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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学界第一部元代诗论汇编成果，丁放先生的《元代诗论校释》按照时间顺序，收录元代一百多位文

人的五百多篇诗论文章，并对其进行校勘、注释、评析。此著作底本选择允当，注释严谨详细，评析精

当，思想统一，是元代诗论研究的良好范本，对推动元代诗论、文学批评史的深入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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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first compilation of Poetics of the Yuan Dynasty, Ding Fang’s Interpretation of Poetic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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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 Dynasty collects more than 500 poetics articles of more than 100 literati in chronological 
order, and collates, annotates and evaluates them. The choice of the manuscript of this work is 
very appropriate, the author’s comments are rigorous and detailed, the evaluation is concise and 
appropriate, and the whole thought is unified. It can be regarded as a good model for the study of 
Yuan Dynasty poetry theory,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in-depth discussion of 
Yuan Dynasty poetry theor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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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

词，元之曲”[1]。但是，不管什么朝代，人们对诗歌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元代是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

前后历时不足百年，但是元代的诗论文章却远多于唐、宋两个朝代。元代诗论是不容忽视的一笔文学遗

产，近年来已经开始得到学界的关注。袁行霈、孟二冬、丁放合著的《中国诗学通论》将元代诗论置于

发展史的视域内进行审视观照[2]，查洪德的《元代诗学通论》专题讨论了有元一代的诗学理论问题[3]，
张红的《元代唐诗学研究》及一些硕博论文对元代诗论亦有相关论述[4]，这些研究成果均取得了较高的

学术成就。然而，由于年代久远、相关文献散逸杂乱等诸多原因，元代诗论文献一直未得到全面系统地

整理，有明珠沉埋之憾。幸运地是，随着《全元文》《全元诗》的出版，元代诗学进一步受到学者的广

泛关注，但是专门汇辑校释单篇元代诗论文献工作，在学界仍属期待。近日，中华书局出版的丁放先生

的《元代诗论校释》，正是在此背景下，为满足广大学者的需求而编撰的一部切实有用的著作。 
《元代诗论校释》分上下两册，选择了一百多位元代文人的五百多篇论诗之文，按作者生年的先后

顺序进行排列，首先是对每位作者作一个简介，其次在《全元文》的基础上，对比零散典籍，尽量为每

篇选文找到一个较早且相对可靠的底本，再次是对选文进行相对详细的注释，最后是对每篇选文作一简

要解析。在书的最后，还附有参考书目，以供读者查阅。《元代诗论校释》融校勘、注释、评析于一炉，

不仅在对元代诗论文献的辑存整理上取得了突出成就，而且在理论探讨方面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元代诗学

一些问题研究的空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 选文允当妥帖，体例统一完整 

2.1. 选文方面 

作为一部校释类的书籍，搜集并选择合适的底本非常重要。元代的诗论作品有很多，但是都分散

地记载于各个作家的集子当中，对这些零零散散的诗论进行收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丁放先生的

《元代诗论校释》以《全元文》为线索，但又不局限于此，他所收录的作品均据古籍善本或当代可靠

版本录入。 
首先，从收录的诗论原文来看，作者并未全然照搬某一部典籍，而是进行了精心地对比、筛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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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元代诗论来说，《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全元文》算是收集比较完备的本子。但是丁放先生并未

局限其中，而是对每篇选文选择最为可靠完善的底本，用其他版本进行校对，尽量还原元代诗论的原貌。 
其次，从选文的出处来看，《元代诗论校释》中的选文出处非常广。有的选自《四库全书》《四部

丛刊》这样的大型丛书，还有很多选自一些作家的文集。比如《师山集》《玩斋集》《危学士全集》《陵

阳集》等等，参考文献多达几十部，由此可见此书作者在文献搜集方面的努力。 

2.2. 体例方面 

《元代诗论校释》全书体例统一，条理清晰。在整体框架上，此书先对选文作者进行全面介绍，后

附选文以及注释，最后对选文进行评析，这样便于读者快速地查找和阅读。同样地，对于每一篇选文，

无论是对于其作者介绍还是注释，《元代诗论校释》也力求做到体例上的一致。 
首先，《元代诗论校释》对收录的每一位诗论作者的生活年代、字号别号、人生经历、诗歌特点、

代表作品等各方面都作了全面而详细介绍。对于生卒年不详者，全书统一依据其主要活跃年代而定的，

而对于一些不可考的作家信息，此书也标注“不详”，以待研究者进一步的研究探讨。此外，本书也尽

量避免重复注释，对已经注释过的作家，本书会注明“见某某篇”，使得全书简洁统一。 
其次，《元代诗论校释》的作者在每一篇选文的后面都明确地标注选文的出处，如“清文渊阁《四库

全书》本《申斋集》卷一” ([5], P. 456) “明天启刻本明朱荃宰撰《文通》卷一”“明嘉靖刻本《石堂先

生遗集》卷十三” ([5], P. 1126) “《吴兴丛书》本《陵阳集》卷十三” ([5], P. 1243)，对每一篇选文的来

源都精确到朝代、作者、书名、卷数，以方便读者查阅和考证，由此可见此书作者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 
总之，《元代诗论校释》一书条理清晰，体例完整统一。它收录的的一百多位诗论作者及其诗论作

品，又可看作是一部部小的诗论作品集的汇编。丁放先生对于选文作家相关知识的介绍，尤其是一些在

文学史上并不是特别出名的作家的介绍，填补了学界对元代作家、作品的研究空白。随着《元代诗论校

释》的出版，相信这些元代的作家、作品会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 

3. 注释严谨详细，笺证有据可循 

《元代诗论校释》在注释方面相当完备。丁放先生在《元代诗论校释》的后记部分写道“意在为古

代文论和古典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较为切实可用的元代诗论的校注性文本”。考虑到读者的需求，作者

在对选文作小注时，也是尽可能地详注，注释的范围涉及到人物、地名、古诗词、称谓等等，上至周朝

下到元代，注释条目数不胜数。此外，此书作者除了用现代文对词条进行解释外，还会追根溯源，引用

词条出现的最具代表性或最原始的典籍中的语句进一步阐释。读者通过阅读这样的注解，可以更加准确

地了解古诗词中特定词语的深层含义，对于古典文学爱好者丰富知识大有裨益。如对“稷契”的注解，

“稷和契的并称，稷即后稷，传说在舜时教人稼穑；契，传说是舜时掌管民治的大臣。契稷二人皆唐虞

时代的贤臣。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读者不仅理解了

“稷契”的最初含义，而且还能进一步的理解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感。同样地，对于“先正”这一词的注

解，“指前代的贤臣、君长等。语出《书·说命下》：‘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孔传》：‘正，

长也，言先世长官之臣’。此处‘先正’当代指欧阳修。” ([5], P. 2314)这样的注释，读者不仅了解了

词语的原始意义，而且明白了文中的所指。采用原始典籍中的语句解释词语，是《元代诗论校释》在注

释方面的一大特色。 
其次，对于选文中残缺或者异文的处理，此书作者采取阙疑的态度。残缺部分统一采用用小方框代

替，如《送俞唯道序》(《宛委别藏》清钞本)中“壬戌别省第一，殿试□□□”，作者通过严密的考证后

将残缺的文字以小注的形式标明，并标注了考证的依据，如“据《新安文献志》卷九五，阙文或当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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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有异文的地方，本书作者经过审慎的考辨之后，在选文中采用正确的异文，但同样在注释中

标明作者考辨的依据。如《唐月心诗序》(《吴兴丛书》)中“殆非质肃语”的“殆”，清初钞本作“治”，

本书作者在注释中否定了清初钞本。对于《刘孚齐诗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中“职者盖深许之”，

作者根据《豫章丛书》本对其改为“职者盖深许之” ([5], P. 422)。《翠寒集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
“屠雍赤奋若”中的“雍”，作者认为，应作“维” ([5], P. 456)。《元代诗论校释》一书对于缺文、异

文的处理尽量恢复古籍的原貌，又做到了考辨有据，不难看出此书作者的严肃、认真。 
总之，《元代诗论校释》的注释详细丰富，在尽可能地呈现原始古籍的同时，又多方位、多层次地

对词条进行解释，使得此书成为研究元代诗论较为完备的标注性文本，成为为元代诗论研究的蓝本。 

4. 评析精当，思想统一 

大多数校释类的书籍只是停留在做校释的层面上，全书没有统一的思想，校释类的书籍大多是被

当做工具书来用。而《元代诗论校释》在给选文注释的同时，能总结出元代诗论思想上的共通之处。

每篇选文后面附有一个评析，概括选文的大意，方便读者快速梳理出每一篇选文的思想脉络。如对于

《琳溪张兄诗序》的评析，“作者首先提出‘学诗易，学诗而工难’([5], P. 556)。儿童从小开始学诗，

有的到老都不能有所成。古今论者均认为盛唐开元时成就最高，从陈子昂至李白、杜甫，是后人无法

超越的，建安七子、陶谢等也是难以企及的。作者认为近世学诗者，并没有唐人的风范，也不能与魏

晋诗人相媲美。最后作者评价琳溪张君之诗‘事核而思远’([5], P. 466)，并提出学诗不能邯郸学步，

‘若只傍古人篱落，终是钝汉’([5], P. 466)，应在有所规范的基础上纵横变化，才能用之无穷，创作

出优秀的诗篇。” ([5], P. 466)从这一评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丁放先生高屋建瓴，评析条理清晰，高度

概括了选文的中心思想。 
丁放先生在对元代诗论评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元人心目中的科举考试与唐宋诗歌繁荣的关系

问题以及元人对“不平则鸣”的质疑，进而提出了元人诗论与“盛唐气象”的关系问题。 
首先，元人认为唐人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尤其是行卷、温卷之风，对唐诗的繁荣发展具有促进

作用。宋代的科举考试重经术而轻诗赋对诗歌发展并没有显著的推动力和影响力。尤其是南宋时期，士

人不能诗并不会影响其仕途或名声，元人认为这对诗歌发展具有负面作用。 
其次，元人反对“穷而后工”。元人认为诗人的作品与个人的穷达并无直接关系，主要与所处的时

代、诗人的性情、涵养有关。元人推崇唐诗，主张歌咏盛世，或看重消散闲远之作。 
丁放先生进一步探究了元人诗论重“盛唐气象”，重盛唐及北宋，不满晚唐与南宋的原因：一是欣

羡盛唐国力强盛，追慕盛世；二是羡慕盛唐人的胸襟气魄；三是元人反对宋诗，自然以唐诗、以“盛唐

气象”相号召。 
元代诗论与“盛唐气象”的关系问题，是丁放先生在唐诗学研究领域内的新探索和发现，它是“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唐代诗学研究’中期成果”，无论对于唐代诗学还是元代的诗学研究都具有

重要意义。它作为代序部分，是《元代诗论校释》一百多位文人五百多篇作品的思想凝聚，赋予《元代

诗论校释》新的思想高度。 
当然，《元代诗论校释》也存在一些遗憾。对于一部囊括一百多位诗人五百多篇作品的大著作却没

有索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检索的不便，这是本书的小瑕疵。 
瑕不掩瑜，研究古代诗论的成果汗牛充栋，却没有学者能对元代诗论进行完整的汇编和注释、评析。

《元代诗论校释》无论是从选文、注解还是学术思想上，都具有突破之功。此著作是元代诗论汇编的开

山之作，为以后学者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蓝本和范例，对于推动元代诗论、乃至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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