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厥情非一”的诗论

《唐异诗序》是范仲淹在天圣四年（1026年）为唐异诗集所写的序，是一篇
价值极高的文学评论。

范仲淹和唐异交知颇深。唐异，字子正，余杭人，宋初处士。处士，是古时
候称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后泛指未做过官的士人。他工书画、抛诗
吟，尤精于琴艺。范仲淹曾驰书，欲师从其学琴，又尝为其诗集作序。范仲淹
精于乐理，善操琴。他的几位琴中知音，首推崔遵度和唐异。

天圣四年，范仲淹南行至杭州，应唐异之请欣然写下了《唐异诗序》。范仲
淹在序中称誉唐异书画造诣精深，堪与宋初名家李建中、林逋相媲美，尤称赏
其诗“意必以纯，语必以真。乐则歌之，忧则怀之。无虚美，无苟怨”。同年，
范仲淹还有《赠余杭唐异处士》诗，称其“名动公卿四十秋”，赞誉他“厌入市朝
如海燕，可堪云水属江鸥”的高风清节。

在《唐异诗序》中，范仲淹阐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和见解。他继承了传统
的主气论，并把“气”与“意”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诗歌意气论。所谓“诗之为
意”，指诗人作诗创构的意向与宗旨，范仲淹认为这“意”以大道之“一气”为框
架。“一气”出自《庄子》“通天下者一气耳”。此“一气”乃天地间的一种元气，
它弥漫宇宙一切空间，是决定宇宙万物是其所是的大道主宰。

范仲淹因此称诗之气“其体甚大”。这种“气”贯注在诗歌中，会激发审美冲
动，形成人与天地自然感应的审美愉悦，自然与人文也经诗人的创作而有了与
之相应的诗的符号文本。诗的美感渗透于春秋云山、教化仁义这样的自然人
文中，为诗的读者所体悟，诗正是以这样的美感而能惊天地、泣鬼神。

在“意”的方面，范仲淹主张诗歌书写现实，抒发真情实感，他说：“人之心
也，发而为声；声之出也，形而为言。声成文而音宣，言成文而诗作。”实际上，
他这里所推崇的“意”与“气”，是指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性情风格、
精神境界及生活阅历等因素的总和。也就是说，作家对现实的审美的把握受
其个性特征、心理状态的影响和制约。

接下来，范仲淹运用这种文学基本原理从文学史角度对唐末以来的诗人、
流派作了论述，提出“厥情非一”的风格论。同时，他还针对当时宋初诗坛上
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柔靡浮艳、无病呻吟的形式主义文风进行了尖锐批评。

范仲淹提出的“厥情非一”，指诗歌风格具有多样性，或清苦，或英逸，或明
达，或愤怒，是由创作主体思想情感的多样性所决定的，所谓“失志之人其辞
苦，得意之人其辞逸，乐天之人其辞达，觏闵之人其辞怒”。而喜、怒、哀、乐的
多样情感，却又由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具体支配，即“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
也”。由此可以看出，范仲淹认识到艺术的真实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情感是文
学创作的动力，却又受其历史环境的制约。

范仲淹举例，若想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诗人当学孟郊、薛能、白居
易、罗隐“与时消息”，忠实于时代赋予他的情感感受，而不应盲目追求一种
流行的审美风尚，使作品失去艺术生命力。在此，范仲淹从风格论的角度，
又悬置目标，针对现实，批驳了宋初以来承五代余绪“悲哀为主，风流不归”
的不良文风。

文章最后，范仲淹在高度评价唐异诗作时，进一步提出“意淳语真”的诗歌
美理想。可见，范仲淹认识到文学的情感性特质，在继承“诗言志”传统的同
时，吸收刘勰“为情造文”的创作原则，确立了自己“意淳语真”的诗歌美学理
想。

此篇序文继承了曹丕、刘勰、钟嵘以来，主张诗歌以“意”“气”为主的理论
传统，并坚持了诗歌创作从《诗经》到杜甫以来，注重思想内容的现实主义道
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进步性。特别在当时，这种文学理论主张有力地配合
了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不仅彰显了范仲淹在文论方面的卓见，而且变
革文风的思想意识开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之先声，意义很大。

范仲淹在商丘的文学实践 论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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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学庆，本科学历，现

任宁陵县商务局党组书

记、局长。中华炎黄文化

研究会会员、中国范仲淹

研究会理事、郑州大学穆

青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

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

摄影家协会会员、河南省

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商

丘市优秀青年科技专家、

宁陵县政协常委、宁陵县

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先

后在国家、省、市级媒体

发表论文、文学等各类文

章千余篇，著作有《范仲

淹与商丘》《寻踪梁园》

《古宋七子》《殷宋五泽》

《一岭十八岗》《大明名贤

吕坤》《宁陵通史》《厚重

宁陵》《古葛探源》《己吾

考略》《老坚决》《马学庆

文集》等10余部。

■主讲人

宋 真 宗 、宋 仁 宗 时
期，北宋兴起一股复古革
新、经世致用的强劲文化
潮流。在这股潮流中，以
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积
极倡导并投入政治实践，
以期复兴赵宋王朝。这
个时期，范仲淹将文学革
新与政治革新紧密联系
在一起，建立了他复古、
尚用的文学思想。范仲
淹的这种文学思想被称
为新儒学，亦即宋学。而
其所做之论，则充分表达
了新儒学的思想性和艺
术性。

■阅读提示

概综律赋的赋论

唐代科举考试以诗赋取士，于是律赋
开始盛行。宋袭唐制，诗赋取士制度流行
当世，也深为一些士人所欢迎，使宋初选赋
之风大盛。范仲淹编选了《赋林衡鉴》一
书，主要收录唐人律赋，现仅存其序文。该
文阐述了范仲淹的赋学观念，既为场屋创
作提供了范式，又涉及赋体文学自身的创
作规律，是目前所见第一篇对唐宋律赋的
分类、作法、鉴赏进行总体性论述的文章。

《赋林衡鉴序》作于天圣五年（1027
年），范仲淹时年39岁，守母丧并于应天府
执教。根据范仲淹《言行录》及司马光《涑
水记闻》的记载，我们可以推知范仲淹编选
《赋林衡鉴》是为南京应天府学提供的教
材，其现实目的当为指导应举的士子科场
上如何作好律赋。

此赋首段中，范仲淹以诗、赋的源流关
系论述赋的起源，理据一则依托《诗大序》
的诗歌定义，二则依托刘勰赋之“六义附
庸，蔚成大国”的论述。第二段始他便点明

“降及近世，尤尚斯文”，即过渡到本文重
点：律赋写作。他介绍到律赋兴起于唐，兴
盛于唐，到宋代仍以律赋取士。赋作具有

“或祖述王道，或褒赞国风，或研究物情，或
规戒人事”等四个方面的重要功能，而且声
韵俱佳，给人多种审美感受，因而被国家规
定为科举文体，发挥着为国家选拔人才的
重大作用。

这一段中，范仲淹同时列举了以赋取
士所存在的弊端及其产生的后果。由于

“好高者鄙而弗攻”“务近者攻而弗至”，出
现了“作者几稀，有司大患”的局面；其中又
不乏鱼目混珠者，按机侥幸者，致使“泾渭
难见”“士斯不勤，文何以至”的尴尬与无
奈；加之“撰述者既昧于向趣，题品者复异
其好尚”的现象，导致缺乏公平合理的律赋
评价体系。由此，范仲淹引出对律赋规格
构成的分析。

范仲淹根据其所见所感把律赋体势分
为20门，有叙事、颂德、记功、赞序、缘情、
明道、祖述、论理、咏物、述咏、引类、指事、
析微、体物、假像、旁喻、叙体、总数、双关、
变态等。他的分类依据两点：一是按照题
材分类，前10类大致如此；二是按照写作方
法分类，后10类大致如此。对于这20类规
格，繁重虽然没有具体加以论述，但都用非
常简明扼要的词语进行说明，使其清楚明
了。接下来，他又说明书名为《赋林衡鉴》
的原因，在于用此书“权人之轻重，辨己之
妍媸”作为律赋制作的准绳。

在文章最后，范仲淹假想国家改革科
举之法，不考律赋，而且真正能够做到“登
孝廉，举方正，聘以伊尹之道，策以仲舒之
文，求制礼作乐之才，尚经天结地之业”。
如此一来，就完全可以废弃《赋林衡鉴》一
书不用，那也是符合自己初心的。

范仲淹对于律赋现格的分析非常详
密，从中我们可以知道他赋论的主干。而
他把律赋结构划分得如此细密，除了主观
上是为了让人方便学习写作律赋，客观上
则提供了赋自唐宋以来日趋技术化的历史
走向的见证。

在文中，范仲淹不但指出唐人律就是
摆在宋人面前最近的文学范本，同时又追
本溯源，遥接先秦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优
良传统。这样也就反映了范仲淹既重视律
赋之体，又主张复归古赋之义的辩证思
想。他对于律赋的要求并不只是其技巧和
辞藻；相反，他更注重其内涵，注重文章本
身的实效性。所以他的律赋，不但章法技
巧高超，而且体现了他济世治国之主张，具
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当时场屋之作的
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