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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回与纪昀评点杜甫沉郁顿挫诗风
的不同视野
!

廖宏昌
!

誉高槐

摘
!

要*在诸多杜诗的研究中'方回与纪昀均用力于(瀛奎律髓)之杜诗选'尤其对于.沉

郁顿挫/说之诠释均具代表性&前者虽未明言.沉郁顿挫/'但在阐释杜诗时较侧重其情感

悲壮慷慨之分析'并揭示社诗章法的起承转合的灵活性'详细分析杜诗的气脉贯连%起伏

曲折%营造顿折之内涵'并通过杜诗.拗体/%.变体/的特殊性抉发其韵律曲折所展现的.顿

挫/特色&后者则异常清晰地肯定杜诗.沉郁顿挫/的特色'直接以.沉郁顿挫/评点杜诗'

其文义已包含杜诗深广的忧思%深挚而厚积的情感力量%言辞气魄极大的风格'同时结合

语意脉络的委婉变化%诗句起承转合的曲折加以品评'均体现出.沉郁/而.顿挫/之义&纪

昀之论述是后方回选%评的再评点'虽颇多内容直指杜诗'但更多是针对方回论点而发'有

同有异'但在对.阖辟顿挫/的具体阐释上'较方回诠释途径更侧重在深窥杜甫何以能创造

出阖辟顿挫笔法'注目在杜诗脉络的屈曲起伏%曲折连贯的角度加以评析&

关键词*杜甫诗+方回+纪昀+瀛奎律髓+沉郁顿挫

明清以降'援.沉郁顿挫/四字概括杜甫诗风者渐多'时至今日'同声相应者不少'异声

相斥者也不乏其人'然而相斥者以为杜诗不拘.沉郁顿挫/一格'岂能以一格拘之+相应者

以为.沉郁顿挫/集中表现了杜诗的主要特征!

'各自引述'言之成理'如能起杜甫于地下'

杜甫亦必不拘与不拒.沉郁顿挫/四字之概括'因为不论从接受或是诠释的角度'皆能有效

地呈显出杜诗不同层次的特色&但是'也因为.沉郁顿挫/说涉及语义%源流%形式%内容等

问题'却也引发诸多学者的不同疑虑'并试图从不同侧面让.沉郁顿挫/说更为周延'其中

王辉斌(杜诗.沉郁顿挫/辨识),(杜甫研究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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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韩成武(新论.沉郁顿

挫/的内涵),(杜甫研究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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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二文颇能在前贤立论的基础上作深入的探

讨&王文认为'.沉郁顿挫/是杜甫将.沉郁/与.顿挫/合而为一所产生的一个诗学概念&

在杜甫之前的中国古代诗文等作品中'沉郁和顿挫既与思想内容无关'也不属于风格之

列'而是一指构思的深刻'一指声调的变化'皆属于艺术,表现形式-的范畴&以.沉郁顿

挫/称指杜甫诗歌风格者'乃肇始于明清之际贺贻孙,约
!)%'

前后-(诗筏)一书&其后'即

广为当时的诗论家与杜诗研究者所接受与认同'并为现当代文学史家多所采用&于是'就

!

相斥者如*余良(也说.沉郁顿挫/)'见(乐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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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张安祖(杜甫.沉郁顿挫/

本义探原)'见(文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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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相应者如*曾永成(.沉郁顿挫/的文本内涵和杜诗的.共振机制/)'

见(杜甫研究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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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沉郁顿挫/的内涵)'见(杜甫研究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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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唯其相应者中'大皆能见杜诗风格之多样性'而

强调.沉郁顿挫/之.最具有特征性/或.主要风格/'即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之(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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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袁行霈%罗宗强主编之(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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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沉郁顿挫/所关涉的一系列问题'着眼于接受史的角度对其作一具体考察与辨析!

&.沉郁顿挫/

说的发展源流在王文中清晰可阅&韩文则有见于学界对杜诗主体风格.沉郁顿挫/内涵的解释'多从内

容层面解释.沉郁/'从形式层面解释.顿挫/'似是而非&因此'进而分析指出'.沉郁/和.顿挫/既都有内

容层面的因素'也都有形式层面的因素&.沉郁/内涵的内容层面是*思想博大精深'内容厚重丰满'感情

深沉郁勃+.沉郁/内涵的形式层面是*使用.时空并驭/的手法'造成景物的巨大空间感和厚重历史感'造

成抒情形象.视通万里'思抚百年/之特征&.顿挫/内涵的内容层面是*批判现实'匡正君王+.顿挫/内涵

的形式层面是*诗句意思的频频逆转'以丽景反衬愁情的手法所形成的回旋%激荡的文势"

&韩文对.沉

郁顿挫/说内涵的阐释无疑更加周延&在诸多杜诗的研究中'方回与纪昀各具代表性'又皆用力于(瀛奎

律髓)之杜诗选'尤其对于众多.沉郁顿挫/说之诠释'更是难能割舍的重要论述'故将二人视野取譬

一炉&

一%沉郁顿挫说始末

回顾.沉郁顿挫/一词'最早出现在杜甫的(进雕赋表)中'本指.强调自己的作品寓有深刻的讽喻意

义/

#

&宋代引用.沉郁顿挫/一词的文献'从最初的史书类和类书类著作(新唐书)%(唐文粹)%(古今事

文类聚)'到评论类的著作'北宋末的著名诗话(诗话总龟)%南宋末的葛立方(韵语阳秋)及(草堂诗话)'

大都也只是单纯地称引杜甫的(进雕赋表)'并未作出任何评论'也从未用.沉郁顿挫/品评其它诗歌的风

格&其中'唯一非称引杜甫(进雕赋表)的是南宋中后期李昴英,

!"&!*!"$'

-之(代李守作柳塘诗序)'

曰*.士处沉郁顿挫之极'不能无酸楚愤激之辞&/

$虽然已指出.沉郁顿挫/的思想情感与激发诗文.酸楚

愤激之辞/的内在联系'但仍未将.沉郁顿挫/用以评论诗歌风格&目前所知'最早以.沉郁顿挫/一词论

诗的是元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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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间赵公秉文六十三首)'曰*.至五言大诗'则沉郁顿挫学阮嗣宗&/

%始

以.沉郁顿挫/品评五言古诗&稍后的郝经,

!""%*!"'$

-(与撖彦举论诗书)称.有沉郁顿挫之体/

'

'则

明显进一步将.沉郁顿挫/定型为诗歌的一种典型风格&较郝经晚十余年的刘埙,

!"#&*!%!(

-'在其(隐

居通议)谓*.(新婚别)88沉郁顿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言也&/

(乃首见以.沉郁顿挫/评论

杜诗&可见'诗史上以.沉郁顿挫/与杜诗相联系的评论最早出现在南宋%元间+因此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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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奎律髓),成书于
!"+%

年'即元至元
"&

年-虽已触及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情感内质'但受限于诗史

对杜诗风格的认识'而未以南宋%元以后成为杜诗风格典型指称的.沉郁顿挫/一词评点杜诗风格'方回

在这方面明显未能超越所处时代及诗歌发展潮流的限制&

二%选%评视野下的方回沉郁顿挫说

方回在(瀛奎律髓)中未能以.沉郁顿挫/论析杜诗'而且将.沉郁顿挫/分为.沉郁/与.顿挫/两个层

次加以叙述'甚至未明用.沉郁/二字'以.悲壮/%.哀怨/替代之&因此'方回阐释杜诗.沉郁/的内涵'是

较侧重其情感悲壮慷慨之分析的&在(瀛奎律髓)中以.悲壮/一词评杜诗者凡三见*其评(送远)'曰.前

四句悲壮'乱世之别也&/评(夏日杨长宁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探韵得深字)'曰.五%六悲壮&/评(秋

尽)'曰.6独看西日落'犹阻北人来7一联'不胜悲壮&/

)另外几则诗评'如杜甫(悲秋)'方回评曰*.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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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斌*(杜诗.沉郁顿挫/辨识)'载(杜甫研究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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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成武*(新论.沉郁顿挫/的内涵)'载(杜甫研究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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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张安祖*(杜甫.沉郁顿挫/本义探原)*.6沉郁顿挫7并非杜甫关于自己作品风格的夫子自道'而是强调自己的作品寓有深刻的讽

喻意义&文学史家以6沉郁顿挫7概括杜诗风格的做法并不符合杜甫的本意&/见(文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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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送远)*.带甲满天地'胡为君远行4 亲朋尽一哭'鞍马去孤城&草木岁月晚'关河霜雪清&别离已昨日'因见古人情&/见

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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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杜甫(夏日杨长宁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探韵得深字)*.醉

酒扬雄宅'升堂子贱琴&不堪垂老鬓'还对欲分襟&天地西江远'星辰北斗深&乌台俯麟阁'长夏白头吟&/见李庆甲*(瀛奎律髓

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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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杜甫(秋尽)*.秋尽东行且未回'茅斋寄在少城隈&篱边老却陶潜菊'江上徒逢袁绍杯&雪岭独看西日

落'剑门犹阻北人来&不辞万里长为客'怀抱何时得好开&/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

'第
#$&

页&



廖宏昌 等*方回与纪昀评点杜甫沉郁顿挫诗风的不同视野

不胜悲叹'五%六尤哀壮激烈&/

!杜甫(吹笛)方回评曰*.慷慨悲怨'自是一种风味&/

"杜甫(九日登梓州

城)'方回评曰*.悲不可言&/

#杜甫(旅夜书怀)'方回评曰*.老杜夕%暝%晚%夜五言律近二十首&选此八

首洁净精致者'多是中两句言景物'两句言情&若四句皆言景物'则必有情思贯其间&痛愤哀怨之意多'

舒徐和易之调少&以老杜之为人'纯乎忠襟义气'而所遇之时'丧乱不已'宜其然也&/

$杜甫(小寒食舟

中作)'方回评曰*.壮丽悲慨'诗至老杜'万古之准则哉5/

%皆点出了杜甫伤时乱离之诗异乎寻常的悲

愤%悲伤%叹怨的风格特色&不少学者指出'悲慨本是沉郁顿挫风格的基本特征'

&

前述悲壮慷慨情感'实际上是偏重在.沉郁/内核的抒发'而在(瀛奎律髓)的评点中则颇有触及杜诗

.顿挫/多方面的特色'内容相当丰富'远胜于.沉郁/内核的阐发&杜甫(春日江村)'方回评曰*.此五诗

成都草堂作'依严武为工部参谋时也&88老杜诗所以妙者'全在阖辟顿挫耳'平易之中有艰苦&若但

学其平易'而不从艰苦求之'则轻率下笔'不过如元%白之宽耳&学者当思之&/

(凡用顿挫'必不平易直

泻'其谓.阖辟顿挫/%.平易之中有艰苦/之境'正如冯舒指出*.一看已了'再看%三看愈不了/

)之妙处'

平易故一看已了'有艰苦故再看%三看愈不了&除了.阖辟/二字'方回也时用.开阖/或.开合/'三者应无

区别&如何开阖以及开阖的重要性'方回评杜甫(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迪)'曰*.老杜七言律无全篇

雪诗'此首起句言6高楼对雪峰7'三%四6返照76浮烟7'乃雪后景也&选置于此'以表诗体&前四句专言

雪后晚景'后四句专言彼此情味'自然雅洁&必若着题诗八句黏带'即6为诗必此诗7'而诗拙矣'所谓不

可无开阖也&/

*以雪后晚景藏怀故人意'情景错落'虽未着题'却能开阖自若'浑然无迹地臻极自然雅洁

之高妙境界&杜甫(暮春题韍西新赁草屋)'方回评曰*.此诗夔州韍西作&6彩云阴复白7'谓晴云如彩'

阴则忽复变白&6锦树晓来青7'谓花之骤开如锦'晓来犹是青树'未见花也&起句言景'中四句言身老'

言家陋'言所以感慨者&而6细雨7一句'唤醒二起句'盖是景也'实雨为之&6猿吟7一句'尤深怨矣&老

杜伤时乱离'往往如此&其诗开合起伏'不可一律齐也&/

+,-老杜伤时乱离之诗的开合起伏'真不泥于一

格'即如黄生评曰*.此诗'首尾实而中间虚'是实包虚格'唯杜有之&/

+,.其开合起伏不啻别开生面'故令

黄生如斯惊叹'而方回此评诚亦极切.沉郁顿挫/说之内涵&

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方回评曰*.以予观之'诗必有顿挫起伏&又谓起句以6自7对6君7'亦是对

句&殊不知6强自7二字与6尽君7二字'正是着力下此'以为诗句之骨%之眼也&但低声抑之读'五字却高

声扬之读'二字则见意矣&/

+,/在方回看来'起句运虚字在.自/对.君/之上'令其成为.强自/对.尽君/'不

仅具有调节诗歌语气节奏的作用'尚能使诗歌避免单调%平直之描述'于一波三折之中独具顿挫起伏之

1

('

1

!

"

#

$

%

'

(

)

*

+,-

+,.

+,/

杜
!

甫(悲秋)*.凉风动万里'群盗尚纵横&家远传书日'秋来为客情&愁窥高鸟过'老逐众人行&始欲投三峡'何由见两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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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吹笛)*.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风飘律吕相和切'月傍关山几处明&胡骑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

园杨柳今摇落'何得愁中却尽生4/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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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九日登梓州城)*.伊昔黄花酒'如今白发翁&追欢筋力异'望远岁时同&弟妹悲歌里'朝廷醉眼中&兵戈与关塞'此日意

无穷&/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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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飘飘何所似4 天地一沙

鸥&/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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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小寒食舟中作)*.佳辰强饮食犹寒'隐几萧条带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

急湍&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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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煜澜(杜诗.沉郁顿挫/探微)*.诗歌沉郁的风格表现在感情色彩上为悲壮&/,(杜甫研究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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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高校作为通行教材的袁行霈%罗宗强主编(中国文学史)第
"

卷亦指出*.沉郁顿挫风格的感情基调是悲慨&/,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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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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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可见'悲慨作为沉郁顿挫风格风格之基本特征的观点在当今学界已得到较广泛的认同&

杜
!

甫(春日江村)五首*.农务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艰难昧生理'飘泊到

如今&迢递来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旧'发兴自林泉&过懒从衣结'频游任履穿&藩篱颇无限'恣意向江天&

种竹交加翠'栽桃烂熳红&经心石镜月'到面雪山风&赤管随王命'银章付老翁&岂知牙齿落'名玷荐贤中&

扶病垂朱绂'归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计'幕府愧群材&燕外晴丝卷'鸥边水叶开&邻家送鱼鳖'问我数能来&

群盗哀王粲'中年召贾生&登楼初有作'前席竟为荣&宅入先贤传'才高处士名&异时怀二子'春日复含情&/见李庆甲*(瀛奎律

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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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迪)*.暮倚高楼对雪峰'僧来不语自鸣钟&孤城返照红将敛'近市浮烟翠且重&多病独愁常阒寂'

故人相见未从容&知君苦思缘诗瘦'大向交游万事慵&/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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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暮春题韍西新赁草屋)*.彩云阴复白'锦树晓来青&身世双蓬鬓'乾坤一草亭&哀歌时自短'醉舞为谁醒&细雨荷锄立'

江猿吟翠屏&/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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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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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引黄生曰'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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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九日蓝田崔氏庄)*.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

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子细看&/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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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此外'尚有指出杜诗特殊诗法%句法者'如杜甫(送韦郎司直归成都)'方回评曰*.一直说将去'自然

工密88尾句必换意'乃诗法也&/

!此.尾句换意/的诗法&.十字句法/见杜甫(赠别何邕)'方回评曰*

.三%四系十字句法&/

"盖十字叙一事'而对偶分明'此.十字句法/&皆是揭示杜诗章法的起承转合的灵

活性'详细分析杜诗的气脉贯连%起伏曲折'营造顿挫起伏之内涵&正是这种.开阖起伏/曲折有致的章

法'既令文势波澜横生'也令情感的表达深厚凝重'臻及纵横开合变化自如的境界&而此种境界定也近

似方回评杜甫(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得风字)所谓*.整齐工密'而开阖抑扬/

#之.开阖抑扬/'方回于此

并指出.如此者尚众'当自于集中求之/'也直接点出众多杜诗在章法上的开合变化和结构上的回环照应

之特色&

除此之外'方回还具体指出杜诗.拗体/%.变体/的特殊性'从韵律曲折有力的详析中体现出.顿挫/

的特色&有宋以降'拗句就极受江西诗人的青睐'方回对拗句也颇为钟情&(瀛奎律髓)卷二十五.拗字

类/序曰*.拗字诗在老杜集七言律诗中谓6吴体7&老杜七言律一百五十九首'而此体凡十九出&不止句

中拗一字'往往神出鬼没&虽拗字甚多'而骨格愈峻峭&88五言律亦有拗者'止为语句要浑成'气势要

顿挫'则换易一两字平仄'无害也'但不如七言6吴体7全拗尔&/

$由此可见'创造诗歌气势之抑扬顿挫'

其.拗体/声调讲究之由也&(瀛奎律髓)选杜诗.拗字类/凡九首'其它未选出之诗篇.自当求之集中/

%

'

即如杜甫(题省中院壁)'方回评曰*.此篇八句俱拗'而律吕铿锵&试以微吟'或以长歌'其实文从字顺

也&以下6吴体7皆然&6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7此等句法惟老杜多'亦惟山谷%后山多'而

简斋亦然&乃知6江西诗派7非江西'实皆学老杜耳&/

'虽然逾越匀整平仄的普世规范'却能另造一种文

从字顺%律吕铿锵的效果'使全诗的声调既是拗涩奇突'且又和谐悠扬&

与谈声律而提倡.拗体/相类似'方回在论及律诗的对称偶句时'十分强调.变体/的作用&方回所谓

.变体/'是针对周弼在(三体唐诗)中'把律诗中四句分为四实%四虚%前实后虚%前虚后实等.四体/而提

出的&方回认为此四体不足以概括律诗的诗体变化'遂专立.变体/一类(

&(瀛奎律髓)选杜诗.变体

类/凡五首)

'方回很重视从情景搭配方面详细评析杜诗'如杜甫(上巳日徐司录林园宴集)'方回评曰*

.6鬓毛垂领白7'言我之形容'情也+6花蕊亚枝红7'言彼之物也'景也&既如此开劈'下面似乎难继'却再

着一句应上句'形容其老为可怜+又着一句'言不孤物色之意&然后五%六一联皆是以情穿景'气然结句

亦不弱也&尚双峙力缴'惟老杜能之'此等变格'岂小手段分二十字巧妆纤刻者能之乎4/

*揭示其以情

写景%以情穿景之手法'在兼该迂回曲折与层层递进的章法中'呈现出不平的起伏转折&杜甫(江涨又呈

窦使君)'方回评曰*.日且暮'春亦且暮'景也&愁不醒'醉亦不醒'情也&以轻对重为变体&且交互四

字'如秤分星云&/

+,-以.日%春/之有暮对.愁%醉/之无醒'虽似强分轻重'然而四字交互为用'亦景中寓

情'情中有景'实又开另一境界&而无论情与景如何调配'皆要在错综变化'臻极情景交融之境界'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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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送韦郎司直归成都)*.窜身来蜀地'同病得韦郎&天下干戈满'江边岁月长&别筵花欲暮'春日鬓俱苍&为问南溪竹'抽

梢合过墙&/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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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赠别何邕)*.生死论交地'何由见一人&悲君随燕雀'薄宦走风尘&绵谷元通汉'沱江不向秦&五陵花满眼'传语故乡

春&/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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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得风字)*.绝域长夏晚'兹楼清宴同&朝廷烧栈北'鼓角满天东&屡食将军第'仍骑御史骢&本无丹

灶术'那免白头翁&寇盗狂歌外'形骸痛饮中&野云低渡水'檐雨细随风&出号江城黑'题诗蜡炬红&此身醒复醉'不拟哭途穷&/

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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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回评杜甫(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今欲示后生以体格'乃取6吴体7五首于此&他如(郑驸马宴洞中九日至后崔氏草堂)%(晓发公

安)等篇'自当求之集中&/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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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题省中院壁)*.掖垣竹埤梧十寻'洞门对雪常阴阴&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

心&衮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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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类如方回评杜甫(暮雨题韍西新赁草屋)*.6豺虎7%6鹭7又是一样拗体&6时危7一联'亦变体也/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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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上巳日徐司录林园宴集)*.鬓毛垂领白'花鱆亚枝红&欹倒衰年废'招寻令节同&薄衣临积水'吹面受和风&有喜留攀

桂'无劳问转蓬&/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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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江涨又呈窦使君)*.向晚波微绿'连空岸却青&日兼春有暮'愁与醉无醒&漂泊犹杯酒'踟蹰此驿亭&相看万里别'同是

一浮萍&/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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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宏昌 等*方回与纪昀评点杜甫沉郁顿挫诗风的不同视野

杜甫(将晓)'方回评曰*.前一诗中四句'两言晓景'两言时事&后一诗中四句'两言晓景'两言身事&拘

者欲句句言晓'即不通矣&/

!不但指出(将晓)二首情景安排的特色'也提示后学者情景调配之要领&

综上所述'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已触及杜诗.沉郁/的情感内涵以及表现手法上声律%章法%结构%用

字等方面.顿挫/的特色'却未以传统诗史上惯用的.沉郁顿挫/一词评论杜诗'要在.沉郁顿挫/一词评论

诗歌风格直至.沉郁顿挫/定型为杜诗的典型风格'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虽然在方回相近的时间

点'刘埙已用.沉郁顿挫/评论杜诗'但方回并未拟用&是否关系方回本人诗论的特殊性'抑或攸关与诗

史发展演变的源流4 尚待深究'然而较为明显的原因'应该是便宜于教学使用'将.沉郁顿挫/分离对待'

学者除领略杜诗.沉郁/的情感内涵外'如何具体有效掌握.顿挫/之形式技巧'无疑是教学过程中最为关

键者&方回(瀛奎律髓序)曰*.文之精者为诗'诗之精者为律&所选'诗格也&所注'诗话也&学者求之'

髓由是可得也&/

"可以推敲其所选评之功用'一如教学之教本'故方回在技巧性之写作要领'就有较详

尽之分析'所谓.学者当思之/'或如方回评杜甫(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今欲示后生以体格'乃取6吴体7

五首于此&他如(郑驸马宴洞中九日至后崔氏草堂)%(晓发公安)等篇'自当求之集中&/皆可说明其偏重

.顿挫/内涵之实质&

三%再评点视野下的纪昀沉郁顿挫说

处在清代的纪昀则异常清晰地肯定杜诗.沉郁顿挫/的特色&纪昀直接指出杜诗.沉郁顿挫/的评语

共六处'直接点出杜诗之.沉郁顿挫/者凡三&杜甫(秋尽)'纪昀评曰*.后四句自极沉郁顿挫之致&/

#杜

甫(送韩十四江东省觐)'纪昀评曰*.纯以气胜'而复极沉郁顿挫'不比莽莽直行&/

$杜甫(岁暮)'纪昀评

曰*.沉郁顿挫'后半首中有海立云垂之势&/

%评点本身的文义'则已包含杜诗深广的忧思%深挚而厚积

的情感力量%文辞气魄极大的风格'同时结合语意脉络的委婉变化%诗句起承转合的曲折加以品评'但同

样体现出.沉郁/而.顿挫/之义&另外'三则评语只出现.沉郁/一词'即如杜甫(野望)二首之二'纪昀评

曰*.此首沉郁&/

'杜甫(将晓)'纪昀评曰*二首.结言无论不见用'即见用'亦不堪用矣'语意委婉而沉

郁&/杜甫(蜀相)'纪昀评曰*.后四句忽变沉郁'魅力绝大&/

(首联自问自答'点出丞相祠堂所在'颔联表

面写春景'却用.自春色/与.空好音/显出春景中的荒凉感'更生一种怀古的心境&颈联写出诸葛亮的功

业及备受礼遇的过人才德&结联则为诸葛亮卒于军中%壮志未酬而抱憾'诗中绝佳的文字浓缩表现'简

单生动地刻画出诸葛亮一生功业与遗憾&另外几则评语或指出杜诗.沉着/%.深至/的风格'如杜甫(宿

府幕)'纪昀评曰*.一悲壮'一凄婉'声调不同&/杜甫(暮归)'纪昀评曰*.自是一种骨格风调'又自是一种

悲壮哀惨&/

)或者指出杜诗作为沉郁顿挫风格基本特征的.悲慨/之情感基调*

'皆从不同的侧面肯定了

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

纪昀同样非常肯定杜诗.顿挫/的特点并详加阐释&首先'他认同方回关于杜诗.所以妙者'全在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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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将晓)二首之一*.石城除击柝'铁锁欲开关&鼓角悲荒塞'星河落晓山&巴人常小梗'蜀使动无还&垂老孤帆色'飘飘犯

百蛮&/之二*.军吏回官烛'舟人自楚歌&寒沙蒙薄雾'落月去清波&壮惜身名晚'衰惭应接多&归朝日簪笏'筋力定如何&/见李

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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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秋尽)*.秋尽东行且未回'茅斋寄在少城隈&篱边老却陶潜菊'江上徒逢袁绍杯&雪岭独看西日落'剑门犹阻北人来&不

辞万里长为客'怀抱何时得好开&/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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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送韩十四江东省觐)*.兵戈不见老莱衣'叹息人间万事非&我已无家寻弟妹'君今何处访庭闱&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

寒树影稀&此别应须各努力'故乡犹恐未同归&/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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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岁暮)*.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见李

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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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野望)二首之二*.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

圣朝&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

'第
#(&

页&

杜
!

甫(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

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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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宿府幕)*.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夜色好谁看&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

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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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南渡桂水阙舟楫'北归秦川多鼓鼙&年过半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藜&/见李庆甲*(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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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顿挫耳'平易之中有艰苦/的评论'将此论视为.深窥工部笔法/'但更进而指出.然又须知何以能阖辟

顿挫/'而在其评杜甫(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曰.一气旋转'清而不薄'此种最难学/

!

'也就是将.一气

旋转'清而不薄/视为杜诗难以揣摩学习的精华之处'因此'纪昀在对.阖辟顿挫/的具体阐释上'较方回

诠释途径更侧重在深窥工部何以能创造出阖辟顿挫笔法'注目在杜诗脉络的屈曲起伏%曲折连贯的角度

加以评析'也就是从脉络的起伏连贯%屈曲盘旋角度阐释了杜诗.顿挫/之风格'具体的评点如下*一是点

出杜诗句子间的承接的关键处'如杜甫(岁暮)'纪昀评曰*.中四句俱承6用兵7说下'末句仍暗缴首句6为

客7意'运法最密&/

"杜甫(上牛头寺)'纪昀评曰*.三%四二句申足6意不尽7三字&/

#杜甫(登兖州城楼)'

纪昀评曰*.以6纵目7领起中四句'886古意7作结'运法细而无迹&/

$杜甫(返照)'纪昀评曰*.三句顶

首句'四句顶次句&/

%二是点出杜诗结尾巧妙之处'如*杜甫(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纪昀评曰*.五%

六笔意亦崎'结句自是绝唱&/

'五%六句由虚转实'七%八句光景绝妙'寄情无限&在五%六句抑的基础

上'轻灵地一扬'化解心上阴云'使全诗生色增辉'意境顿出'将诗意引向清旷而又迷离%浅明而又深邃的

境界&杜甫(山寺)'纪昀评曰*.七%八句却拓开'再无结法/

(

+杜甫(宿赞公房)'纪昀评曰*.结得轻

妙&/

)三是注意杜甫组诗章法的连贯与巧妙&如杜甫(将晓)二首'纪昀评曰*.一首说时事'一首说身

事'乃章法也&首篇之末'即带起次篇'章法尤密&/四是纪昀对杜诗脉络的.开阖顿挫/还细化到字词间

的衔接&如杜甫(出郭)'纪昀评曰*.三%四承6望7字&后四句纯以虚字着力'而不觉其滑弱'由笔力不

同/

*

+杜甫(送韩十四江东省觐)'纪昀评曰*.因峡6静7而闻滩声之6转7'因江6寒7而见树影之6稀7&四

字上下相生&/二句一纵一收'诉尽绵绵情意&杜甫(野人送樱桃)'纪昀评曰*.通篇诗眼在6也自7%6忆

昨7%6此日7六字&古人所用意者如此'不必以一%二尖新之字为眼&6也自红7三字已包含尽后四句'此

一篇之骨&/

+,-五是纪昀侧重指出杜诗惯用之侧面烘托%.对面落笔/等手法'对杜诗.顿挫/的分析'在章

法上显得更细致%深入&如*杜甫(村夜)'纪昀评曰*.三句非写舂声'乃写人静&/

+,.仇兆鳌注云*.舂急'

暮所闻&/

+,/所闻在舂声'而非侧面烘托之人静'二人闻见南辕北辙&杜甫(客夜)'纪昀评曰*.三%四乃写

不寐'非写6月影7%6江声7&/

+,0要在突显孤怜月影%独听江声的不眠之夜&盖从自然界之声%光%影的变

化侧面烘托人物的心境&

再如*杜甫(梅雨)'纪昀评曰*.结句对面落笔&/

+,1杜甫(月夜)'纪昀评曰*.纯从对面着笔'蹊径甚

别&后四句又纯为预拟之词&通首无一笔着正面'机轴奇绝&/

+,2仇兆鳌注云*.前说今夜月'为独看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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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岁暮)纪昀评'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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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上牛头寺)*.青山意不尽'衮衮上牛头&无复能拘碍'真成浪出游&花浓春寺静'竹细野池幽&何处莺啼切'移时独未

休&/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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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登兖州城楼)*.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余&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踌

躇&/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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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返照)*.楚王宫北正黄昏'白帝城西过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衰年肺病惟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不

可久留豺虎乱'南方实有未招魂&/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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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二首之二*.宓子弹琴邑宰日'终军弃?英妙时&承家节操尚不泯'为政风流今在兹&可怜宾客

尽倾盖'何处老翁来赋诗&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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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山寺)*.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见

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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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宿赞公房)*.杖锡何来此'秋风已飒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放逐宁违性'虚空不离禅&相逢成夜宿'陇月向人

圆&/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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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出郭)*.霜露晚凄凄'高天逐望低&远烟盐井上'斜景雪峰西&故国犹兵马'他乡亦鼓鼙&江城今夜客'还与旧乌啼&/见

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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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野人送樱桃)*.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忆昨赐沾门下省'退朝擎出大明

宫&金盘玉箸无消息'此日尝新任转蓬&/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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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村夜)*.萧萧风色暮'江头人不行&村舂雨外急'邻火夜深明&胡羯何多难'渔樵寄此生&中原有兄弟'万里正含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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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客夜)*.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卷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见

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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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梅雨)*.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茅茨疏易湿'云雾密难开&竟日蛟龙喜'盘涡与岸回&/见

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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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月夜)*.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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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宏昌 等*方回与纪昀评点杜甫沉郁顿挫诗风的不同视野

意&末说来时月'以双照慰心&/

!以.独看/%.双照/为诗眼'字字从月色中照出'其章法紧密'浑然无迹'

关键即在于巧施.对面着笔/之手法'许印芳云*.对面着笔'不言我思家人'却言家人思我&又不言思我'

反言小儿女不解思我'而思我者之苦衷已在言外&/

"如此反弹琵琶'从而达到互相映衬'曲折深沉的章

法'极能诠释纪评.对面着笔/%.机轴奇绝/之评点&可见'纪昀侧重于脉络%章法的连贯%起伏'字句间的

衔接'.对面落笔/%侧面烘托等写作手法'来阐释杜诗.阖辟顿挫/的特色&

结
!

语

.沉郁/既有思想的深广博大和情感的深沉厚重'又有艺术表现的含蓄蕴藉'而.顿挫/既指结构的曲

折开阖和音律的抑扬顿挫'又具思想上的跌宕起伏&就如同韩成武所言'.沉郁/和.顿挫/既都有内容层

面的因素'也都有形式层面的因素&观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本即是浑然一体者'不容割裂独览'但方

回在选%评时虑及教本之功效'即拟出.沉郁/而.顿挫/之义&而纪昀之论述'是后方回选%评的再评点'

虽颇多内容直指杜诗'但更多是针对方回论点而发'有同有异'其同者如杜甫(将晓)'纪昀对方回评点颇

表认同'曰*.此评最的&古人题目多在即离之间'无句句刻画之法&/其异者如(瀛奎律髓).拗字类/序'

纪昀曰*.拗字各类皆有'何必别出一门5/然而'在对.阖辟顿挫/的具体阐释上'较方回诠释途径更侧重

在深窥工部何以能创造出阖辟顿挫笔法'注目在杜诗脉络的屈曲起伏%曲折连贯的角度加以评析&

至如王辉斌认为以.沉郁顿挫/称指杜甫诗歌风格者'乃肇始于明清之际贺贻孙(诗筏)一书&其论

与本文相左'因不影响本文题旨论述'但又攸关.沉郁顿挫/说始末'故聊载一笔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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