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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衍与翁方纲

——关于晚清诗学的几点辨析

魏泉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1)

摘 要：晚清诗学，以陈衍《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所建构的体系为集大成者。民国以来，

关于清代诗学特别是近代以来诗学的描述，无不以陈衍诗论为重要参照。而陈衍在其诗论中

对于道咸以降诗风宗宋的描述，在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翁方纲的意义和作用，造成我们对翁

方纲的文学史与清代诗史之地位认识的不足。本文围绕陈衍与翁方纲二人的诗论主张和生平

交游，梳理其中有关道成年间宗宋诗风的因果脉络，试图对翁方纲与道成年间宗宋诗风的关

系，给出更符合史实，也更具说服力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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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卜永坚先生在2011年春季卷的《九州学林》上，对于拙作《士林交游与风

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发表评论。作者严谨细致的治学态

度，厚实精深的史学与诗学修养，以及对拙作的谬奖与指正，实令我感佩，并受教良多。其中，在提及拙
作对陈衍与翁方纲关系的考证时，卜先生指出：

可见陈衍虽忽略翁方纲，但实际上翁方纲对于晚清‘同光体’和宗宋诗风的导引推动，却

是不容忽略的。陈衍不仅是晚清诗坛健将，而且是晚清诗学史的主要建构者，作者指出陈衍的

偏颇，对吾人正确理解晚清诗学，有重大贡献。可惜，作者将自己这番精彩严密的考证分析放

进页69的注释l之中，莫非想让读者无意中忽略之?一笑。⋯(嘶’

因拙作在一条注释中分析了陈衍对翁方纲有意无意的忽略，而有卜先生此言，捧读至此不禁莞尔。失笑

之余也让我反省，的确，我在考证陈衍建立其“同光体”诗论体系以及翁方纲发起“为东坡寿”的过程中，

颇有一些与晚清诗学大有关联的想法或观点，虽然在文中都有所讨论，却不免淹没于大量文献考证资料

中。将这些观点和想法集中起来，从晚清诗学的角度加以整理、辨析，这正是拙作花费了大量心血精力
所作文史考证的意义所在呢。

作为晚清“同光体”诗论的代表人物，陈衍的诗论也可谓集“同光体”诗论之大成。其《石遗室诗
话》，关于道咸诗坛的论述，引人注目：

道咸以来，何--1-贞(绍基)、祁春圃(窍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硐东(辂)、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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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尹(珍)、莫子偬(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何、郑、莫皆出程春海侍郎(恩泽)门下。湘乡诗

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而王壬秋则为《骚》、《选》盛唐如故。

都下亦变其宗尚张船山、黄仲则之风，潘伯寅、李莼客诸公，稍为翁覃豁。吾乡林欧斋布政，亦

不复为张亨甫而学山谷，嗣后樊榭、定庵，浙派中又分两途矣。¨儿驯

前清诗学，道光以来，一大关捩。¨儿⋯’

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日王文简、在乾隆日沈文憨、在道光、则祁文端、曾文

正也。文简标举神韵⋯⋯。文憨言诗，必日温柔敦厚⋯⋯。文端学有根柢，与程春海侍郎为杜为韩

为苏黄，辅以曾文正、何子贞、郑子尹、莫子偬之伦，而后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诣。于是

貌为汉、魏、六朝、盛唐者，夫人而觉其面目性情之过于相类，无以别其为若人之言也。⋯⋯p儿””

有清一代，诗宗杜韩者，嘉道以前，推一钱箨石侍郎，嘉道以来，则程春海侍郎、祁春圃相

国，而何子贞编修、郑子尹大令，皆出程侍郎之门，益以莫子偬大令、曾涤生相国。诸公率以开

元、天宝、元和、元祜诸大家为职志，不规规于王文简之标举神韵，沈文憨之主持温柔敦厚，盖合

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也。余生也晚，不及见春海侍郎，而春圃相国诸公，皆耄寿俊至，成同间

犹存。故钞近代诗，自春圃相国始。p J【⋯"

陈衍与郑孝胥在清末共同揭橥“同光体”的大旗，并负而先驱。其论诗，主张诗与时代相关切，而道

咸以降，为变风变雅以至将废将亡之际，故道咸诗风异于康乾，为清诗一大关捩。其次，陈衍倡言能“合

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学人之诗”，拈出清诗有别于唐宋诗的最大特色。第三，陈衍认为诗不废学

古而尤贵拓宇，因此创为“三元说”，以打通唐宋疆划。陈衍诗论在当时及以后，都有很大的影响，其后

诸家论道咸诗坛，多采其说。在陈衍诗论的基础上，后人提出“宋诗派”或“宋诗运动”的说法，来概括道

咸年间的程恩泽、祁寓藻、何绍基、郑珍、莫友芝、曾国藩等人，并视其为晚清“同光体”的前身。

“宋诗运动”一词，据我所知，最早见于胡适之《最近五十年之中国文学》(此文最初发表于1923年

2月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其后，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作于1928年

夏，发表于1929年)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年出版)、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1947年

出版)、钱仲联的《论同光体》都沿用此称。“宋诗派”之名亦大致出现于此时，其对道咸以降宗宋诗风的具体

描述多取资于《石遗室诗话》，但是使用“宋诗运动”或“宋诗派”概念时，其所指范围不尽一致。

“宋诗运动”或指道咸年间，或指光宣年间，或指道咸以降至清末民初；又或以“宋诗派”为“同光

体”之前身，或将“同光体”作为宋诗派之统称。而自陈衍《石遗室诗话》(1912年)至钱基博《现代中国

文学史》(1932年)，论诗皆不用此称。陈衍只称“道咸以来，何子贞、祁春圃、魏默深、曾涤生⋯⋯诸老，

始喜言宋诗”。钱基博则言：“道光而后，何绍基、祁寓藻、魏源、曾国藩之徒出，益盛倡宋诗”。

汪辟疆《近代诗人评述》(1962年第二期《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更力辩将近代诗(汪氏所称

近代指道咸以降迄于清末)视为宋诗之谬误。实则“运动”一词，非传统文人论诗之语，而是二十世纪以

后流行的名词。而道咸年间何绍基、祁寓藻等人，并未以“宋诗派”自许，甚至论诗亦不言宗宋。所谓

“喜言宋诗”，是陈衍最早对道咸诗风所作的总结，而其说遂为后世言诗者所祖述。

陈衍以“风雅正变”论诗，重视“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又以“所见之世”为其划分“近代诗”的依据，

固然有其道理。但是揆之以史实，可知清诗之学宋风气并不始于道咸间之程恩泽、祁寓藻、曾国藩；嘉道

之际主张诗学杜韩者，也不仅仅是钱载一人。

陈衍诗论中，关于“学人之诗”的论述和阐释，以及对于程恩泽、祁寓藻的推重，视为能“和学人之诗

与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典型，是非常令人瞩目的一家之言。但是再上溯程恩泽、祁离藻的师承时，则

乾嘉诗坛仅提到钱载，而对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翁方纲却视而不见。这一点值得分梳。

据笔者对史料的掌握，可以断言：陈衍诗论中对于翁方纲的有意无意的忽略，遮蔽了道咸年间宗宋诗风的

—个重要来源，即翁方纲的诗论与师友交往与嘉道以后宗宋诗风的形成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为什么说是有意无意的忽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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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学杜这一点上，陈衍不喜江西诗派，故与翁方纲之学杜不同调，此可视为有意的忽略。陈衍

诗论中，涉及到翁方纲的主要是对翁方纲评《渔洋精华录》的点评，见于其《诗评汇编》中。但这部分一

直是以手钞稿本的方式存在，直至1999年钱仲联先生编校的《陈衍诗论合集》的出版。陈衍的《诗评汇

编》五卷，其中是对朱彝尊批杜诗(附黄仲则评唐诗)、钱载批厉鹗《樊榭山房诗》、翁方纲批《渔洋精华

录》和《王渔洋诗平议》、梁运昌《杜园说杜》所做的评点和平议。这几种清人对唐诗和清诗的评点，据陈

衍说都是“海内珍藏抄本，未经刊版者”，其中陈衍对于翁方纲所评王渔洋诗的平议，尤其值得关注。而

对翁方纲的评价，最直接的是下面这段话：

覃溪自命深于杜学，其实所知者，山谷之学杜处耳，只可以傲门下谢蕴山、冯鱼山辈。至其

考据，所精在金石书画。于音韵之学，则未有知，故常以翰林院试帖诗科律律古近体诗，而阮亭

短处，大半已被指摘矣。Ⅻ聊9’

其次，更重要的，陈衍意中之“宋诗”，实不仅止于学宋，而是熔铸唐宋。其标举“学人之诗”，看重的

也不是单纯“以学问为诗”，“以考据为诗”，而是意在能“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对于爱以考据人

诗的翁方纲，陈衍或许觉得他稍逊诗才，故以“翰林院试帖诗”而心存轻视，这也是一种有意的忽略。

这里还要从对“学人之诗”的理解说起。如果说，清诗能够度越元明而与唐、宋并峙，其不同于唐

音、宋调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学人之诗”。特别是处乾嘉汉学之后的道成年间，这一诗坛风尚特色更

为突出。一般来说，学者“以学为诗”，不外两途：一是用诗来谈学问，作考据，此即钟嵘《诗品序》所称

“虽谢天才，且表学问”K“n 77’；二是以学问涵养性情识力，写景言情，俱富学养，有厚味，正如杜甫所自

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以考据学问入诗，是道咸年间“宋诗派”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但也是最表面化的地方。作为学者，他

们在日常生活中寝馈经史，钩玄抉微，学问淹通，夸证该洽，故“溢而为诗”，也不脱学人本色，每个人都

写过考据诗，或在诗中多杂以考据。

以考据人诗，可以说是以才学为诗，以学问为诗的极限，其价值在于尝试最大限度地拓展诗的表现

领域，这种学问诗、考据诗并非诗之正格，也不是上述诗人创作的成就所在，不妨说是他们身为“宋诗

派”的注册商标而已。

此外，以考据人诗，也是受到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当时的社会风气重考据而轻词章，所以才会认

为以考据为诗可以提高诗的地位，“诗可以观”，清代考据诗的盛行也正是清代学术文化在诗中的反映

和体现。

第二种意义上的“学人之诗”，则是韩愈所称杜甫诗“无一字无来历”的嗣响。姚鸩雏说：“道咸间。

经儒通人作为韵语，刊落风华一归真实，大率以杜韩苏黄为归，盘屈奥衍，而语必由衷，文无虚

设。”怕儿P72’这里的“经儒通人”，指的正是陈衍所追溯的“宋诗派”。钱钟书谓“清人号能学昌黎者，前则

钱箨石，后则程春海、郑子尹，⋯⋯程郑皆经儒博识，然按两家遗集，挽硬盘空，蘸口去鲸掣，⋯⋯妙能赤

手白战，不借五七字为注疏考据尾间之泄也”o[5](P177)可见，“宋诗派”诗人的真正长处，并不在其能以考

据人诗，而在于能以学问驭其才华，厚其性情，助其诗艺。在师法前人，力破余地之时，表现出雄深博雅，

奇崛奥衍的诗美风格。这种美学风格不是对宋诗的摹仿，而是清诗的创新。陈衍拈出“学人之诗与诗

人之诗合”，正是道出了清诗这一大特色。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陈衍看重的“学人之诗”，更多是第二
种意义上的。

清诗这一特色的形成，是在唐宋诗之争的背景下，与对严羽“诗有别才，非关学也”[7]㈣3’说法的论

辩相关的。自清初以迄清末，各家对此曾各抒己见，见诸笔端者不胜枚举，如朱彝尊诗有“诗篇虽小技，

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别才非关学，严叟不晓事。”[81而沈德潜则替严羽辩解：“严仪

卿有‘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之说，谓神明妙悟不专学问，非教人废学也。”[9](蹦∞这两种意见，在后来的

诗话中屡被提及，而问题的关键，不在诗是否有“别才”，而在诗之别才，是否“关学”。

乾嘉之际，学人辈出，其后学者论诗多倾向于杜甫所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而以严羽之说为非。

这种注重学问的诗学观至道咸年间乃演为诗坛主流。程恩泽论诗主张“首性情，次学问”，“学问浅则性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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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厚?”[1伽郑珍也称：“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气正斯有我，学赡乃相济。”⋯]‘聊’真实性隋和深厚学问，是
“学人之诗”赖以在诗的天空翱翔的两翼。陈衍对“学人之诗”的认识，也是沿着这条线索而来。

在开始撰写发表《石遗室诗话》的同一年，陈衍为罗拔东诗集作序，曾有感而发，“深辩仪卿之言”：

严仪卿有言，“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余甚疑之。以为六艺既设，风、雅、颂之体代作，赋、

比、兴之用兼陈，朝章国故，治乱贤不肖，以至山川风土草木鸟兽虫鱼，无弗知也。无弗能言也。

素未尝学问，猥日“吾有别才也”，能之乎?汉魏以降，有风而无雅，比兴多而赋少。所赋者眼

前景物，夫人而能知而能言者也，不过言之有工拙。所谓“有别才”者，吐属稳，兴味足耳。若

三百篇，则朝章国故、治乱贤不肖之类，足以备《尚书》、《逸周书》、《周官》、《仪礼》、《国语》、

公、谷《左氏传》《戴记》所未有，有之必相吻合。有其不合，则四家之师说异同，齐鲁韩之书缺

有间者也。未尝学问，猥日：“吾有别才也”。能为之乎?⋯⋯故余日，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

学者也。少陵、昌黎，其庶几乎!然今之为诗者，与之述仪卿之言则首肯，反是则有难色；人情

ft．于易，安于简，‘别才’之名又隽绝乎丑夷也。112J(巧驯

在这里，陈衍与程恩泽“《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废”¨驯的说法一脉相承。次

年(1913)，陈衍为同乡剑怀堂主已舟先生作《剑怀堂诗草叙》，于此分说甚明：

今之人，喜分唐诗宋诗。以为浙派为宋诗，闽派为唐诗，咎同光以来，闽人舍唐诗不为而为

宋诗。夫学问之事，惟在至与不至耳。至则有变化之能事耳焉，不至则声音笑貌之为尔

耳。[131‘巧22’

这些概念所表达的核心理念，不外乎其所谓“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这一方面是对严羽

之说和后世论诗分唐界宋的超越；另一方面也是对“近来英俊，雅不喜多读书”的不满。[14](盼76’此间

(1912—1914)陈衍论诗，从辩严羽之非人手，承道咸诸公余绪，突破争唐界宋的樊篱，认为“诗人、学人

二者，非肆力兼致，不足以薄风骚，副雅材。”【15](m80)

到《近代诗钞》出版的1923年，陈衍对严羽之说又有了新的辨析和体悟，并发之于《李审言诗叙》中：

余屡言，诗之为道，易为而难工。工也者，必有异乎众人之为，则读书不读书之辨也。诗莫

盛于唐，唐之诗，莫盛于杜子关。子美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子美之言信，则严沧浪

‘诗有别才非关学’之言误矣。然非沧浪之误也。⋯⋯故沧浪又日：‘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

及其至。’故别才不关学者，言其始事；多读书--X--X"，言其终事，沧浪固未误也。¨6J(嘲”

但又说“孔子教人学诗，终以多识。大小雅皆称雅材，其非空疏无物也，可断言矣”。Ⅲ1此种说法，较之前

人更为融通透澈，而其根柢经史的论诗思路又于其中一以贯之。1927年，陈衍序黄漕《聆风笤诗》时，对

此有清晰的表述：

余生平论诗，以为必具学人之根柢，诗人之性情，而后才力与怀抱相发越。三百篇之大小

雅材是已。㈣‘M88’

由此可见，陈衍对翁方纲的忽略，有他自身的诗学取径，而他的“学人之诗”说，也并不因此失去其重大

价值。

但是，另一方面，因为陈衍对翁方纲所精的金石书画版本之学知之不多，而造成其对翁方纲无意的

忽略，则使我们对翁方纲在清代诗学和清代诗史上的地位的认识，受到遮蔽。

翁方纲素以“嗜苏”闻名，其早年因偶得东坡《天际乌云贴》手迹及摩崖刻石手迹拓本而将自己书斋

命名为“宝苏斋”，后来径称“苏斋”。之后更因购得珍贵宋版书《施顾注苏诗》残本，而在乾嘉年间，以

其金石趣味和书画因缘，发起“为东坡寿”的文人雅集活动，并持续近半个世纪，以其诗弟子的承续，而

对当时及之后的诗风转变颇有导引之力。

说到《施顾注苏诗》，需要略作说明。东坡诗，非注不明。因其一生读过的书多；走过的地方多；经

历的事情多；跟他有关的人物多。东坡诗(包括后人乱辑的伪作)，传世的有两千多首，这些诗，如果没

有精详的笺注，后人即便能明嘹其意旨，欣赏其风格，也终不免隔一层。尤其是诗中涉及的人物、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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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政、时局等，只有去作者时代不远的人，闻见亲切，了解清楚，才能注的详实透彻。

范成大曾想请陆游为东坡诗作注，以发明东坡之意，但陆游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注苏诗之难，而自己力

不能任。因为东坡诗中用事之严，非得于故老，殆不可知。¨引后来南宋吴兴的施元之(德初)、施宿父子以及吴

郡顾禧(景繁)三人合作了一部东坡诗笺注。全书共四十二卷，又目录一卷、施宿撰东坡年谱一卷。

宋人注东坡诗，后世仅存宋朝书坊伪托的王十朋集注和施顾注二种。王注虽是伪托，其中也有些可

取的资料，不可全废。而施顾注苏诗则相当精审，题左部分尤为重要，因为题左注专注东坡当时的人物、

掌故、朝政、时局等，即使与东坡诗没有直接关系的，也偶然涉及，不厌其详。所以不仅是注苏诗，也是研

究宋史的珍贵资料。因是宋人注宋诗，其中多为第一手资料。因此，这部《施顾注苏诗》，就跟任渊注山

谷诗和后山诗、李壁注荆公诗、胡樨注简斋诗一样，成为宋人注宋诗的名作。而此书的印刷也极好，全书

是由当时善写欧体的傅樨(汉孺)手书，施宿当时任职淮东仓曹司，经费充裕，可以雇请很好的刻工。因

此此书的字体、刻工、印刷、纸张，无一不精美，是宋版书的上品。ll引

此书的印刷，据郑骞先生的考证，在南宋嘉定六年(1213)。至理宗景定三年(1262)，因为版片有些

断烂模糊，又由郑羽补修重印过一次，所以此书有嘉定原刻和景定补修两种版本。这部书因为印制精美

费工，所以印数不会很多，在元明以后流传不广，至清初时已经很难得。康熙年间，宋荦买到过一部有明

人安国收藏印记的嘉定残本，存三十卷，存目一卷。得到这部宋版残本后，宋荦就交给邵长蘅等人去删

补，删是删节原注，补是补足所缺的十二卷，此外又辑录了施顾所未收的东坡诗(真伪都有)成为补遗二

卷，随即刊印行世。这就是此后通行至今的《施注苏诗》，也称邵长蘅删补本。邵长蘅的本子在后世流

传很广，但是对施顾注的原书很不忠实，删节窜乱，弄得面目全非，湮没了很多研究苏东坡的资料。站在

学术立场上，学者们一致指责邵长蘅是妄人。

翁方纲于乾隆三十八年(1733)十二月十七日购得的正是宋荦收藏过的那部，次日即作诗一首，赋

《苏诗施顾注宋椠》残本。在诗中，翁方纲不仅考证了此书版本流传，也流露了要焚香望拜的想法。

十二月十九日，恰是东坡生日，翁方纲遂以合装《苏斋图》供苏轼像前，同人小集拜苏轼生日。这是

翁方纲发起“为东坡寿”的开始。

二十一日，晨起，翁方纲又将十八Et所赋诗书于苏诗宋椠残本后。

除夕前三Et，又跋《苏诗施顾注宋椠》残本。

因为看到了这个珍贵的宋椠东坡诗注，所以翁方纲不仅发现邵长蘅删节本《施注苏诗》删去了施顾

注中的很多珍贵资料，而且后来查慎行的《苏诗补注》“犹或有所未尽”[20]，因此将原注所有者，录存于

箧。由其门生曹振镛日钞一二条，成《苏诗补注》八卷，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付梓。

而陈衍于此段诗书版本的掌故似不知情，在其《石遗室诗话》中提到各家诗注本时，只言“施宿注苏

诗”，可知其所观者为邵长蘅删节本，故我将其称为“无意的忽略”。

四

以往从文学角度对翁方纲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学批评史上有关其诗话和诗论的品评。在乾嘉时期，

翁方纲的“肌理说”是与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鼎足而三的诗学主张。而且翁方纲诗学

系承康熙年间王渔洋的“神韵说”，而欲救渔洋“神韵说”之弊而来，有清晰的继承和演变的轨迹。

从诗论的角度对翁方纲的研究，以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第五篇第五章的“肌理说”较早

而详细。郭先生认为，翁'-h-纲的“肌理说”因欲救“神韵说”之虚，故充之以实，又因其偏于实，“所以凡论诗主

学或论诗主宋的人，其论调每与覃溪为近”。[21]‘髓’在翁方纲之前，有朱彝尊、毛奇龄、厉鹗等人的主张与“肌理

说”为近。覃溪之学，一受清代考据学风的影响，一受宋代黄庭坚诗法的影响，故其虽出于渔洋而不同于渔洋。

清代诗论中，与当时的学风最相接近者要数“肌理说”，故郭先生认为，“翁氏以后之诗论，不必复拈肌N-字，

却与翁氏论旨最相吻合。”其诗论因受汉学影响，而与“文人之诗论”为近，因受山谷影响，而与“宋诗派之诗

论”为近。这样，从诗论主张与时代风气的关系出发，郭先生梳理出翁方纲的“肌理说”与其后方东树所代表

的“桐城派”的“文人之诗论”及何绍基所代表的“宋诗派”诗论之间的关系。

之后，张健先生的《清代诗学研究》在对翁方纲诗学体系的阐释方面有所突破。张健先生认为，翁方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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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理说”的诗学体系是整合了浙派和桐城派的诗学后形成的，翁方纲“一方面是沿着浙派的诗学进路打通诗

与学问之界，另一方面也沿着桐城派诗学的进路打i百诗与理之界。他提出的诗学命题实际上是严羽‘诗有别

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的反命题。”陋](懈’它是以宋诗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又是对宋诗系统的理论

总结。“从宋代以来还没有从理论上确立宋诗的美学原则，翁方纲对宋诗的审美特征进行了研究总结，确立了

宋诗的美学原则”。陋](嘟’这就是翁方纲所提出的一系列诗学命题，如：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一衷诸理而已。旧列

盛唐诸公，全在境象超诣。所以司空表圣《二十四品》，及严仪卿以禅喻诗之说，诚为后人

读唐诗之准的。

若夫宋诗，则迟更二三百年，天地之精英，风月之态度，山川之气象，物类之神致，俱已为唐

贤占尽。即有能者，不过次第翻新，无中生有，而其精诣，则固别有在者。宋人之学，全在研理

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如熙宁、元祜一切用人行政，往往有史传所不及载，而于诸公

赠答议论之章，略见其概。至如茶马、盐法、河渠、市货，一一皆可推析。南渡而后，如武林之遗

事，汴土之旧闻，故老名臣之言行、学术、师承之绪论、渊源，莫不借诗以资考据。而其言之是非

得失，与其声之贞淫正变，亦从可互按焉。Ⅲ1

因此，从美学原则的角度，张健先生肯定并强调了翁方纲在清代诗学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翁

方纲的“肌理说”是对明清诗歌道路的反省，并欲由此扭转清代诗学的方向，使其走上宗宋的道路。m1

另外，台湾学者宋如珊先生在其专著《翁方纲诗学之研究》一书中也对翁方纲的诗学体系做了巨细

无遗的梳理，并认为“清代诗论以神韵、格调、性灵、肌理四说最为盛行，然而前三者皆不源于清，经王士

祯、沈德潜及袁枚之阐扬，乃立宗派；翁方纲所标举之肌理说则始自清代，主张经籍性情合一，格调神韵

兼治，故为清代诗论之大成。”嗌。

上述诸家，都是从诗论角度出发，通过细致的文本阐释和理论分析，来讨论翁方纲在清代诗学中的

地位和作用，以及翁方纲与其身前身后诗学发展之间的关系。而拙作通过考证翁方纲发起的“为东坡

寿”这一文人雅集活动，从诗论以外的角度，考察文人间的身世交游，并进而揭示了翁方纲与清代中叶

以后诗风宗宋之间的各种关系。其中，对“苏斋弟子”的追踪考察尤为重要。Ⅲ1

五

翁方纲一生早登科第，历掌文衡，一为江西学政，三为广东学政，一为山东学政，门下弟子之多不可

胜数。其门下弟子，或承其经学考证、或究心金石题跋、或以书法、或以诗文，各有不同的侧重。其中与

翁方纲谈诗最契者，早年要数谢启昆(蕴山)、冯敏昌(鱼山)，晚年则是李彦章(兰卿)、梁章钜(苣林)。

中间曾向翁方纲请益诗学，或以诗作见知于翁方纲的，有凌廷堪、曹振镛、黄景仁(仲则)、张维屏、方楷、

吴嵩梁、陈用光、刘嗣绾，等等。

谢启昆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翁方纲充会试同考官所得门下士，从此“相蒯切为诗者十有二

年”，[271翁方纲奉使粤东时，有诗留别谢启昆，用的是苏轼《别子由》韵。乾隆三十七年正月，翁方纲由

广东学政任满返京，而谢启昆旋即奉命出守镇江，临行前一日，前来与翁方纲道别，于翁方纲寓斋与冯鱼

山联句，翁方纲为“略疏其章法至漏下四鼓。蕴山叹日：‘不图今夕大悟诗理。”¨驯所以此夜对榻论诗，

翁方纲云：“二子止此一聚，最关赏析，不可复得”。旧1

冯敏昌则是翁方纲督学粤东所拔士，识于其未冠。翁方纲称“予历掌文衡，所得英隽非一，而以天

才独擅，屈指君为最先。”口叫

不过翁方纲论诗可谓严格，即使对于这样两个爱徒，犹少所许可。谢、冯二子，俱曾受诗学于翁方

纲，并因翁方纲而受益于钱载。二者比较，翁方纲显然更肯定冯敏昌的诗才，可遗憾的是，天不假年，冯

敏昌“竟倏焉化去，留此数十年未竞之绪余”，使得翁方纲“振触不忍卒读”。但是说到诗作，翁方纲持论

仍然极其严格，谓“此事之精微，予则何敢自欺”，吴嵩梁时为冯敏昌删订其诗，存百三十首，而翁方纲竟

然还觉得太多，谓“存其多篇不若少存之为质实”。

谢、冯之后，从翁方纲论诗的是其门弟子曹振镛。翁方纲因得宋版《施顾注苏诗》残本，出于“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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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之遗，后来皆得据以考证”[3u的信念，而将“原注所有者，摭残拾坠，录之于箧。”后来，曹振镛从翁

方纲订析苏诗遗义，日钞一二条，成《苏诗补注》八卷。

凌廷堪于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从翁方纲学，翁方纲即出示其所藏《施顾注苏诗》宋椠残本，嘱

其题诗。所学的内容，遍及经史诗文，所谓“提撕劳精神，指画费心力。《三传》异文辨，《五礼》疑义析。

著录群弟子，一一递相识。”[321所以，凌廷堪与谢蕴山等也有很好的交谊。翁方纲视学江西，还特意“以

书招凌廷堪佐衡文”，凌廷堪遂于三月初自板浦起身。

岭南著名诗人张维屏也曾向翁方纲请益，并以诗见知于翁方纲。翁方纲视学广东时，曾与学侣论

诗，成《石洲诗话》五卷草稿，后来就丢失了。丁卯、戊辰(嘉庆十二、十三年)间，张维屏居京师，每清晓

过苏斋。“先生辄为论古人诗源流异同，宴宴不倦。一日询及是编，遍拣弗获，不意是书失去。”旧列很多

年后，叶继雯忽于都中书肆购得此稿，持归求翁方纲作跋。翁方纲遂命人钞存，又增评杜一卷，及附说元

遗山、王渔洋论诗绝句两卷，共成八卷，将此稿寄给自己的门下士，时为两广总督的蒋攸锯，嘱其开雕印

刷。而蒋攸锯则命张维屏为之作校对。嘉庆二十年(1815)，此书印成时，距其最初作《石洲诗话》于广

东，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张维屏称“展卷坐对，不啻追侍杖履于古榕曜石间。”。"副

在与张维屏唱和的诗中，翁方纲提到金学莲、张维屏、乐钧、吴嵩梁，这些都是苏斋晚年与其论诗的

弟子。不过在翁方纲晚年，让他自己最得意的弟子还是李彦章、梁章钜。李彦章是翁方纲的好友叶绍本

(筠潭)门下士。于嘉庆十四年人都，即游于苏斋之门。嘉庆十六年，李彦章官京师，寓保安寺街，与苏

斋西邻，即曾“晨夕请业”，时李彦章只有十七岁。

嘉庆二十年(1815)，梁章钜同“宣南诗社”同人刘嗣瑁、吴嵩梁、陈用光、李彦章谒翁方纲，从此为苏

斋诗弟子。这应是一次正式的拜师，这一年梁章钜四十二岁，李彦章只有二十一岁。李彦章虽然非常年

轻，但其追随苏斋学诗要在梁章钜之前好几年。翁方纲对二人诗作的评价，在为梁章钜所作的《藤花吟

馆诗抄》的题词中说得很清楚：

余与海内才士以诗相切刷者垂五十年，其就吾斋学诗称著录弟子者亦不下百十辈，篚林最

后至，而手腕境界迥异时流，又最笃信余说。尝与刘芙初、吴兰雪、陈石士、李兰卿诸子分韵角

胜，每一稿出，必就余点定之，既又以旧稿相质，虚衷雅怀，往复商榷，愈唱而愈高，盖不名一家，

而能奄有诸家之美者也。忆昔年并几论诗，如谢蕴山之圆隽、冯鱼山之纵横，皆不若篚林之得路，

不过沉着按切而已，无他巧也，而一时才隽竞皆莫能近，惟兰卿可为苣林畏友耳。兰卿之失在手腕

轻松，然实众妙之门，无不可以锐入；苣林之失在贪焉，正面欲求其松而不可得，然究其极致，则成就

正果，直造古人。余谓篚林已考选枢廷，行将簪毫禁近，不复能从容谈艺，亟宜乘此未膺繁剧，邛涉问

津。倘更精进不已，余能测苣林之所至哉?嘉庆丁丑中秋，八十五叟翁方纲题。Ⅲ1

翁方纲论诗，持论一向严格，从他对谢启昆的诗作的评论即可看出。但是，苏斋之爱才也是有目共睹的。

张维屏在其《国朝诗人征略》卷三十四中“翁方纲”一条下，就说“朋辈中，每言先生持论太严，门墙太

峻”，所以张维屏嘉庆十二年至京师时，翁方纲正罢官家居，“海内骚坛，岿然鲁灵光也。”张维屏虽与苏

斋也有渊源，但惮于其“严”、“峻”，而未敢贸然请见。谁知数月后，翁方纲竟遣其子过访，约张维屏一

见。并告诉他，曾从伊秉绶那里看到过张维屏的诗作，“余意中早有一张南山，乃今始得握手于苏斋

耶?”于是相谈甚欢。"刊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王引之身上。嘉庆四年，王引之以一甲三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

编修，往谒翁方纲，也是相见甚欢。同时有很多人一起来拜谒，可是翁"-h-纲独独与王引之谈得起劲。故以翁方

纲的性情，其晚年对李彦章、梁章钜的认可和推誉，都是认真而又发自内心的。而这两位“苏斋诗弟子”，也都

是以接续“苏斋”薪火为己任，其中也包括延续翁方纲所发起的，持续了几十年的“为东坡寿”。
．L
，、

在翁方纲身后，李彦章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正是苏斋最得力的传人。首先，李彦章在苏斋去世后，有

《哭苏斋先生》六首，gUm'--h"纲的诗文、学术，地位、影响，以及自己对老师的感情，都有淋漓尽致的表露。

其次，李彦章开始着手编辑翁方纲的诗文集，一直到他自己生命的终点。

再者，只要在京，每年的东坡生Et和山谷生日，他都在自己的寓斋举办祝寿的活动，后来更把这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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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雅集活动带到京师以外的地方。

但可惜的是，李彦章本人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正月，升任山东盐运使后，未赴任病逝，年仅四十

二岁。李彦章去世后，这一年的“为东坡寿”，是由程恩泽在京师发起的。翁方纲身后，他收藏的《施顾

注苏诗》转为吴荣光所收藏。据《吴荣光自订年谱》记载，此年六月抵京，寓于其子尚志贾家胡同寓所，

“时与同年史望之尚书(致俨)、白小山尚书(镕)、毛伯雨副宪(式郁)、汤敦甫协揆(金钊)及蒋丹林副宪

(祥樨)、卓海帆(秉恬)、祁淳甫(离藻)、潘芸阁(锡恩)、陈荔峰侍郎(嵩庆)、徐星伯仪部(松)、徐廉峰

编修(宝善)、蔡友石奉常(世松)、家子菇编修(式芬)为文酒书画之会，时座师仪征相国、房师吴相国皆

在朝，殊为庆慰。程春海司农(恩泽)自甲申定交与余最洽，气谊相投。通籍三十八年，师友之乐，外官

十七年所未有也。”[36](m’

十二月二十二日，程恩泽招集祁寓藻、徐宝善、吴荣光等集显处视月斋，展拜东坡先生生日，也是以

宋椠《施顾注苏诗》共赏，以一曲鹤南飞分韵。旧刊这也是一个颇有意味的举动。程恩泽虽然不在翁方纲

门下称诗弟子，然与苏斋间有多重渊源：首先，程恩泽是安徽歙县人，其学出凌廷堪门下。而凌廷堪则是

翁方纲弟子。其次，程恩泽与翁方纲的其他弟子如吴荣光、李彦章、梁章钜都是很好的朋友，而且参加过

宣南诗社。在道光年间，程恩泽在京师汉学界的声望堪与阮元相伯仲，而且因其“和而不同”的包容性

使得京师学者无分汉宋，皆愿与之交。当时汉学方面研究边疆史地的优秀学者如徐松、张穆、程同文、龚

自珍等都与程恩泽往来，何绍基出程恩泽门下，祁寓藻(其父祁韵士为徐松之前涉足边疆史地之学的前

驱)为程恩泽枢廷同值的密友。诗文方面，当时隐为京师文坛主盟的徐宝善，后来以传播桐城文法著名

于京师的梅曾亮都与程恩泽有极好的交谊。

李彦章英年早逝后，程恩泽招集的“为东坡寿”，仍以同观宋椠《施顾注苏诗》为主要内容，题诗吟

咏，明显有接续“苏斋”之意。而以程恩泽在学术诗文方面的造诣，他也有足够的资格领袖当时的京师

学术与诗文坛坫。可惜造化弄人，在第二年夏天，程恩泽也因偶染微疾而至一病不起，去世时只有五十

二岁。所谓“千古文章未尽才”，与李彦章一样，程恩泽的早逝，使得其一生的学术诗文无法得到充分的

展开。但是，其门下杰出弟子如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人的诗文成就，仍然使得后人论道光学术诗文

时，无法绕过程恩泽的影响。

从人事渊源上说，程恩泽出于凌廷堪门下，可说是翁方纲的再传弟子；祁离藻的岳父陈用光也是苏

斋门下诗弟子，且陈用光、梁章钜、李彦章、程恩泽等都是“宣南诗社”中人。而被陈衍许为咸同年间“以

高位主持诗教”的曾国藩，其座师正是翁方纲门下诗弟子曹振镛。因此在我看来，翁方纲的诗学趣味与

主张，从文人交游的角度考察，是经由“宣南诗社”中“苏斋弟子”的接续，并通过“宣南诗社”中人在嘉

道之间日益重要的影响，而对道咸年间宗宋诗风的形成有直接的导引。这种影响主要不是通过发表诗

论、诗评的方式来获得的，更多的在日常交往和诗文唱和中实现。而“为东坡寿”的文人雅集，也在这个

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东坡诗是宋诗最杰出的代表，宋诗有苏黄，犹如唐诗之有李杜。翁方纲发起的“为东坡寿”，使得苏诗和

苏轼的生平都成为一个小圈子里人所共知的知识和人所乐道的话题。在参加过“为东坡寿”的文人中，很多在

平时的诗作中也常常采用东坡某某诗韵，翁方纲本人更是如此。尽管翁"-h-纲的诗作被评为“所奉者眉山，所宗

者渔洋，而其所为诗瘦硬权材乃于涪翁为近，去眉山、渔洋若风马牛之不相及”。嘲1但是翁方纲作诗不能近于

东坡，并不影响他“宝苏”、“嗜苏”的热情，也并不降低他宣传东坡诗的影响力。何况，“为东坡寿”还带出了为

其他宋贤作寿的风气，年复一年，这对于推广和普及宋诗的影响，其作用决不低于沦诗之语。即从i--r哥啼2的角度

来看，道咸年间宗宋诗风的几个主要的特点，如“熔铸唐宋”，学杜、学韩、学苏、学黄；主张以学问涵养性情识

力；主张学古人而能变化等等，也都可以在翁方纲与弟子论诗语中找到出处。

总之，由翁方纲的金石考据和书画版本趣味为契机所引发的“为东坡寿”这一开始于乾隆年间的文

人雅集活动，经过翁方纲本人四十多年的坚持，和他身后诗弟子的接续与赓扬，至道光年间已经成为京

师及各地文人冬季消寒雅集的传统节目之一。正如翁方纲的论诗主张与清代学风最相接近，并为清中

叶以后的诗风宗宋奠定理论基础一样，翁方纲所发起的“为东坡寿”也对其时嘉道之间诗文趣味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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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学人之诗”的形成等构成人事交游方面的重要影响。影响诗风转变的原因当然不是单一的，论诗

主张、师友交游与文坛影响力都在其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而考察道咸年间诗风宗宋的源流脉络，

则乾嘉之际，翁方纲所起的作用，在理论和交游两个方面，都不容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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