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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元度《小学弦歌》的编选内容与诗学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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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晚清重要蒙学读物与诗歌名选，《小学弦歌》的诗选关涉“教”与“戒”两大基础面相，编选路径以“诗
歌”之瓶装“教化”之酒，欲于学童“天性未漓”之时，向其传授日常伦理、立志修身、为官准则等，以达到“厚人伦，励风

俗”的诗学效果。该选本秉持教化为先、以诗训蒙的诗学宗旨，标举重情重理、至性至情的诗学范式，彰显温柔敦厚、文质

并重的诗学主张。该书亦存在选诗题材雷同、编排失序等缺陷。

关键词：李元度；《小学弦歌》；编选内容；诗学旨趣；编选局限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０１－０８

　　有清一代，统治者为笼络人才，大力推行儒
教，强化伦理道德教化，民间大量诗歌蒙学教材应

运而生。张伯行《训蒙诗选》、王锡元《童蒙养正

诗选》、刘霏《童子吟》、归继光《童歌养正》、李元

度《小学弦歌》等，虽各有侧重，但无一不基于启

蒙幼学的教育理念，体现伦理规范、德育意识与处

世哲学不同程度的融合，是众多训蒙诗歌教材中

比较优秀的几部。其中，晚清湖南著名学者李元

度（１８２１—１８８７年）编选的《小学弦歌》对先秦至
咸丰元年的诗歌进行筛选，按类汇聚一编，诗体不

分古今，略以作者之时代为序。该书具有选诗众

体皆备、内容贴近生活、文字浅易简洁、诗歌典雅

可诵等特点，适合儿童阅读，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

通代诗歌选本。迄今为止，学界关于《小学弦歌》

的研究成果付之阙如，本文拟对其编撰内容、编排

体例、选编旨意、彰显的诗学思想等进行初步探

讨，以期引起学界进一步之探讨。

１　《小学弦歌》的编选内容
李元度一生推崇程朱理学，十分重视在蒙童

中推行伦理教育。他在《小学弦歌》的“序”中自

述编纂宗旨：“统凡学诗者言之也，而在小学时，

天性未漓，凡事以先入之言为主，尤当使之渐摩于

诗教，养其良知良能，庶能鼓舞奋兴而不自已。”①

基于这一认识，其《小学弦歌》按宋代著名理学家

程颐意旨，将全书所选诗歌分为“教”与“戒”两大

类，以此实施教化，以“诗歌”之瓶装“教化”之酒。

教之类细分为十六小类，涵括教孝（９１首）、教忠
（２１９首）、教夫妇之伦（１３４首）、教兄弟之伦（３７
首）、教朋友之伦（２０首）、教小学（４首）、教大学
（１１首）、教立身（３０首）、教闲家（７首）、教正直
（４首）、教恻隐（２３首）、教读书（１７首）、教为循
吏（３７首）、教悯农桑（３１首）、教知止（２３首）、教
知足（１７首）等；戒之类分为十二小类，包括戒贪
（１５首）、戒淫（８首）、戒杀（１０首）、戒争竞（９
首）、戒躁进（４首）、戒趋附（４首）、戒侈靡（１１
首）、戒残忍（７首）、戒奸险（１０首）、戒暴敛（３
首）、戒黩武（１６首）、戒求仙（６首）、广劝戒（１１９
首）等。全书凡八卷，录诗 ９２７首，涉及“孝道”
“忠信”“立志”“修身”“劝善”“治学”等诸多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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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教化日常人伦
《小学弦歌》侧重教化儒家伦常，以“明人伦”

为主要目标，所选之诗多人伦日用内容，集中于孝

亲、效忠、贞洁、兄友弟恭、朋友之伦等传统“五

伦”。编者按照“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朋友有信”［１］的行为规范，培育蒙童的

道德观念，为其日后的道德实践奠定坚实基础。

首先，教孝亲之伦。传统蒙学教育以“孝悌”

为重要内容。《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曰：“夫孝

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

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２］指出“孝”

是德之本、教之源，是天道之表征，是广播四海之

准则。《孝经》认为“孝”应从事亲开始，要求“始

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①。以上均认为孝

为仁之基础、忠之前提，必须加以培育与传扬。

《小学弦歌》旨在培养蒙童孝敬父母的道德

理念与伦理意识，故卷一编录教孝诗作９１首。其
中凸显母爱及歌颂父母恩情的诗歌尤其多，如：孟

郊《游子吟》中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

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白居易《燕诗示刘叟》中

的“辛勤三十日，母瘦雏渐肥。喃喃教言语，一一

刷毛衣”；史可法《忆母》中的“母在江之南，儿在

淮之北。相逢叙梦中，牵衣喜且泣”；袁凯《游子

吟》中的“谁云高堂安，中有万险危。寄言里中

子，亲在勿远离”；刘宗远《梦母》中的“忽梦吾母

来，宛若度山阿。但问儿衣薄，语简不及他。儿寒

尚可忍，地下知如何”，等等。这些诗歌用语淳朴

素淡，无刻意雕饰，教导蒙童应该感恩母爱的伟大

与无私。除此之外，李元度在卷一还编选了诸多

孝子、孝女诗，如缪沅《王孝子诗》，蒋士铨《汪孝

子诗》《江孝子诗》《解孝子诗》《卢孝子诗》《会稽

孝女金玉堂诗》，王昶《铁女祠》，吴嵩梁《庐陵王

孝子诗》，张九钺《郴州曾孝女祠》，黄景仁《新安

程孝子诗》，余京《毕孝子宁古塔召父祖骨归里》，

邓显鹤《韩孝女诗》《孝女张淑先诗》《陶孝女琼姿

割肉愈母诗》，等等，旨在教导蒙童“孝亲”美德并

将其推广开去，以期达到孟子所称赞的“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的崇高道德境界。

其次，教忠信之伦。孝亲是家族伦理的基本

规范，忠信则将这一道德规范延展至社会政治伦

理的层面。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延伸，正所谓

“忠臣出孝门”。清代赵润生《庭训录》载：“吾辈

读书，当以忠孝为本。然求忠臣者，必于孝门之

子，是孝又为忠之本也。”［３］他指出在社会层面，

个体应在践行孝道的基础上笃行忠信。《小学弦

歌》本着“蒙以养正”的教育理念，编选教忠诗作

两卷约２００余首。编选的教忠诗歌既有表现忧国
忧民爱国情怀的，亦有讴歌视死如归高风亮节的，

还有追悼和礼赞为国捐躯的爱国将士的。例如：

李白《咏苏武》中的“苏武在匈奴，十年持汉节。

白雁上林飞，空传一书札”，写出了苏武对汉朝的

忠诚；杜甫《蜀相》中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

济老臣心”，展现了诸葛亮对先主刘备的满腔忠

诚；陆游《示儿》中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

告乃翁”，表达了诗人对抗金大业未完成的无穷

遗憾，我们亦能从中领会诗人对收复中原的坚定

信念。或许这就是孔子“事君尽忠”精神的体现。

这种道德取向，旨在教导蒙童对民族，对国家尽

心，尽力，尽忠。

第三，教夫妇之伦。夫妇之伦重在有别。何

谓有别？有学者认为：“奚云有别？谓夫妇感情

之特别耳。夫别有二义：一训分别，一训特别。只

缘关系不同，是故义各有在。例如男女有别，重在

分别；夫妇有别，重在特别。惟必各尽其分，乃能

各得其宜。混而同之，斯悖矣。”［４］这里的别，既

强调男女有别，亦强调因特别感情结为夫妻这一

特殊关系。夫妇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对家庭来说十

分重要，故《小学弦歌》：取《焦仲卿妻诗》以教贞，

突出妇人的日夜辛劳及坚守本分；取杜甫《新婚

别》以塑造深明大义的少妇形象，表示生死不渝

的坚贞爱情；取白居易《蜀路石妇》以表现妇女贞

顺的德行和为妇孝且贞的道德操守；取元稹《遣

悲怀三首》以展现诗人对已故妻子的深切哀思，

抒发缠绵哀痛的悼念之情。诸如此类，无不表明

李元度对夫妇之伦这一道德准则的重视。另外，

《小学弦歌》编选诸多表现刚正且有节操的女子

之诗歌，如孟郊《烈女操》，傅文光《烈女操》，吴嵩

梁《丁烈女诗》《纵烈妇诗》，黄景仁《焦烈妇行》，

钱大昕《烈女篇》，等等，皆浓墨重彩地颂赞妇人

的操守与贞洁。

第四，教兄弟之伦。兄弟之伦重在有序。长

幼有序、兄友弟恭是兄弟之间相处的道德准则，具

２
①戴德：《大戴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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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表现为兄对弟应亲而爱之，弟对兄应顺之从之。

整体上来看，《小学弦歌》所选教兄弟之伦诗歌，

主要涵括两个方面：其一，抒写对兄弟的惦念，表

现兄弟共乐的场面。如王维《九日忆山东兄弟》：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

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一个“独”字，写出自

身所处的孤苦境况，一个“思”字，凝聚作者无限

的思乡怀亲之情，真意所发，情自蔼然。又如杜甫

《月夜忆舍弟》诗“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

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抒写了对兄弟深沉的忧

虑和浓烈的思念之情。其二，以讽抒慨，慨叹兄弟

不容、恩怨离合的悲哀。如曹植《七步诗》“本自

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控诉曹丕对兄弟的残酷迫

害，用喻贴切，寓意深刻，从侧面给予提醒与规劝。

又如李白《上留田行》：“一鸟死，百鸟鸣。一兽

走，百兽惊。桓山之禽别离苦，欲去回翔不能

征。”没有思维的动植物尚能如此，何况骨肉相连

的弟兄。诗人在表现唐肃宗兄弟不相容、同室相

煎的悲哀之时，意在提倡、规劝兄弟和谐相处，从

反面强调长幼有序、兄友弟恭的人伦。

第五，教友朋之伦。朋友之伦重在有信，正如

孔子《论语·为政》所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也”［５］。朋友之交重在诚信二字，这就要求人与

人之间的交往不仅要诚，更要讲究信用。古人以

友情为重，推崇贫富不移的君子之交，而对于势力

之交与酒肉之交表现出轻蔑的态度，如卷五杜甫

《贫交行》诗：“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

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诗歌

通过对比的手法，慨叹人情反复与世态炎凉。寥

寥数字，却强有力地表现出诗人对人情假、恶、丑

的不屑与鄙弃。又如白居易的《伤友》诗：“是时

天久阴，三日雨凄凄。蹇驴避路立，肥马当风嘶。

回头忘相识，占道上沙堤。”作为讽喻诗《秦中吟》

十首中的一首，该诗描写朋友发达后忘记与自己

的交情，其中“回头忘相识”一联，将人情冷暖、世

态炎凉的情状表现得淋漓尽致。

１．２　强调人身修养
《小学弦歌》非常强调培养人的德性，磨砺人

的品格，以教化为本，促学为要，导人向善，传授蒙

童基本的伦理规范与道德准则，以便童蒙乐闻易

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伦理观与道德观，这与儒

家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晋升之

道深相一致。

首先，《小学弦歌》明确了一系列学规与学

则，主要从“师生礼仪”“日常礼仪”“读书修身”

三个方面对蒙童的言行举止进行规诫和约束。如

何成为有“德”之人？《小学弦歌》卷六所选《弟子

职》载：“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

极。……夙兴夜寐，衣带必饰；朝益暮习，小心翼

翼。”这一学则非常集中地体现了弟子入学之规

矩，细致到起居、衣食、言行、洒扫、应对等方方面

面。从饮食到穿着，从授课到复习，从尊师到敬

德，一切都有其规矩和章法。作为求学者，应虚心

勤谨，温柔孝悌，行为正直，如此方能正心清源，成

为有德之人。学则中的“日常礼仪”规范虽简练，

却涵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朱熹《敬斋箴》中的

“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

于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灵台”，指出

穿衣戴帽要端正，行走姿态应庄重踏实，做事应小

心谨慎，应保持心境的专一并加以勤勉警戒来告

诫自己的心灵。卷六程端蒙、董铢《程董学则》

云：“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

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

必专一，写字必楷敬。”以上数句明确了学生言行

举止、待人接物等方面的基本规范和伦理准则。

李元度《小学弦歌》认为道德教育十分重要，

既强调饱读诗书的重要性，指出读书的无穷乐趣，

亦从勤学、廉洁、举止行为等方面对学童加以规诫

和教导。如所选韩愈《符读书城南》中“人之能为

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四

句，道出读书“为己”的重要性，并指出“人不通古

今，马牛而襟裾”的道理。又如孟郊《劝学》诗：

“击石乃有火，不击元无烟。人学始知道，不学非

自然。万事须己运，他得非我贤。青春须早为，岂

能长少年。”全诗层层递进，首先以比喻强调实践

的重要性，其次突出独立思考学习的重要性，并指

出学习需趁早，切不可浪费光阴，颇有哲理意味。

翁森《四时读书乐》亦是很好的劝学诗，“蹉跎莫

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无穷，

瑶琴一曲来薰风”“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

天高”“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凡此

皆强调读书所带来的无穷乐趣。

其次，《小学弦歌》要求蒙童既具有高洁坚贞

的品质，又拥有磊落的胸襟，同时要时刻保有恻隐

之心。所谓“作圣之功肇于养正”，蒙学教育的首

要目的在于“养正”，正是因为这样的教育目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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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不仅着重于对幼童读书、写

字等基本技能的训练，同时也致力于对幼童德性

的培育。《小学弦歌》既提出了幼童做人的规则，

还提出了幼童“为己”的道德要求。所谓“修其身

养其性”，就在于达到一种理想人格品质的境界。

如李白《古风》其四十中“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

”便塑造了清贵贤士不与群小争官禄的孤高形

象。刘桢《赠从弟诗二首》其二中“岂不罹凝寒？

松柏本有性”，通过吟咏松柏来赞扬高洁坚贞的

品质与坚强不屈的精神。《小学弦歌》所选诸诗

亦侧重于修身的内在要求，教导蒙童品性应如松

树一般孤直而高节，如宋之问《题张老松树》诗：

“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该书同时规诫蒙童

应有恻隐之心，如张谓《代北州老人答》诗：“负薪

老翁往北州，北望乡关生客愁。自言老翁有三子，

两人已向黄沙死。”以上叙写诗人对广大百姓的

哀怜与同情。这种高洁的品质、磊落的胸襟以及

恻隐之心无不熏习蒙童，让其从小埋下善心种子。

１．３　传扬为官准则
先秦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诸如清慎廉

洁、德义有闻、恪勤匪懈、仁爱百姓等均为封建官

吏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李元度《小

学弦歌》受此影响，明确为官需遵循的基本准则，

即应为循吏、爱民如子、闵农桑、知止知足、力戒趋

附与躁进。这些准则在编者所选诗歌中有着具体

的表现，撮其大要在以下两端：

一是教为循吏，省赋恤民。自司马迁始创

《史记·循吏列传》，“循吏”便成为古代社会官员

为官的最高典范与追求。《小学弦歌》明确强调

教为循吏，指出官员应充分发挥父母官的道德职

责，爱民如子，教悯农桑，省赋恤民，使民富足安

康。综观其所编诸诗，一方面，控诉统治者的横征

暴敛，批判官不如贼的黑暗社会，如所选元结《贼

退示官吏》诗：“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谁能

绝人命，以作时世贤。”诗歌以浅白如话的语言，

淋漓尽致地展现出统治阶级对劳苦人民的横征暴

敛，揭露官吏不顾人民死活的丑恶行径，同时亦展

现出对害民官吏的控诉与对劳苦人民的深切同

情。又如元结《春陵行》诗：“邮亭传急符，来往迹

相追。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儿女，言

发恐乱随。悉使索其家，而又无生资。”诗中“追”

字用得妥帖自然，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官吏严刑催

逼百姓的场景，道出百姓遭受繁杂赋税紧逼的悲

戚景象。另一方面，述说农民的不幸命运，表达对

织妇苦辛生活的怜恤与哀伤。如白居易的《杜陵

叟》：“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

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

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

肉！”该诗以极其愤懑的情感，揭露和控诉了贪官

污吏急迫收租的丑恶嘴脸，表达了对农民不幸命

运的无限同情，读之使人心恻。

二是清慎廉洁，遵守法度。吕本中《官箴》

云：“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

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

可以得下之援。”［６］正所谓“清则廉，正则明”，在

积弊累累的官场，为官之人若能做到清心做官，不

存私欲，则为政之善矣！《小学弦歌》基于“教”与

“戒”两大任务，在教导蒙童日后甘为循吏，省赋

恤民的同时，亦传授蒙童不贪、不杀、不暴敛、不躁

进、不争竞、不趋炎附势等为官之法。如所选于谦

《入京》诗“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斥责当时进

贡之歪风的同时展现诗人不愿同流合污的道德修

养。又如白居易《送考功崔郎中赴阙》“青云上了

无多路，却要徐驱稳着鞭”、张廷玉《杂兴》“盛满

易为灾，谦冲恒受福。所以贤哲流，秉心若虚谷”

等诗句，均以质朴言语告诫人切勿躁进，应沉稳与

谦冲。忠告之意，自在其中。范仲淹《书扇示门

人》“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后人收。后人收

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一诗，深寓哲理，劝

诫世人切勿不择手段，沉迷于功名利禄之中。由

此可见，李元度本着清身正己、实在做事的为官之

德，约束蒙童切不可“嗜利”，贪恋禄位，被“私欲”

所引诱，而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以谨慎冷静之态，

做到知止与知足。如白居易《不致士》“可怜八九

十，齿坠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一

诗，讽刺“年已高”且“爱富贵”者贪恋禄位这一现

象，引人深思。再如黄庭坚《牧童诗》诗：“骑牛远

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

关用尽不如君。”诗歌以乡村牧童与长安名利客

进行对比，赞颂牧童清闲恬适的生活及不受名利

所驱的心境与情怀。这种荣利后植、直道为先、知

止知足的为官理念，实属难得。

２　《小学弦歌》的诗学旨趣
作为一部篇幅较大的诗选名作，李元度《小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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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弦歌》的诗学价值亦应引起重视。全书的自

序、凡例、诗歌题解、诗末评点等副文本亦是诗歌

选本的有机组成部分，与选本共同体现着李元度

的伦理思想与文学观点，具有较大的诗学价值。

２．１　秉持教化为先、以诗训蒙的诗学宗旨
李元度将“有益于伦常诗教”作为其选诗的

第一要义。全书“教”“戒”与“广劝诫”三部分

中，有关“教”的诗作共 ７０５首，远多于其余两部
分。而在“教”这一门类之下，李元度选录诗作最

多的是“教忠”（２１９首），“教夫妇之伦”（１３４首）
与“教孝”（９１）首。这些诗作约占全书的一半，足
以阐明李元度对“礼义教化”的宣扬与重视。

相较于明以前的启蒙教材，明清蒙学读物对

于伦理道德教化的重视愈加深切。《小学弦歌》

以人性论为原点，立足于诗教之本，以达到“养正

于蒙”的诗学效果。李元度善从诗歌本身出发，

明确指出诗作的教化作用，如卷一盛锦《履霜操》

尾评“与臣罪当诛，天王圣明，同一悱恻，可以教

孝”，沈德潜《新嫁娘》尾评“于唐人诗意外翻进，

一解可以教孝”，徐善建《观鸟哺儿有感》尾评“此

三百篇比体也，愀然蔼然可以教孝”，周淑然《元日

哭先大人》尾评“仁孝之言自然流出”。凡此，皆在

宣扬诗教之功。另，李元度《小学弦歌》还惯于在

诗歌尾注阐释与该主题相似的诗，以便读者对照阅

读，更透彻地理解诗歌所表达的意旨，如卷四孟郊

《烈女操》诗尾评“此与《游子吟》皆有益伦常之

作”，赵执信《弃妇祠》篇末注有“温厚忠爱与《崆

峒》作并传”，卷八刘芳《落叶》诗尾注有“此与何渚

《千金亭》同一用意，可以醒世”，等等。由此可观，

李元度对各体诗的相互融通及教化尤为注意。

李元度处处将品格的塑造与德性的养成作为

规范准绳：或教导蒙童贫贱中正、卓然自立，如卷

六计元坊《励志诗》其二尾评“贫贱中正，可树立

根基，激发有志气人不浅”，袁枚《闻写》尾评“即

隐居亦须卓然，有以自立，方可无求于人”；或勉

励学子专注于学业，强调立志与读书的重要性，如

卷一洪刍《寄子诗》尾评：“熙宁中，洪浩游太学十

年不归，其父作此寄之，浩即日归养。”《寄子诗》

勉励学子要像太学生洪浩那样，十年寒窗苦读，专

注于学业。卷六王守仁《书扇示子正宪》“如树不

植根，暂荣终必瘁。植根可如何，愿汝且立志”尾

评曰：“立志二字是读书之本。”又如卷六吴履泰

《读书一章示及门》尾评：“此勉人为根柢之学。”

这些直白的说教与道德上的教诲，旨在达到“理

性情”的效果。

李元度重视歌诗的教化作用，亦明确指出童

蒙为鉴、为戒的方法。他以封建思想教育为宗旨，

利用诗歌进行启蒙，倡导伦理训诫诗，如卷六吴镇

《卸篆口占》诗：“阿婆经岁抚婴孩，饥饱寒暄总费

猜。才识呱呱真痛痒，家人又报乳娘来。”李元度

认为，“官必久于其任，方有益于民。读此可以为

鉴”，又许衡《即事》诗：“黑云莽莽路昏昏，底事登

车尚出门？直待前途风雨恶，苍茫何处觅烟村？”

诗歌篇末注有“钟鸣漏尽，夜行不休。读此可以

知止矣”。另，“教知止”中，苏轼《咏物》诗尾明确

注有：“此可为知进不知退者戒。”这些诗歌与评

注对于婴幼养性、童蒙养正至为重要，让其明白道

德伦理规范及思想的同时免于多愁善感情感的

养成。

若细细涵泳诸多题解与尾评，则可发现，《小

学弦歌》的尾评还善于挖掘作者诗中蕴藏的真

义，以反讽的意味来进行教化。如卷八郭震

《云》：“聚散虚空去复还，野人闲处倚筇看。不知

身是无根物，蔽月遮星作万端。”其诗尾评曰：“此

刺暴贵小人弄权者。”如卷八方贞观《游仙诗》：

“到底刘安未绝尘，昨宵相与共朝真。漫将富贵

夸同列，手板横腰道寡人。”其诗尾评曰：“此刺富

贵中人作熊者。”又如晏殊《咏上竿伎》诗：“百尺

竿头酼酼身，足腾眼挂骇傍人。汉阴有叟君知否，

抱瓮区区亦未贫。”诗歌尾评曰：“讽世人巧不如

拙也。”凡此，皆能彰显编者选诗的机心。

２．２　标举重情重理、至性至情的诗学范式
李元度《小学弦歌·凡例》云：“《三百篇》后，

诗莫真于汉魏，今取《木兰行》以教孝，《焦仲卿妻

诗》以教贞，后来名作，凡摹写贞孝者，大率胎源

于此，此为诗之真种子，可与《三百篇》并读。”①由

此可见，李元度将汉魏诗视作可与《三百篇》并读

的“诗之真种子”。汉魏诗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与

叙事性，内容贴近生活，情感真挚。《小学弦歌》

编纂诸诗，或仿《焦仲卿妻》诗体，或脱胎于《孔雀

东南飞》，字字真挚，使人恻然。如卷一邓显鹤

《韩孝女诗》尾评：“脱胎《孔雀东南行》，然得其神

５
①清光绪五年平江李氏自刊本，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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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袭其迹，至性至情，一字一泪。”又如卷四毛

奇龄《王贞女诗》尾评：“古节古音，逼真《孔雀东

南飞》神韵，以有真气贯注其中也。”又如罗登选

《江烈妇黄氏诗》尾评：“仿《焦仲卿妻》诗体，古节

古音，不忍卒读。”

李元度《金粟山房诗集序》云：“诗者，人之性

情。人无古今，各有其面目志趣，与其出处遭际。

情之所感不能已，于言则咨嗟咏叹以出之，而其时

之治乱通塞，论世者藉以考见。……诵诗三百，歌

诗三百，舞诗三百，各持其性情，所得莫惑同

焉。”［７］他反复强调诗歌要写真性情，认为真者传

播久远。真者，精诚之至也。故其反对诗作之

“伪”，对于“去风人比兴之旨或远”以及空洞说教

之作，如《击壤集》《濂洛风雅》诸书，一概不选。

他认为“发为诗者，皆自真性情流出”［７］。故其所

选诸诗多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之作。“性厚情真”

可以说是贯穿其编选诗作的一条主线，这与其温

文尔雅的心性基本相洽。如卷一吴敬夫《寄子

诗》：“落叶打窗风似雨，孤灯背壁夜如年。老怀

一抽钟情泪，几度沾表独泫然。”其诗尾评：“此诗

与洪章雨诗，如出一手口，皆情至之作，令人不忍

卒读。”又如卷四元稹《遣悲怀》“惟将终夜常开

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诗句中“常开眼”与“未展

眉”形成鲜明的对比，抒写缠绵哀痛的真情，朴素

自然，娓娓动人。篇末注有：“读末二语，使人恻

然。”又如卷五黄中坚《闻陆既藩柩归吊之》：“一

棹风烟外，孤魂忧患余。生还当此日，欢笑定何

如。”诗尾评：“至性至情，可谓生死之交。”李元度

有言：“我闻此语，心骨悲。”李元度《小学弦歌》的

编选，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他的诗论主张。他一

方面继承发展袁枚等性灵派“重情”的主张，强调

有感而发，另一方面认为诗作应持有真情，强调情

要“得其正”。他指出诗只有“得其正，其而能合

乎温柔敦厚之教，而无伉厉、怨徘、纤靡之病。不

惟作者之性情见，读者之性情，忽不知其何以易

焉”［７］。李元度至性至情的诗选标准，未落入体

裁、诗派与年代的窠臼。这种以情为主的人格，从

不矫揉造作的特色，某种程度上亦与宋诗派所申

述的“不俗”相照应。

２．３　彰显温柔敦厚、文质并重的诗学主张
“温柔敦厚”一词，最早见于《礼记·经解》：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

敦厚，《诗》教也。’”［８］在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中，温

柔敦厚的诗风历来受到重视与推崇。所谓“温柔

敦厚”，即诗歌在表达社会情感时，不激切直露，

不过分失正，所追求的是情感抒发的“和谐中正”

与“温和虚静”。李元度极为推崇宋代的程朱理

学，具有浓厚的理学思想。但恰如其在《小学弦

歌》卷首“凡例”中所曰：“诗贵有理趣，然忌作理

语。如《击壤集》《濂洛风雅》诸书，理非不足也，

然去风人比兴之旨或远，故多不乐观。是编所录，

皆取其含蓄而有余味者，使读者领取弦外之音，自

能舞蹈奋兴而不自已。诗学从此入门，更合温柔

敦厚之教，而不惑于歧趋，亦堕于理障也。”①《小

学弦歌》之所以备受人们的欢迎，源于此读本敦

厚人伦、勉励风俗的实际意义，让童蒙在领略诗歌

典籍之美的同时，更能明孝悌，晓忠信，知廉耻。

在清代“好议论”“尚理趣”的诗歌文化氛围

中，李元度《小学弦歌》编录诸诗，在艺术旨归方

面更倾向于彰显“言近而旨远”“文质相炳焕”的

诗学理想，故其所选多为“含蓄而有余味”之作。

如卷八善棋道人《绝句》“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

人处且饶人”诗句，用语浅近自然，不加藻饰，却

能于诗句中展现出善棋道人下棋时所达到的高妙

境界。“自出洞来无敌手”的表面自信与“得饶人

处且饶人”的内心谦和形成鲜明的对比，言语虽

平而意深矣！正如其篇末评注“言近而旨远”，着

实高妙。又如邓汉仪《题息夫人庙》：“楚宫慵扫

眉黛新，只自无言对暮春。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

岂独息夫人。”这首七言绝句运用“千古”“岂独”

句式，将对受害弱女子的无限同情表现得淋漓尽

致，使息夫人的痛苦与挣扎典型化，亦使诗之内涵

无限扩大，读来韵味隽永。诗尾评有“其用意处

须于言外领取”。再如毛藻《游邢园》诗尾评注：

“不妨贤路，不争要津，皆此义也。此言虽小可以

喻大。”所谓言近旨远，诗外有诗也。

有学者评价李元度说：“其为人也，温文尔

雅，笃于情而重于学，温厚中不乏雄刚；其为诗，情

真意切，典雅而不乏雄豪之气。”［９］李元度论诗，

虽强调“诗贵和平”，但其性格中不乏狂放不羁和

倔强之气。他认为“诗不可无才”，故其亦推崇一

些笔力奇伟、至性奇气之作。如卷一黄景仁《新

６
①清光绪五年平江李氏自刊本，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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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程孝子诗》：“百无可冀冀一济，一发尚欲回千

钧。此时遑及引文义，何者孝子何忠臣。”诗尾

评：“笔力奇伟，足以达难显之情。”如卷三陶澍

《题秦良玉旧楼》篇末注有“笔力奇杰，足为奇女

子写照”。李元度《小学弦歌》中还收录了多首长

篇古诗，如卷四蒋士铨《焚楼行》。李元度于该书

“凡例”云：“蒋苕生（士铨）太史所作忠臣、孝子、

贞女、烈妇诸诗，以班、马之笔行杜、韩之法，错综

变化，屈注行间，均可谓特开生面。”①此种诗沉郁

变化，大笔淋漓，皆至性奇气之所发抒。

如果说李元度“诗不可无才”的诗学观侧重

于文学表现的形式层面，是对“文”的探讨，那么

“比兴体制”等作法则重在内容层面，注目于对

“质”的思考。正所谓通手法，则得以明诗旨。

《小学弦歌》所选诗作多运用比拟、衬托、用典等

手法，以达到感怨刺怼的艺术效果。如：卷五王维

《九日忆山中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

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其

诗尾评“不曰己思兄弟，而曰兄弟思己，一往情

深”；卷四杨维桢《拟白头吟》，篇末注“得三百篇

风人之旨”；卷六李白《古风》，诗尾评：“此三百篇

比体”；白居易《感鹤》，李元度评：“亦是比体”。

又如卷七郁植《猛虎行》：“虎兮虎兮知惧无？灞

陵亭下秋草枯。飞将猝发金仆姑，石犹饮羽况尔

乎？”李元度在篇末评论道：“诗家比体深得惩恶

之旨。”结合《小学弦歌》“序言”与“凡例”来看，

李元度选诗中多含蓄而有余味的诗歌，较少空洞

说教之作，展现出他兼顾思想性与文学性的调和

倾向。

３　《小学弦歌》的局限与不足
关于文学选本的价值与意义，鲁迅曾云：“凡

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

布自己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

诗话，而在出选本。”［１０］《小学弦歌》的编选，可谓

合二为一。除开选本的功能，它更是一部内容丰

富、质量完善的传统蒙学伦理教材。《小学弦歌》

蕴涵着丰富的编纂宗旨、明确的训蒙目标及独特

的教育理念，所录诗歌本着传授人文知识与伦理

规范的教育理念，遵循启发性、思想性、直观性的

教育原则，标榜重情重理、至性至情的诗学范式，

旨在达到“礼义教化”“养正于蒙”的诗学效果。

故这一诗歌读本自清光绪五年问世，翻刻不断，学

者童而习之，优游讽咏，常引发善心，兴起逸志。

各种选本如周氏师古堂所编《小学弦歌约选》等

纷纷出现，以实现真正诗教之目的。《小学弦歌》

集中揭橥了养正于蒙的诗教意义，但并不意味着

这一诗歌读本的编选无局限与漏洞。事实上，

《小学弦歌》的编纂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撮其大

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就题材而论，多雷同重复之作。《小学

弦歌》汇辑大量诗歌，于童蒙而言，体量过于庞

大，何况诗歌读本中题材与篇目重复的现象经常

出现。诸如卷一“教孝”门类中，以《履霜操》为题

的诗歌多达数篇，韩愈《履霜操》、周瑛《履霜操》、

盛锦《履霜操》、沈德潜《履霜操》等即是。另“教

孝”中选录了诸多“孝子诗”，如缪沅《王孝子诗》

《江孝子诗》《卢孝子诗》，黄景仁《新安程孝子

诗》，吴嵩梁《庐陵王孝子诗》，余京《孝女张淑先

诗》，蒋士铨《汪孝子诗》《解孝子诗》，等等。卷二

“教忠”亦收同题《绝命辞》多首，有方孝孺《绝命

辞》、陈潜夫《绝命辞》、黄道周《绝命辞》。此外，

卷四“教夫妇之伦”连篇累牍地选录“某节母诗”

“某贞女诗”。姑且不论所编选诗歌内涵与意旨

的相近，仅就其数量与篇幅来说，无疑增加了童蒙

理解与诵记的难度。

其二，就编排而论，有不够严谨之弊。李元度

《小学弦歌·凡例》有载：“其诗不分古今体，但略

以作者之时代为次。其字句间有不同，则因诸本

互异，择善而从耳。”②李元度虽明确申明诗歌读

本以作者时代为序，但纵观其编排诸诗，仍存有作

者时代排序混乱的情况。朝代与朝代之间编排尚

可，仅就朝代内部而言，诗人时代先后排序有误的

情况颇为常见。譬如卷二“教忠”，李元度将韩愈

《拘幽操》列在李白《咏苏武》及杜甫《蜀相》之

前。又如卷六“教恻隐”，将蒋士铨《分校京兆试

覆阋落卷有作二首》与赵翼《秋闱分校即事》等清

中期诗作，放于明末清初的吴嘉纪《我昔三首》诗

之前。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错乱的编排对蒙童

会有所误导。另，《小学弦歌》中亦存在将同一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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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五年平江李氏自刊本，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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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错误划分时代的情况，如卷六“教读书”中将翁

承赞标记为五代人，而卷八“广劝诫”中又将他归

为唐人，前后自相矛盾。这些缺陷或许微不足道，

但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

另外，全书亦有非诗而误植者，如卷六“教小

学”“教大学”部分，将一些原本属于题辞、学则、

职、铭、箴等应用文体的作品收入集中，不伦不类。

诗歌分类过于琐细，且各类数量颇不均衡，或少至

３首，或多达 ２００余首。又，编者对《古诗为焦仲
卿妻作》等长诗随意删减文字，甚为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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