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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浙江地区的诗话创作 

谢 群 

( 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摘 要】 《全明诗话》著录浙江籍诗话家 19 人。其诗话作品形式多样，专门化程度超越了传统诗话创作的范

畴; 其主要论题是推尊唐诗，宣扬复古思想; 在内容上对浙江一地的诗歌创作情况多有评述，是明代浙江地区文化

教育水平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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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纪录诗人遗闻轶事，品评诗人创作得失，探讨诗歌创作规律，是中国古代尤其宋代以后最主要的诗歌评论方式。诗话

自欧阳修创始以来，兴盛于宋，经过元代的短暂低回，至明代再现生机。据今人周维德先生集校的 《全明诗话》收录统计，“《四

库全书·诗文评》著录三十七种，《明史·艺文志》著录三十八种，《中国丛书总录》著录五十七种，以上三种书目，除去同书

名者外，共九十八种。”这 98 种诗话典籍，计作者约七十余人。其中，浙江籍贯的作者 19 人，位列各省之冠。从整理情况来

看，明代诗话家中可以确证的浙籍人士中，有 5 人中进士之后为官他乡，大多数人治学乡里。从地域来看，又大都生活在杭嘉

湖平原一带。据周维德先生集校的 《全明诗话》，浙籍诗话家所创作的明代诗话作品计有 22 部。概况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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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整体研究的明代浙籍诗话家研究至目前为止仍是一片空白。梳理明代浙江地区诗话家的创作情况，探究其主要诗学思

想，有助于了解明代浙地的文化发展状况、文学创作思潮，促进明代诗话的深入研究。细读其诗话创作，可以看出，这些浙籍

诗话家在诗学思想上有某些共通之处，是明代浙江一地尤其是杭州、嘉兴地区诗坛创作思潮的反映，也对清代诗话的创作产生

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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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式多样化，渐成专门之学 

诗话之源，本于钟嵘 《诗品》，本是评论诗人诗派，品评诗歌以及纪录诗人本事的著作。入宋之后，学者重视诗法辨析，

故晚唐以来众多的诗法诗格类作品也被纳入诗话范畴。宋人许顗 《彦周诗话》曾下定义说: “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

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迄至明初，诗话基本上处于随笔、散论、品评、纪事性质的发展状态。进入明代中期以后，如郭绍虞

先生所称: “如徐祯卿的 《谈艺录》、王世贞的 《艺苑卮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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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胡应麟的 《诗薮》分内外编，内编分古体杂言、古体五言、古体七言、近体五言、近体七言和近体

绝句六种体式总评历代诗歌，外编 ( 包括杂编与续编) 则是自周 ( 先秦) 至嘉靖，依时代为序，对作家作品进行评论。这种

颇具系统的诗学论著较之前代显然是不小的进步。即便是与同时期的 《谈艺录》、 《艺苑卮言》先比，也有人认为 “盖将轶 《谈

艺》，衍 《卮言》，廓虚心，采独见，凡诸耄倪妍丑，无不镜诸灵台。”
②
( 2483)事实上，以上所列 22 部作品中，有不少像 《诗

薮》那样已经跳出了传统诗话的范畴，为清代诗话的发展提供了可贵借鉴。 

胡震亨的 《唐音癸签》，便被认为是体系严密之作。胡震亨晚归海盐，倾毕生精力完成巨卷 《唐音统签》，其中诗话集 “癸

签”分 7 目辑录有关唐诗的研究资料，诗体、诗格、诗法、诗评、训释、考证、乐通等等无一不备，材料之丰富、体系之严密，

论述之严谨，于当时为罕见。茅一相 《欣赏诗法》的评论角度颇具特色。历来诗话者虽然重视品评议论，但其出发点往往是析

其作法，如序作者王逸民所言，大都“不解赏也。„„及泛滥如宋人诗话，则未尝不掩口胡卢也。如严沧浪者，盖十不得一焉。

始益知作法之难，而赏者尤寥寥矣。”
②
《欣赏诗法》的产生，正在于作者看到了培养诗人鉴赏能力的重要性，认为应从鉴赏的

角度集合古今诸家诗论，对创作进行指导。如周维德先生所言， “欣赏诗法是诗话的一种新形式，是创体。”
②
此外，还有李日

华的 《恬致堂诗话》专论题画诗，他能从自身实践出发，从绘画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谈及自己或友人题画诗创作的同时，

他还会将创作时的即情即景描绘出来，文笔优美，令人赏心悦目。这样的诗话，既不同于 “以资闲谈”的散漫，也不同于钻研

诗法类的严肃，自有一种情趣。 

周维德先生在总结明代诗话的时代特色时，曾说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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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这种针对性的创作态度在乐清朱谏的 《李诗辩疑》、杭州田艺衡的 《阳关三叠图谱》中尤为

突出。朱谏的 《李诗辩疑》专评李白，它不是简单地对李诗加以评论。朱谏以为，世传之李诗有诸多谬误，在评诗之前应先选

诗，先辨真伪，凡疑者不入选，然后再辩其高下。朱谏辨李白诗，以格调入手，体现了明代标榜高古格调的诗坛风气。田艺衡

的 《阳关三叠图谱》将王维 《渭城曲》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进行了梳理，近似专题论文。 

至于姜南的 《蓉塘诗话》、谈迁的 《枣林艺篑》这类博闻杂论类的作品则为明清诗话的发展提供了除了专门化、体系化之

外的另一种可能。姜南友人陆深在 《蓉塘诗话跋》中说: “诗话，文章家之一体，莫盛于宋贤经术，事本国体，世风兼载，不

但论诗而已。下至俚俗歌谣，星历医卜，无事不录。至其甚者，虽嘲谑鬼怪淫秽蔽褒之事皆有。盖立言者，用以讳避陈讬，微

意所存，又文章之一法也。乃若发幽隐，昭鉴戒，纪岁月，顾有裨于正传之缺失，盖史家流也。”陆深这段话的重点在于他突出

了诗话的经世作用。“古称文章止于润身，而学以经世为大”，既然诗话为文章之一体，学问的一种，那么诗话的功能就不能仅

仅停留在论诗本身。《蓉塘诗话》 “是集所录”，正是 “经世之端盖多矣”。当然，在明清呼名为 “诗话”的典籍中，此类颇

少。 

二、宗唐推李杜，显露复古思想 

从明代前期瞿佑的 《归田诗话》 到晚期陆时雍的 《诗镜总论》，这些诗话大都有一个共同的批评倾向，那就是宗唐。事

实上，“宗唐”不仅仅是这些诗话典籍的共同观点，也是当时元末以来明人的一贯认识。瞿佑在 《鼓吹续音》序言篇就称: “世

人但知宗唐，于宋则弃不取，众口一词，至有诗盛于唐坏于宋之说。”当时的宗唐思潮，在浙江诗话领域中有充分反映，这些诗

话典籍或在议论中阐述对唐诗的看法，或直接以唐诗、李杜为研究对象，充分体现了对唐诗的重视程度。如胡震亨作 《唐音癸

签》，明显要 “唐诗作一个全面地评价和总结”，“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几乎包括全部唐诗的总集”。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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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取法唐诗，以谁为师的具体问题上，各家又有不同的看法。释怀悦 《诗家一指》以为: “楚汉、魏晋、盛唐之作，

斯禅宗最上乘。大历以还，已落二义，晚唐则声闻辟友。”陈沂 《拘虚诗谈》也认为 “大历以后，诗为羽翼”，“晚唐杜牧、李

商隐等，虽是名家，但声气衰弱，句意尖巧，吟咏无余味，赏鉴无警拔，与大历不可同日语也。”他所推举的师法对象均不晚于

盛唐: 五七言绝句、七言长歌以李白为祖，五言古以汉魏为宗，五言排律应在开元以前，七言律宗于杜甫，四言咏味 《风》 《雅》，

长辞咏味楚骚，近体必宗开元以前。这种倾向实际上与后来前后七子的主张是一致的， “全盘否定东汉以后的散文、魏晋以后

的古诗和盛唐以后的近体诗”，
［5］

可视为复古主义之先声。也有持异议者。如张蔚然的 《西园诗尘》虽也宗盛唐，言 “初唐有

篇无句，晚唐有句无篇，初唐有骨无声，晚唐有声无骨，而以盛唐为神明。”但他也以为 “世动称不作大历以后语，则晚可废

乎?”陆时雍的 《诗镜总论》大半篇幅品评唐诗，以为在律诗一体上，唐代诗人各有千秋，不必纯然以盛唐为尊。他说: “中

唐诗近收敛，境敛而实，语敛而精。势大将收，物华反素。盛唐铺张已极，无复可加，中唐所以一反而之敛也。初唐人承隋之

馀，前华已谢，後秀未开，声欲启而尚留，意方涵而不露，故其诗多希微玄澹之音。中唐反盛之风，攒意而取精，选言而取胜，

所谓绮绣非珍，冰纨是贵，其致迥然异矣。” 

在具体的诗法对象上，各家又多以李杜为尊。尊李者如朱谏，称李白 “才由天授，气雄万夫，胆略疏阔，迥出尘表”，“在

当时，无有不知李白，而愿睹其眉宇者，虽杜子美、韩退之之贤且才者，亦相推而相逊焉。”
②
尊杜者如怀悦、周履靖、张懋贤

等人，以杜甫诗集为底本，汇编历代评析杜诗之句法、字法和章法，释怀悦所编的 《诗法源流·诗格》收杜诗四十三首，每一

诗著一体格，据称为杜甫九世孙杜举所传，编者奉为圭臬。当然，在诗论中李杜同推者也比比皆是，如瞿佑 《归田诗话》 即

云: “杜识大体，李有胸次”。对于精研李杜诗法的诗话家来说，指摘李杜诗作中的瑕疵，也是其诗话中的重要内容。朱谏的 《李

诗辩疑》将李白作品中语意平平者摘出，以为 “未足深以为法”。王文禄在 《诗的》中说: “杜诗中凡称令弟、令兄、先生、

郑公、大夫、主人、宫主、驸马、老夫、公子，皆俚语，切不可效之入诗中。”陆时雍 《诗镜总论》虽对李杜尤其是李白极其

推崇，但认为巨擘如李杜，在古诗创作上亦未如汉魏完美，李诗病在 “太利”，而杜诗病在 “好奇”。 

总体来说，浙籍诗话家在诗话典籍中较少谈及宋元诗作，虽然师法的对象不尽相同，但 “宗唐”的总体倾向并没有偏离，

在古体诗的创作上，其师法推崇的对象也大致以汉魏为主。这样的诗学思想应该说与影响明代诗坛上百年的复古思想是一致的，

是当时诗坛创作主张的反映，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诗坛的创作。 

三、立足于本朝，评述浙人创作 

对于浙籍诗话家来说，在诗话作品中品评时代作家尤其是本地浙人的诗歌创作，录其创作轶事，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明代前期瞿佑的 《归田诗话》记载了大量浙籍诗人或在浙诗人的创作，粗略计算，有十七八家之多，其中有元末明初会稽籍名

家杨维桢以及浙省员外张光弼。瞿佑的叔祖瞿士衡与杨维桢交好，常与其唱和，瞿佑虽年少，因有诗才，也被杨维桢所熟知。《归

田诗话》记载: 杨维桢晚年尝以 《香奁八题》见示，而瞿佑依其体，作 8 首呈上，杨维桢对此大加赞赏，对瞿士衡说: “此

君家千里驹也。”又以 “鞋”、“杯”命题，瞿佑又写了一首 《沁园春》 以呈，如此诗才，杨维桢即命侍妓歌以行酒，后袖其

稿而去。此事清代吴景旭 《历代诗话》卷 73 亦有记载。从瞿佑对杨维桢多次创作经历的叙述和评价可以看出，杨维桢是个行

为放达、随心所欲的诗人。他经常往来沪杭，好携妓同游，结社唱和，对浙江诗坛有较深的影响。如他倡作 《西湖竹枝词》，

吟咏湖山人物之美，寓情于中，和者众多，以至后来以西湖为题的竹枝词创作成为一种时尚。《归田诗话》总结杨维桢的创作时

说，杨诗 “皆言宴赏游乐之意，亦其平生性格所好也。”从瞿佑的记载来看，杭州人对张光弼的创作亦非常推崇，张诗虽尽显

富贵华侈，却 “多为杭人传诵”，可见当时杭州诗坛之风气。 

弘治年间，杭州 ( 仁和) 人姜南的 《蓉塘诗话》对浙地诗人也做了不少评介。姜南重经世道德之学，所录诗歌多内容端

正，品评诗歌亦主儒家之温柔敦厚，如评其乡人胡端敏之诗 “浑厚庄重”，评嘉兴诗人李孟昭的 《西湖夜宿》“蕴藉可爱”，认

为嘉兴诗人陈汉昭的 《题枇杷山鸟图》有怨刺之意，“辞虽隐而意愈露”。姜南对杭州诗人颇为爱护，往往不吝赞美之辞。如成

化年间钱塘诗人平显的 《题黄鹤山人王叔明画》，姜南推崇备至，称 “其诗既洒脱，亦吾杭之诗豪也。”他还评论仁和人沈明

德的 《咏蟹》 诗 “豪俊可爱”，语气颇为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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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的另一位诗话家海盐人徐泰对整个浙江诗坛作了自己的评判，地域涉及金华、吉安、会稽、嘉禾、钱塘、海盐等地，

人数有 30 人之多，并俱褒以为 “名家”。他自豪地说: “本朝作者，莫盛东南，姑苏为最，云间、晋陵、嘉湖其次。”
②
( 1207)

他把浙江诗坛的彬彬济济部分归因于 “地灵”，同时又说: “虽曰地灵，亦气运使然乎”，“我朝诗，莫盛国初，莫衰宣正间，

至弘治，西涯偶之，空同大复继之，自是作者森起，虽格调不同，于今为烈。”他认为，正是弘治年间诗歌创作之风炽热，加上

杭嘉湖平原一带浓郁的人文气氛，造就了当时浙江诗坛人才辈出的盛况。但这种诗坛人才辈出的大好景象在明代晚期的诗话典

籍中并没有得到明显体现。倒是谈迁 《枣林艺篑》记载了武康人吴允兆、永嘉何无咎争诗一事，谈迁借余杭徐茂吴之口以嘲讽

的口吻批评道: “句未佳，何争为”，点出了当时浙江诗坛场面热闹但佳作寥寥的实质。 

从宋代以来诗话的发展历程来看，明代浙江诗话家的创作表现相当突出。在诗话繁盛的宋代，笔者据《历代诗话》、《历代

诗话续编》、 《宋诗话辑佚》统计，浙江籍贯的作者只有钱塘强幼安一人而已。而据《全明诗话》的收录，浙江籍贯的作者有 19 

人之多，位列各省之冠。发展之迅速，可见一斑。推其原因，江南一带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对诗话创作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南宋以来，科举文化的长期发展使得江南一带已成人才重镇，整个地区文化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南宋定都临安，中央教育机构

也得以在杭州重建，据史料称，“高宗南渡以来，复建太、武、宗三学于杭都”，
⑥
“三学”之外，杭州又有府学以及仁和、钱塘

二县学，其他地方亦有县学。县学以下，又有 “社学”与私塾。经过长期发达的教育熏陶，至明代，江南已成人才中心。教育

的发达对文学的普及具有显而易见的影响力，读书人纷纷结社，文有文社，诗有诗社，相互唱和，互为吹捧，争相评论。这样

一来，以点评和记录为主要功能的诗话作品得以大量产生。在本文列举的浙籍诗话家中，除个别人因生平不详无法考证外，大

多数人有功名在身，或为举子，或为进士。像瞿佑、田艺衡为当地国子助教、州学训导，他们对浙江一地的结社创作、唱和交

流情况非常敏感，在诗话中多有记录。而胡应麟与李攀龙、王世贞交好，陈懋仁与钟惺、袁宏道交好，其诗话作品亦对当代名

家诗论有所呼应。此外，随着文化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浙江著书刻书藏书之风也日渐盛行，这也影响了诗话的产生。如 《骚

坛秘语》、 《诗源撮要》二部诗话的编次者或审定者周履靖即是明代浙江有名的刻书业者。总之，明代江南文化教育事业的繁

荣推动了浙江诗话的发展，使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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