隐(司空曙$宋代有苏
轼(周敦颐(朱淑真(文天祥$明代有"天才高逸$
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的高启(号称"前七子#的
文坛领袖何景明(唐宋派的代表人物会元唐顺之$
成化丙戌*P'$$ 年+科状元罗伦(成化丁未*P'Zc
年+科状元费宏(正德丁丑*P`Pc 年+科状元舒芬(
嘉靖己丑 *P`"Q 年+科状元罗洪先(嘉靖甲辰
*P`'' 年+科状元秦鸣雷(嘉靖壬戌*P`$" 年+科
状元申时行(嘉靖乙丑*P`$` 年+科状元范应期$
榜眼李自华(会元兼探花金达和陈栋(探花余有
丁$进士丘濬(周时望(毛伯温(夏言(陈王道(陈经
邦(马一龙(汤日新等' 他们科举成功$甚至是文
坛巨擘$拥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和文学地位$这就赋
予%古今清谈万选&和%幽怪诗谭&具有像明俞宪
%盛明百家诗&(朱之蕃%盛明百家诗选&一样评骘
诗歌高下(学习名家典范的诗选性质'

%古今名家诗学大成& "示人以诗学蹊径$而
授之以阶梯#$是教人学习诗歌创作的入门诗学
读物' 其事类典故(大意是作诗的基本素材$汇选
集名家诗篇以供揣摩效法$起(联(结中的对句则
是诗歌半成品$供初学者选取改编成诗' %古今
清谈万选& %幽怪诗谭&中的 '# 多首诗歌就是依
据%古今名家诗学大成&创作的$是学习诗歌创作
的成果$具有示范意义' 读者以此类诗歌与%古
今名家诗学大成&对读$就会更加直观地感受到
作诗的门径$从这个层面上说$称%古今清谈万
选&%幽怪诗谭&是教人作诗的诗学读物亦未尝不
可' 一是教人选取对句组合新诗时$要注意押韵'
如%古今名家诗学大成&卷十九"帘#下"起#中原
作"珠箔银钩系彩绳$玲珑莹结四时新#$%古今清
谈万选&卷三%禅关六器&第三首诗为了与颔联(
颈联(尾联最后一字"轻# "明# "名#等下平八庚
同韵$便把上平十一真韵部中的"新#字$改为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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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韵中的"清#字' 二是教人运用"事类#典故(
"大意#词汇等创作诗句$与对句组成新诗' 如表
"%六畜警恶&第四诗中的首(颔(尾联取自%古今
名家诗学大成&卷二三"犬#下对句$补创了颈联
"项间系札家书远$足下生■治世昌#$其中上句
"项间系札家书远#就是运用%古今名家诗学大
成&卷二三"犬#下"事类#中陆机令快犬黄耳从洛
阳到苏州传递家书的故事$下句"足下生■治世

昌#则指%后汉书&卷十七载岑熙为魏郡太守$治
理有方$舆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 我
有蟊贼$岑君遏之' 狗吠不惊$足下生氂'#*范晔
$$[+这一联均与犬相关$对仗亦工整' 这种方法
对学诗者具有启发意义$令读者在欣赏新奇有趣
的故事时$无形中也体悟到作诗的奥妙'

诗歌与叙事的结合$使诗文小说具有诗话的
性质' 无怪乎刊于明万历丙辰*P$P$ 年+的王昌
会%诗话类编&收录了%剪灯新话&卷二%滕穆醉游
聚景园记& %渭塘奇遇记&(%剪灯余话&卷二%秋
夕访琵琶亭记&(%古今万选清谈&卷二%配合倪
昇&%驿女冤雪&%野婚医士&等作品' 正如王昌会
在%诗话类编&"凡例#中所说/"编名诗话$义取兼
资$若有诗无话$有话无诗者$录可充栋$俱无取
焉'#*王昌会 P+有诗有话$即诗歌与故事兼备的
传奇小说$可视为一种独特的诗话'

明人选取%古今名家诗学大成&编创传奇小
说$除了前面说它以类编排$便于书坊主(文人选
取同类诗歌编纂模式化的传奇小说$快速推向市
场以赚取更大商业利润外$尚有两大主要原因/

一是作者的炫才心理$选取名人诗歌能够显
示自己的诗歌审美水平$利用对句重新创作则能
够彰显自己的知识积累和诗歌创作能力$这对传
统文人来说是一种文化价值的体现' 正如听石居
士%幽怪诗谭小引&所说/"以幽怪之致与诸家相
掩映者$不可殚述$而总之以百回小说作七十余家
之语..然则此集邮传于世$即谓晋魏来一部诗
谭亦可'#*碧山卧樵 $!P"+认为%幽怪诗谭&中
的诗歌兼具魏晋以来陶渊明(曹植(谢灵运(王维(
杜甫(李白(苏轼等七十多家诗风之长$或有夸大
之嫌$却揭示出碧山卧樵意在选诗(评诗(作诗以
彰显自己诗才的编创宗旨'

二是嘉靖以后明人对小说的虚构理论和"以
文为戏#的观念有了自觉的体认' 创作上$正德
以后$假传文兴盛$不仅数量多$而且出现了董穀

的%十五子传&(陆奎章的%香奁四友传& %香奁四
友后传&(陶泽的%六物传&等系列作品' 这种虚
构的创作手法和以文为戏的小说观念无疑会影响

到%古今清谈万选&的编撰' 理论上$明万历四十
二年*P$P' 年+$胡应麟明确指出"小说$唐人以前
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
殊乏#*胡应麟 "Z[+$对唐小说的虚构性进行了
理论总结$并说/"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
寄笔端$如%毛颖&%南柯&之类尚可$若%东阳夜怪
录&称成自虚$%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
笑$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 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
者$而文彩无足观' 本朝新(余等话本出名流$以
皆幻设而时益以俚俗$又在前数家下'# *胡应麟
[cP+认为唐乃有意虚构$虽说仅供娱乐$却肯定
了%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幻设尚虚的特点'
万历四十四年*P$P$ 年+$谢肇淛说/"凡为小说及
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
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 *谢肇淛
[P[+更是将虚构推崇到一个新高度' 对小说虚
构的理论体认自然会促进%幽怪诗谭&的编创'
以文为戏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总结相互作用$共同
造就了 %古今清谈万选&等独特的诗文小说的
兴盛'

%古今名家诗学大成&直接参与了"诗文小
说#的编创$深刻影响到明代传奇小说的文体发
展$使%古今清谈万选&%幽怪诗谭&等具有诗学和
小说学的双重理论价值'

注释"80#%)#

! 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日本公文书馆藏明刊本%古今清谈
万选&$均无刊刻时间标记$而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
司 "##c 年 PP 月 $ 日秋季拍卖会上的%古今清谈万选&卷
末有"万历己丑夏月吾冈杨氏绣梓#牌记$知是书编刊于
明万历己丑*P`ZQ 年+$参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叙
录&$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P$ 年$"#['

" 关于%诗学大成&在明代的编刊(流传及承袭情况$参
张健/%从2学吟珍珠囊3到2诗学大成32圆机活法3&$%文
学遗产&[*"#P$+/c'!P#['

# 向志柱通过对比%古今清谈万选&与%稗家粹编&相同
小说作品的篇名与内容$发现后者标题长短不一$应是原
题$部分内容亦被前者删改$认为二者应该出自同一祖
本$"无直接承继关系#' 参向志柱/%2稗家粹编3与中国
古代小说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PZ 年$P"Q!P[#'

$ 据此前研究%幽怪诗谭&诗歌出处的论著$去掉考证错

)`')



%古今名家诗学大成&与明代传奇小说的文体发展

误者而得$可参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年$"#`!"#Z-金源熙/%明代文言
小说集2幽怪诗谭3浅谈&$%中国学研究&第八辑$济南$
济南出版社$"##$ 年$"P#!"PP-任明华/%论明代嵌入他
人诗歌的诗文小说!!!兼谈2湖海奇闻3的佚文&$%求
索&$*"#P$+/P[Q!'`-陈国军/%文献视阈下的2幽怪诗
谭3诗歌来源及其意义&$%沧州师范学院学报&[*"#PQ+/
[`!'#'

引用作品"90*:);"#%1#

碧山卧樵/%幽怪诗谭&$%中华再造善本&' 北京/国家图
书馆出版社$"#P' 年'

ka)G>,- K8m),8&gE8*.*,)B>)7,-&h>+#*81&%&.' .7>*4%.#*1
/'"&*'%=-&'*4*=3+44&"4&a1)f)-.@\,7)8-,(F)L4,4?89
:>)-,A*L()G>)-.C8*G1I"#P'&l

范晔/%后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PQ$` 年'
kN,-I E1& 2..S.7%-*)+%*#D+' R('+4%(& a1)f)-.@

b>8-.>*,a88+ :83<,-?IPQ$`&l
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P 年'
kC*IE)-.()-&9&4"*33+'*.$4B.%*46#&%%*' &' %-*!-+.4-&

!%$1&.& B>,-.>,)@ B>,-.>,) a88+G7841 A*L()G>)-.
C8*G1I"##P&l!

李攀龙编/%古今名家诗学大成&$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
馆藏明万历间刊本'

kF)IA,-(8-.I10&,-*Q#*+%/"-&*K*:*'%.7/'"&*'%+'1
9.1*#' A.*%&"4&a(85+D<4)-710 10)7)8- 89K,-()A14)80 )-
7>1V)-.U?-,G7?I=>1C,4J,40DE1-5>)-.F)L4,4?l

李攀龙!胡文焕编/%诗学事类&$%四库存目丛书&子部
PcQ 册' 济南/齐鲁书社$PQQ` 年'

kF)IA,-(8-.I,-0 C* K1->*,- 10G&=3+44&7&"+%&.' .7A.*%#(
=.::*'%+#&*4& =.33*"%*1 6.#S4 9*'%&.'*1 &' %-*
=+%+3.5$*2$%B.%0'"3$1*1 &' =>1:83<(171:8((157)8-
897>1N8*4=41,G*4)1G&W)-,-@d)(* A41GGIPQQ`&l

仇舜臣!曹彦文编/%新编增广事联诗苑丛珠&$日本公文
书馆藏元大德三年*P"QQ 年+刊本'

kd)*IB>*-5>1-I,-0 :,8E,-H1-I10G&B*L3(=.:J&3*1
6&1*' !-&3&+' A.*%&"Q+#1*' =3$4%*#2*+1&a(85+D<4)-710
10)7)8- 89U,017>411?1,4G)- 7>1E*,- U?-,G7?I

\,7)8-,(245>)J1G89W,<,-IP"QQ&l
%古今清谈万选&$日本公文书馆藏明万历间刊本'
k!*3*"%*1 6.#S4.7/'"&*'%+'1 9.1*#' Q#.%*4[$*!%.#&*4G

a(85+D<4)-710 10)7)8- 89K,-()A14)80 )- 7>1V)-.
U?-,G7?I\,7)8-,(245>)J1G89W,<,-&l

舒芬!杨淙等编/%玉堂诗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
七年*P`cQ 年+刊本'

kB>*IN1-I,-0 E,-.:8-.I17,(&10G&!*3*"%*1 A.*:47#.:
%-*N+1*D+33Ga(85+D<4)-710 10)7)8- 89B1J1-7> E1,489
K,-()A14)80 )- 7>1V)-.U?-,G7?I\,7)8-,(F)L4,4?89
:>)-,IP`cQ&l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 上海/上杂出版
社$PQ`[ 年'

kB*-Ii,)0)&,-*2&E3&.5#+J-(.7=-&'*4*B.K*34!**' &'
,.S(.GN+J+'GB>,-.>,)@B>,-.6,A*L()G>)-.C8*G1I
PQ`[&l!

孙绪/%沙溪集&卷一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P"$'
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PQZ$ 年' 'Z[!cP#'

kB*-In*&=.33*"%*1 6.#S4.7!+'1 !%#*+:Gj8(&P[&
I+"4&:&3*>*J#&'%.7%-*6*'($+' )&E#+#(81&%&.' .7=>1
:83<(171:8((157)8-G897>1N8*4=41,G*4)1G&j8(&P"$'&
=,)<1)@=>1:833145),(A41GGIPQZ$&'Z[ cP#&l

王昌会/%诗话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刊本'
kK,-.I:>,-.>*)&=.:J&3+%&.' .7=3+44&7&*1 =.::*'%+#&*4.'

A.*%#(&a(85+D<4)-710 10)7)8- 897>1V)-.U?-,G7?I
\,7)8-,(F)L4,4?89:>)-,&l

王世贞!杨淙编/%圆机诗学活法全书&$日本公文书馆藏
日本明历二年*P$`$+刊本*后印+'

kK,-.IB>)6>1-I,-0 E,-.:8-.I10G&,-*=.:J3*%*2..S
.7)&K&'5 9*%-.1 .7Z$+'U&A.*%&"4&a(85+D<4)-710 10)7)8-
89V)-.()B158-0 E1,4)- W,<,- M(,714<4)-710OI\,7)8-,(
245>)J1G89W,<,-IP$`$&l

谢肇淛/%五杂组&'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P 年'
kn)1I b>,86>1& 9&4"*33+'*.$4B.%*4=3+44&7&*1 &' I&K*

!$EU*"%4&B>,-.>,)@B>,-.>,)a88+ B7841A*L()G>)-.
C8*G1I"##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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