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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本期发表两篇文章。《云南明代文学理论述要》对云南明代文学理论的整体状貌进行概括性

论述，进一步深化了近年来同类课题的研究；《明代诗文评中的七子派论评研究》对明人评论明代七子派

的基本理论进行综合性探讨，从明代批评者的视角拓展了七子派研究。作者各抒己见，文章富于创见。

云南明代文学理论述要

孙秋克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云南文学理论产生和形成于明代，从中可见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继承、发扬和创新，对当时全国重

要文学流派观点的呼应和批评。云南明代尚无文论专著问世而以诗文为主要论体，以诗文为批评对象，

具有代表性者是明代前期的兰茂，明代中期的杨一清、杨士云、张含、王廷表、李元阳，明末至南明的

担当、陈佐才。理论内容涉及作家作品论、诗文流变论、诗文艺术论。云南明代文论有其成就也有其不

足，但无疑为清代文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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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源远流长，至明代则
因小说戏曲繁荣和诗文领域流派众多、思潮迭起而

更为兴盛。但在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文学理论要

到明代才随着汉文学的崛起而产生和形成，故其总

体成就难以同发达地区相比。然而入明以来，在汉

文化影响下，云南文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汉文学

逐渐成为中心，文学理论亦继承中国传统文论而促

进自身发展，虽处于产生和形成时期却取得了引人

注目的成就，为清代文论的成熟和繁荣奠定了基

础，我们应当对此给予充分重视。限于篇幅，本文

以 《云南丛书》收入的明代别集为文本，以各时

期具有代表性的文论家为主体，论述云南明代文学

理论的要义。

文学创作的发展与文学理论的产生和形成并非

同步，后者往往以前者一定数量的积累为基础。在

汉代以前漫长的历史时期，云南的汉语书面文学一



片空白，汉代至元代的存世作品极为稀少，至明代

则情形大为改观。以 《云南丛书》集部中的少量

数据为例：集部编入明代云南籍作家别集共２８部。
诗歌总集 《滇南诗略》全书共４７卷，卷１载汉至
元代诗歌，包括５首古歌谣和９位诗人的诗作１２
首，卷２至卷１４是明代诗，包括１２８位诗人的诗
作１４２８首［１］。去除 《滇南诗略》已收明人作品，

明代诗歌总集 《滇诗拾遗》辑录 ８６位诗人之诗
１１３９首，《滇诗拾遗补》辑录１５５位诗人之诗３４２
首，并附歌谣、谚语 ５首［２］。据董雪莲编 《明代

云南文学家地理分布图及统计表》，见诸文献的明

代云南籍汉文学作家之阵容相当可观，他们分布于

４６个地区，人数多达３５８位［３］附录二，６８０－６９１。仅从以

上数据，即可知云南汉文学崛起于明代，故文学理

论理应产生并形成于这个时期。

与全国明代文学的发展不同，这时期的云南文

学以诗文为主体，小说戏曲寥若晨星，故其文学批

评对象集中于诗文；与全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不同，

云南明代文论尚处于产生和形成时期，故以论诗

诗、题画诗、序跋为主体，采用了诗文批评这一中

国文论传统的方式而没有专著问世。再者，继承传

统、适应地域文学发展状况而有所创新的云南明代

文学理论，主要内容有作家作品论、诗文流变论、

诗文艺术论。对这些内容的探讨，往往与文论家所

处历史环境及其个人文学志趣、学术兴趣有关，也

往往和当时的主流文论相联系，故对于文论家而

言，其文学理论也会有所偏重。

以上状况，皆合乎明代云南文学创作及文学理

论发展之实际。云南明代文论的批评对象和批评方

式虽然都显得比较传统，却因其以全国文论的长期

发展、雄厚积累为基础，接受了当时全国主流文论

的影响而不失其地方特色，故具有不可磨灭的光

彩，是中国古代文论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对之进

行适当的梳理和理论概括，有利于认识云南古代文

论发展的源流。

本论述所涉文论家，以云南籍为限，以年代

为序。

一、以兰茂为代表的明代前期诗歌理论

明代前期是云南文学理论的起点，堪称文论家

者数量极少。兰茂可视为本时期的代表，其论诗诗

在云南为首见，其 《声律发蒙》是当时和后世影

响甚大的诗歌教材。

兰茂 （１３９７年—１４７０年），字廷秀，号止庵，
别号和光道人，嵩明杨林人，祖籍河南偃师。平生

隐居不仕，以山水、著述自娱。有 《玄壶集》《止

庵吟稿》 《韵略易通》 《声律发蒙》等 １９种著
作［４］，兵燹之后，散佚甚多。《云南丛书》集部收

入 《声律发蒙》和 《杨林两隐君集·兰隐君集》。

在通俗文学方面，据 《滇南诗略》兰茂小传及

《续西游记》表现的东还经历、明心见性思想、语

言特点，这部小说有可能是兰茂的作品［５］；其传

奇戏曲 《性天风月通玄记》，是云南戏剧史上的第

一部文人戏曲。兰茂之学 “内圣外王”，其人有

“百世师”“天民”之称［６］。

兰茂以诗人之质探究诗艺，批评流风，在云南

文学批评史上首次以诗论诗，并充分发挥了这一形

式的特点。论诗诗由唐代杜甫的 《戏为六绝句》

创立，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直到兰茂创作

《评诗有感》六首、《评诗三首》［７］，这一形式才出

现在云南。从这九首论诗绝句，可以看到在当时全

国主流文论的背景下，兰茂作为批评家，其个人见

解内涵丰富、不同流俗。这九首诗产生于元末以来

全国诗坛复古风气延续、明代朝臣台阁诗风盛行时

期。实际上对于广大诗人来说，当时复古风气的影

响远胜于台阁诗风。兰茂以诗人的敏感和学者的严

谨，感受到主流文坛诗歌复古的气息，其批评对当

时流风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具体说，兰茂的九首论

诗诗之所指，是明初学习诗歌的流行范本，也即其

诗提到的 《唐诗鼓吹》。此书是由金元之际的诗人

元好问编选，其门人郝天挺注释的唐诗选本，入明

后虽未如元人真德秀编选的 《文章正宗》、明人高

(

编选的 《唐诗正声》那样成为庶吉士的教科书，

但其社会影响甚大。兰茂的诗歌批评以此为对象，

谓 “四海百年唐鼓吹，就中斑驳尚无穷”（《评诗

三首》其三），从边疆诗人和批评家的角度，见证

了此书在元末明初习诗范本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所见

不良影响。

缘于以上背景，兰茂的九首论诗诗以 “评”

为题，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诗学理论：其一，诗须为

情而作，不能画地为牢，追行流风。 《评诗有感》

六首一开篇，诗人即直陈自己作诗决不勉为其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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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第二首批评如今所谓的诗人触目皆是，却多

鱼目混珠。深层的意思即这是因为他们的诗思并非

来自真实的人生体验，而是产生于对复古风气的追

随。“独坐皓首” “笔枯砚尘”的意象，则以抑己

的方式进一步针砭时弊。《评诗三首》组诗的最后

一首，对盲目复古现象作了更为深刻的批判和否

定，认为纵然天下百年宗之，但以 《唐诗鼓吹》

为范本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在其影响下，唐诗

风标已堕于汲汲追求形式的摹拟怪圈，从而丧失了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入明后选刻唐诗泛滥，其流风

所及，确乎形成了诗坛流弊，导致一些人困于模拟

而艰于创新，终使诗情和形式本末倒置。兰茂对明

初诗坛追踪唐诗的复古风气之批判，是清醒而必要

的。其二，选诗者要态度公正，切忌单纯出于个人

的主观好恶，为流风所左右。此亦明显针对 《唐

诗鼓吹》而论。兰茂将此流弊概括为 “忍将公论

作人情”，认为选诗者首先要有诗人的良知 （六首

其五），选诗者又须亲为诗人、胜于诗人，才能秉

持 “公论”，明辨是非，做到客观公正 （六首其

六，三首其一、二）。其三，作诗虽忌流于模拟前

人的形式，却并非了无诗法可循，即语言要精益求

精，字字珠玑，使全诗达于浑成美 （六首其三）；

结句要意味无穷，胸襟高迈 （六首其四），使气韵

贯穿始终。兰茂认为，舍去这两个整体性的要求，

则不如无诗。

明代宗唐抑宋的复古理论及其实践、争议和弊

病，在明前期即显而易见，从而对中晚明七子派产

生了明显的影响，故兰茂这九首论诗绝句针对时弊

所作的批判，显得尤为可贵。此外，在诗歌艺术形

式的学习上，兰茂的 《声律发蒙》值得重视。此

书虽为儿童学习声韵的启蒙课本，但因其将韵部作

了简便归类，每韵所缀对句工稳，全书词采斐然，

在当时私塾中影响甚大，几至成为必备教材，又为

后世沿用，切实有力地推动了云南诗歌的发展。

二、以杨一清、杨士云等为代表的

明代中期诗文理论

　　明代中期，云南文学理论的形态已经形成，不
仅诗歌批评比前期明显增多，散文批评的形式也出

现于论坛。杨一清以其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文学地

位而影响甚大，其题画诗和序文、书信是云南文学

理论出现的新形式。嘉靖时期，由于杨慎的到来，

云南论坛大放异彩，追随杨慎门下的文士，成为这

时期云南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力量。 “杨门六学

士”中的杨士云、张含、王廷表、李元阳成就较

为突出，他们对文学批评的内容和形式都有所创

新，与内地文风的联系亦比较密切。

杨一清 （１４５４年—１５３０年），字应宁，号邃
庵、石淙。云南安宁人，出生于化州 （今广东化

县）。其父杨景致仕，携寓巴陵 （今湖南岳阳）。

父病故，一清奉遗命卜葬京口 （今江苏镇江），而

后占籍于此，曾回安宁省亲、祭墓、过继其侄为

子。杨氏世居云南安宁，“力穑起家”，“家世号贤

人之族”［８］。一清十二岁举神童，入仕后两次入阁

参机务、做首辅，三次总戎三边，功业卓著，建树

累累。杨慎 《为大学士杨文襄公故里题碑》以

“四朝元老，三边总戎，出将入相，文德武功”［９］

精当地概括了其平生功业。

杨一清的诗歌成就甚高，其 《石淙诗钞》收

入 《云南丛书》。另有明刻本 《石淙诗稿》，版本

胜于 《云南丛书》所收者，笔者 《杨一清年谱》

采用之［３］４１－１４３。清代昆明教谕乐恒 《石淙诗钞后

序》概括其诗有 “五柳家风”，“直趋老杜门庭”，

“间有推阐太尽类宋人者”，然 “既不失 ‘三百’

之遗而堪垂不朽矣，又何必唐宋云”［１０］１０５０８。近代

赵藩诗 《大学士杨文襄公一清》云：“将相功名一

代中，诗歌卓有杜陵风。后先七子休腾踔，合与茶

陵角两雄。”［１１］杨一清的诗歌创作不拘一格，不逐

时流，其诗文批评亦超越流俗，见解精当，在明代

中叶全国的文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简言之，表

现了如下重要理论：

（一）论诗诗重 “奇气”而倡 “正气”，唐宋

并重，崇尚 “雅调” “天机”。杨一清善于作诗亦

善于读诗，其论诗诗多为读后感，其内容有对门

人、友人诗歌的评论，也有对诗歌史上前代诗人的

批评。如 《阅王尧卿诗文志感》认为诗之有 “奇

气”，犹如 “刚风早奋驱颓俗”［１０］卷１０，１０６２９； 《阅王

尧卿所著天地正气篇》三首，则认为 “正气”可

以 “扶人极” “挽逝川”［１０］卷１０，１０６３０，强调诗歌的人

格境界，诚如李梦阳评点后一首曰： “此等论说，

不可无也。” 《读李进士梦阳诗文喜而有作》云：

“细读诗文三百首，寂寥清庙有遗音。斯文衣钵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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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子，前辈风流直到今。”［１０］卷２，１０５３７此诗对李梦阳赞

赏有加，摒除个人感情而肯定了其对雅正诗歌优秀

传统的继承。《阅陈简斋诗集》则从诗史出发，表

明在时流宗唐抑宋的背景下，自己对诗歌流变的公

允看法：“诗到晚唐人已厌，末流谁遣又西昆。简

斋故出坡翁派，蹊径真趋老杜门。庙瑟尚余高雅

调，天机全谢翦裁痕。君看香色如花喻，不是须溪

未易论。”［１０］卷６，１０５７９－１０５８０诗指出晚唐颓靡的诗风已令

人生厌，而宋初的西昆派又相沿颓波，唯陈简斋

（与义）继承了杜甫、苏轼的诗风，方使 “雅调”

尚存，“天机”浑然。末联肯定须溪 （刘辰翁）的

诗色香如花，亦是从诗史角度看问题使然。杨一清

对学习唐宋诗人的肯定，与其友李东阳的 “轶宋

窥唐”（《镜川先生诗集序》）［１２］２９８－２９９论一样，对

当时诗坛复古现象的针对性相当明显。

（二）题画诗重 “意足”而倡 “希声”，反对

舍骨 （意）求形。题画诗是杨一清诗论的一个重

要方面，看似评画，却运用诗画创作思维的相通之

处，揭示了诗画艺术追求的相似点。题画诗是语言

的艺术，用抽象的语言品评画的艺术形象；画是视

觉的艺术，依赖直观的画面传达诗的意趣。二者的

表达方式看似不同，其实都离不开形象和意味，画

要得意忘象，诗则要得意忘言。在实现向艺术形象

转化的过程中，杨一清的题画诗对形意关系作了不

少阐发，例如：“古云意足不在形，妙意今与形似

并”（《题陈宪章墨梅》）；“由来意足乃佳画，俗夫

指点求真形”（《题画》）［１０］卷１，１０５２１－１０５２２。“石梁坐终

日，抱膝欲忘言。……乃知希声妙，不在山水

间。”“山川有真设，良工徒苦辛。空然索形仙，浪

掷邱壑春。”（《题画三首》）［１０］卷３，１０５４３诸如此类的题

画诗，都不妨看作对诗画艺术意境追求的揭示。

《题沈石田山水赠高铁溪贰守》道： “按图索骏竟

何事，如舍其骨求其形。”画求意骨于形外，诗亦

如此。“世间真赝不可知，夜光鱼目反相嗤。好事

之流满天下，君看赏鉴者为谁……”［１０］卷１，１０５２２题画

诗写到此，显然已由对具体画面的品评，上升为具

有现实意义的批评，表现出与文学理论同辙的知人

论世特点，此亦可视为 “意骨”。这类作品在杨一

清的题画诗中并非只有一二首。

（三）论及当代文坛，对茶陵派和前七子有所

肯定。关于此，上文已有所涉及。杨一清对与其同

时代的茶陵派和前七子，皆有自己的看法而不随波

逐流，阐发其观点的主要文章有 《怀麓堂集序》

和 《再与献吉宪副》，详见笔者 《杨一清年谱·综

论》［３］４６－４７。 《怀麓堂集原序》肯定了茶陵派领袖

李东阳作为一代宗师的地位，并在当时文坛模拟弊

端日显的背景下，指出了李东阳创作独标一帜的价

值。［１２］卷首，２－３ 《再与献吉宪副》则肯定了前七子领

袖李梦阳的文学复古主张：“舟中取 《崆峒集》阅

之，……不图先秦古文复见今日，乃知近之学古文

者之无所得也。文而若此，何病于学古哉！乐府歌

辞直超两汉，上得风人之意，六朝而下弗论

也。”［１３］杨一清和李东阳、李梦阳之间的的文学批

评，对于我们认识明代中期的论坛现象具有重要

意义。

杨士云 （１４７７年—１５５４年），名列 “杨门六

学士”。字从龙，号弘山，一号九龙真人 （又作九

龙山人）。大理喜州人，白族。正
)

丁丑 （１５１７
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给事中。以赡养

其母乞归，不复出。著有 《杨宏山先生存稿》，收

入 《云南丛书》。

《杨宏山先生存稿》第一、二卷是 《咏史》

诗，其中有多首评论作家作品，全书散文涉及文学

理论的则不多。杨士云的论诗诗内容丰富，具有可

贵的参考价值，对其稍加分类，可见截取或概括诗

人生平事迹者尤多，其次论及诗歌发展流变，再次

是作家作品批评。这些论诗诗本于咏史，加之其取

材熟巧而论说切情，点到即止而意味无穷，所以虽

非单独成组，却有蝉联之势，观之犹如诗史，表现

了五个重要的诗学理论和批评方式：

（一）人诗合一，二者不可分割。作者的身世

经历、思想感情、个人品格及其所处时代政治环

境，甚至文学态势，无一不与其创作相关，杨士云

对诗人生平经历之截取实基于此。如 《向秀》云

“妙演南华内外篇”［１４］卷１，１０７５３ 《陶潜》云 “独咏萧

萧易水风”［１４］卷１，１０７５７， 《李白》云 “譈?淫昏掩太

阳”，“神龙未免泥沙困”［１４］卷１，１０７６７，《刘禹锡》云

“玄都观里看花句，又被看花误几年”［１４］卷２，１０７７０，

均从人诗合一的角度论诗。除了个人，还有并称者

同呈一诗之中，如 《嵇阮》中的诗人，是 “顾景

弹琴不自胜”的嵇康和 “几哭途穷笑虱”的阮

籍［１４］卷１，１０７５２，《四家诗》则咏元代中期并称 “四大

７８第２期　　　　　　　　　　　　　　　　孙秋克：云南明代文学理论述要



家”的范德机、杨仲弘、揭曼硕、虞伯生：“唐临

晋帖独师王，健儿百战更难当。新妇靓妆三日艳，

汉庭老吏是张汤。”［１４］卷２，１０７８６这类史诗可谓一句之中

大有乾坤，由此深入其诗，即可探知人诗合一，二

者不可分割。

（二）诗由境生，风格变化在兹。与上一点相

关，杨士云认为 “境”是诗人心境或其人生遭际

形成的气场，时代与个人的因缘际会，可促使诗人

产生某种情感，进而产生某种诗歌境界，促成其风

格的变化多样。如 《刘琨卢谌》： “非常诗句畅幽

怀，酬和常辞颇自乖。他日桓温亦相伏，辟闾王据

重堪哀。”［１４］卷１，１０７５４ 《陈子昂》：“锵锵鸣凤牝晨朝，

太学明堂议益高。圭璧可容房闼荐，独怜风雅变

《离骚》。”［１４］卷１，１０７６４ 《柳宗元》：“几向中趄漫寄书，

著书更欲献 《贞符》。马迁文字 《离骚》思，不作

明卿才丈夫。”［１４］卷１，１０７７０ 《杜牧》： “杜牧才华未易

量， 《罪言》原卫赋 《阿房》。白驹皎皎嗟过隙，

青史文章尚有光。”［１４］卷２，１０７７１ 《杨维祯》： “万卷书

楼起铁崖，白头不下小蓬台。玉光剑气终难掩，正

统文章太史才。”［１４］卷１，１０７８６这类史诗论诗歌风格及变

迁，皆紧扣其 “境”的影响，以揭示同一诗人在

不同境遇中产生的诗歌，情志和风格不会一成

不变。

（三）推崇 “辨味”，揭示诗论肯綮。司空图

继承锺嵘的滋味说而提出韵味说，深化了意境理

论，其 《与李生论诗书》云： “文之难而诗尤难。

古今之喻多矣，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

又道诗有咸酸之味。［１５］杨士云的 《司空图论诗》，

抽绎韵味说中的 “辨味”这一重要理论来评定其

人其作，可谓揭示了司空图诗论的肯綮。诗云：

“今古文难诗更难，须于味外辨咸酸。纷纷作者应

谁似，裂月撑霆琢肺肝。”［１４］卷２，１０７７３

（四）立足诗史，倡导相互比较。杨士云的一

部分诗论以诗史为视野，倡导通过相互比较来显现

诗人的价值。如 《姚宋》： “姚宋篇章素颉颃，开

元相业冠皇唐。试看 《月赋》 《梅花赋》，未许王

杨独擅场。”［１４］卷２，１０７６６姚崇、宋瞡为盛唐名相，杨士

云以 “初唐四杰”中的 “王杨”相比，肯定了他

们的文学成就。咏江西诗派 “三宗”之一的 《陈

师道》，则拈出 “卢骆”而以 “陶谢”扬之： “不

争卢骆追陶谢，峭峭霜中玉万茎。”［１４］卷２，１０７８１杨士云

以杰出的六朝诗人为例，又一次肯定 “初唐四杰”，

进而肯定了陈师道。 《白乐天》以中唐诗人元稹、

白居易、刘禹锡作对比，突出白居易的地位：“谁言

元白还刘白，只恐元刘落后尘。”［１４］卷２，１０７７０ 《刘后村

释陆放翁沈园诗杨诚斋无题诗》云： “惟有后村能

会得，《国风》千古几篇章。”［１４］卷２，１０７８３这是以南宋诗

人刘后村 （克庄）读陆游、杨万里之诗作评，指出

其诗歌风格的传承关系，所见精辟。

（五）以孤篇论定诗家，胆识过人。论诗取径

于此，须有慧眼胆识，对韩愈这样的大家尤其如

此。《读昌黎诗》仅取韩愈的史诗 《丰陵行》抒发

自己的读后感，即论定了韩愈诗歌的历史地位：

“永真 （贞） 《丰陵行》，风雅谁齐驾。［１４］卷２，１０８２８韩

愈此诗纪元和元年 （８０６年）唐宪宗送葬顺宗之
事，因此事未载于史书，故韩愈诗之实录更显得弥

足珍贵，其呈现历史场景的艺术性、批判性亦发人

深省。仅以此诗来论定韩愈诗歌的成就，足证杨士

云取径论诗之不同凡响。

除 《咏史》二卷中的论诗诗，杨士云的序跋

还提出了 “和鸣”说和 “象意辞旨”说。“和鸣”

说见于 《书 〈啾鸣集〉后》，为大理张云鹏的诗集

而作。“和鸣”即以平和之音，发不平之鸣。诗人

仕途坎坷，“阅历多变，发之声诗者，和平温厚”。

人胜为变，天定为常，唯其可常可变，不激不沮，

发为声诗，“一写性情之正，斯多变而和鸣也，和

鸣则其鸣也大矣”［１４］卷１１，１０８９７。中和之美与不平则

鸣，是 “和鸣”说并不矛盾的内在因素。“象意辞

旨”说见于 《苍山别图诗序》：“象有意，辞有旨，

诗之所由作乎？”［１４］卷１１，１０８８６我们不妨将此说看作诗

画关系论。作画缘于有所寄寓，作诗亦因内心有情

意要表达，故 “象”中有 “意”，“辞”中有

“旨”。

张含 （１４８０年—１５６６年），“杨门六学士”之
一。字愈光，号禺山，保山人。少时随父客居京

师，与杨慎结交并师事李梦阳。正德丁卯中举，七

应春试不第，最终隐居乡里。杨慎为其编选 《张

愈光诗文选》 《禺山七言律》，前者收入 《云南丛

书》。其父张志淳 （１４５７年—１５３８年），字进之，
号南园。成化甲辰 （１４８４年）进士。以南京户部
侍郎致仕归。今存所著 《南园漫录》中有几则诗

话，颇显其见识。如 “诗意”条驳 《归田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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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解张籍 《还珠吟》之立意，主张解诗要原诗人

之初心［１６］卷７，１０１０７；“仙之诗”条云 “朱子感兴诗深

信仙，欧公感事诗深非仙”［１６］卷８，１０１１２－１０１１３，则用比

较法说明解诗者需要注意，不同的诗人在相近的题

材中，思想也会有差异。

对于张含，杨慎 《转注古音略序》总评云：

“明文自七子倡复古之说，以子、史、骚、选为

宗，远法子云，近法绍述，遂成此一派涩体。愈

光，空同门人，故其文效空同也。”［１７］卷７，１１０２１实际上

张含的文学观以创新为旨，传神为宗，强调 “学

诗惟其神，不于其形”。他虽不反对七子派复古，

却不认为复古是不可逾越的戒律。《跋杨太史邯郸

才人嫁为厮养卒妇》云：“何则于古？故诗必自成

其家，而后可传也。苟徒体规矩以画方圆，则貌象

虽符同而性情咸隐矣，奚诗之云？”他反对何景明

“高才之诗，必准古则”之说，认为 “诗贵于神，

奚贵于古体之同乎”？他赞赏杨慎之作 “神全乎

内，形见于外，无愧前修”，认为 “苟较体而遗

神，亦惑矣”。再者，有异于七子派的尊唐抑宋

论，张含不认同 “宋无诗”论［１７］卷７，１１０２１－１１０２２，其

《精选瀛奎律髓序》亦反对尊唐鄙宋之说，云：

“宋之丽句佳篇，脍炙士林口者亦不少焉，乌可厚

诬？”［１７］卷７，１１０２５张含持论公允的文学批评态度，缘于

其深知在文学流变中，看问题以偏概全容易带来弊

病，故 《白泉先生集后序》主张诗文要体调、性

情并重，文质兼备，含情润色，无实不修，无感

不发［１７］卷７，１１０３１。

张含的诗歌创新观念还表现为追随杨慎，选诗

以精而不随为原则，主张传 “精”不传 “全”，不

“精”则不能 “传”，如果学诗者得其 “精”，则

恰如济江海者得舟楫。这与何景明主张的 “舍筏

登岸”说不同。张含还认为 “精”出于 “严”而

不求 “多”。《白泉先生集后序》云：“不多多，求

精也。”［１７］卷７，１１０３１ 《空同诗选序》云：“是以诗弗可

选也，选弗可弗严也。多而不选，选而不精，不精

而不传，弊也久矣。”［１７］卷８，１１０４１

王廷表 （１４９０年—１５５４年），“杨门六学士”
之一。字民望，阿迷 （今开远）人。正

)

甲戌

（１５１４）进士，累官至刑部郎中。上命勘宁夏台縥
之狱，不避权贵。改四川佥事，罢归乡里。著有

《钝庵读史》及删后诗集 《桃川剩稿》，谈经之作

《皇统》 《钝庵读史》亦为人称道。 《桃川剩稿》

编入 《云南丛书》。

王廷表的文学观主要表现在对杨慎的评价上：

认为杨慎的诗成于穷途困顿、山川之助、玄览博观

这三个因素的综合作用———因途穷而入滇，因入滇

而得山川之助，因玄览博观而致其历代长篇短章无

不口诵，故其诗 “必可传可知矣”（《南中续集

序》）［１８］补遗，２４９７８；推崇杨慎词，评定 “杨子词为本

朝第一”———因为杨词 “至音神解，奇藻天发，

率意口占，警绝莫及”，宋人无诗而有词，至元代

则曲盛词亡，至 “本朝诸公于声律不到心，惟高

启、刘基词 ‘号为’”，但比之杨慎则犹有未

及（《长短句跋》）［１８］补遗，２４９７８。这些评论有理有据，

并非门派之情。

李元阳 （１４９７年—１５８０年）， “杨门六学士”
之一。字仁甫，号中溪。太和 （今大理）人，白

族。嘉靖元年 （１５２２年）云贵乡试第二，与晋宁
唐

*

同年。嘉靖五年 （１５２６年）进士，选庶吉士。
在 “大礼议”前期以议礼不合上意，谪分宜 （今

属江西），因政绩卓著拜监察御史。后以荆州知府

致仕家居。著有 《中溪家传汇稿》， 《云南丛书》

收编题为 《李中溪全集》。

李元阳文论的主要内容有两点：其一，阐述山

川风物与人文 （文学创作）的关系，认为二者相

互作用则其文益奇，其景益胜，所谓 “人由地佐，

地以人重”。具体说，一方面山水佐人文而成其奇

气：“足迹遍天下而后其文益奇，虽其才本天纵，

而山川风物固有以佐之。”（《送元冈马大夫之任

序》）［１９］卷６，１１２３４另一方面人文助山水而显其名：“山

水之系人文尚矣”， “地以文显，景因人胜，固有

不期然而然者矣”（《玉湖游录序》）［１９］卷５，１１２００。李

元阳的这番论说是对刘勰以来山水与人文关系论的

发展。其二，论诗以根性发情的 “天地自然之声”

为标准。他为木公 《雪山庚子稿》所作序，明确

地表明了这一观点：“……夫诗者，天地自然之声

也，根其性而发于情。”［２０］

三、以担当和陈佐才为代表的

明末至南明诗文理论

　　明末至南明，在动荡的时世中云南文学理论继
续向前发展。如果说继承传统和与当代文学复古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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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担当的诗歌理论中，那么遗民

陈佐才的文学理论，则在传统中表现了南明志士特

有的精神气质。

担当 （１５９３年—１６７３年），俗名唐泰，字大
来，法名普荷、通荷，世称担当和尚［２１］。年十三

补博士弟子员，天启中以明经选贡。受书画业于董

其昌，访陈继儒于云间，与苍雪法师交游。以母老

引归，居乡。明亡，弃家参水目山 （在今祥云）

无住和尚，受戒律出家。出家前著有 《袺园集》，

出家后著有 《橛庵草》《拈花颂百韵》《罔措斋联

语》，集为 《担使者合刻》。 《云南丛书》所收

《担当遗诗》，是方树梅先生访得合刻本删校而后

编次。从 《袺园集》到 《橛庵草》，由于家学影响

及时世、身世的改变，担当的文学思想日益发展，

复古、形神、诗禅可谓其文学三观，表述多见于序

跋和题画诗，尤以后者最为精练而富有意味。分别

简述于下：

（一）诗歌复古论。担当的诗歌复古论集中于

其序跋，要之以何 （景明）、李 （梦阳）为典型，

以雅颂之正为旨归，其说富于新意而非陈陈相因。

他自幼受教于祖父唐尧官 （１５４１年—１６１０年）。
尧官字廷俊，号五龙山人，嘉靖四十年 （１５６１年）
乡试解元。著有 《五龙山人集》，佚。唐尧官的诗

歌理论具有浓郁的复古色彩，这集中表现在其

《选诗补遗·小引》中。 《选诗补遗》隆庆五年

（１５７１年）编成，可谓杨慎所辑 《选诗》 《外编》

《拾遗》的续编［２２］，由此可见杨慎文学思想对他

的影响。担当论述其祖父的文学复古思想，则归之

于前七子。《读先祖 〈五龙山人集〉有感》诗道：

“我祖昔高尚，笃志词赋场。 ‘何李’起衰后，所

守惟旧章。编为五龙吟，声谐凤鸾凰。云霄有遗

响，振古何泱泱？”（《橛庵草》）［２３］卷２，１１７５８担当自幼

从祖父习诗，其文学复古思想有家学渊源。

《袺园集·子夜歌二十首有引》可视为担当复

古思想之发端。他别出心裁，以南朝 “侈情”的

《子夜歌》求与 《大雅》相称之旨，体式虽为殊

途，复古宗旨已明。他不满时人 “饶工近体而薄

古体，藐 ‘何李’为旧物，耻七子为叫号”，认为

这样做的结果是无不茫然于温厚之旨。他虽然批评

时人薄古，推崇七子复古，但与 “何李”还是有

所不同的。“何李”以汉魏盛唐为旗帜，担当则看

重唐代开元、大历以前诗。［２３］卷１，１１７４３在后期诗集

《橛庵草序》中，其诗学复古观日趋完善。此序表

明，担当的复古思想既缘于其文学思想自身的发

展，亦受到明末复古思潮一度兴起的影响。他追溯

诗史，认为声歌关乎世运，在代变趋下之时，以复

古为宗旨则诗存，故 “何李”复古于大雅、正始，

是诗歌发展的正确道路。在 《陈翼叔 〈宁蝆居集〉

序》中他进一步强调此旨，并提出 “惟诗必由天

授”，既要犹如 “三百篇”那样出于自然而非费尽

推敲，只顾新人耳目，又要像陈佐才诗那样 “侠

以气胜，不事穿凿，自成一家之言”［２３］卷前，１１７３５。这

表明担当的复古论与七子派合而不同，具有鲜明的

个性和地域色彩。

（二）重化工而求传神。这一文学观集中于担

当的题画诗，由对诗画关系的阐释生发开来，既为

画理，亦是诗艺。如 《题高秋甫画》： “吁嗟万古

化工一块墨，若无作者不淋漓。淋漓若与化工等，

鸟啼花落总顽痴。”［２３］卷３，１１７６３ 《题画》： “世人写山

川，汨汨化工死。只欲肖形似，支离画之理。阿谁

著此笔，形似焉可拟。”［２３］卷２，１１７５６ 《题无方画》：

“于兹忘形似，幽趣自翩翩。”［２３］卷２，１１７５７ 《题画二十

首》其三：“画以形似觅，未免学儿童。”［２３］卷６，１１７８３

担当所说的离 “形似”而成 “化工”，即追求传

神。他又以 “图真”“刻画”言形似，以 “潦草”

“白处”道传神。《题画十一首》其七：“老衲笔尖

无墨水，要从白处想鸿。”其十一： “若要图真

便失真，谁知格外有高人。好将刻画都焚尽，潦草

堪传 ‘顾陆’神。”［２３］卷７，１１８２３诗画同理，在担当看

来，落于 “形似”必不能超然于物表之上，唯重

“化工”而求传神于笔墨之外，才能产生艺术

意境。

（三）“唯我创知风即禅”。诗禅关系，是宋代

严羽以来影响广泛的一个命题。担当此论的基本内

涵是出离 “僧相”，横扫 “诗魔”，创造艺术意境。

《橛庵草·风响集序》说： “诗文而通禅，不过镜

花水月，在若有若无之间，非是句句不离僧相之谓

诗文。”在这里，诗和禅的界限是很清楚的：诗文

通禅，就是要出离 “僧相”，营造意境，使 “说偈

颂而无偈颂气”，“说理事而不为理所障”。［２４］ 《橛

庵草·诗禅篇》与 《风响集序》互为印证。诗云：

“千古诗中若无禅，《雅》《颂》无颜 《国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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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我创知风即禅，今为绝代剖其传。禅而无禅便是

诗，诗而无诗禅俨然。从此作诗莫草草，老僧要把

诗魔扫。”［２３］卷３，１１７６３诗人认为超以象外、言不尽意便

是 “风”，亦是禅，反之便是 “诗魔”，亦是 “理

障”。《题画六首》其三又云：“三昧在于无墨处，

不须画里觅痴僧。”［２３］卷７，１１７９６此可谓深中诗禅关系

肯綮。

陈佐才 （１６２３年—１６９２年），字翼叔，蒙化人
（今巍山）。黔国公沐天波标下裨将，奉命征战滇

西、催饷蜀中。明亡后保持遗民气节，隐居蒙化盟

石山中。陈佐才曾从担当学诗，其诗深得担当赞赏，

担当为其删定诗歌。晚年佐才在山中凿巨石为棺，

刻 《自挽诗》于其上。诗云： “明末孤臣，死不改

节。”［２５］石棺集，１１６５９卒葬石棺中。所著 《陈翼叔诗集》

收入 《云南丛书》，别本题为 《重刊明遗老陈翼叔

先生诗全集》，民国刻本，版本胜于 《云南丛书》

所收者，笔者 《陈佐才年谱》采用之［３］５９４－６２３。

陈佐才的诗歌充满遗民义士的血性，他在理论

上亦视诗为子，表现了对诗歌及其创作个性之关系

的深刻感悟和理性认识。其 《以诗为子》云：“寒

瘦郊岛，诗为知己。我则不然，诗为儿子。或问其

故，精血在此。”［２５］卷３，１１６３８这样的表述，带有强烈的

创作主体意识和时代精神、个性色彩，言志言情，

皆在其中。陈佐才又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言筌论，

主张作诗要不落言筌，不涉理路，自然天成，追求

意境。其 《天叫集序》云： “客有曰：‘若是乎此

集应命名天授。’予曰：‘若名天授，未免落言筌、

涉理路。’客又曰：‘何以使不落言筌，不涉理路

为？’予曰： ‘如彝人闻汉人语，汉人闻彝人语之

类也。’故命名 《天叫集》。”［２５］卷首，１１６０９彝、汉语言

不同，会意须出言意之表，这是对言意关系质朴而

绝妙的阐释。“天授”，担当序陈佐才诗集的评

语［２３］卷前，１１７３５。看来佐才虽师从担当学诗，但非毫

无主见。

四、结语

云南明代文学理论产生于明前期，形成于明中

期，晚明至南明继续发展，为清代文学理论的成熟

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在全国范围内也有一定的影

响，但迄今人们对它的认识并不足以显示其实际价

值。本文以 《云南丛书》别集为文本，主要论述

了八位具有代表性的文论家及其诗文理论，或许这

也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把云南明代文论置于中国文论这个大背景下，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文论极盛之时，云南文论虽

然尚处于产生和形成时期，却在对传统的继承、发

扬和创新中成果斐然并富于地方性，为清代文论的

成熟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就综合情况而言：从个人

看，文论家们的文学观内涵丰富而不乏独到见解；

从群体看，嘉靖时期追随杨慎的文士推进了文论发

展；从论体看，以论诗诗、题画诗、序跋为主的诗

文批评特色鲜明；从内容看，所涉作家作品论、诗

文流变论、诗文艺术论等各有创获。就具体表现而

言：产生于唐代杜甫之手的论诗诗，首次出现在兰

茂笔下，即得到了纯熟的运用；题画诗在杨一清和

担当的诗集中不仅数量之多引人注目，质量之高亦

令人不能忽视，它们基于诗画相通的传统理论，以

诗论画，新见迭出，发展了意境理论的内涵；杨士

云的论诗诗出之于上百首咏史诗，在所涉诗人的评

论中凸显了别开生面的文学观，不妨看作诗歌简史

和诗歌批评小史，其序跋提出的 “和鸣”说，则

综合了传统的中和之美和 “不平则鸣”论；明末

担当的诗禅论对以禅喻诗说有所发展，以陈佐才为

代表的南明诗歌理论具有鲜明独特的遗民色彩，对

传统文论作了朴实而充满时代感的解释。

把云南明代文学理论与在全国影响甚大的复古

和反复古论争相比，可见批评者在当时的语境中，

对崇尚秦、汉，宗唐抑宋之风既有认同又有批判。

兰茂针砭流弊，批评当时诗人追随复古风气，困于

模拟而艰于创新，故导致了诗情与形式的本末倒

置，其批评是清醒而必要的。杨一清对宋诗和复古

风气皆有所肯定，张含虽然文效空同，诗追杨慎，

文学批评却持论公允，他既反对何景明的 “必准

古则”之说，也不认可时人的 “尊唐鄙宋”论。

担当的诗歌复古论主张以 “何李”为典型，以恢

复大雅、正始之风为正确道路，与七子派的复古主

张合而不同，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处于产生和形成时期

的云南明代文论必然也会有所不足。诸如以诗歌、

序跋为主要批评体裁，尚无文论专著问世；批评对

象限于诗文，小说戏曲理论尚为空白；除嘉靖时期

的 “杨门”学士外，影响较大的群体甚少。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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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清代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变，例如 《云南丛

书》编入的清代文论专著七部，就集中体现了云

南文论发展的成熟和繁荣状态，虽然这只是其中的

一个表现。

探究云南明代文学理论的成就与不足，旨在进

而思考怎样拓展云南古代文论的研究。本文主要以

云南籍文士的别集为文本，论述云南明代文学理论

的要义，虽有局限，但已可见明代文论为清代文论

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我们把研究时代扩

大到近代，把研究文本扩大到文论专著、诗文总

集，把研究内容细化到各时期文论家个案、评点和

各种专题的研究，则可深入、全面地把握云南古代

文学理论及其发展史。在这方面学界已取得了重要

成果，如张国庆教授的 《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

及其相关研究为人关注［２６］，他主持的云南大学古

代文论研究中心，还将进而实施宏大的文献整理和

研究计划。我们相信，众多学者的努力、在研或即

将问世的文献整理成果，必将为云南古代文学理论

研究提供更为坚实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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