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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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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清代）沈德潜 校注：王宏林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
，清代著名诗人。
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科，乾隆四年（1739）成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所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
又选有《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等，流传很广。
《说诗晬语》是沈德潜的论诗著作，其诗学主格调，提倡温柔敦厚之诗教，是清代乾隆时期很有影响
力的一派。
王宏林，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张剑、卢永璘等教授，现为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
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科研工作，对中华传统文化和军事文学有浓厚的兴趣，
并长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
著有《中国历代分体文论选》（合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合著）、《沈德潜诗学思想研究》、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与文士文学》、《〈水浒后传〉赏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辑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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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写作始于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期间。
一九九九年十月，在确定以沈德潜诗学作为研究对象之后，导师张健先生指导我从三个方面阅读文献
并开展研究：一是详细考察康熙至乾隆时期的社会政治情况和诗坛活动，在此背景下解析沈德潜相关
事迹，最终做一部翔实可靠的沈德潜年谱；二是细致阅读《说诗晬语》，按照戴鸿森先生《姜斋诗话
笺注》的体例对此书重新注释；三是立足于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等诗歌选本，再结合《说诗晬语》
、《归愚文钞》、《归愚诗钞》等文献，对沈德潜诗学思想加以综合全面的考察。
这部书稿就是当年的第二项作业，由于学力和天资所限，直至今日纔算完成。
本书的完成要感谢我的导师张少康和张健先生，还有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指导过我的陈熙中、董
学文、卢永璘、汪春泓、李铎等诸位先生，没有他们当年的悉心教导，我是不可能顺利完成学业并走
上学术研究道路的。
另外，二〇〇九年三月，张健先生曾阅读了本书大部分条目，并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
值此书出版之际，特向诸位师长表达深深的谢意。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河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的许多同事也曾给予不少帮助并提出了许多修改
意见，特致谢忱。
本书得到河南大学文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感谢文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关心。
在河南大学文学院工作已经六年了，我渐渐感到这真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地方。
在文学院资料室的书柜中，赫然摆放着民国时期出版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万有文库》
等大型丛书；在我工作室外面的走廊上，悬挂着曾经在此工作过的范文澜、郭绍虞等诸多著名学者的
照片。
每天从这些照片前经过，翻阅着他们可能寓目的书籍，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周绚隆先生，正是他的热情鼓励，逐步坚定了我把这部可能不太成熟的
书稿献给公众的决心。
我期待着来自学界同仁的批评。
王宏林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于河大仁和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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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说诗晬语笺注》编辑推荐：《说诗晬语》是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的诗学论著。
沈德潜论诗主格调，提倡温柔敦厚，鼓吹儒家传统“诗教”。
此种思想在清代中期诗坛影响很大，不仅自成一派——格调派，还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
这使得沈氏俨然为众目所向的文坛宗主。
王宏林先生的《说诗晬语笺注》不仅对《说诗晬语》的版本做了十分细致的整理校勘，还对沈德潜的
诗学思想做了深入地梳理，清晰地揭示了沈氏诗学思想的源流脉络。
以此，《说诗晬语笺注》是一部具有很高参考价值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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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说诗晬语二卷，沈德潜撰。
乾隆十六年刊《归愚诗文钞》本附、乾隆十六年刊《归愚文续》本、《诗触丛书》本、道光十五年朝
邑刘际青等刊《青照堂丛书》本（第四函，一卷）、《谈艺珠丛》本、《诗法萃编》本、光绪四年铅
印本、《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啸园丛书》（第五函）本、《玉鸡苗馆丛书》本、《萤雪轩丛书
》本、民国八年上海广益书局刊王简《三家诗话选》本（节选一卷）、《清诗话》本、一九七九年人
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本（与《原诗》、《一瓢诗话》合刊）。
按此书成于雍正九年（据其自撰年谱）。
“晬语”者，拟之小儿晬盘，遇物杂陈，略无诠次之意（自序），自是谦辞。
实此前已编就多种大型诗选本，故《晬语》说历代诗乃水到渠成之举，所说颇为老到。
撰者沈德潜（一六七三—一七六九），字确士（一作碻士），号归愚，江南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乾隆四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加礼部尚书、太子太傅致仕。
卒谥文悫。
卒后九年被夺赠官，罢祠削谥。
有《归愚全集》、《唐诗别裁集》、《古诗源》等。
——《新订清人诗学书目》，第三四—三五页。
——《说诗晬语》提要 张寅彭沈德潜撰，前有自序，后有雍正九年（一七三一）辛亥自序。
沈德潜（一六七三—一七六九），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人。
从叶燮受诗学，王渔洋晚年颇称其诗。
乾隆四年（一七三九）进士，授翰林编修，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谥文悫。
有《竹啸轩诗》、《归愚诗钞》，选有五朝诗别裁集。
事迹见彭启丰《芝庭先生集》卷十三所收墓志铭。
据自序，此书为雍正九年春居小白阳山僧舍读书时答僧叩问诗学源流之作，其说颇与《唐诗别裁集》
相出入。
卷上先秦迄唐，卷下宋元以后，沿诗体演进之势，论体制格律之要，评历代名家之得失，散漫中自有
经纬。
世之言诗者习以归愚论诗主格调，顾此书成于五十八岁，论诗多着眼于气象，不专持格调之说也。
既重人伦治化、温柔敦厚之传统诗教，又重性情襟抱之表达；既重格调法度，又主推陈出陈。
强调“作文作诗，必置身高处，放开眼界，源流升降之故，了然于中，自无随波逐浪之弊”。
其论诗史源流递变，植根于师说，而细腻过之，评泊历代诗家及历代选本，能超脱门户之见，裁量高
下，识断最精。
查为仁《莲坡诗话》卷下谓其“推论历代风雅源流，一一抒其心得，不袭《诗薮》、《巵言》之弊”
，是也。
盖沈氏究心前代诗学之专且广，王渔洋之后，一人而已。
厚积薄发，固不比明人之肤廓大言矣。
后出蒙学诗话及汇编诗话多采其说，亦以其要言不烦，语多精到也。
所不足者，则囿于正统观念，时有迂腐之见，如评张籍、王建诗，讥《才调集》选《会真诗》之类，
以道德绳之而失诗之风趣是也。
潘清撰谓其“论诗多在门面上讲究，袁子才讥之是矣。
（中略）当日论诗，天下推为宗匠，想因其位高望重，得君之宠有加，故人无敢有议其后也”（《挹
翠楼诗话》卷一）。
要之，此书对干嘉以后诗学影响甚大，传世版本亦甚多。
有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刊《归愚诗文钞》附刊本、乾隆间刊本《南巡诗》第一册、诗触本、嘉庆
三年（一七九七）刊本、日本文政十三年（一八三〇）江户须原屋伊八刊本、道光六年（一八二六）
皇都温故堂刊本、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刊青照堂丛书三编（一卷）、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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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堂丛书本、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刊啸园丛书本、谈艺珠丛本、诗法萃编本
、玉鸡苗馆丛书本、萤雪轩丛书本、三家诗话选本（一卷）、四部备要本、台湾弘道印书馆诗话丛刊
本、香港志豪印刷公司一九七八年版苏文棹诠评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中国古典文学理论
批评专著选辑本、台湾新文丰出版社公司丛书集成续编本（一卷）。
青照堂丛书与萤雪轩丛书有评语，诗法萃编本有许印芳跋语多则。
——《清诗话考》，三一三—三一五页。
——《说诗晬语》提要 蒋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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