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滄浪詩話》與中國詩歌傳統 
 
 



《滄浪詩話》為什麼是經典 
 （明）胡應麟《詩藪》： 

 嚴羽（儀）卿云∶「詩

有別才，非關書也；詩

有別趣，非關理也。」

十六字在詩家，即唐、

虞精一語不過。 

 

 古文《尚書‧大禹謨》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十六字心傳。朱熹〈中庸章句

序〉： 

 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

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

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

所以授禹也。 

 朱子又謂《中庸》「乃孔門傳授

心法」。 



 （明）許學夷《詩源
辯體》 

 

 古今論詩者，不得不

以滄浪為第一。 



《滄浪詩話》是部什麼書 

 論詩著作，包括五篇： 
1. 詩辯 
2. 詩體 
3. 詩法 
4. 詩評 
5. 考證 

附錄：答吳景僊書 



詩辯 



詩體 



詩法 



詩評 



考證 



答吳景僊書 



作者 

 嚴羽，字儀卿，號滄浪逋客，福建邵武人，
南宋後期詩人（1234年左右在世） 

 

 布衣，師事陸九淵與朱熹共同的學生包揚 

 
 朋友： 
        1、詩人戴復古 

        2、理學家真德秀的學生、邵武太守、
詩人王埜 



一、知識與抒情：中國詩歌傳統的核心
問題 

 詩家十六字心傳： 
 

  詩有別材（胡應
麟作「才」），
非關書也；詩有
別趣，非關理也。 

 

詩者，吟詠情性者
也。 

 
 

 理論 
詩歌是抒情的，與知識無關 
抒情與知識的關係 

 
 詩歌史 
漢魏至唐詩代表抒情傳統 
宋詩代表知識傳統 

 
 結論 
   漢魏唐詩道路是正確的，

宋詩途徑是錯誤的，必須
改弦易轍。 



 （宋）劉克莊〈跋何謙
詩〉： 

  余嘗謂：以性情禮義為

本，以鳥獸草木為料，

風人之詩也；以書為本，

以事為料，文人之詩也。 

〈毛詩序〉：發乎情，止

乎禮義。 

 抒情為本，知識為本 
 

 詩人之詩與文人之詩 
 

 唐詩是詩人之詩，宋詩
是文人之詩 
 

 宋詩“要皆經義策論之
有韻者爾，非詩也”。
（〈竹溪詩序〉） 
 
 



 
 
 

（梁）鍾嶸《詩品》： 
 

  詩者，吟詠情性也，
亦何貴乎用事？ 

 

代表抒情中心，唐以前
詩歌傳統的核心 

（唐）杜甫〈奉贈韋左
丞丈二十二韻〉：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

有神。 

代表知識中心，開啟宋

代詩歌 

 



 （清）王士禛〈突星
閣詩序〉： 

 夫詩之道，有根柢焉，

有興會焉，二者率不

可得兼。……根柢原

於學問，興會發於性

情。 

 

 知識與抒情、興會與
根柢 
 

 唐詩——抒情 
 宋詩——知識 



 詩歌的原理：抒情型與知識型 
 

  詩歌史：唐以前——抒情傳統 
  宋——知識傳統 

 

從抒情到知識的轉變 



二、中國詩歌史：從抒情為中心到知識中心
的轉變 

宋詩傳統的代表： 
 蘇黃，尤其是黃庭堅
及其江西詩派 

 理學家及其影響下的
詩人 
 
 

 為什麼會有這種轉變 
 

 在理論上的體現 
 

 在創作上的表現 
 

 知識與抒情的對立 



1、為什麼轉變 

 兩個脈絡  思想史脈絡： 
中唐以來的儒學復興，韓愈 
 
詩歌史脈絡： 
杜甫 
 
兩個脈絡的合一：黃庭堅 



思想史脈絡 

 《論語‧憲
問》： 

 有德者必有
言，有言者
不必有德。 

 韓愈：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 

 道德與文章關係 
 〈答李翊書〉： 

  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養其根
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
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
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詩學脈絡 

 杜甫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
有神 



2.黃庭堅：兩個脈絡的合一 

 道德是詩歌
的根本 

 

〈答秦少章帖〉 

  文章雖末學，要須茂其根本，
深其淵源。 

 
〈與洪駒父書〉： 
  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
極當加意養以敦厚醇粹，使
根深蒂固，然後枝葉茂爾。 



培養道德的途
徑：讀書，
以知識培養
道德 
 

 治經以培養道德 

 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
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
（〈書贈韓瓊秀才〉） 

 考史 
探經術以致其深，考史傳以致其博。
（〈與子智帖〉） 

凡讀書法，要以經術為主。經術深邃，
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遇事得失易
以明矣。（《答蘇大通》 



 審美有自身的規律 
 

 文章最為儒者末事，
然索學之，又不可不
知其曲折。（〈答洪
駒父書〉） 

 從古人求法則 
    如欲方駕古人，須
識古人關捩，乃可下
筆。（〈與元勳不伐
書〉） 

    若欲作楚詞，追配
古人，直須熟讀《楚
詞》，觀古人用意曲
折處講學之，然後下
筆。（〈與王立之
帖〉） 



 
 詞意高勝，
要從學問
中來爾。
（〈論作
詩文〉） 

 內容與形式兩方面的高妙，都是以
知識為基礎的。 

 意是知識化的，詞也是知識化，
「無一字無來歷」。 

 知識是詩歌的基礎，不僅是創作的
基礎，也是閱讀的基礎。讀者必須
「博極群書」，知道意與詞背後的
知識背景，才能真正了解詩歌。 



3.理學家 

 有德者必有言 
 

 道德決定詩歌 
 

 強調詩歌的義理價值 

 《二程遺書》： 

「古者學為文否」？
（程頤）曰：「人見
《六經》，便以為聖
人亦作文，不知聖人
亦攄發胸中所藴，自
成文耳，所謂『有徳
者必有言』也。」 

 



 朱熹〈答楊宋卿〉： 

   

  詩者，志之所之，在
心為志，發言為詩。
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
哉？亦視其志之所向
者高下何如耳。 

 
 

 

 

 詩歌的根本在志，志

的高下取決於道德修

養，修養的途徑是讀

書窮理。 



4.知識與抒情的矛盾 

 抒情詩的理想境界 
但見情性，不睹文字
（皎然《詩式》） 

 孟浩然〈早寒江上有懐〉 
木落雁南度， 
北風江上寒。 
我家襄水曲， 
遥隔楚雲端。 
鄉淚客中盡， 
歸帆天際看。 
迷津欲有問， 
平海夕漫漫。 



 知識化詩歌，知識遮蔽了情感 

 從意到詞的各層面的知識化直接關聯到意

與詞背後的知識傳統，知識遮蔽了情感。 



黃庭堅 
 戲呈孔毅父平

仲 
管城子無食肉相， 

孔方兄有絶交書。 

文章功用不經世， 

何異絲窠綴露珠。 

校書著作頻詔除， 

猶能上車問何如。 

忽憶僧床同野飯， 

夢隨秋雁到東湖。 

 管城子：毛筆。出韓愈〈毛穎傳〉，謂毛
筆受封管城，號管城子。 

 食肉相：出《後漢書‧班超傳》，相者謂
超「燕頷（下巴）虎頸，飛而食肉，萬里
侯相」。 

 孔方兄：指钱，中有方孔。出魯褒〈錢神
論〉：「親之如兄，字曰孔方。」 

 絕交書：嵇康有〈與山濤絶交書〉。 
 上車句：《顏氏家訓》卷上：「梁朝全盛

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
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 
 



三、抒情傳統的重建 

抒情傳統的反彈，南宋中期的迴歸唐詩思潮

（葉適，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

實際上是迴歸抒情傳統：寫物與抒情。 

 晚唐的律詩、追求精巧。 
 

 劉克莊：「理學興而詩律壞」 



1.嚴羽重建抒情傳統，迴歸漢魏晉盛唐傳統 

 針對江西詩派、理學
家的知識為本 
 

 強調詩歌的抒情本質 

 詩有別材，非關書也；
詩有別趣，非關理也。 

 

 詩者，吟詠情性也。 

 



 承認知識的重要性 

 

 

 

 在知識的基礎重建抒
情傳統 

 非多讀書、讀窮理，
則不能極其至。 

 
 

 不涉理路，不落言筌
者上也。 



2.以禪喻詩 

 禪有禪道，不同的宗

派所傳禪道的真理性

不同，因而價值不同，

學禪者應該學習最高

的真理，即第一義。 

 禪家者流，乘有小大，

宗有南北，道有邪正。

學者須從最上乘，具

正法眼，悟第一義。 



 詩有詩道，不同時代

不同流派的作品，其

真理性也有差異，價

值有高低，學詩者應

該學習最高的真理，

即第一義的作品。 

 論詩如論禪。漢魏晉

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

也。 

 中唐詩，第二義 

 晚唐詩，小乘禪 



 為什麼漢魏晉盛唐為
第一義？ 
 

 
 學詩為什麼要學習第
一義？ 
 

 結論 

 詩有詩道，客觀的真
理，用真理衡量判斷
的結果。 

 
 禪家的道理，學禪要
學第一義。 
 

 學詩者應該學習漢魏
晉盛唐。 



3.詩道 
 詩道的內涵是什麼？ 

 
 胡應麟稱是別材別趣十

六字 
 

 第一義作品是詩道的最
佳體現 

 詩者，吟詠情性也。盛

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

掛角，無跡可求，故其

妙處，透徹玲瓏，不可

湊泊，如空中之音，相

中之色，水中之月，鏡

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

窮。 



 性情 
 

 興趣 
 

 言有盡而意無窮 

 



四、滄浪詩話與明清詩歌傳統 

 明代的復古運動 
 

 迴歸漢魏晉盛唐傳統，

迴歸抒情傳統，其詩

學觀念上承嚴羽 

 清代的學唐與學宋 
 

 學唐者上承嚴羽，學

宋者是嚴羽的反動。 



餘論 

 嚴羽理論的現代性 
 

 抒情與知識 
 

 文學教育的方式 
熟讀經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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