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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兴四大家诗学研究》细密地考察了中兴四大家与江西诗派的关系，对比四大家与江西诗派关
系的疏密远近，勾勒出他们出入江西的诗学历程。
作者在辨析四大家与江西诗派关系时，定位较为准确，如将杨万里归结为“横出”江西，陆游为“不
嗣”江西，范成大和尤袤为“不为”江西。
在细致梳理排比的基础上，然后得出结论道：“四大家中，陆游和杨万里是濡染江西诗风最深的两位
人物，以至于二人常常被有的学者视为江西嫡传。
陆、杨相较，杨万里所受江西影响实深于陆游。
⋯⋯尤、范二人诗歌虽也有极少的江西痕迹，但却在学诗之初即不务江西，与江西诗派之关系比杨、
陆二人更为疏离，偶尔表现出的江西习气乃时代风潮熏染所致，并非刻意学习江西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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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
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
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
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疋。
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
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
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
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
世间才杰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
放翁老死何足论，广陵散绝还堪惜。
　　此诗作于绍熙三年（1192），陆游六十七岁。
仅仅比前引《跋诗稿》晚了两年。
此时的陆游诗学思想已经成熟定型。
在总结自己前期学诗经验之时，他明白了乞人残余的“补假”终非作诗之正途，投身广阔的社会生活
，在火热的生活当中“直寻”才是真正的“诗家三昧”。
而乞人残余，正是江西末流师法黄、陈走入的一个死胡同。
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大量删除具有江西痕迹的诗作，虽非其删诗原因的全部，但必然是其删诗的一
个重要原因。
朱东润先生曾直言陆游删诗的原因，可以作为陆游没有谈到的删诗定稿动机的精当补充：“他的思想
意识比较成熟了，作诗有精辟的主张，对于自己的，尤其是早年的作品，要求严格，所以从现存的诗
看，他早年的作品，不代表他早年的主张而代表他中年的主张。
”“陆游早年未脱江西派的影响，模仿前人，特重文字的技巧。
⋯⋯在其作品里不容易举例，因为陆游曾经进行过非常严格的自我审查。
”　　看来，陆游虽为曾几弟子，可是一直在试图努力摆脱江西诗派的阴影。
故而其论诗主张中，对江西诗派的批评比杨万里似乎更为直截了当，也显示了比杨万里更为坚决的摒
弃江西的态度，《读近人诗》云：“琢碉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
君看太羹玄酒味，蟹螯蛤柱岂同科？
”朱东润先生认为，这里的近人，指江西诗派的鼻祖黄庭坚。
断言甚是。
苏轼曾评价黄庭坚诗歌云：“鲁直之诗，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
则发风动气。
”苏轼以调侃的语调肯定了黄诗格韵高绝，同时，也指出了黄诗的不足：易让学习者“发风动气”，
陷入为求格韵高绝而雕饰藻绘的泥淖之中。
陆游所言“蟹螯”、“蛤柱”即蝤蛑、江瑶柱。
与“蟹螯蛤柱”相比，陆游显然更欣赏“太羹玄酒”的醇厚平淡。
陆游将苏轼调侃的语调化为了一本正经的批判。
对于黄庭坚的尖锐批评，可以见出陆游试图完全脱离江西的坚决态度。
这种坚决态度对于濡染江西颇深的陆游来说，有时甚至体现为一种矛盾的心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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