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８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６年６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８Ｎｏ．６
Ｊｕｎ．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６．０６．０５７

论《四溟诗话》对《沧浪诗话》的继承与发展 ①

曾君之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严羽的《沧浪诗话》以其较强的系统性、理论性，成为影响后世最大的一部诗话，对明代诗论的影响尤为直
接。明代谢榛的《四溟诗话》即表现出对《沧浪诗话》的明显继承与发展，具体表现在：宗法汉魏晋盛唐，推崇复古主张；

发挥主观能动性，认同妙悟说法；遵守相似的原则，各具诗法观点；依托创作，附带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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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榛是明后七子中首先提出论诗纲领的理论家，其代表作《四溟诗话》涵盖诗歌创作、批评、鉴赏等

内容，见解独特，对明后期诗歌创作及诗学理论的发展有积极影响。然其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对前辈的学

习与借鉴，严羽的《沧浪诗话》对他的启发就很大，其理论观点多半来源于此，又有发展。

１　宗法汉魏盛唐，推崇复古主张
严羽在《诗辨》中以禅喻诗，告诫学者“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１］，指出论诗犹如论禅，汉魏

晋与盛唐诗是第一义，大历以后诗落入第二义，晚唐诗则被划分到声闻、辟支果一类。对学者的建议，严

羽也说要“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最好“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

元天宝以下人物”，最后得出“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的结论［１］，可见其对汉魏晋盛唐诗

的推崇。即便是在《诗评》中，严羽也把汉魏晋、盛唐、大历、晚唐诗进行对比，以凸显汉魏古诗的浑厚气

象和盛唐近体诗的多样风格。

严羽宗法汉魏盛唐的主张为明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提供了理论依据。谢榛就是其中之一，他提倡

师法初盛唐十四家诗，认为熟读此十四家诗可得精神气蕴，歌咏可求声韵和谐，玩味可获内在精华，“夺

神气”“求声调”“裒精华”是学习盛唐诗的三大法宝。他认为“严沧浪曰：‘汉魏古诗，气象浑厚，难以句

摘，况三百篇乎？’沧浪知诗矣。”［２］诗学观的认同促使他不自觉地对严羽进行学习与继承。但谢榛在提

倡学习汉魏盛唐诗的基础上，又指出“有意于古，而终非古也。”“凡袭古人句，不能翻意新奇，造语简妙，

乃有愧古人矣。”［２］他认为在学习继承古人精华的基础上翻新立意是创新之所在，否则会有愧古人，不

合潮流。

２　发挥主观能动性，认同妙悟说法
在宗法汉魏盛唐诗的同时，严羽和谢榛都主张发挥主观能动性，领悟诗道进行创造。严羽认为诗道

和禅道道理相通，重点在于妙悟。然后举例说孟浩然学力比韩愈差很多，但诗歌水平却高于韩，原因就

在于妙悟。在严羽的诗学观念里，“悟”是有不同层次的，一个人诗学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悟的深浅。这是一种对人主观能动性的重视，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人对于客观事物都会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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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判断与理解，但怎样领悟还要综合个人素质，在这个过程中，势必就会存在不同的领悟等级，这就是

“悟”的不同层次，是一种可以因主观因素而改变的客观存在。

谢榛同样也强调“悟”的重要性，他将“诗有定体”与“人有悟性”置于同样的位置来看待。然后指

出“悟”的大小层面及其关系，并借用修辞手法表达出诗人要通过反复涵泳、心领神会，掌握作诗的技巧

和规律，学得盛唐精髓与建安风骨，使自己的创作达到“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２］的

境界，这是谢榛所极力推崇的。此外，他认为所谓“妙悟”就是一种对盛唐诗、对自身心灵的审美观照。

即便“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２］。然通过排除一切主客观因素的干扰

也可以使自身内心澄净、想象腾飞、感情升华，最终达到真正妙悟境界。“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

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２］天机与灵感虽然难以获得，但通过用心领悟总能取得，这是获得灵感的

有效途径。谢榛在严羽基础上还提出了“酿蜜法”，在兼取百家之所长的基础上，诗歌创作才能走得更

长更远。

３　遵守相似的原则，各具诗法观点
对于诗歌创作技巧与法规的看法常会因人而异，严羽和谢榛虽处不同时代，却表现出相似的原则。

《沧浪诗话》单独列有《诗法》这部分，可见其对诗歌创作法则的重视。《四溟诗话》虽未单列一卷论诗

法，但他的观点却也分布在各卷之中。

创作技巧方面，严羽认为作诗有语忌和语病。语病容易消除，语忌却难以解决。“须是本色，须是

当行”［１］才符合作诗标准。另外，他认为“语贵洒脱，不可拖泥带水”，“下字贵响，造语贵圆”，“意贵透

彻，不可隔靴搔痒”，“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１］，指出诗歌用语讲究

曲径通幽，但又不能拖泥带水、含糊不清，再加上练字的讲究与圆润，从而营造出寓意深刻的作品。在诗

体方面，严羽说：“律诗难于古诗，绝句难于八句；七言律诗虽难于五言律诗，五言绝句难于七言绝

句。”［１］相对于古体而言，律诗和绝句作为新出现的近体诗，难度自然是大一些。与律诗相比，绝句要用

更精炼的诗句表达更深层次的意思，同样也要遵循平仄押韵等原则，难度更上一层。

同样，谢榛也有他的诗论观点，他说：“长篇古风最忌铺叙，意不可尽，力不可竭，贵有变化之妙。”［２］

认为长篇古风铺陈描述无法达到意犹未尽的效果，体现灵活变化才是作诗的关键之处。“诗以佳句为

主。精炼成章，自无败句。”［２］对于练字成章，谢榛明确要求说：“诗以两联为主，起结辅之，浑然一气。

或以起句为主，此顺流之势，兴在一时。”［２］在诗歌创作中，中间两联与起结两联相当紧要。律诗如果没

有佳句，就难以吸引目光；律诗若没有好的结句，更会败坏诗味，有虎头鼠尾之嫌，不可取。“五言律首

句用韵，宜突然而起，势不可竭”，“凡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２］谢榛对五

律首句用韵有说明，起结句都有要求。

谢榛除了在这些方面与严羽具有相似性之外，又提出了以下新的理论观点。首先是情景交融说。

谢榛在《四溟诗话》中多次论述情景交融的美学原则，他认为情与景是诗歌创作的两个方面，相互生发、

相互依存、相互包容。“诗乃模写情景之具，情融乎内而深且长，景耀乎外而远且大。”［２］诗歌是写情与

景的工具，思想感情潜藏于其中且韵味悠长，景物描写展现在外面且范围宽广；“夫情景相融而成诗，此

作家之常也。”［２］情景交融而成其诗歌，让意态更为生动，这是诗人创作的惯用手法；“景乃诗之媒，情乃

诗之胚，合而为诗。”［２］景是媒，即景是诗人借以抒情的媒介。而情是胚，即情是诗的胚胎、主体、灵魂。

谢榛借景抒情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以形写神。“形”即事物的外部形态、感性特征，“神”则指客观事物的

内在本质和创造主体的精神情感。意境创造中，摹形是手段，传神才是目的［３］，两者合一方成诗。其次

是意象意境说。谢榛主张意象“妙在含糊”。虚与实是一对哲学命题。虚实相生、含蓄蕴藉是意境创作

的结构特征。“凡作诗不宜逼真，如朝行远望，青山佳色，隐然可爱，其烟霞变幻，难于名状；及登临非复

奇观，惟片石数树而已。远近所见不同，妙在含糊，方见作手。”［２］认为诗歌创作不是对现实的拍照刻

画，而是似真似假、若即若离的摹写。正如伴着云雾缭绕向远处眺望，一切皆若隐若现。青山绿水亦隐

隐约约，变幻莫测，给人以想象空间。这种由“实”引发的“虚”，一方面使得原有的实景与意象在想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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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延伸，另一方面伴随着想象而产生的感悟也得到升华。通过模糊的意象，整个意境的营造给人以镜

花水月的审美感觉，韵味无穷。“作诗先以一联为主，更思一联配之，俾其相称，纵不佳，估存以为‘筌

句’。筌者，意在得鱼也。”［２］“筌句”论诗观点的提出体现出谢榛独特的创造性。再次是兴会格调说。

谢榛认为诗有四格，其中“兴”置于首位并且是下笔成诗的关键。诗歌创作中的悲欢离合都是由“兴”导

致的，“兴”不仅含有起兴和比喻之意，还指主体的审美感受。如果没有“兴”，则语句显得不工整；诗歌

的出神入化都是以“兴”为主的，接着洋洋洒洒成篇。只有当诗人获得了审美感受并具有创作冲动时，

才能写出优美动人的诗歌。这体现出他对诗歌抒情本质的深刻认识。另外，谢榛所言之“体格”“品

格”，兼指体裁风格和艺术风格。他认为只有具备高格调与大气魄方为诗之正宗。整部诗话中多次提

及“气格”“格”“格韵”“调”等术语，“气格”使用频率尤高。为此，他提出主观“养气”说，认为“自古诗

人养气，各有主焉。蕴乎内，著乎外，其隐见异同，人莫之辨也”［２］。此“养气”说与孟子的养浩然之气有

异曲同工之妙。格律方面，谢榛追求神气自得、自然高妙，而反对刻意为“律”。

以上是谢榛对严羽诗法观点的发展，具有新变色彩，是他诗歌理论中值得重视的部分［４］。

４　依托创作，附带实例
自古以来，诗论家总容易被后人遗忘其诗人身份。对于严羽和谢榛，我们所了解的不外乎其诗话与

诗论观。然而二人却又兼具诗人身份，这是值得我们探索的。首先，严羽创作有许多感时伤怀、关心民

生、针贬朝政的作品，如《有感六首》《四方行》《北伐行》等，此外还有部分王、孟田园山水一派的空灵之

作。这种多样性的创作风格为他评诗打下了坚实基础。正因为对不同文体风格作品的接触，诗评的眼

界自会随之开阔，包容性也更强。严羽在《诗评》中对汉魏古诗到本朝诗都进行了点评。首先是总的叙

说，然后选取代表性人物或作品详细介绍。在诗评中，其宗法汉魏晋盛唐的观点贯穿始终。

谢榛的《四溟诗话》亦如是。其诗评观点没有集中体现于一处，但总体思路是不变的。他也宗法汉

魏晋盛唐诗，对其高度评价，云：“熟读初唐盛唐诸家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

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泉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芳润

如露蕙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２］初盛唐诸家作品各具风格，而每种风格的描写却又极具特色。谢榛

之所以能看到不同风格，是因为他自身的博学与创作实践。其诗功力深厚，句响字稳，以律诗绝句闻名，

作品有《四溟集》。谢榛这种评价对于欣赏文学作品的神态韵味，很有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５　结语
接受美学家姚斯指出：“公共期待视域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共同期待视域，它以隐蔽

的方式影响着个人期待视域的构成并决定着文学接受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深度和广度。”［５］谢榛的《四

溟诗话》对严羽的《沧浪诗话》就存在这种接受关系。古代很多的诗论，经过时代的沉淀，熠熠生光。在

后人的借鉴与创新中，又会生发出新的诗论，《四溟诗话》正是其结晶。二者不无相似之处，但仍存在差

异。谢榛诗论观点的变化有其时代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更离不开其主观选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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