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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派的崇苏尚俗与晚明文学思潮的嬗变

***兼论苏轼典范的确立

董韦彤

摘!要!在苏轼接受史上#明代是最特殊的一个时代#经历了从湮没无音到炽盛至极两个极端! 这一转折产生的节点#是
公安派袁宏道等人对苏轼的大力推崇! 明文坛宗立派系领袖成风#流派之间的论争自然绕不开各自宗主之间的人为比
较与对峙! 针对复古派的文学主张#公安派在其文学革新的探索道路上#选择了苏轼作为与复古一脉抗衡的旗帜! 除了
宋文学代表这一典型身份#无论是所面临的文学环境#还是谐谑尚俗的文学主张#苏轼都与公安派形成了深度共鸣#这使
得公安派选择苏轼成为历史的必然! 崇苏与尚俗#作为一体之两面#贯穿了公安派文学革新的整个理路! 袁氏兄弟对苏
轼的推尊#也逐渐蔓延到整个明文坛#成为晚明到清初崇苏乃至宗宋的先声#文学风尚彻底转向!
关键词!苏轼&!公安派&!崇苏&!尚俗&!文学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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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派的崇苏尚俗与晚明文学思潮的嬗变

!!在苏轼的接受史上$明代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明显的
低谷$典型的代表即为陈衍将其概括为%明中熄& '陈衍$
)石遗室文集+ 2a-(" 另一方面$也有些学者开始认识到
这种观点的不妥之处$比如汪枰#付琼#樊庆彦等人都指
出$晚明实际上是苏轼接受和研究的一个高峰"!

不过$这
些研究都是从现象层面来讨论这一问题的$关注点在于
苏轼文集在晚明的编刻出版#选本以及评点的数量和概
貌" 对于苏轼在明代的具体接受情况#苏轼与明代文学
对于彼此的历史意义$学界却缺乏进一步的挖掘" 最关
键的问题在于$如果只从明前中期来看$%中熄&之说其实
是基本恰当的$只是晚明出现了迥然不同的情况" 前后
两种不同态势之间的转折点$是非常值得专门讨论的"

对于苏轼在明代的接受而言$公安派尤其是袁宏道
是最值得关注的" 袁宏道对苏轼的推崇程度已经远远超
出了一般的欣赏和喜爱$多次将苏轼置于古今文人第一
的地位$对于苏轼的诗歌和文章分别都用过%有天地来$
一人而已&')+4#+-22(这样的绝高评价" 这种推崇已经
不是个人的喜恶问题$其背后关系着公安派的文学革新
理路$甚至整个明代文坛的风潮走向" 而公安派的呼号$

也是苏轼在明代从%中熄&到显耀的关键所在"

一" 树立成风*东坡后出

中国文学发展至明代$作为正统的诗文早已经历了
无数登峰造极的辉煌时代$各种文学风格#法制范式都已
被前人发掘应用过" 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明代文学产
生了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树旗帜#立领袖#宗典型"
当然每个朝代的文人或文学流派都有自己的偶像$因此
明代的这种现象$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并不引人注意$学界
也鲜少专门讨论" 但是如果将眼光聚焦于此$就会发现$
这种%树#立#宗&的特性在明代尤为突出" 更重要的是$
这一现象贯穿了整个有明一代的文学$更直接影响到明
代整个文学发展的走势"

开国之初$文人们就普遍有树立文学领袖的倾向"

元末明初最重要的两位文人杨维桢#高启$一奉韩愈#李
贺$一宗李杜.杨基诗歌学李白风韵.贝琼诗推盛唐之李
杜$文宗唐宋八家.林鸿宗尚李白#阮籍.李昱直言杜甫
%度越千古$允为我师$我藉神休$举不违杜&')-(.王恭最
推王维" 罗宗强在论述明代文学复古思潮的兴起时$提
到洪武朝%有人宗李#杜.有人宗韩愈#李贺.有人宗王#

孟.有人宗白居易.有人宗韩翃#贾岛#姚合.有人宗南朝
的何逊#阴铿&'2(b($将之统统归为明初的复古之风$实
际上可能并不尽然$宗立偶像与纯粹的复古$虽然在表现
上有重合之处$却不能一概而论"

弘治朝中后期$复古思潮开始勃然兴起" 以李梦阳#
何景明为首的七子倡言复古$一时声势浩大" )明史!文
苑传+序论记载/%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

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 明之
诗文$于斯一变"&'张廷玉等 (-4((

众所周知$复古派整体的宗旨是%文必曰先秦两汉$

诗必曰汉魏盛唐&'王九思 2-,($但是在具体操作中$个
体总是要对标实际的取法对象" 在总体的复古热潮之
下$复古派的文人又各自有具体的古代偶像$其中杜甫#
李白最受推重" 李梦阳十分推崇杜甫$顾起元曾在)客座
赘语+中记载/%李空同言/3作诗必须学杜"4&'+(((李氏
有许多仿杜甫的诗作$如)乙丑除夕追往写情五百字+仿
杜)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秋怀+八首仿杜)秋兴+八首
等" 何景明作诗以李#杜为宗$直言/%盖诗虽盛称于唐$

其好古者$自陈子昂后$莫若李#杜二家"&'-42(康海则力
推李杜与曹植/%古今诗人$予不知其几何许也" 曹植而
下$才杜甫#李白尔"&'-,-(王廷相#王九思等人也多有仿
李#仿杜#仿阮籍#三谢之作" 复古派文人群体在追求古
典雅正的意识之下$选择自己推重和取法的对象$进而加
以提倡和模仿$最终汇聚成了绵延数十年的声势浩大的
复古思潮"

在普遍的认知中$推举拟古对象是明代复古派的一
大特点" 但应当注意的是$有明一代$游离于复古派之外
甚至反对复古理念的文人群体$也往往拥有各自普遍宗
尚的前代偶像"

在复古声势日渐壮大的同时$吴中地区在商业文明
发展的催化之下$产生了一批个性激扬#融入市民生活的
文人" 他们与复古派的宗尚不同$但也有各自的取法对
象" 沈周%诗初学唐人$雅意白傅$既而师眉山为长句$已
又为放翁近律&'文徵明 3)-(" 祝允明被时人认为是元#
白再世" 王宠的门生朱浚明曾论述其师之宗尚/%每闻论
文$必曰/3文不法孟氏$诗不法陶#谢$未也"4噫6 可以观
师之所趋矣"&'((吴中文人没有主观上共同的文学旨趣
和主张$也没有复古派%尚古&的意识$但在这种自由自发
的文学发展态势之下$依然产生了较为普遍受到整个群
落认可的前代文学标杆式人物" 当然$与复古主流所树
立起的李#杜相较$吴中文人所倾向的陶#谢#元#白$代表
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风尚"

反对七子派复古思潮的声音也一直存在" 他们对抗
复古的方式往往是树立与七子派不同的旗帜$以倡导另
外的文学风格" 与前七子活动时间相仿的杨慎$对于复
古派所引导的诗必学少陵的风气大为不满$曾有言/%近
有士人熟读杜诗$余闻之曰/此人诗必不佳$所记是棋势
残着$元无金鹏变起手局也"& '杨慎$)升庵诗话笺证+
+-4(为了匡正文坛习气$他提出宗尚汉魏六朝/%诗之高
者$汉魏六朝" 11而学诗者但知李#杜而已"& '杨慎$
)丹铅余录+ (b(钱谦益评价其言/%用修乃沉酣六朝$揽
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其意欲压倒李#何"& '钱谦
益$)列朝诗集小传+ -3a(点明了杨慎推宗六朝诗风以反
抗李何所倡盛唐习气的主观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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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时$一批文人致力于推翻何#李所构建的复古体
系$建立新的文统" )明史!文苑传+序论言/%王慎中#唐
顺之辈$文宗欧#曾$诗仿初唐" 11归有光颇后出$以司
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王#李"&'张廷玉等 (-4((复古
派对宋代诗文嗤之以鼻$这些人论文就尤推宋人" 茅坤
在)八大家文钞总序+中指出$李#何崛起而后$文坛风尚
席卷而为复古$以至湛淫涤滥#互相剽裂$%于是手掇韩公
愈$柳公宗元$欧阳公修$苏公洵#轼#辙$曾公巩$王公安
石之文$而稍批评之$以为操觚者之券&'a)-(" 树立新的
宗主$是王#唐#茅#归等一派文人建立新文统的首要和关
键策略"

在复古理路流行期间$与之相抗衡的文人#流派亦不
断绝$各方扛己派之旗帜推拉攻讦" 但总体来说$复古流
脉一直经久不衰$其他各方在不同阶段#地域都产生过或
大或小的影响$却始终未能将复古之风彻底扭转" 嘉靖
中后期开始$李攀龙#王世贞等登上文坛" 王世贞指责
%世人方蝇袭庐陵#南丰之遗$不则亦江#庾家残沈耳&'王
世贞$)弇州四部稿+ 22($将矛头直接对准作为他派旗帜
的欧阳修#曾巩#江淹#庾信" 李攀龙号呼%仆愿居前先揭
旗鼓$必得所欲$与左氏#司马千载而比肩&'ab2($以左丘
明#司马迁为宗尚标杆$再张复古之论$则明代文坛复古
之声势益盛"

直至公安袁氏兄弟出$文坛才彻底被撬动$苏轼也真
正在明代得以彰显" 如朱彝尊所言/%嘉靖七子之派$徐
文长欲以李长吉体变之$不能也" 汤义仍欲以尤#萧#范#
陆体变之$亦不能也" 11自袁伯修出$服习香山#眉山
之结撰$首以白#苏名斋$既导其源$中郎#小修继之$益扬
其波$由是公安流派盛行"&'a,a*a,3(在万历之前$复古
思潮笼罩下的文坛总体上尊唐抑宋之风颇甚$苏轼作为
宋代文学之杰出代表$一直处于几乎湮没的状态" 虽然
前面唐宋派茅坤等人推尊唐宋八家之文统$但一则其影
响的时空维度均有限$二则在唐宋派的建构里$苏轼于八
家中并不显耀" 在袁宗道所首倡的宗白#苏话语体系之
下$苏轼的境遇才真正开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总的来说$苏轼在明代地位的显现$归根结底与复古
派有关" 无论是前七子崛起之后$吴中文人#杨慎#唐宋
派等的异家标举$还是后七子时代徐渭树立中唐之李贺$
汤显祖提倡宋代尤袤#萧德藻#范成大#陆游$都可以看
到/在七子派扛着秦汉文#盛唐诗的大旗大行其道时$想
要改变此一局面的具有革新反叛精神的文人$也都意识
到$要与之相抗$仅凭当世文人的影响力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先树立自己的有足够分量的旗帜" 陶#谢#元#白#

欧#曾#李贺#宋四家等$都被明代文人拿来作过这一尝
试$但在长期被复古思想浸淫的明代文学土壤中$这些被
选中的种子$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加之培育人的培植手
段亦不够高明$都未能完成破旧立新的重任" 直到三袁
以破竹之势崛起$并选中了白#苏" 而在实际的运用中$

苏轼更是成了公安派与七子派抗衡的最重要的旗帜和

符号"

二" 作为旗帜的东坡!公安派的选择路径

三袁兄弟并非一开始就确立起了反叛革新的文学精

神$其观念和路径都经历了一个摸索和转变的过程" 袁
中道)石浦先生传+有云/%0宗道2二十举于乡" 不第归$
益喜读先秦#两汉之书" 是时$济南#琅琊之集盛行$先生
一阅$悉能熟诵" 甫一操觚$即肖其语"&'(34*(3+(在为
)解脱集+所作序言中$中道也提到宏道早年%刻意艺文$

计如俗所云不朽者" 上自汉魏$下及三唐$随体模拟$无
不立肖&'a(b(" 三袁年少时$文坛为复古之风所笼罩$他
们受其浸润而跟随之$也在情理之中"

随着年岁增长$见识日丰$袁氏兄弟在文学上逐渐打
开了眼界" 袁中道说%先生0宏道2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
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
')4+($将与李贽的思想交流视作袁宏道反思陈腐复古理
念的开始" 在当时抑宋的环境下$李贽却对苏轼极为标
榜$曾批阅整理东坡之文$自云%时一批阅$心事宛然$如
对长公披襟面语& '李贽$)焚书+ a)(" 万历二十一年
'+3b- 年($袁氏伯仲三人再访李贽$其间以诗往来唱和$
李贽答袁宏道的其中一首有言/%赤壁赋苏公$龙湖吟白
首"&'李贽$)续焚书+ +4b(联想李贽本身对苏轼的崇仰
态度$此次会面又在赤壁所属之楚地$交游畅聊中必定谈
及苏轼" 对于袁宏道而言$不论是文学理念的转变$还是
眼光向苏轼的逐渐聚焦$这大抵都是一个开始"

袁宏道对苏轼的凝视$自始至终都与对七子派复古
风习的反抗相伴相行" 万历二十二年'+3ba 年($宏道所
作诗)答李子髯+其二云/%草昧推何李$11后来富文藻$
诎理竞修辞" 11直欲凌苏柳$斯言无乃欺" 当代无文
字$闾巷有真诗" 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
在这里$他明确表达了对一味%诎理竞修辞&和%直欲凌苏
柳&的不满"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首批判复古模拟的诗
中$袁宏道第一次提到了苏轼和%闾巷有真诗&的观点"

在他后来所形成的较为成熟的文论理念中$以苏轼为旗
帜$以尚俗为路径$在此时即有了模糊的轮廓" 这当然不
是凭空随意择取$而是与复古派针锋相对"

后世文人学者不乏注意到袁宏道对苏轼之推崇者$

但几乎从未有人沿着历史的脉络专门探究袁氏对东坡态

度的发展历程" 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应该被忽略的问题$

通过对此的梳理$可以发现$袁宏道对苏轼的态度$并非
一以贯之$而是一个渐进又渐弱的过程$可以视作一条有
波峰的曲线" 进一步可以发现$这条中郎对东坡的%推崇
曲线&$基本上完全暗合了公安派扫除拟古#倡导革新的
文学发展理路"

最开始$苏轼对于袁宏道而言$并没有很特殊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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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大抵一方面是宋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一方面受宗道影
响而亦有所倾慕" 万历二十二年'+3ba 年(第一次在诗文
作品中直接提到苏轼$是针对复古派对宋代文学和包括
东坡在内的宋代文人的贬抑" 到万历二十四年 '+3b,
年($袁宏道再次谈及苏轼$游记)天池+#杂记)识张幼于
惠泉诗后+#尺牍)陶石篑+$或引子瞻之偈语$或征东坡之
轶事$或以%家子瞻&之名打趣其兄" 与少年时相较$论及
次数始频$却还无甚深意" 万历二十五年'+3b( 年($与江
盈科信中言/%近日读古今名人诸赋$始知苏子瞻#欧阳永
叔辈见识$真不可及" 11唐赋最明白简易$至苏子瞻直
文耳$然赋体日变$赋心益工$古不可优$后不可劣"&
'33+(此一时期$中郎诗文常语及东坡$大约十二三处$多
为闲谈$偶有发论"

从万历二十六年'+3b) 年(起$袁宏道在文学上的理
论树见开始走向高峰$其中一个方面是对宋代文学的力
捧" 万历二十六年$在与陶望龄的信中$袁宏道提到自己
开始真正全面关注宋代诗文/%弟近日始遍阅宋人诗文"
11夫诗文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欧#苏矫之$不得不为巨
涛大海" 至其不为汉#唐$人盖有能之而不为者$未可以
妾妇之恒态责丈夫也"& ')42*)4-(正面将宋与汉#唐相
较$肯定欧#苏等宋代文人" 另外$在谈到李梦阳#王世贞
等前后七子领袖时$宏道常与%有宋诸君子&相较$褒贬之
意益显/%文章之灿烂$若北地#太仓辈$岂曰无才5 然尚
不敢与有宋诸君子敌"& '(b(( %北地而后$皆重儓也" 公
然侈为大言$一倡百和$恬不知丑" 噫$何可令有宋诸君
子见哉6&'(b2(以宋代文人为武器与复古派正面相抗的
意图已然明晰"

这一时期$袁宏道提到苏轼的频率开始明显增加$内
容也几乎集中于文学造诣方面" 更重要的是$苏轼脱颖
于宋代乃至古今通代而独树一帜的地位$在宏道的文学
观体系中$开始逐渐建立起来" 万历二十六年$袁氏三兄
弟与黄辉兄弟#董其昌#顾天埈集会$宏道作诗有言%铸金
哭坡仙$百世想标帜&',,(($开始流露出将苏轼作为诗坛
旗帜之意" 同年$中郎对梅国桢提到/%邸中无事$日与永
叔#坡公作对" 坡公诗文卓绝无论$即欧公诗$亦当与高#
岑分昭穆$11苏公诗无一字不佳者" 11盖其才力既
高$而学问识见$又迥出二公0李#杜2之上$故宜卓绝千
古"&'(b2(在此之前$以唐宋派为代表的试图建立宋代文
统以反抗秦汉盛唐复古之风的明代文人$包括袁宏道本
人$从未将苏轼单独牵出以担当这一任务$这是第一次尝
试" 将苏轼与复古派最高的两座山头李#杜直面相较$并
提出%迥出二公之上&的极端结论$在当时复古之风笼罩
的明代文坛$不可谓不是石破天惊之语"

在此之后$袁宏道再接再厉$更加着意于对东坡文坛
地位独一无二性的树立" 万历二十七年'+3bb 年($宏道
多次以比较衬托的方式凸显苏轼的卓立/%苏公诗高古不
如老杜$而超脱变怪过之$有天地来$一人而已" 11韩#

柳#元#白#欧$诗之圣也.苏$诗之神也"&')+4(%宏近日始
读李唐及赵宋诸大家诗文$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
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a2(在宏道的文学史价
值体系中$苏轼已经与其他古今大家区别开来$独立于诸
家之上"

袁氏这一阶段对苏轼的推尊体现在许多方面" 万历
二十八年'+,44 年($作)过赤壁+)赤壁怀子瞻+" 万历三
十年'+,42 年(花朝节$作)花朝和坡公韵+三首$后又有
)和东坡梅花诗韵$今年雪多$梅开不甚畅$为花解嘲$复
以自解云耳$同惟长先生作+三首" 万历三十二年'+,4a
年($作)和东坡聚星堂韵+$次韵东坡之)聚星堂雪+" 万
历三十三年'+,43 年($宏道所作 )午日沙市观竞渡感
赋+$在用韵与场景描摹上$也与苏轼)百步洪+极似"

除了对苏轼声名地位的极力彰显$袁宏道为%东坡后
身&之说也传扬开来" 万历三十二年'+,4a 年($宏道#中
道兄弟与禅师雪照#冷云#寒灰及居士云心聚于荷叶山房
避暑$中道记一异事/

是夜!月明如昼!诸公谭锋正发" 予因假
寐!俄至一处!见一庞眉老僧!语予曰'.公等欲
知宿世之事乎1 中郎前身即苏公子瞻!公即子
由也" 雪照师即金山了元!冷云即风篁岭之辩
才!寒灰即东林总!而云心居士即参寥子也" 今
皆聚于此矣"/22予遂寤!时诸公论难方炽!予
以所梦质之!皆跃然!若有忆者" *b-,-

称道众人与苏公诸人的一一对应关系$最主要是为了宣
扬%中郎前身即苏公子瞻&" 宏道本人对此也津津乐道/
%明教曰/3然则老僧谓公为坡后身云何54余曰/3有之$尝
闻教典云/前因富奢极者$今生得贫困身" 坡公奢于慧极
矣$今来报得鲁钝憨滞$固其宜也"4&'+-22*+-2-(

此说很快便流传开来" 名僧智旭在)评点西方合论
序+中言/%传闻三袁是宋三苏后身" 噫$中郎果是东坡$
佛法乃大进矣"&'-)2(雷思霈)公安县志序+提到/%传闻
中郎为子瞻后身"&',-+(孙锡蕃也转述宏道同时代文人
曾可前之语/%曾长石云/3中郎为子瞻后身" 11语虽有
间$而中郎之为子瞻无疑矣"4& '袁宏道 +)4b*+)+4(此
前公安派对苏轼的推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这时宏
道本身也在文坛上有了很大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宣扬
%中郎为东坡后身&之说$既能提振苏轼在明文坛的地位$

也会进一步提高袁宏道的声望$以致扩大公安派的影响"
从袁宏道的文学发展轨迹来看$万历二十四年'+3b,

年(起$至万历三十年'+,42 年(前后$是其人生中批判复
古#倡导革新最激烈的一个时期" 在理论方面$成为公安
派思想指导的)诸大家时文序+)叙小修诗+)叙陈正甫会
心集+)叙姜陆二公同适稿+ )叙梅子马王程稿+ )叙竹林
集+)雪涛阁集序+ )徐文长传+等言辞激进#振聋发聩的

!)(!



文艺理论研究!242a 年第 + 期

雄文都作于此间" 在文学实践方面$这期间的)锦帆集+
)解脱集+)瓶花斋集+所收诗文$正是宏道有意以%独抒
性灵$不拘格套&为原则创作的作品" 袁小修观)解脱集+
后$大惊言/%与兄相别未久$胡遽至此6 11中郎力矫敝
习$大格颓风" 昔昌黎文起八代之衰$11今之整刷$何
以异此"&'a)4(宏道之诗文革新在当时黄茅白苇的明文
坛$如同巨石猛掷潭水中$可见一斑"

与这一时期激进昂扬的文学主张相应$这也是袁宏
道一生对苏轼推崇力度最大的一个阶段" 万历二十六年
'+3b) 年(至三十年'+,42 年(间$中郎直接论及东坡即二
十余处$且多为与公安派核心指导思想密切相连的要论"
应当看到$推尊苏轼并不是表面上的称赏#赞誉一个古代
文人$对于整个与复古派对立的革新派而言$这是典范的
确立和彰显$是与复古派抗争的旌旗"

万历三十二年'+,4a 年(前后$宏道的文学理念和诗
文创作风格开始转向平淡稳实$伴随着的是对苏轼推崇
力度的减弱" 门生曹蕃评价其此间所作)桃源咏+一集
%大脱楚歌猛厉气习&'袁宏道 +)a,($中道也认为中郎花
源以后诗%又进一格矣&')4a(" 对于苏轼$宏道依然时有
提及$但已不再如前般刻意强调其独一性" )夜坐读少陵
诗偶成+言/%每读少陵诗$辄欲洗肝肺" 11仅仅苏和
仲$异世可相配"&'++-((在此之前$每每同时谈到李#杜#

苏$宏道往往以苏凌于李#杜之上$现而今态度产生了微
妙的变化$不再为彼极端之言"

与大力倡导革新时对苏轼的一味赞誉相较$这一时
期对东坡的评价更为中肯平允" 中郎晚年喜读陶渊明$

贵其淡$与东坡晚年之兴味亦合$曾言/%苏子瞻酷嗜陶令
诗$贵其淡而适也" 11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
累于理$一累于学$故皆望岫焉而却$其才非不至也$非淡
之本色也"&'++b3(平正地指出东坡诗文非淡之本色$而
不免疏放之陋" )德山麈谭+中亦评论道/%东坡诸作$圆
活精妙$千古无匹" 惟说道理$评人物$脱不得宋人气
味"&'+a44(

纵而观之$袁宏道自万历二十四年'+3b, 年(开始有
了自己的文学理念$作)诸大家时文序+)叙小修诗+等宣
示公安派的革新论调$也开始有意抬升苏轼等宋代文人
的地位$以辅证其思想观点" 到万历二十六年'+3b) 年($
基本确立了苏轼的革新派旗帜意义$宣传力度和频次都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持续至万历三十二年'+,4a 年(
左右$文学思想开始趋于平淡融合$对苏轼的推尊也随之
和缓"

三" 血脉则苏!文学革新的尚俗取向

推尊苏轼是公安派口号式的倡议$落实到具体的实
践$在于文学上的尚俗取向" 孙锡蕃曾记/%艾千子谓/
3以文为戏$坡公不免作俑$而袁中郎为甚"4& '袁宏道

+)+4(钱伯城也说/%形成他0袁宏道2的诗歌的俚俗浅薄
这一特色$学习民歌不过是一个因素$更主要是受白居
易#苏轼的影响" 这是公安派作家的共同倾向"&'袁宏道
+4(其实很难说清袁宏道在选择浅俗这一诗文理念时受
东坡影响程度有多大$但可以确定的是$%崇苏&与%尚
俗&$作为公安派文学革新的旗帜和路径$内外交互$两条
线相互作用$互相推动" 而文学上的俗化倾向$确是公安
派与苏轼跨越时空的共鸣"

公安派处于一个文学上寻求新变的时代$这一点实
质上与他们所崇奉的白#苏颇为相似" 陈衍在)石遗室诗
话+中论道/%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
元元祐也" 君谓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
埠头本领$故有开天启疆域云云"& 'a(白居易#苏轼所处
的元和#元祐时期都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大变革节点" 许学
夷在)诗源辩体+中说/%元和间五#七言古$11惟乐天用
语流便$似若欲矫时弊"&'2(3(莫砺锋先生评价元祐诗坛
言/%王安石诗的3工4$苏轼诗的3新4$黄庭坚诗的3奇4$

乃至陈师道诗的3拙4$其实都是相对于唐诗或宋初诗的陌
生化的体现$也就是宋诗独特风貌的个性化表现" 11然
而在创作成就上$则无疑以苏轼为第一大家"&'2b2(白#
苏二公都是引领其各自时代诗坛变革的关键人物"

白#苏尤其是苏轼所处的时代$文学环境与公安派所
面临的处境很相似" 后者要挑战的是诗坛模拟盛唐的风
习$而前者面对的是更加近在眼前的整个盛唐" 严羽在
)沧浪诗话+中说/%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
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11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
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 '2,(宋初对唐诗的沿袭与明代
复古派对盛唐的模拟如出一辙" 苏轼的出现扭转了风
习$袁宏道言其%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
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3(" 公安派推重苏
轼$正是看到了其破局的至伟之功"

在具体的实践中$无论白#苏$抑或公安众人$尚俗成
为了他们共同的诗学指归" 白居易的浅俗诗风自不必
说$苏轼受释道思想浸润$其观念是即俗即雅$对于俗世
生活的体认和文学作品的俗化书写$反而是其人生超脱
的重要路径" 晁补之形容苏轼%怀道含光$陆沉于俗&
'2(,($可谓极当" 而苏轼主观上也有意打破文学上的雅
俗界限/%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2+4b(

李树滋言/%用俗语入诗$始于宋人"&'24((东坡大概
首开先河" 在%以俗为雅&的诗歌理念指导下$他有意取
用前人视为诗之大忌的俗言俚语#街谈巷议/

+艺苑雌黄,云'.遮莫!俚语!犹言尽教也"
22东坡诗'3芒鞋竹杖布行缠!遮莫千山更万
山"4/*胡仔 3--

熙宁初!有人自常调上书!迎合宰相意!遂
丞御史" 苏长公戏之曰'.有甚意头求富贵!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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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巴鼻使奸邪"/有甚意头(没些巴鼻!皆俗语
也" *陈师道 -4,-

李端叔尝为余言!东坡云'.街谈市语!皆可
入诗!但要人镕化耳"/*周紫芝 -3a-

苏轼的诗中化用俗语#谚语#日常笑谈的可谓不胜枚举"
这又使得诗歌的语言库得以大大丰富$是对诗歌的进一
步解放"

跨越时空$面对复古思潮笼罩下一片黄茅白苇的明
代文坛$公安派继承了东坡诗文中浅俗谐谑的一面$无事
不可写$无情不可入$任心肆恣$冲口而言" )明史!袁宏
道传+说他为文%戏谑嘲笑$间杂俚语&'张廷玉等 (-b)("
虞淳熙说晚明东坡临御$袁宏道为其中一分身$%得其滑
稽之口&'袁宏道 +),3($认为袁氏谐谑尚俗的文学风格
得之于苏轼"

从时间线上看$袁宏道对%俗&的转向$的确是步趋于
崇苏理念之后的" 中郎青少年时期以风雅自命$在诗文
中常有薄俗贬俗之论$如%俗尘近不得&'2b($%衡茅坐接
高人笑$僮仆都无俗子肠& '-,($%莫以千人和$遂轻)白
雪+歌" 11薄俗论交尽$秋风阅世多&'+4(($%诗书攻俗
讳$耳目信尘封&'+2b(等"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宏道决意
以浅俗为武器与复古派抗衡之后$就鲜少此类薄俗之
论了"

与开始在文坛上彰显苏轼之名几乎同时$袁宏道的
雅俗理念也发生了转折" 万历二十四年'+3b, 年($)叙
小修诗+中写道/%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 其万一传者$或
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 '袁宏
道 242()擘破玉+)打草竿+一类的民歌小令$其实就是袁
宏道早年所鄙薄的%千人和&的%下里巴人&$现而今态度
却转向激赏" 不仅如此$宏道还开始尝试东坡破体的诗
文路径$以民歌为诗" 万历二十五年'+3b( 年($他在写给
其兄的信中云/%近来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
眼大阔" 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弟以)打草竿+#)劈
破玉+为诗$故足乐也"&'32((同年$在写给朱一龙的信中
说/%往犹见得此身与世为碍$近日觉与市井屠沽$山鹿野
獐$街谈市语$皆同得去$然尚不能合污$亦未免为病"&
'3aa(又自言这一时期所作诸游记%描写得甚好" 谑语居
十之七&'3a,(" 可以看出$此时袁宏道的态度已经开始
出现了明显的转折$生活和文学的眼光都开始向世俗的
领域倾斜"

对于批评公安派俗而至于俚的言论$袁宏道也有直
接的回应/

或曰'.进之22诗穷新极变!物无遁情!然
中或有一二语近平近俚近俳!何也1/余曰'.此
进之矫枉之作!以为不如是!不足矫浮泛之弊!
而阔时人之目也"/22古今文人!为诗所困!故

逸士辈出!为脱其粘而释其缚" 不然!古之才
人!何所不足!何至取一二浅易之语!不能自舍!

以取世嗤哉1 *(,,-

袁宏道借对江盈科诗作的分析和评价$亮明了有意识地
以平#俚#俳的语言风格来对抗复古模拟之风的态度" 对
于宏道等一干公安派主力$浅易俚俗并不是后世所批评
的能力不足$而是他们面对当时的文坛环境而作出的自
主选择$非如此不足以振聋发聩#矫正弊病" 而这里袁宏
道所说的%逸士&%古之才人&$最具代表性的可谓苏轼了$

论高才$论诗能$苏轼是整个中国文学史长河中的佼佼
者$但他却喜为俚俗俳谐浅易之诗$这自然是有意识的选
择" 中郎以彼喻此$正是为了说明尚俗选择的自觉性"

袁宏道晚年$文坛复古积弊已大抵肃清$他对俚俗风
格的运用也随之大大减弱" 袁中道评价云/%花源以前
诗$间伤俚质$此后神理粉泽$合并而出" 文词亦然"&
'b-b(一个较为鲜明地体现出袁宏道前后转变的例子是/
万历二十八年'+,44 年($对于江盈科诗%近平近俚近俳&

的非议$宏道的态度是为其辩解缘由.而到了万历三十四
年'+,4, 年($宏道主动提出盈科%尚有矫枉之过$为薄俗
所检点者&'++)a(" 谭元春概括袁氏的文学发展历程言/
%当众波同泻#万家一习之时$而我独有所见$虽雄裁辨
0%辨&疑为%辩&之误2口摇之$不能夺其所信$至于众为
我转$我更觉进" 举世方竞写喧传$而真文人灵机自检$

已遁之悔中矣"&'3bb(可谓极当"
在袁宏道的文学生涯中$%崇苏&与%尚俗&作为其推

行文学革新主张的旗号和武器$始终方骖并路$实际上可
以说是一体之两面" 宏道好友#公安派后期重要文人曾
可前说/%眉山长公$嬉笑怒骂$无非文章" 石公妙得此
解$随所耳目$俱可书诵" 今读其文$无一字不肖长公$无
一字剿长公$亦犹长公之于秦#汉" 譬诸醍醐酥酪$而食
者不觉醍醐之即酥酪也"&'袁宏道 +)a-(将宏道为文的
俚质谐谑风格与东坡之关系形容得十分精确$前者之气
质骨血从后者中来$而又无优孟衣冠之弊"

推尊苏轼和俚质为文$之所以都有一个明显的高峰
期$是因为这不是单纯的袁宏道的个人喜好问题$而是
一整个流派有意识地以此为载体推行革新理念" 在与
七子派正面对抗的紧要阶段$以苏轼为旗号$以俚俗为
武器$大举扫除弊病$厘正文坛方向$是其在这一历史时
期的必然选择" 这也是公安派崇苏与尚俗的特殊文学
史意义"

四" 余音不绝!席卷文坛的宗苏宗宋之风

公安派大刀阔斧的文学革新运动$直接扭转了明代
长达百年的复古之风" 时人陈懋仁云/%袁中郎力纠明
诗$艺林咸允$十集出$几于纸贵"& 'a4(,(可见其在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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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之大" 钱谦益说/%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
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
泽之病$其功伟矣"&'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3,((有明
一代革新派对复古派的反抗$至公安袁氏诸人出$才终于
大获成功" 从主观预期上看$这也是宏道为代表的公安
派文人最根本的目标" 至于风习一转而鄙俚大行$是猛
药之下的副作用$袁宏道晚年以清正恬淡矫之$惜乎功业
未成而身死"

公安派的革新运动所结出的另一个果实$是苏轼文
学地位的翻转" 钱谦益云/%万历之季$海内皆诋訾王#
李$以乐天#子瞻为宗$其说唱于公安袁氏"&'钱谦益$)牧
斋初学集+ b+b(从源头上看$抬升苏轼地位是公安派推
行文学革新理念的手段$而非主观目的.但是就结果而
言$其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

谈到苏轼在明代的境遇$在公安派之前$所谓%明中
熄&之论$大抵是恰当的" %盛唐诗&称得上明代复古文学
的大半江山$复古派对其的维护力度自不必多言" 而作
为大众理念中天然与唐诗对立的靶子$宋诗自然受到复
古拥趸的排挤和打压" 李梦阳在)潜虬山人记+中言%宋
无诗&'aa,($何景明等人亦起而应和.李攀龙编订)古今
诗删+$选取历代诗歌$唐诗之后即为明诗$宋元一字不
取" 在此环境下$作为宋代文学代表的苏轼$也不可避免
地受到牵连" 王世贞曾论述此间苏轼的处境云/%若垓下
之战$正统离而不再属" 今虽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于
人$其厄亦甚矣"&'王世贞$)读书后+ a)(当时之明文坛$
或因复古理念而自发排斥东坡$或不敢好之$或心好之而
不敢对外言说$造成了苏轼在整个明代前中叶的沉寂"

公安派的倡导彻底扭转了风向$最直接的反映$是尊
苏崇苏言论的大幅涌现" 除三袁兄弟以外$公安派的其
他文人自然也步趋其后为苏轼彰名$如陶望龄言/%初读
苏诗$以为少陵之后一人而已$再读更谓过之"&'a4)(更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安派之外$崇苏之论席卷了整个文
坛" 焦竑云/%子由直谓有文章以来$无如子瞻者$真千古
之笃论$但未易为俗人言耳"&',+4(陈继儒有言/%古今文
章大家以百数$语及长公$11则千古一人而已" 11古
今文人$一人而已"&'+4-2(晚明吴兴刻书家凌启康言及
其时苏文阅读情况云/%世读苏长公文綦众矣"&'+4,)(与
明代前中期相比$这种巨大的前后差异是其他任何朝代
都没有的现象"

与之相应$明代的诗风也为之一变$由压倒性地宗唐
渐而转向宗苏#宗宋" 自公安派大力推尊苏轼并遥和其
俗质诗风$晚明诗坛刮起了一股学苏风潮" 汤显祖%四十
以后$诗变而之香山#眉山&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3,a(" 晚明文坛的代表性人物程嘉燧#李流芳#娄坚等亦
起而应和" 程嘉燧被钱谦益尊为晚明文坛宗主$其诗风
中年转向苏轼$钱氏称其%七言古诗放而之眉山& '钱谦
益$)列朝诗集小传+ 3(((" 李流芳书法规模东坡$为诗

%信笔书写$天真烂然$其持择在斜川#香山之间&'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 3)2(" 娄坚称赏苏公诗文之信笔纵意#
谑浪质率$云%宋人之诗$高者固多有$如苏长公$发妙趣于
横逸谑浪$盖不拘拘为汉魏晋唐&'2(+($%予喜韩#苏之文$
诵读之暇$手书卷帙者数数矣" 至其诗$多有独创而高奇$

不无信笔而率易$然性所偏嗜$亦时讽于口焉&'2(a("
对于这一时期明文坛对苏轼的狂热追捧$从邹迪光

的一段描述中可见一斑/%近稍稍觉悟矣$而又有为英雄
欺人者$跳汉#唐而之宋$曰苏子瞻$必子瞻而后为诗$不
子瞻非诗也"&'(aa(极端的偶像崇拜是明代文坛的一大
特色" 在公安派的大力荡涤之下$复古风潮逐渐褪去$但
文坛需要一个可供瞻仰学习的对象$于是公安派原本用
以破除盛唐迷信的苏轼$接替李#杜$成为了新的迷信"

晚明对苏轼的崇奉$已经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
文学界#思想界都要与之扯上关系" 虞淳熙言/%当是时
文苑$东坡临御$东坡者$天西奎宿也$自天堕地$分身者
四/一为元美$身得其斗背.一为若士$身得其灿眉.一为
文长$身得其韵之风流$命之磨蝎.袁郎晚降$得其滑稽之
口$而已借光壁府$散炜布宝"&'袁宏道 +),3(王世贞#汤
显祖#徐渭#袁宏道$可谓中晚明最杰出的文人代表$都被
归为东坡临御之分身" 李贽说/%焦弱侯$今之长公也"&
'李贽$)续焚书+ ,((袁宏道亦有言/%或说卓秃翁$孟子
之后一人$予疑其太过" 又或说为苏子瞻后身$以卓吾生
平历履$大约与坡老暗符"&'+(()(实际上$人们并不在意
谁是东坡后身$或者是不是东坡后身$在这样一种氛围
中$东坡已经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文学声名和成就
的象征" 而袁宏道既自认子瞻后身$又认可李贽为子瞻
后身$也是因为对公安派#对整个晚明文坛而言$重要的
已经不是苏轼本身$而是其所代表的旗帜意义"

董其昌曾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和思想界境况有一表

述/%不主苏学而解粘去缚$合于苏氏之学.不读苏氏书而
所嗜庄贾释禅$即子瞻所读之书.不作苏氏文而虚诙谐
谑#澜翻变幻$蒙童小子齿颊笔端$往往得之$所谓有大力
者负之而趋$虽朝家功令莫能挽也"&'+))(在晚明文人的
主观意愿中$已经将苏轼与整个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或
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了一起"

由渗入文学与思想各方面的崇苏宗苏为起点$晚明
文坛开始掀起宗宋之风$也拉开了清代诗学走向的序幕"

谢肇淛在)小草斋诗话+中说/%今日介甫$明日欧公$今日
东坡$明日山谷$议论繁多$遂成不可救药之症"& '++)-(

钱谦益早年受七子影响$持复古文学理念$后来与汤显
祖#程嘉燧等公安派文学思潮浸润下的文人交游$自言
%中年奉教孟阳诸老$始知改辕易向&'钱谦益$)牧斋有学
集+ +-3b($诗学一变而宗宋$%论诗称扬乐天#东坡#放翁
诸公&'沈德潜 +(" 入清以后$在文坛盟主钱谦益等人的
影响下$宗宋风潮也一直延续了下去" 康熙年间词人贺
裳在)载酒园诗话+中说/%天启#崇祯中$忽崇尚宋诗$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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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未已"&'a-)(实则其源头在于公安派的文学革新"

纵观苏轼在明代从沉寂寥落到极致显耀的过程$可
以说是一个公安派与苏轼彼此成就的事件" 公安派要解
构根深蒂固的复古理念$建立新的文统$必须借助于苏轼
特定的身份#旗帜性的象征意义和反传统的文学风格.而
苏轼在明代文学环境中的%起死回生&$也离不开公安派
不遗余力地号呼尊奉和近乎极端的革新路径" 换言之$

没有苏轼$也许不会有现在文学史上所看到的大开大合#
荡涤一代文风的公安派.反之$恐怕在苏轼的接受和影响
史上$明代真的会是一片毫无波澜的低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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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0@Ô'#$.A1-.#92/-*#1 -#-4"8-29+#6>1/*"1-B*?"'JB4.""
l*19'#6J-4".:#.;'K.RB#$%B#'\RB#$%B#'CB'$:>:
CF#>>'/>D@LF'>B'$%Z0@>:O+bb-.i

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 北京/中华书局$24+- 年"
d8@0O60$%q'#$%.,*'-#.+#6@*-".).+B4#2<4-*1 -4"0*1<

(+1)'-+.e:'&'$%\6B0$%B@#e00Q C01G#$"O24+-.i
茅坤/)茅坤集+第 2 册$张梦新#张大芝点校" 杭州/浙江

古籍出版社$24+2 年"
dM#0Oo@$.7#%%"/-"9 :#.;'#60)#l21Kg0F.2.[<>.

6B#$%M:$%N'$ #$< 6B#$%7#UB'.Z#$%UB0@\6B:&'#$%
=$/':$9e00Q>D@LF'>B'$%Z0@>:O24+2.i

莫砺锋/)唐宋诗歌论集+" 南京/凤凰出版社$244( 年"
dM0O8'A:$%.7#%%"/-"9 D'')+'#1 !#"-.+6.#?-4"B)1< )19

8#1< (+1)'-*"'._#$&'$%\DB0:$'ND@LF'>B'$%Z0@>:O
244(.i!

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44) 年"

dn'#$On'#$"'.\*#<.)$4*"'#6!#"-'*1 -4"0*1< (+1)'-+.
RB#$%B#'\RB#$%B#'CB'$:>:CF#>>'/>D@LF'>B'$%Z0@>:O
244).i

***/)牧斋初学集+$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 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b)3 年"

d .B4"[*.'-7#%%"/-"9 :.*-*1<'#6a*)1 a*)1+*.[<>.
n'#$ 6:$%#$< n'#$ 6B0$%F'#$.RB#$%B#'\RB#$%B#'
CB'$:>:CF#>>'/>D@LF'>B'$%Z0@>:O+b)3.i

***/)牧斋有学集+$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 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bb, 年"

d .B4"8"/#19 7#%%"/-"9 :.*-*1<'#6a*)1 a*)1+*.[<>.
n'#$ 6:$%#$< n'#$ 6B0$%F'#$.RB#$%B#'\RB#$%B#'
CB'$:>:CF#>>'/>D@LF'>B'$%Z0@>:O+bb,.i

沈德潜等编/)清诗别裁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4+- 年"

dRB:$O7:q'#$O:9#F.O:<>.8"%"/-"9 !#"?'#6-4"a*1<
(+1)'-+. RB#$%B#'\ RB#$%B#' CB'$:>: CF#>>'/>
D@LF'>B'$%Z0@>:O24+-.i

苏轼/)苏轼文集+$茅维编$孔凡礼点校" 北京/中华书
局$+b), 年"

dR@ORB'.7#%%"/-"9 D'')+'#682 84*.[<>.M#0j:'#$<
o0$%̀ #$F'.e:'&'$%\6B0$%B@#e00Q C01G#$"O+b),.i

谭元春/)谭元春集+$陈杏珍标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bb) 年"

dH#$Oh@#$/B@$.7#%%"/-"9 :#.;'#6B)1 2̂)1/421.[<.
CB:$ f'$%UB:$.RB#$%B#'\RB#$%B#'CB'$:>:CF#>>'/>
D@LF'>B'$%Z0@>:O+bb).i

陶望龄/)歇庵集+$)续修四库全书+第 +-,3 册" 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442 年"

dH#0Oj#$%F'$%.7#%%"/-"9 :#.;'#6=*"8-29*#K7#1-*12)-*#1
#6HB:C01GF:9:C0FF:/9'0$ 0A9B:̀ 0@;H;:#>@;':>Kg0F.
+-,3.RB#$%B#'\RB#$%B#'CB'$:>:CF#>>'/>D@LF'>B'$%
Z0@>:O2442.i

王九思/)渼陂续集+$)续修四库全书+第 +--a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442 年"

!b2!



公安派的崇苏尚俗与晚明文学思潮的嬗变

dj#$%O '̂@>'.7#1-*12)-*#1 #6C0FF:/9:< j0;Q>0Aj#$%
'̂@>'K7#1-*12)-*#1 #6HB:C01GF:9:C0FF:/9'0$ 0A9B:
0̀@;H;:#>@;':>K g0F. +--a. RB#$%B#'\ RB#$%B#'

CB'$:>:CF#>>'/>D@LF'>B'$%Z0@>:O2442.i
王世贞/)读书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3 册"

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b), 年"
dj#$%ORB'UB:$.>6-".5")9*1<K[)/'*?*%"5"$.*1-#6-4"

:"1+2)1 @*3.).+D9*-*#1 #6HB:C01GF:9:C0FF:/9'0$>0A
9B: 0̀@; H;:#>@;':>. g0F. +2)3. H#'G:'\ HB:
C011:;/'#FD;:>>JH#'G:'KO+b),.i

***/)弇州四部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 册"

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b), 年"
d .[#2.0)12'/.*$-'#65"/%2'" )̂1 4̀#2K[)/'*?*%"

5"$.*1-#6-4":"1+2)1 @*3.).+D9*-*#1 #6HB:C01GF:9:
C0FF:/9'0$>0A9B: 0̀@;H;:#>@;':>.g0F.+2)+.H#'G:'\
HB:C011:;/'#FD;:>>JH#'G:'KO+b),.i

文徵明/)文徵明集'增订本(+$周道振辑校" 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4+a 年"

dj:$O6B:$%1'$%.7#%%"/-"9 :#.;'#6:"1 Q4"1<?*1<
J5"H*'"9 D9*-*#1K.[<.6B0@ 7#0UB:$. RB#$%B#'\
RB#$%B#'CB'$:>:CF#>>'/>D@LF'>B'$%Z0@>:O24+a.i

谢肇淛/)小草斋诗话+$)明人诗话要籍汇编+第 - 册$陈
广宏#侯荣川编校"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4+( 年"
++,-*+2)2"

df':O 6B#0UB:. !#"-*/ P#-"' 6.#? =*)#/)# 8-29*#K
7#?$*%)-*#1 #6A?$#.-)1-!#"-*/P#-"'*1 -4"0*1<
(+1)'-+Kg0F.-.[<>.CB:$ k@#$%B0$%#$< Z0@
]0$%/B@#$.RB#$%B#'\ @̀<#$ S$'E:;>'9"D;:>>O24+(.
++,- +2)2.i

许学夷/)诗源辩体+$杜维沫校点"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b)( 年"

df@Of@:"'.("3)-")3#2-!#"-*/8#2./"K[<.7@ j:'10.
e:'&'$%\D:0GF:V>8'9:;#9@;:D@LF'>B'$%Z0@>:O+b)(.i

严羽/)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 北京/人民文学出
版社$+b)- 年"

dh#$Oh@.>11#-)-"9 !#"-*/P#-"'#67)1<%)1<K[<.k@0
RB#0"@.e:'&'$%\D:0GF:V>8'9:;#9@;:D@LF'>B'$%Z0@>:O
+b)-.i!

杨慎/)升庵诗话笺证+$王仲镛笺证" 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b)( 年"

dh#$%ORB:$.>11#-)-"9 !#"-*/P#-"'#6̂ )1< 84"1K[<.
j#$%6B0$%"0$%.RB#$%B#'\RB#$%B#'CB'$:>:CF#>>'/>
D@LF'>B'$%Z0@>:O+b)(.i

***/)丹铅余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3 册$梁
佐编" 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b), 年"

d .5"?)*1*1< 5"/#.9 #6()1V*)1K[)/'*?*%"5"$.*1-#6
-4":"1+2)1 @*3.).+D9*-*#1 #6HB:C01GF:9:C0FF:/9'0$>

0A9B: 0̀@;H;:#>@;':>.g0F.)33.[<.8'#$%6@0K
H#'G:'\HB:C011:;/'#FD;:>>JH#'G:'KO+b),.i

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钱伯城笺校" 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4+) 年"

dh@#$O Z0$%<#0. >11#-)-"9 7#%%"/-"9 :#.;'#6 2̂)1
,#1<9)#K[<. n'#$ e0/B:$%. RB#$%B#'\ RB#$%B#'
CB'$:>:CF#>>'/>D@LF'>B'$%Z0@>:O24+).i

袁中道/)珂雪斋集+$钱伯城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4+b 年"

dh@#$O6B0$%<#0.7#%%"/-"9 :#.;'6.#?l"C2"8-29*#K[<.
n'#$ e0/B:$%.RB#$%B#'\RB#$%B#'CB'$:>:CF#>>'/>
D@LF'>B'$%Z0@>:O24+b.i

张廷玉等/)明史+" 北京/中华书局$+b(a 年"
d6B#$%OH'$%"@O:9#F.,*'-#.+#6-4"0*1< (+1)'-+Ke:'&'$%\

6B0$%B@#e00Q C01G#$"O+b(a.i

智旭/)评点西方合论序+$)净土十要+$蕅益大师选定$印
光大师增订$弘化社编" 成都/巴蜀书社$24+3 年"
-)2*-)-"

d6B'N@.PC011:$90$ 9B:D;:A#/:0Aj:>9:;$ R"$9B:>'>.T
B"1 D''"1-*)%'#6-4"!2."@)19.[<>.M#>9:;W@"'O:9
#F.CB:$%<@\e#>B@ D@LF'>B'$%Z0@>:O24+3.-)2
-)-.i

周紫芝/)竹坡诗话+$)历代诗话+$何文焕辑" 北京/中华
书局$+b)+ 年" --(*-3)"

d6B0@O6'UB'.!#"-*/P#-"'#6Q4#2 Q*̀4*K!#"-*/P#-"'#6
82//"''*H"(+1)'-*"'K [<. Z: j:$B@#$. e:'&'$%\
6B0$%B@#e00Q C01G#$"O+b)+.--( -3).i

朱浚明/)雅宜山人集序+$)王宠集+卷首$邓富华点校"

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4+b 年" ("
d6B@O @̂$1'$%.PD;:A#/:0A7#%%"/-"9 :#.;'#65"/%2'"

)̂+*.T7#%%"/-"9 :#.;'#6:)1< 74#1<K[<.7:$%
@̀B@#. Z#$%UB0@\ 6B:&'#$% D:0GF:V> '̀$: =;9>

D@LF'>B'$%Z0@>:O24+b.(.i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郭绍虞主编$姚祖恩编$黄君坦校

点"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bb4 年"
d6B@Oh'U@$.!#"-*/P#-"'6.#?L*1< 4̀*8-29*#K[<>.k@0

RB#0"@O:9#F.e:'&'$%\D:0GF:V>8'9:;#9@;:D@LF'>B'$%
Z0@>:O+bb4.i

邹迪光/)调象庵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3b
册" 济南/齐鲁书社$+bb( 年"

d60@O7'%@#$%.7#%%"/-"9 :#.;'6.#? B*)#C*)1< 8-29*#K
7#%%"/-*#1 #6:#.;'0"1-*#1"9 *1 -4"7)-)%#<2"\2-P#-
A1/%29"9 *1 HB: C01GF:9: C0FF:/9'0$ 0A9B: 0̀@;
H;:#>@;':>\0*'/"%%)1"#2':#.;'Kg0F.+3b.̂'$#$\n'F@
D;:>>O+bb(.i

*责任编辑'程华平+

!b-!


	The Veneration of Su Shi and Embrace of the Popular in the Gong'an School and the Evolution of Late Ming Literary Trend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Su Shi's Exemplary Status
	Recommended Citation

	tmp.1720771567.pdf.ng55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