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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晚唐体&新论
!

张立荣

摘
!

要!%晚唐体&概念至今无定论"大致有两个层面"一为时间层面"即真正晚唐时期的

诗作'一为风格层面"即学习晚唐诗风的诗作#宋初%晚唐体&属第二类#其五律效法贾

岛$姚合"七律效法许浑$郑谷#宋初%晚唐体&诗人分为入仕诗人及隐逸诗人两部分"入仕

诗人诗风呈现典型的晚唐体特征"隐逸诗人则情况复杂#北宋诗论中尚无风格层面的%晚

唐体&概念"魏野$林逋也未被当做%晚唐体&诗人#因此"对%晚唐体&的定义"应考虑时代$

诗体及诗人群体的差异#

关键词!晚唐体'诗体学'七律'五律

唐宋诗学在诗体发展轨迹上存在极大差异"因此"对诗体的研究不能忽视时代的影

响#唐诗的发展最初以古体诗为主"初盛唐近体诗属于初创期"至晚唐成熟#而宋诗发展

恰好相反"其诗学承接晚唐而来"最初以近体诗为主"宋初三体皆如是#到欧阳修诗文革

新之际"古体诗才受到重视"并成为北宋中后期诗学领域的主要诗体#因此"研究宋诗"从

近体诗入手"更符合诗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本文以%晚唐体&为例#

一$%晚唐体&

!

涵辨析

研究%晚唐体&"首要工作是辨清什么是%晚唐体&+ 学界一般认为%晚唐体&以五律为

主"多写幽仄之景"清苦之情"取法对象为贾岛$姚合!

#那么"%晚唐体&诗人在七律创作

上"是延续了他们的主体风格"还是因为诗体的改变"而造成其诗风对主体倾向的偏离+

%晚唐体&概念"就目前资料所见"最早提出者为严羽#但严羽%晚唐体&含义和本文所

要论述的%晚唐体&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严羽对中国古代诗歌的风格"从时代$代表诗人

的角度作了个总结!%唐初体(唐初犹袭陈隋之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

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元白诸公)"晚唐体"本朝体(通前后而言之)"元体

(苏黄陈诸公)"江西宗派体(山谷为之宗)33#&

"

其%晚唐体&之前为%元和体&"之后为%本朝体&"很显然"他的%晚唐体&是指真正产生

于晚唐那个时代的诗风总和"是实际意义上的晚唐风格#这种诗风总和虽然在诗体选择$

风格技巧$审美风尚上有着某种共性$确定性及可把握性"为后世的模仿学习"提供了一定

的可行性"但仍不排除诗人个体的多样性存在#

与严羽大致同时的刘克庄对%晚唐体&的看法却与严羽不同!%古诗出于性情"发必善'

!

"

目前所见有关宋诗研究的资料"对%晚唐体&的定义大同小异"皆认为%晚唐体&以五律为主"诗法姚$贾"代表诗

人为九僧$寇准$潘阆$魏野$林逋#具体可参看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

古籍出版社
6776

年'许总-宋诗史."重庆出版社
677!

年'吕肖奂-宋诗体派论."四川民族出版社
!""!

年'等#

严羽!-沧浪诗话."载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
67<6

年"第
5<7

页#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

8

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

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

!刘克庄的%晚唐体&缩小了严羽%晚唐体&的内涵"将张籍$王建浅近之

诗及世人的效仿之作谓之%晚唐体&#

这一看法"打破了时间界限"而与个人的具体诗风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抹杀了%晚唐体&诗风多样化

的可能性"而整合成一种可操作性的诗风"并将严羽时间意义上现实的%晚唐体&变成了以具体个人诗风

为代表的理论意义上的%晚唐体&#

方回在论述%晚唐体&时"继承了严羽的观点"却进一步将宋诗中学晚唐的诗人"上溯到了宋初九僧

等人#如!%诗学晚唐不自四灵始#宋
8

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33晚唐体则九僧最迫真"

寇莱公$鲁三变$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父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势极盛#33永嘉四

灵复为九僧旧"晚唐体非始于此四人也#&

"

由上述可见"方回所谓的%晚唐体&与严羽$刘克庄所谓的%晚唐体&又不相同#严羽%晚唐体&指的是

晚唐诗风"尚有多义指向"只是在论及%近世诗人&时"暗含%晚唐体&倾向于姚$贾诗风之意#方回则将

%晚唐体&具体化成了一种诗歌流派#他将宋初诗风有%晚唐&倾向的诗人"通称%晚唐体&诗人#就生活

时代而言"这些诗人与晚唐并无关系"最早的九僧"其诗歌创作期也已到了太宗朝后期及真宗朝#

关于%晚唐体&的含义"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进一步指出!

殊不知宋诗有数体"有九僧体"即晚唐体也#

元人诗既不为杨$刘昆体"亦不为九僧晚唐体"又不为白乐天体#

#

这些说法似乎与他所言的%晚唐体有九僧$寇莱公33&相矛盾"也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九僧体&就是%晚

唐体&#实际上"两种说法并不冲突#因为先有晚唐"后有九僧#在九僧出现之前"晚唐诗风已经成熟#

所以"%九僧体&只是对%晚唐体&的模仿和学习#%晚唐体&是一个大概念"%九僧体&是一个小概念"是包

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所以说%九僧体&是%晚唐体&并不错"但不能反过来说%晚唐体&是%九僧体&#

上文分别辨析了严羽时间意义上的实际%晚唐体&与刘克庄$方回以人论诗的理论意义上%晚唐体&

的含义"及%九僧体&与%晚唐体&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方回继承并发扬了严羽的观点"并将%晚唐体&

定义为宋初九僧及其他诗风有晚唐倾向的诗人#

就晚唐诗风的代表而言"严羽在-诗体.中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晚唐体&指姚$贾诗风"但他在-诗辨.

明言四灵诗学姚$贾"方回发展了严羽的观点"并将这两点相结合"得出诗学姚$贾五律诗风的%九僧&等

人即%晚唐体&的论断#但方回所认为的晚唐诗风的代表并不仅限于姚$贾"还包括许浑"如!

近世诗学许浑$姚合"虽不读书之人"皆能为五七言#

$

近日江湖"言古文止于水心"言律诗止于四灵$许浑!!#

%

七许浑"五姚合"哆然自谓晚唐#

(

由此可见"方回的晚唐观既包含了以姚$贾为代表的五律诗风"也包含以许浑为代表的七律诗风#

目前学界对晚唐体的定义及诗人群体的论定"基本延续方回的论述"却进一步缩小了%晚唐体&的内

涵"认为%晚唐体&一般以五律为主"多写幽仄之景"清苦之情'讲究对仗"多以写景为主"刻画精工'在宋

代的代表"前有九僧"后有四灵"其取法对象为贾岛$姚合#而姚$贾都以五律见长"所以后世之效颦者也

难脱窠臼#因此"这样的%晚唐体&"实际就成了%贾岛体&或%姚贾体&

+

#

贾岛等虽也作七律"却不以七律见长#真正代表晚唐七律创作成就的除了李商隐"就是杜牧$许浑$

唐彦谦$郑谷$韦庄$皮日休$陆龟蒙等人#李商隐是西昆体的宗主#杜牧七律清丽俊爽"自成一体#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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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方回!-送罗寿可诗序."载-桐江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方回!-送罗寿可诗序."载-桐江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方回!-送胡植芸北行序.'-又跋冯庸居诗."载-桐江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方回!-赠邵山甫字说.'-孟衡湖诗集序."载-桐江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方回!-赠邵山甫字说.'-孟衡湖诗集序."载-桐江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关于贾岛$姚合诗风之不同"学人亦多有论及"可参见刘宁-唐宋诗风的演变.$闻一多先生的-唐诗杂论.中-论贾岛.一文等"此处

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故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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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诗风虽有自出机杼之处"却略像白体#那么能体现精工清婉"以抒情见长的代表诗人就是许浑$郑谷$

韦庄等人了#所以"从狭义上讲"七律%晚唐诗风&的代表不是贾岛$姚合"而是许浑$郑谷等人#因此"方

回对于晚唐七律诗风以许浑为代表的把握非常准确#陈师道-次韵苏公西湖观月听琴.一诗中曾云!%后

世无高学"举俗爱许浑&

!

"可见其诗在北宋传播的普遍性"至北宋后期还有举俗皆爱之的情况#

与许浑七律类似的郑谷诗在北宋初也颇为流行"这一点在宋人诗论中亦有所体现"如欧阳修-六一

诗话.就言及郑谷诗在宋初曾作为童蒙教材"

"表明了郑谷七律的工整$容易入门及其在宋初的流布之

广#%其集不行于世&当与西昆体对晚唐体的反拨有关#

#清人姚鼐在-五七言近体诗钞.中也言及许浑

等人对宋初诗坛的影响!

西昆诸公之拟玉溪"但学其隶事耳"殊滞于句下"都成死语#其余宋初诸贤"亦皆域于许

浑$韦庄辈境内#

$

因此"我们可以将宋初%晚唐体&在七律创作中的体现归为许浑$郑谷$韦庄等人之体#

但在宋人对许浑$郑谷的评论中却隐隐透出对二人的不满#北宋是个极讲究人格操守的时代"处处

标举%气格&与%化俗为雅&"所以他们对晚唐诗人的不满之处大致有两点!一曰格卑"二曰调俗#但不满

意并不能抹杀他们的影响力#许浑$郑谷对北宋七律的影响"主要是诗风清丽$格律圆熟$对仗工稳等形

式的讲究"而不是内容#尽管如此"终北宋一朝"七律诗风没有标举学此二人的"相反"他们一直是作为

被否定的对象而存在"北宋七律中宋调也正是在对唐风的否定中逐步确立起来的"但这种否定却是吸收

了唐风的种种精髓后的否定#因此"许浑$郑谷在七律艺术上的影响"实不可轻视#学之而变之"再反而

抑之"这就是历史选择的残酷性#

由于%晚唐体&本身的多义性及现代意义的%晚唐体&对七律这一诗体的疏远"使我们在论及%晚唐

体&七律时"所遇到的复杂情况远远超过了白体和西昆体#白体和西昆体的两位宗主,,,白居易和李商

隐都擅长七律"所以两种诗风的仿效者有天然的参照物#而%晚唐体&诗人的七律创作"似没有直接宗主

可以参照"对真正代表晚唐七律诗风的许浑等人"却也似乎没人提起"那么%晚唐体&诗人的七律创作"在

没有明确而直接的仿效对象的情况下"会体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面貌+ 是以创作五律的手法创作七律"还

是另有变化+ 这些都是研究晚唐体诗人难以回避的问题#

二 %晚唐体&诗风分体论析

为便于行文"我们在方回所言%晚唐体&诗人之基础上"有所增减%

"并将其分为入仕诗人与隐逸诗

人两大类"分别对其七律加以论述"并与五律比较"探讨其诗风#

经统计发现"方回所列晚唐体诗人(除九僧绝大多数为五律外)擅长
9

种诗体"分别为五律$七律$七

绝"如寇准-全宋诗.存诗
!<8

首"其中五律
7"

首"七律
:;

首$七绝
<:

首'赵湘存诗
6:7

首"其中五律
;!

首$七律
98

首$七绝
6"

首'潘阆存诗
;7

首"其中五律
!;

首$七律
66

首$七绝
!!

首'魏野存诗
979

首"其

中五律
667

首$七律
69"

首$七绝
<9

首'林逋存诗
96!

首"其中五律
<<

首$七律
6!9

首$七绝
56

首#从

上述可见"晚唐体诗人亦重视七律创作"尤其是魏野和林逋的七律皆多于五律"因此对七律研究的阙如"

实在无法全面评价晚唐体诗人"本文对此补足#

(一)晚唐体入仕诗人的七律诗风及审美取向

七律诗风倾向于晚唐风调并有为官经历的诗人"以寇准$赵湘为代表#

*

77

*

!

"

#

$

%

陈师道!-后山诗注补笺*后山逸诗笺."中华书局
6778

年"第
:;7

页#

欧阳修!-六一诗话."载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
67<6

年"第
!58

页#

欧阳修-六一诗话.云!%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号-云台编."而世俗但称其官"为1郑都官诗2#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

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今其集不行于世矣#&%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

变"谓1西昆体2#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
67<6

年"第
!55

页#)西昆体在某种程度上有纠正晚唐

体的作用"%唐贤诸集几废而不行&与郑谷诗由作为童蒙教材到%其集不行与世&之间"应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姚鼐!-今体诗钞*五七言近体诗钞序目."上海古籍出版社
67<5

年"第
9

页#

九僧七律共三首"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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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体诗人中"寇准可算唯一一位身份比较显达的诗人"因此有学者认为他是晚唐体的盟主!

#寇

准七律共
:;

首"除三首奉和应制外"以咏怀$寄赠诗为多"尤以咏怀诗为主#

与王禹翶等白体诗人类似"寇准七律也表现出一定的忠君报国思想"但魏阙之思在其七律中体现得

极为有限#他的七律充满了凄凉$寒苦$孤独之感#这种凄苦诗风与其位极人臣的政治地位及%性豪奢"

喜剧饮&的性格反差颇大"宋人已看出其中的矛盾"文莹曾言其%然富贵之时"所作诗皆凄楚愁怨&

"

#真

宗年间"诗坛仍在白体笼罩之下"寇准的这种审美情趣在达官贵人诗作中可算特立独行#

他的七律内容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功业无成的喟叹'二是对乡关秦川深情款款$无限眷恋的回眸'三

是对隐逸高蹈生活的艳羡#无论是壮志难酬之叹"还是乡关之思"其情调都必然是感伤的"而山林之想

则可能归于平和#其七律诗风也的确是凄清愁苦与简淡静穆并存#凄清的风格与其五律主调相通"简

静的风格当源于诗人对王维$韦应物的喜好#但仔细体察"我们仍可感受到寇准诗与王$韦诗的不同#

王$韦诗更具有超然物外的飘逸感"而寇准诗仍未摆脱尘世的纠缠"有比较明显的主体参与痕迹#

总体而言"寇准七律的题材及情调都比较单一#他的七律以抒发凄凉哀怨之感为主"审美情趣也偏

重于晚唐七律的清微琐细"丝毫看不出新王朝的蓬勃气象#

赵湘七律与寇准七律题材类似"亦以咏怀诗为主#作为晚唐体诗人"二人七律在取材及情调上极为

相似"但赵湘七律却没有那么浓重的愁苦之感#他的
98

首七律几乎篇篇皆佳"极少败笔#若言二人之

不同"寇准七律偏悲"而赵湘七律则尚清#赵湘曾自言%静话忽容幽鸟听"好诗长忌俗人闻&(-闲居书事

寄逸人平上人.)"可见他也认为自己诗句颇有清新脱俗之态#这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对当时诗坛流行

的白体诗风的疏远#四库馆臣评其为%大抵运意清新"而风骨不失苍秀&#

在意象使用上"寇准七律使用了许多%残&$%寒&$%愁&$%怨&$%孤&$%乱&之类的字眼"这种表达悲凄

之感的形容词与%秋蝉&$%夕照&$%孤影&$%秋声&等带有悲情色彩的名词组合"使得其七律诗作的主基调

一直在委婉低落的情绪中徘徊#与晚唐诗人许浑类似"寇准在七律中也用了大量与水有关的意象#其

七律共
:;

首"用到%雨&$%雪&$%霜&等意象的有
9:

首"约占总数的
;!r

"数量惊人#同类意象的使用频

率如此之高"不仅可以看出作者审美情趣$情感体验的倾向"还反映了作者在意象选择上的固定性及取

材视野的狭小#这些给人以冰冷感受的意象"再配上%孤&$%残&等词"使他的诗风呈现出一种与其人生

功业$所处盛世不相关的寒俭之态"以致诗人自己都认为是%冷句&#这种寒俭之态的流露"虽然与诗人

的人生感受分不开"但就创作而言"当与他取法晚唐七律诗风密切相关#寇准虽未明言喜好许浑诗"但

从二人相同的审美取向$类似的意象选择来看"仅仅言其巧合"恐过于牵强#

赵湘诗中也大量运用了秋蝉$鸥鹭$孤灯$夜雨$白云$寒泉等自然意象"尤其是%水&意象的使用频率

与寇准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竟高达
<!r

#取材类似"又多用有寒冷之感的%水&意象"所以"在七律格

调上"赵湘诗与寇准诗都给人以孤寒清冷之感"由此可以看出晚唐体诗人在取物造境上的相似性#

与寇准不同的是"象征隐士生活的意象"如%棋$琴$鹤$僧$诗$酒&等词在赵湘诗中频繁出现"这使得

赵湘七律带上了一种清新秀发的野气"也即欧阳修所谓的%清淑粹美&

#

#此评价不仅言其诗风"更体现

了人物的凛凛风怀#

这种孤高清俊的诗格"在北宋前期七律中可谓独树一格#北宋时人亦看出赵湘诗与众不同的一面"

吴俦曾言!%其诗清澄蠲洁"淡雅夷旷"名章秀句"前人之所罕道33已自建立"克成一家#&

$文同亦云!

%(湘)善吟诗"其语清深险峭"不类近世作者#&

%

*

""6

*

!

"

#

$

%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及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皆认为寇准为晚唐体盟主#如以政治地位而言"可为寇准#吕肖

奂-宋诗体派论.言潘阆较早"应属晚唐体盟主"不合适#晚唐诗风承五代而来"潘阆并非早期开创者"成就亦不是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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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年"第
<

页#

欧阳修!-南阳集跋."载赵湘!-南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吴俦!-南阳集跋."载赵湘!-南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M

文同!-试秘书省校书郎赵君墓志铭."载-丹渊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立荣!宋初%晚唐体&新论

晚唐体入仕诗人七律所选用之物象基本类似!

"崇尚苦吟$注重工巧$善穷物象以达到新警精工的

特点也类似"但在相似中"仍有差异#

寇准七律中的景物描写多呈现静态"如%闲步偶寻芳草色"空林独听野莺声&(-春日闲望有感.)&"诗

句有很强的主体意识"是%有我之境&#而赵湘诗中的自然物本身就是活泼灵动的#极善于炼动词是赵

湘七律与众不同的一大特色"如%秋云尽放诸峰出&的%放&字"%敲花雨过琴弦润&的%敲&字"使景物具有

了人的情感色彩"巧妙地突出了大自然的活泼与生机#与寇准时时沉浸于悲情哀景的%有我之境&相比"

赵湘诗更多地呈现出%无我之境&#

在诗歌技巧上"晚唐体诗人的七律明显较白体诗人工巧而富有变化#赵湘诗句精雕细琢而能自然

清新"不露笔墨之痕"就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虽然格局不大"部位却甚为精致"且注重句式$章法的变

化#在晚唐体七律中间二联多写景的情况下"这种变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赵湘七律在复字的用法上"亦比寇准灵活#寇准七律基本避免了复字#赵湘七律在复字使用上"却

有精心挑选$安排的迹象"这是赵湘七律不同于其他晚唐体诗人的又一特征#白体七律较常见的流水

对"也为赵湘吸取"使得其七律在工稳中又富有流畅感#

对白体七律好用复字$多用流水对等创作手法的关注与吸收"并以晚唐七律苦吟刻削手法加以雕

琢"使得赵湘七律颇有迥异于流俗的一面#对赵湘诗的新变"宋祁阐发得最清楚!

大抵近世之诗"多祖师前人"不丐奇博于少陵$萧散于摩洁"则肖貌乐天$祖长江而摹许昌也#

故陈言旧辞"未读而先厌#若叔灵不傍古"不缘今"独行太虚"探出新意"其无谢一家者欤D

"

%不傍古&"即变古'%不缘今&"即不从俗#他的七律能将白体的通脱流易与晚唐体的秀丽工稳弥合为一

体"毫无牵强凑泊之迹#这一点与王禹翶$田锡等人融合白体与晚唐体不同#

#白体诗人将二体的结合

体现在整体风格上"就某一首诗而言"则非倾向于白体"则倾向于晚唐体$

#赵湘七律却几乎能在每一

首诗中整合两种诗风"显示出诗歌内部规律的变化#

总之"晚唐体入仕诗人继承了晚唐七律通过对自然景物的精心刻画"创造意境"表现主观体验与情

感的方法#长于造境是这一类七律的最大特色#这种靠自然景物反复渲染一种心境的手法"与他们的

五律创作类似#也即是说"晚唐体入仕诗人的七律与五律在创作手法及审美情趣上基本一致#

(二)晚唐体隐逸诗人诗风探析

晚唐体隐逸诗人的诗作"相对比较复杂"他们的五律$七律诗风并不完全统一"即便统一"也并非皆

是晚唐风格#以下分别论之#

6M

潘阆的五律$七律诗风有较大分野

在晚唐体诗人群中"潘阆可算是个性最为鲜明的一位诗人#其七律存诗
66

首"其中登临诗
9

首"游

览诗
!

首"送行
6

首"感怀诗
!

首"悼念诗
6

首"寄赠诗
!

首#数量虽不多"题材面却很广"且多用于人际

交往#其有些诗也注重写景抒情"但写法上已发生变化"景物描写不再是诗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成为陪

衬#即便是此类诗在潘阆七律中也并不占主流#他的一些七律基本没有写景成分"如-寄赠柳殿院开授

崇仪使赴边上.一诗几乎全为叙述性语气"以铁马戎衣$雄师服命$丑虏魄飞等事件突出被送之人的英雄

气概#全诗波澜起伏"雄健豪迈"笔力老成"在宋初七律中此格少见#苏轼言其诗%不在石曼卿$苏子美

下&

%

#四库馆臣言其诗%间有五代粗犷之习&"当指此#但潘阆的粗犷之习"并非仅沿袭五代"而是人物

性格使然#他的狂放$萧散$疏野的个性使他的七律诗风突破了抒情写景的限制"而转向叙事写意#

*

6"6

*

!

"

#

$

%

方回在-跋仇近仁诗集.(-桐江集.卷四)总评晚唐体云!%九僧以前"四灵以后"专尚晚唐#五言古调$七言长句"皆不能不彼此相效#

许浑1水2"郑谷1僧2$林逋1梅2$魏野1鹤2"雪月风花$烟雨竹树#无此字不能成四十字#&在-瀛奎律髓.卷四二又云!%晚唐人非风$花$

雪$月$禽$鸟$虫$鱼$竹$树"则一字不能作#九僧者流为人所禁"诗不能成#&(见方回选"李庆甲编-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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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方回之论虽然以五律为主"但就赵湘$寇准$杨徽之等晚唐体诗人而言"他们的七律选材并未突破五律的格局#

宋祁的这段话"也间接反映出许浑诗在当时颇为流行"几与贾岛$白居易并行#同时也透漏出宋诗对唐诗取范的扩大"杜甫$王维

等进入诗人视野#杜甫$王维二人在七律创作上皆有不凡表现"对二人的取范"意味着北宋七律新变的到来#宋祁-南阳集序."

-景文集.卷四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立荣!-论王禹翶的七律诗风及诗学史内涵."载-江西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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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樽前勉兄长."大类白体"纯以叙述$议论为主"与白居易-放言.诗"从手法到内容无不相似#

潘阆七律突破了晚唐体七律细碎小巧的格局而向豪宕健举发展"透露出北宋七律渐变的迹象#因

为北宋七律在发展过程中"正是不断地以%清&$%健&$%淡&来纠正晚唐五代七律的%俗&$%弱&$%丽&#这些

宋诗七律的特征"在潘阆诗中已有较明显的体现#这一点与王禹翶等白体七律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

由此亦可看出潘阆五律和七律诗风的分野#他的五律以写景抒情见长"格调清新"大类唐风#而七

律却重在人事交往"以叙述写意为主"格调瘦硬"类白体#这种在同一诗人诗作中所体现出的由于诗体

选择不同"而创作手法不同"诗风迥异的情况"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诗体发展的独立性及诗人在创作

中"对各类诗体特征有意无意的接受#

!M

魏野并非%晚唐体&诗人

魏野$林逋七律"也与晚唐体入仕诗人七律大异其趣#且二人七律数量皆多于五律"因此"能否归于

晚唐体诗人"尚有争议#

魏野五律
667

首"七律
69"

首"多于五律#其七律直接感怀之作极少"除了一首悼念诗"一首咏物

诗"其余皆为寄赠$送行$唱酬之作"这在取材上与白体七律类似#魏野送行之人大致有两种!一为朝廷

官员或应试举子"一为上人$处士等隐逸之人"其中以朝廷官员占绝大多数!

#其送行七律手法以叙述

铺排为主与白体诗人王禹翶类似#

善长叙事是魏野七律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宋文莹言其诗%平朴而常"不事虚语&

"

"%平朴而常&意为

语言平淡自然"如话家常#%不事虚语&则有两个涵义"一为尊重事实"不做虚构'二为用事严谨"不做夸

饰#这两点无论哪一点皆非晚唐体诗人的特征#从事实出发"平朴而常地陈述事实"表达自己的感受"

这一点是白体七律的特征#只是白体出言较率意"不如魏野之诗构思精妙#

因此可以说"魏野七律用的是晚唐诗人惯用的%苦吟&思维特式#

"汲取了晚唐体七律对仗工整$律

法严密的特点"而创作手法与内容上却是白体"其七律诗风整体上也呈现出明显的白体特征#也正源于

此"其诗有%为诗精苦"有唐人风格"多警策句&及%效白乐天体&的双重评价#

最早将魏野归为晚唐体诗人的是方回"但方回对晚唐体诗人的归类基本以五律为标准#魏野五律

咏怀诗颇有晚唐风神"在诗中也流露出对贾岛的喜好"再加上他本人的处士身份"因此"被方回加上晚唐

体的身份标志后"就一直被作为晚唐体诗人"出现在各类文学史中#但如果我们仔细体察其五$七律的

总体风貌"会发现魏野更擅长铺陈叙述手法"且言意好尽"不讲含蓄"少有晚唐体诗人寇准$赵湘那种含

意婉转"风韵悠长的感受#其五律部分之作有姚贾之风"但七律无论从内容还是手法"都更类白体#其

七律多于五律"五律中大部分诗作也类白体#因此"若一定要给诗人一个身份归属"魏野更应归为白体

诗人#

9M

林逋诗风类皮$陆

林逋七律
6!9

首"约占
97r

'五律
<<

首"约占
!<r

"也是七律多于五律"因此仅以一类诗体界定诗

人诗风是件危险的事#与潘阆$魏野不同的是"其五$七律诗风比较统一#

魏野七律的送行$寄赠等交游之作"约占
78r

"比例惊人"而林逋七律约占
97r

#咏怀$咏物等内

容"魏野七律仅占
8r

"而林逋五律$七律皆以此类题材为主"尤其七律约占
8<r

#多游赏$咏怀之作这

一题材倾向"大约是其被划入晚唐体诗人的最大原因#他和魏野一样"秉承了晚唐体%苦吟&的思维方

式"而在诗艺方面似较魏野更精益求精#

明杨慎曾批评晚唐体"认为是%忌用事"谓之1点鬼簿2"唯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

$

#林逋七律的确

是%唯搜眼前景物而深刻思之&#%深刻思之&正说明了宋人在写景上不同于唐人之处#他突破了晚唐体

惯用之寄情于景"借景言情的模式"而在景句中进一步体现诗人的心境$性情"甚至是哲思#物理$物趣

*

!"6

*

!

"

#

$

对于北宋官员酬唱的论析"可参见吕肖奂!-宋代官员诗人酬唱论略."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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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荣!宋初%晚唐体&新论

成为诗人关注的对象"这也导致诗人的眼界渐小#而这也是宋诗渐朝生活化发展的原因之一#

不%忌用事&"也是林逋七律有别于寇准$赵湘等人之处#他的诗中写景与用事并不冲突"在自然景

物上加以人文色彩"使其诗具有其他晚唐体诗人所没有的深邃感#其后苏轼$黄庭坚等追求诗意的深邃

转折"要求%平淡而山高水深&"多得益于林逋#

林逋七律在意象选择上也与寇准$赵湘不同#晚唐诗中的凄风苦雨意象被抛弃"僧$鹤$琴$茶等人

文意象大量出现"与此心态相应的是%闲&字的大量使用#这些意象正是皮日休$陆龟蒙最擅长的意象#

从这些意象的使用"可以看出诗人心态的转变及白体七律中的闲适之情对晚唐体七律的渗透#

对于皮日休$陆龟蒙诗近宋调的评论"前人论之颇多!

#关于二人七律"明胡应麟言!%唐七言律

33皮日休$陆龟蒙驰骛新奇"又一变也#&

"清李重华亦言!%七言律古今所尚"33陆鲁望自出变态"觉

苍翠逼人#&

#

%新&$%奇&$%变&正说明了皮$陆七律与其他晚唐诗人不同的地方#

林逋七律除意象选择类皮$陆"在创作手法上亦多有借鉴#如以俗词僻语入诗"林逋继承了这一新

的创作手法"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体现出宋诗的生活化取向"及%以才学为诗&的倾向"这也正是北宋诗法

中所谓的%化俗为雅&#这一手法受到欧阳修的肯定"并直接影响到苏轼$黄庭坚等人"最终成为宋诗特

质之一#明代邓云霄虽对宋诗这一特征有过严厉批评$

"但作为一种诗歌创新的方法"它毕竟显示出宋

人求新求变的艰难探索与努力#

林逋诗有%偶丽精切&之誉%

"他曾作-摘句图.自我欣赏"说明他对字句研练的重视"但这种摘句评

诗的弊病就是易造成有佳句无佳篇之憾#明人不喜宋诗"连其佳句一并否定"如明王世贞评其-梅花.诗

名句!%暗香&$%疏影&"%是许浑至语"非开元大历人语#至1霜禽2$1粉蝶2"直五尺童耳#&

(方回曾论晚

唐诗创作手法为%多先锻炼景联$颔联"乃成首尾以足之&

+

#宋-蔡宽夫诗话.亦云%桥横水木已秋色"寺

倚云峰更晚晴&等"%何害为工夫太过&

,

#王世贞看出林逋诗受许浑之影响"是其眼光独到之处#

林逋五律$七律题材差别不大"风格差异亦不大"但在写作手法上略有不同#其五律中较少使用典

故及俗词僻语"写景之句较之七律比例加大"有姚$贾工致之风"亦有王$韦淡静澄澈之感#而其七律虽

有晚唐许浑之风"但在创作手法及意象使用等方面"更类皮$陆#

我们看待一个诗人的历史地位"除了考察其继承"更应看其创新#林逋七律善于用典"多用俗语"长

于炼字炼意等方面的突出表现"皆具备典型的宋诗特质#这些特征多得益于皮日休$陆龟蒙"而非许浑$

郑谷"在宋诗发展中渐为宋人所继承"并逐渐成为宋诗的基本特征#

三 %晚唐体&的重新定义

关照一个诗人群体"应从多角度多方位着眼"从诗体学角度重新关注%晚唐体&诗人"会有一些令人

惊讶的发现#

目前学界对晚唐体的定义"诗人以九僧为主"诗体以五律为主"只说明了一个方面#而事实上"九僧

之作在当时诗坛影响并不大"到欧阳修时期"其诗集已湮没不闻6

#可见"九僧诗并不符合北宋诗人的

审美取向"很快就被诗坛淘汰789

#而其他诗人如魏野$林逋等在北宋颇受关注"尤其是林逋"从人品到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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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都曾受到欧阳修$宋祁$苏轼等人的盛赞#但林逋诗"如上所论"与九僧诗格相去颇远#

而且有一个问题"几乎被学界所忽略"即整个北宋诗论中"在论及宋初诗歌时"几乎没有提到存在

%晚唐体&#关于宋初三体"%白体&一词早在晁炯诗歌中已出现#欧阳修-六一诗话.较早论及宋初诗坛"

也只提及%白体&和%昆体&#直到北宋末年-蔡宽夫诗话.论宋初诗坛"还是只言及二体#可见"在北宋诗

人的眼中"似乎并不存在%晚唐体&"魏野$林逋等"自然也不算晚唐体诗人#最先将二人归为晚唐体的是

方回"已到宋末元初#本文对二人%晚唐体&诗人身份的质疑"应符合北宋当时的诗学观#

就目前学界的约定俗成及行文方便的角度而言"也鉴于二人颇有些%晚唐&渊源"我们在此仍从方回

之论"将二人放在宋初的晚唐体诗人中加以论述并进行辨析#从七律角度"再论析晚唐体诗风"会对此

体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希冀能对宋初%晚唐体&有一个合理的定义#

晚唐体诗人七律创作的共同点为!其一"在内容上"多以抒发自身情怀为主#其二"在风格上"继承

了晚唐五代七律纤约细美的审美风范#多着眼于细小的景物"少刚健雄奇之气#其三"喜好借用各种自

然物象"通过巧妙的构思"创造优美的意境#其四"都以苦吟著称"注重字锻句炼"对仗精工"格律谨严#

其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入仕诗人的七律表现出比较一致的风格#他们直接承袭了晚唐五代以来七

律所特有的悲情色彩#这种悲情色彩与太宗$真宗朝的升平气象并不和谐"所以范雍在-忠愍公诗序.曾

言寇准曰!%少贵无不足者"其摅辞绮靡可也"气焰可也"惟不当含凄尔#&

!由此可见"寇准诗风不仅不符

合其本人的身份地位"尤其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审美倾向"因此"其诗风也就成为北宋初期台阁官

员七律诗风中的一个特例#他虽不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却传承晚唐五代七律诗风而来"具有一定的诗

体$诗风延续性#从寇准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歌发展本身的艺术规律#

因此可以说"在北宋初期台阁之中"真正具有晚唐悲苦之情的七律诗风只是昙花一现"在很多情况

下"晚唐体七律的艺术取范被融入了白体和西昆体之中"改造了白体的平易"也促成了西昆体的精工#

这种精工影响到后来的宋祁$梅尧臣$黄庭坚$陈师道等人#

当时诗坛白体诗风占主流"以咏叹闲适安乐之感为主#在诗歌的主基调上"晚唐隐逸诗人与时代是

合拍的#尤其林逋七律中有大量对隐士生活闲雅优游之态的反复吟咏#他淡化了晚唐诗风中的悲情"

而以闲适取而代之"这就透露出时代诗风对个体诗风的冲击#

也即是说"就晚唐体入仕诗人而言"他们的七律创作更多呈现出继承晚唐五代七律诗风的一面"模

仿多"创新少#相比之下"隐逸诗人更能代表时代诗风取向"在创作手法$诗歌风格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创

获"从而肇示了北宋七律的发展方向#从白体台阁诗人七律诗作中体现的闲适到晚唐体隐逸诗人七律

的闲适"正好反映了北宋初期朝野上下的社会风貌#

综上可见"入仕诗人的五$七律诗风颇为统一"是典型的晚唐体#而隐逸诗人的诗风却比较复杂#

因此"对%晚唐体&的定义"应该区分诗体"分别定义#就五律而言"宋初%晚唐体&的代表诗人为九

僧$寇准$赵湘$潘阆等"而以九僧为主"取法对象为贾岛$姚合"其诗多写幽仄之景"清苦之情"诗中间两

联的对仗极为讲究"多以写景为主"刻画精工"一般多佳句而少佳篇#对于七律而言"%晚唐体&的取法对

象为许浑$郑谷"代表诗人当为寇准$赵湘'潘阆七律类白体#林逋七律虽效许浑"但更多法皮$陆"可归

为广义的%晚唐体&#魏野五$七律诗风"皆偏重白体"不应属于晚唐体诗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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