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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自古地灵人杰，诗风繁盛。江西诗派是我国

文学史上第一个以地域命名的诗文派别，在当时和

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江西诗派虽然彪炳史册，但

已经成为历史，新时代需要建设新的江西诗派。黄庭

坚是江西诗派的灵魂，是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以下我

主要就效法黄庭坚、创建新江西诗派谈点看法：

一、黄庭坚以唐诗的集大成者杜甫为学习对象。

《瀛奎律髓》中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

江西诗派提倡学习诗圣杜甫的诗歌创作。杜甫志在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创作了“三吏”“三别”、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诗史之作。黄庭坚《与王观复

第二书》中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

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在《答洪驹父书》中说：“老杜

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

韩、杜自作此语耳。”以上观念一直影响着后人。

二、黄庭坚积极向同时代的优秀诗人学习。黄庭

坚以苏轼为师，与苏轼并称“苏黄”。1079年，苏轼因

“乌台诗案”下狱，黄庭坚坚信苏轼忠君爱国。在苏轼

被贬期间，黄庭坚始终持弟子礼。黄庭坚积极与同时

代诗人交流，组织领导了江西诗派。赵彦卫的《云麓

漫钞》中说：“曰江西宗派，其源流皆出豫章也”。黄庭

坚的人品和才华吸引了众多诗人，在黄庭坚的引领

下，江西诗派内的成员常常通过集会、结社、书信等

方式进行交往。江西诗派的影响遍及整个南宋诗坛，

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三、儒释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黄庭坚的思想以儒家为中心，同时道家思想和佛

教思想也占一定比重。据专家统计，其诗文中共引

《庄子》典故700多处。受道家思想影响，黄庭坚在人

生观、思维方式及处世态度上，看轻仕宦、安时自适；

黄庭坚虔信佛教，喜好禅宗。他受到佛禅思想影响最

大的是般若思想与禅宗的心性论。有学者指出：受到

了庄子齐同万物的思想，又吸收了禅宗思想和儒家

的反身内省的方法，黄庭坚形成了“万物一家”的思

想观念。

四、江西诗派是以黄庭坚诗创理论为中心而形

成的诗歌流派。黄庭坚诗歌理论中最著名的主张是

“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无一字无来处”，他主张要

“以俗为雅、以故为新”“随人作计终后人”“我不为牛

后人”。黄庭坚的诗歌遵循创作规律，敢于尝试变化，

形成了风格奇崛、法度严谨，说理细密的风格。黄庭

坚主张用字“要字字有来处”；提出“诗眼”说，他称为

“句中眼”，可谓“置一字如关门之键”；提倡“句法”，

黄庭坚《送顾子敦赴河东》云：“无人知句法，秋月自

澄江”。他倡导“当官莫避事，为吏要清心”“不以民为

梯，俯仰无所怍”。他的《流民叹》等诗歌深刻描写了

社会现实、民生疾苦。

在江西诗派之前，魏晋时代有千古隐逸诗人之

宗陶渊明，近代有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陈三立

及其子陈寅恪先生。在创建新时代江西诗派时，我们

有必要弘扬陶渊明、黄庭坚等古代诗人的思想和创

作，在继承前人精神的基础上，创造新境界、缔造新

诗派。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赓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诗歌道路
江西诗派与新时代诗歌创作六人谈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着力赓续中华

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江西诗派是中国古典

文学的重要流派，也是江西重要的传统文化标识。为更好地传承江西诗派的古

典诗歌传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诗歌道路，推动新时代新诗在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中走向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象的广阔天地，《诗刊》社、江西省文联、江

西省作协联合在北京举办江西诗派与新时代诗歌创作研讨会。会上，施战军、谢冕、

何向阳、李少君、张清华、张辉、孙明君、叶青、李小军、敬文东、杨庆祥、李遇春、

王磊光、李啸洋、王悦笛、迟牧等专家学者就此展开探讨。现将部分发言摘编如

下，以飨读者。

——编 者

我和江西有一段因缘，年轻时受邀到南昌参加

江西谷雨诗会，那时我还年轻，做了一次讲座。当

时有1万多字的讲稿，对当时诗歌的发展状况作了

一些描述，没有什么高见，但这个记忆很深刻。

我前后长达3年在江西鲤鱼洲生活，写了一些

应景诗，我自己不满意，但是很开心。有一首诗叫

《扁担谣》，主要是批判自己。当时我在燕园生活很

“个人主义”，感到深深的惭愧，进行了自我批判。

这个诗很简单，是民歌体。北大俄语系教授龚人放

和我一起上井冈山，龚先生是我的长辈，很儒雅。

他说，谢冕，你把你的诗给我写出来吧，我要收集书

法。我始终没有答应他。但我想过，要给龚先生写

哪几句，因为诗很长，想到这两句：“月如镰，星满

天，村头流水过浅滩”。

江西诗派在北宋徽宗年间，是连接北宋和南宋

的一个诗人群体。我最近读了一些宋代诗人的诗，

疑惑宋代怎么有那么多诗和诗人？毕竟唐代光辉的

榜样在前面。现在讲苏轼，可以跟李白一起说。谁可

以跟李白一起说？苏轼、陆游，都是宋代的。

一个流派的成立，理论家的推荐是非常重要

的。吕本中一直在这么做，他的《江西诗社宗派图》

中，有的诗人不是江西人，但和江西有关系；有的也

不是特别著名的诗人，但由于这样一个学派的建立

和理论家们的综合推介，于是他们留在了诗歌史

上，有了一个和唐诗媲美的辉煌、伟大的诗歌时代。

我这里用了“时代”，就简单说说我对诗歌的审

美要求。当然我的审美要求也从来没有断绝过，比

如我认为“月如镰，星满天，村头流水过浅滩”，里头

保留了一些诗歌的味道，但是我对自己的批判谈不

上美。我信守诗歌的审美要求，有时候失去这个审

美度量，我感到很惭愧。但能够留下“月如镰，星满

天”，就是保留了诗歌审美的东西。

我更重视的是诗歌的时代性，诗歌和时代的关

系。我特别不满意的一句话是，我们和时代没关

系，我不代表任何人，甚至我不为时代代言。我一

直说诗人就是先知、智者，先知和智者怎么能和时

代脱钩？这个脱钩是不对的。诗人要表现个性可

以，但和为时代代言不矛盾，为什么有一些诗人很

反感这个表达呢？因为他们觉得诗人被代言得太

多了，以为代言就是重复口号和标语，其实不是这

么回事。在朦胧诗开始的时候，我很赞成朦胧诗诗

人们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的特点。朦胧诗表现自我

有革命性、挑战性，但如果走过头又不行，不能忘记

根本。

诗人必须重视时代，为时代代言。艾青为时代

代言过，牛汉也为时代代过言。最近我写了一篇短

文章，谈牛汉的《华南虎》。《华南虎》写的就是一个

时代，华南虎用尖爪在水泥墙上刻出了带血的诗

行，这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这就为时代留下了印记。

张扬个性是对的，但不能脱离时代。我一直讲

舒婷的《神女峰》，《神女峰》张扬了个性，也表达了

时代精神。在女性不能自立的时候，《神女峰》出现

了，“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

一晚”，能够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讲讲自己的痛

苦或幸福，这是多么自由、多么了不起的场景。这

就是时代给予我们的财富。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

诗歌研究院名誉院长）

关于宋代诗歌的评价应该如

何看待，值得我们反思。这里头

有师古的思维逻辑，也有正本清

源而苛责当代的问题。这和我们

这些年来不愿意承认当代诗歌的

进步和价值，其实持有一个逻

辑。新诗诞生一百多年，很多人

依然不愿承认其合法性，认为古

典诗歌才是正统，新诗是“非驴非

马”；现当代文学界普遍推崇现

代，贬抑和否认当代；我们这些搞

当代文学的人，也很容易肯定20

世纪50至 70年代的诗，甚至肯

定80年代的朦胧诗，但却不愿意

肯定更靠近当下的诗。这是一种学术上的

习惯和逻辑，似乎也很正常。

不愿意承认最近三四十年中当代诗歌

的探索和进步，这个问题有两面性。一方

面我们确实要反思当代，另一方面还要承

认当代的“迫不得已的变化”，就是所谓的

时代之变推动了文学本身的变化，尽管文

学本身也有求变的内在需要，如刘勰所说

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当

代诗歌中也有这么一个逻辑。我们觉得最

近三四十年，诗歌越来越背离原来言志抒

情的传统，诗人们都普遍“羞于抒情”，为

何？用严羽的话来说，眼下的诗歌就是“以

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诗人们竞相在诗

歌里表现自己的知识、能力、观念、思想、主

体性等，很少像前辈那样很自然地去抒发

性情。

如果横向对比，会发现宋代诗歌和江

西诗派中的问题与我们当代诗歌中的问题

是接近和可以类比的。江西诗派中最重要

的遗产，非常类似西方后期象征主义诗歌

留下的遗产，就是瓦莱里、艾略特、叶芝、里

尔克、史蒂文斯这些巨匠，他们基本上可以

说塑造了20世纪以来现代诗的基本格局

和传统，成为最接近当代的“西方正典”。

而后期象征主义与前期相比，一个主要特

点就是说理，以思想、知识、观念入诗。《荒

原》如果不加注解，一般人根本读

不懂，即使有人研究多年，假如对

西方文化史、宗教史、诗歌史没有

烂熟于心，仍是一知半解。《海滨

墓园》《四个四重奏》也一样，这些

诗歌已然成为现代诗、当代诗的

传统。

如何看待宋代诗歌、江西诗

派，其实还可以把眼光投向更广

的地方。如果我们是宋人，面对

唐代诗歌的群星灿烂与伟大气

象，也是一样既感钦敬又有一种

“影响的焦虑”，与其仰首膜拜，不

如另择出路。参照20世纪以来

世界诗歌的发展格局，或许我们

对宋诗会有一个更客观的评价，

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逻辑也

会有一个更贯通的理解。

关于流派问题，江西诗派和

历史上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

不太一样。七子也好，七贤也好，

指的是同一个时代的诗人群落，这批人有

接近一致的风度和格调，有精神的呼应与

生活的唱酬，所以被后人归纳为一个诗

派。而江西诗派则更为复杂，诗人更多，生

活的时间也有差异，是一种师承关系。另

外江西诗派还意味着一种“地域”概念的自

觉，有了空间区隔的意识。而在“建安七

子”和“竹林七贤”那里，基本没有什么明晰

的地域文化自觉。此外还有师承文脉的自

觉，关于“一祖三宗”，“隔空”学习和师承杜

甫，以及非常清晰的文体、方法的自觉，在

集群当中注重个性保持，等等。

江西诗派在意识上对于个体的注重，

在总的认同前提下倡导凸显个人，这和现

代以来的文学流派概念已经很接近，对于

新时代诗歌的启示也是明显的。当下诗歌

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地方性、地域意识的

自觉，这对于诗歌写作来说当然是一件好

事。发明一个地域概念，对于诗歌批评和

诗歌研究来说非常便利，也是一个学术贡

献。我赞成据此提出“新江西诗派”的概

念，这样可以对当代、特别是当下活跃的江

西诗人，作出群体性的考察，或许会对我们

进一步理解阐释当代江西诗人提供一个新

的角度。

（作者系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

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今天参加这个会，我想起两本

与宋诗、江西诗派有重要联系的书。

我曾经长期阅读这两本书，它们是

我的枕边书，也是旅行时经常随身

带的书。一本是钱锺书的《宋诗选

注》，一本是潘伯鹰的《黄庭坚诗

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学史既

是文学写作的历史，也是文学选集、

文学传播，特别是文学解释的历史。

钱锺书与潘伯鹰对黄庭坚的不同解

释，也许对我们今天在古今关系中

思考江西诗派与现代诗学的关系有

所帮助。

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对江西

诗派、尤其是对黄庭坚的评价，或许

是个人化的，不无偏颇的。文学史上

乃至书法史上，我们通常将“苏黄”

并称，但《宋诗选注》中，钱锺书选了

18首苏轼的诗，却只选了3首黄庭

坚的诗，分别是《病起荆江亭即事》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以及《新喻

道中寄元明》，三首中只有最后一首

诗直接与江西有关，是写给他哥哥黄大临

的。钱锺书不仅在序言中对晚清时黄庭坚

的集子卖过十两银子一部这样的“辣价

钱”多少有些不解乃至不屑，而且在介绍

黄庭坚的部分说了下面这段话：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

老人……他是“江西诗社宗派”的开创人，

身前跟苏轼齐名，死后给他的徒子徒孙推

崇为杜甫的继承者。自唐以来，钦佩杜甫的

人很多，而大吹大擂地向他学习的恐怕以

黄庭坚为最早。（《宋诗选注》，钱锺书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10页）

我们引述钱锺书先生这段话，当然不

是要苛责他非常具有个人偏好的判断，更

不需要将之视为不可更易的定论。我自己

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常常想到另

外一些文学解释史的例子，其中最常

想到的是西方文学史上歌德与托尔

斯泰对莎士比亚截然不同的评价。对

歌德，乃至对整个“狂飙突进”一代人

而言，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莎士比

亚”，是“神”一样的存在；而对托尔斯

泰而言，莎士比亚尤其是他的《李尔

王》，却是完全不足取的存在，可以说

全盘否定。这就是解释史的事实，同

时也构成了文学史的一部分。我们今

天对江西诗派、对黄庭坚乃至对宋诗

的理解，也应该——或许，也不能

不——建立在对这样的解释史的

“同情之了解”之上。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对读潘伯鹰

《黄庭坚诗选》中的下面这段话：

……山谷在宋诗中，是一个特出

的大家。他的诗在当时已经与苏东坡

隐若一敌国。因之影响所及，学他的

人非常之多。而当时吕居仁画出“江

西诗派图”，甚至推他像个大主教一

样，从而生出“江西派”这样的名号出

来。名号既立，毁誉遂多。（《黄庭坚诗

选》，潘伯鹰选注，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年，第4页）

今天讨论江西诗派的当代意

义，在古今对话的前提下讨论传统

与现代的关系，在这样的语境中，对读钱

锺书和潘伯鹰这两本书，至少可以有两点

启示。首先是，我们不要把热爱的任何一

位诗人、任何一个流派，推为“大教主”或

将之神圣化。对我们所热爱者，甚至尤其

需要有勇气、有独立判断的精神，对他们

的不足之处、不到之处，加以识别、分析与

批判。这也许依然是一种带着热爱的批

判，但我们恰恰不应该放弃这种批判的意

识。其次，无论如何，我们要像潘伯鹰先生

所提示的那样，真正看到热爱的诗人与诗

派的“深处”，“搔着他的痒处”，而要做到

这一点，前提就是细读他们的诗。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比较

文学与比较文化所所长）

学习研究江西诗派，感触最深的一点，是江西

诗派对前人诗歌的尊重、推崇和整合，对诗歌资源

和文化遗产的态度。刘克庄在《江西诗派小序》称：

“（山谷诗）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

变”，意思山谷诗是集大成。山谷就是北宋诗人黄庭

坚，黄庭坚号山谷道人，和苏东坡有“苏黄”之称。黄

庭坚推崇的诗法“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可以说

是吸取优秀传统诗歌资源的极佳方式，是文化传承

发展的某种典范。看重本来、注重当下、创造未来，

就是诗词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宋代理学兴起，使儒家重新奠定主流正统地

位。江西诗派推崇杜甫为“诗祖”，因为杜甫可以说

是儒家的美学代言人，由于江西诗派的大力弘扬，

杜甫经典地位至此完全确定。北宋文化被视为是一

个顶峰。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

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唐

代开放包容，兼收并蓄，道教成为国教，佛教全面进

入中国，儒家一度边缘化。但宋代之后，理学崛起，

儒家复兴，道教、佛教仍很盛行，才真正做到了融会

贯通，形成文化高峰。苏东坡就是儒释道融合的典

范，成为一个代表人物。士大夫在宋代成为一个阶

层，是重要的社会力量。北宋士大夫阶层兴起的重

要原因，就是对“理”的确立和追求，使得士大夫有

了自主意识和主体性，有了一种新的精神、价值支

撑，有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逐渐形成为一个独

立阶层。

与之相适应，诗歌也在推崇“诗法”，江西诗派

就特别强调“诗法”。黄庭坚等致力确立法则、推崇

法度，讲究学问，“无一字无来历”，诗歌上师法杜

甫，深究学问，寻求理趣。“法”自“理”派生出来，

“理”就是精神、价值，汉学家宇文所安曾说：宋以

后，作诗之“法”，以及在作品中观察得到的“法则”，

变得特别重要。

江西诗派打破了诗歌的神秘性，不再盲目追捧

所谓“天才”，强调诗歌可学，只有读书多才能得心应

手。当然这也与北宋条件变化有关，印刷术提供阅读

便利，“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有宋代能做到。

江西诗派后期意识到仅仅强调诗歌的专业性以及技

术修辞是有问题的，吕本中等又重视“活法”，重视人

格修炼与境界提升，强调人诗对应、人诗合一、人诗

互证。江西诗派不断求变，影响此后九百年。

江西诗派对新时代诗歌的启示，或许就是如何

整合一百多年的新诗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提

升、转化和创新，比如哲理性正是当代诗歌匮乏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精神价值的张扬和突破。

（作者系《诗刊》主编）

在中国文学史上，宋代的江西诗派和明代的公

安派可谓影响深远。如果说黄遵宪、柳亚子和郭沫若

等早期新诗诗人更多地传承了晚明公安派的诗学，

这一条道路得到了学界不断的研究和深化，那么以

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诗传统对中国现当代诗歌（无

论新旧）的影响则就严重地被低估和忽视了。这正是

新时代倡导和激活江西诗派传统资源的意义所在。

毋庸讳言，江西诗派作为一种绵延不绝的中国

诗学传统，其文学史地位和价值在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界被严重地遮蔽了。从我有限的视野来看，在近

现代旧体诗坛，江西诗派的作用实在太大了。一代又

一代的江西籍旧体诗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无论是

旧体诗词创作还是诗学理论建构，都留下了灿烂而

珍贵的文学遗产。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同光体宋诗

派首领陈三立在近现代旧体诗坛是巨人一般的存在

之外，也不应忽视，作为《学衡》杂志主要发起人和学

衡派代表性诗人的胡先骕是江西人，甚至学衡派诗

人阵营中还有许多江西诗人都有深厚的诗歌家学渊

源，如陈氏父子（陈三立、陈衡恪、陈隆恪、陈寅恪），

王氏兄弟（王易、王浩），都是素有令名的文学世家。

他们在新诗革命背景下依旧坚持守正创新，在学习

西洋文学的同时不废中国诗歌传统血脉，为中国诗

歌传统的复兴保留了文化种子。随着《学衡》杂志办

刊难以为继，在九·一八抗战背景下，又一个江西诗

人陈赣一挺身而出，他领衔创办了全国性的旧体诗

文杂志《青鹤》月刊，一直坚持到1937年被日本人炸

毁最后一期稿本而被迫停刊，又一次在国难当头延

续着中华民族传统诗学的命脉。此外，在上世纪三四

十年代，江西词学大家龙榆生还先后创办了大型旧

体诗词期刊《词学季刊》和《同声月刊》，为中华诗词

的现代传承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不难发现，在习惯上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

年”中，如果撇开固定的新诗流派史视角，转而从旧

体诗词流派史来看，在那个“三十年”里，从《学衡》杂

志诞生了学衡派，从《青鹤》杂志产生了青鹤派，再到

《同声》及其同声派，已然构成了一个大体清晰的中

国现代旧体诗歌流派史脉络，而江西诗人及江西诗

派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可惜长期以来，我

们囿于新诗一家独尊之偏见，遗忘了这样一条现代

旧体诗词流派史脉的存在，而这种不断强化新旧对

立的学术偏至于今亟待矫正。在新时代语境中，我们

需要大力倡导新旧融合而不是新旧对立，大力弘扬

守正创新而不是割裂传统。在新时代如何开掘江西

诗派的传统诗学资源，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

道崭新课题。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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