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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文治与清代御定宋诗选
!

###以康熙,御选宋诗-%乾隆,御选唐宋诗醇-的

编撰为中心

谢海林

摘
!

要!从某个角度来说$探究占有主体性的选家也许比诗选%读者更重要$因为他是选

本生成的施动者&康熙%乾隆二帝一方面对选家编纂诗选以及刊行等一系列活动都有显

性或隐性的干预和掌控$凭藉专断的王权来争夺选家的话语权力$规训选家+另一方面亲

自裁定体例$厘正选目$删削内容$改动版本$藉助御定选本直接来宣示符合皇家文治的权

力话语&皇权介入选政$以诗教维护政统$节制了选家握管操觚的主体自由$也影响了宋

诗学建构的文学空间&反过来$选家一旦脱离官方权力的掌控而退居民间$在私编诗选或

和其他选家交往时$也会作出一些诗评家本色甚至背离官方话语的诗性反应&

关键词!,御选宋诗-+,御选唐宋诗醇-+选家+诗教+话语权力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设想

辑纂诗歌选本乃名山事业&选本的最终旨向$就在于'选者之权力能使人归$又能使

古诗之名与实俱?之(

!

&通过编纂诗选$选家可阐述一己之见$表达诗学主张$还可借助

选本的典范作用以求得桴鼓相和的集体效应$影响到个体之外更广阔的人群$延宕到更久

远的时空&明末艾南英就把选家%评论家的权力比作皇帝的权力&因此$不论私人选家还

是官方机构甚至君主%藩王等权贵对此青睐有加$或亲自裁定$或主持选政&表面上$清人

所编宋诗选本由于选录对象相隔较远而非当代同好$摆脱了作者的各种影响$选家应更能

专注评选$施以己意&'虽选古人诗$实自著一书&(

"那么$辑纂宋诗选本的选家是否真的

是一个纯粹的编创主体呢1

从编者的身份构成着眼$大体可分为官%私两类&从编者的人员寡众来看$又有群体

与个人之别&从选政的运作模式来考量$既能以个体一己之心力操觚染翰$还可藉助群体

力量联手共襄&从诗选的生成机制来讨论$既有选家'闭门造车(式的'专断($以一人之意

餍服众人之心$同时也存在选家受到诸多外力因素$尤其来自官府%学界%出版业的干扰$

最终达成群体'合谋(&由此生发$不管是官方主流权力的染指$还是民间文士精英的倡

扬+无论是纂辑总集而不著一语的隐性批评$还是遴选作品而施加评语的显性品鉴$编者

的话语%权力都能作用到选本的辑录%编排%评点%刊行等流程之中&正由于话语%权力对

编选活动影响甚巨$因此官私双方常藉助选集来表达自身的思想与立场$申诉自我的话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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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权力&由此看来$选诗是彰显选家话语权力的重要活动形式$诗选是演绎选家权力话语的有效传播载

体&选家的话语"权力与选本之关系极为密切&清人所编的宋诗选本康%乾两朝是最多的!

&不可否

认$清代民间私家所编宋诗选本占了绝大部分$皇帝御定的两部含有宋诗的大型选本,御选宋诗-和,唐

宋诗醇-不容忽视&学界关于这两部御定宋诗选的研究寥寥可数$且只限于版本异同%编选宗旨和选家

观念等方面"

&重要的是$帝王或行政干预$规训选家+或亲自题序$擅作准则&百般钳制之下$编者在

选录运作中并不是艺术价值判断的纯粹主体$其甄选评骘自然难以出于公心$而是更多地打上了君主专

制思想的烙印&故从诗选编纂的文化考察出发$通过权力"话语等角度来探讨选本的生成机制和审美旨

趣$着眼康乾两朝宋诗选集的编者$关注权力场与文学场的离合$尚有可拓展的空间&

二%政统"诗教!康%乾御定宋诗选的文化考察

)一*编校人员的际遇%身分与皇权钳制

康熙十八年)

!&34

*开博学鸿词科$大肆招揽名士$尤其是东南俊彦入朝为官$一方面鼓吹休明$润色

鸿业$安抚遗民$调和冲突$另一方面借辑书撰史之名$笼络江南士子$阴行怀柔之术$极尽羁摩之事#

&

参与,御选四朝诗-的编校人员$大都有如此般的际遇&据,御选宋金元明诗-卷首所附参编校勘
23

人名

单$有以张豫章%魏学诚为首的纂选官
&

人$以吴士玉%张大受%顾嗣立等为主的录选官
00

人$以及杨蠧%

查癉%陈壮履%钱名世%汪灏%查慎行等校勘官
4

人&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顾嗣立%张大受%吴士玉为首

的数十位纂校人员特召入朝编书&康熙四十四年)

!3"1

*帝南巡$四月十二日驻跸苏州$巡抚宋荦疏荐张

大受%顾嗣立%吴士玉等人&十四日$召试举贡监诸生和山林川泽之士$顾嗣立一干人等被录选&十月$

康熙开设'四朝诗馆($选址怡园$从十二月一日开始纂修$已到的录为翰林$未到的'在家纂选($'人授一

廛$岁有俸米$月给百金($赏供纸笔%

&纂修人员在生活待遇%工作环境%仕宦前途等方面备受优待&破

例擢用淹蹇落拓的江南士子$一跃而跻身馆阁$修校秘府书籍$这是康熙朝后期右文政策的常式&他如

查慎行$四十一年)

!3"2

*康熙南巡$李光地以学问人品引荐查慎行&查氏和后来一同参与,御选四朝诗-

编校的汪灏%查癉$'每日进南书房办事$先是内廷皆词臣轮班入直$专命之荣$盖自此始(

&

&恩遇特重$

罕有同侔&此后$查慎行开始奉旨编纂,历代咏物诗-%,佩文韵府-及校勘,四朝诗-&像查癉%陈壮履%钱

名世%汪灏等编校人员亦在此列&此外$尚有陈鹏年因遭弹劾而被康熙召京修书之特例&康熙四十五年

)

!3"&

*二月$时任江苏布政使的陈鹏年被两江总督阿山系狱$康熙诏谕免死$命其'抵京师纂修,宋金元

明诗-(

'

&五十一年)

!3!0

*十月$总督噶礼诽谤苏州知府陈鹏年游虎丘诗$康熙又加以回护$再召入京

修书(

&他如校勘官杨蠧$四十二年)

!3"2

*春康熙南巡驻跸杨蠧故里松江$念其学问甚优$诏复原职$充

馆修书&乾隆朝编纂,唐宋诗醇-时$诸如梁诗正%钱陈群等编选校刊人员也可作如是观&梁诗正$雍正

八年)

!32"

*探花及第$后归家守制&乾隆元年)

!32&

*$谕曰!'向来翰林丁忧者$有在京修书之例&梁诗

正著来京$在南书房行走&(

)九年)

!3$$

*翰林院修葺完工$乾隆临幸$诸臣毕集$赐宴赋诗$'十一月命

)诗正*选,唐宋大家诗醇-&(

*由此可见梁诗正际遇非凡$至于钱陈群$更不消细说&他如陆宗楷%陈浩$

亦有此般眷遇&

概言之$参与编校群籍%修书纂史的人员$多为翰林院%詹事府属官$和一小部分超擢任用的举人%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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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海林!王朝文治与清代御定宋诗选

生及国子监监生&据,清实录-所载$从康熙到乾隆$不止三番五次申谕翰詹职任紧要$乃亲近天子之臣$

必由文学淹通%众所推服者充任&但果真如昭
4

所说$君臣'无异同堂师友(

!吗1 身份的显贵$并不意

味着获得了皇帝的认同&他们的角色逐渐发生转变$而沦为帝王加强统治%附庸风雅的工具&比如经筵

会讲&康%雍%乾通过一系列改造$帝王的听众角色转变为评论者$士君教化角色已悄然逆转"

&昔日讲

官的'帝师(地位也随之动摇$道统的掌控能力彻底位移到专断的帝王手中&回到本文所关注的辑纂诗

选上来$皇帝对文学弄臣的优渥$迫使选家在握管操觚中逐渐丧失诗学批评的审美自主权力$转向鼓吹

隆平$成为帝王文艺政策的代言人&选家承受着皇权的无限压制和干预$话语权力也逐渐被侵蚀剥夺$

甚至消失殆尽&

不可否认$康熙%乾隆对汉文化尤其是诗赋格外喜好&但是$清帝嗜好诗文的背后掩藏着汉文化侵

袭满族习俗的担忧&'八旗入关以后渐弃旧俗$满语和骑射日益荒废$康%雍%乾三朝屡次下谕要八旗子

弟熟习弓马$并规定必须能马步箭才准作文考试&(

#显例如乾隆$三令五申告诫宗室子弟勿失满洲旧

俗$万万不可专事文学$废弃紧要的骑射技艺&早在乾隆十四年)

!3$4

*十一月$乾隆明确地指出$写诗作

赋应根柢经术$'关于世道人心(

%

&御选,唐宋诗醇-之际$乾隆十年)

!3$1

*'李慎修尝谏乾隆勿以诗为

能$恐詀翰有妨政治(

&

&乾隆特作诗,李慎修奏对$劝勿以诗为能$甚韪其言$而结习未忘焉$因题以志

吾过-云!'慎修劝我莫为诗$我亦知诗可不为&(

'如此一来$帝王干预诗坛%操控选政自是意料之中&

康熙对诗风的钳制$学界屡屡称引的是康熙二十四年)

!&%1

*翰詹大考$徐乾学%韩?等因学问%文章

加以赏赉奖励$而周之麟%钱中谐等'文理荒疏$未娴体式(

(

$难胜厥任$不是降调$就是他用&升降褒贬

判若云泥$这固然与康熙的审美趋尚极有关联$同馆中人毛奇龄曰!'近学宋诗者$率以为板重而却之&

予入馆后$上特御试保和殿$严加甄别&时同馆钱编修以宋诗体十二韵抑置乙卷$则已显有成效矣&(

)

可看出康熙干预诗坛$整饬翰詹$推行文治的铁腕手段&这也波及到选坛&康%乾钦命'儒臣选择简编$

皇帝亲为裁定$颁行儒宫$以为士子仿模规范(

*的各类书籍$经史子集共达
!$3

部&,御选四朝诗-虽无

康熙直接干涉选家%把持选政的证据$但从校勘官查慎行等人奉?编纂其他总集的活动来看$可旁证出

康熙在操觚染翰中的无上权力&现以,佩文韵府-为例详论之&是书于康熙四十三年)

!3"$

*十二月设局

始纂至五十年)

!3!!

*十月告成$而,御选四朝诗-正编刊于此时&四十八年)

!3"4

*四月$'二十四日$上谕

云!/汝)查慎行*学问好$可赴武英殿督纂,韵府-&0受命后$即偕钱亮功%汪紫沧两同年$竭力?采$每卷

帙排日进呈$一字一句俱依旨定夺&(

+,-词臣辑纂典籍$每日进呈$编纂之体例%择录之字句均须依旨定

夺$可谓事无巨细$干预之迹昭然若揭&有查慎行,武英书局报竣奏折-为证!',韵府-一书$尤宸衷所注

意$钦颁体例$御定规模&每卷每帙$排日进呈$一字一句$遵旨定夺&其间繁简去留$尽由指授+源流本

末$咸奉诲言&诸臣采掇弥年$而皇上披览一过$皆渊衷之所熟记&诸臣广搜众籍$而皇上开示片语$悉

愚昧之所未闻&(

+,.六月二十三日'进呈分类诗,凡例-及选诗$五类俱称旨$今日发下$命照此例编辑(

+,/

&

不单是选政的掌控$康熙对编纂人员也极为关注!'所奏,佩文韵府-告成$知道了&这折内修书人员$谁

修的多1 谁修的少1 走了几年1 谁勤1 谁惰1 可令查慎行%钱名世%汪灏等查明$即注在名单之下$再

奏&(

+,2钱名世%汪灏%查癉也是,御选四朝诗-的校勘官&即便康熙在位最后一部钦命编纂的,御选唐

诗-$也是'命儒臣依次编注$朕亲加考订$一字一句$必溯其源流$条分缕析+其有征引讹误及脱漏者$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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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改定(

!

&

至于,唐宋诗醇-$虽说署名称'乾隆帝御选($而乾隆坦言'去取评品$皆出于梁诗正等数儒臣之手($

'所选六位诗人的名单是乾隆帝/御定0的($'是一部乾隆朝馆阁文臣的集体著作(

"

&乾隆没有染指具

体的编选吗1 莫砺锋认为$'虽然全书总的编选宗旨并无歧异($但'此书在定稿时肯定经过一番整合的

工作(

#

&此种推定不为无据&其中所辑录的苏轼诗评$即出于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王友胜认为!

'乾隆御编的,唐宋诗醇-选苏诗
!"

卷$诗
1""

余首$不仅选目与汪氏之作大同小异$诗前总评几乎径抄

汪氏,苏诗选评笺释叙-$而且连对所选苏诗的评语也与汪评如出一辙&(

%惜未有深论&这个问题早在

!40%

年
4

月
04

日$汪辟疆考证'苏诗选本(时已有详察&

钱塘汪韩门尝选,苏诗选评笺释-六卷$即世所传,唐宋诗醇-底本&乾隆九年甲子诏选,诗

醇-$梁文庄实董其事$御制序所谓'去取平品$皆出梁诗正等数儒臣之手(者也&韩门未与修纂

之役$而与文庄为乡人$且同居京师&文庄即以苏诗一卷相属$此书即其原稿也&"",诗醇-

既为御定$词臣草创底本多不敢出$或即焚弃以灭迹&""即原稿评语亦与,诗醇-本互异$则

此稿进呈后之窜改可知矣&

&

'以爱憎加入(窜改原稿$并且'词臣草创底本多不敢出($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也只有乾隆了&不只是

定稿作过手脚$翻印重刻也有删改&这着重表现在对所录钱评杜诗上&据考证$,御选唐宋诗醇-有内府

本)及翻刻本*与四库全书本之不同&内府本于乾隆十五年)

!31"

*编定$次年刻成&此时乾隆尚未公开

敌视钱谦益$故编者采录了钱氏评语&此后乾隆二十五年%光绪七年等翻刻本一并照旧&但是$乾隆四

十六年)

!3%!

*写定的四库全书本$已在三十四年)

!3&4

*下诏将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禁书毁板之后$

,钱注杜诗-自然未能幸免'

&这缘于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置钱氏于卷首&乾隆干预诗选$这时已达

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官方御选的,唐宋诗醇-与私家辑撰的,国朝诗别裁集-俱遭厄运&选家黜名$选目

删削$底稿藏匿$内容窜改$版权褫夺33选政所关涉的方方面面$赤裸裸地受到了来自上层统治者的干

扰$压制$乃至操控&选家的话语权终究敌不过专断至上的皇权&

)二*官修选本的缘起%体例和政治教化

康%乾祖孙以极高的热情与兴趣直接参与诗歌创作%品鉴活动$并鸠集文臣编纂天下典籍$辑选诗歌

总集&众所周知$康熙%乾隆的诗学观念向以唐为主$这两部'御选(%'钦定(的巨帙又缘何而编1

编纂四朝诗并非心血来潮&从康熙四十四年)

!3"1

*到五十二年)

!3!2

*,御选唐诗-付梓$是康熙后

期钦命词臣辑撰诗词文总集的高潮期$短短八年间共计八部$除,御定全金诗-

30

卷%,御选唐诗-

20

卷之

外$其他皆逾百卷$多的高达
4""

卷$堪称皇家编书之最&这是,御选四朝诗-诞生的大背景&,御选四朝

诗-

2!0

卷$其中宋诗部分
3%

卷$姓名爵里
0

卷$选录作者凡
%%"

余人&,御选宋诗-的编纂体例$也可佐

证康熙专断的君权思想及其文治铁腕&首先$体例大而全&从帝王贵胄到俊彦硕士$从僧尼道侣到渔卒

走贩$无不网罗其中$以诗存史%以史存人的历史正统观念极其明显&这其实就是一种话语霸权&此种

以人为纲$先帝王次后妃$余以年代为序$末为僧侣闺阁以及无名氏的编排$肇自于宋人计有功的,唐诗

纪事-&而计著乃一部私人编纂的纪事体诗歌典籍$主要辑录有事之诗$以事附诗$以诗传人&康熙则凭

借无上的政治权力将私人著述体例挪用至官方编纂活动中$前有,全唐诗-$后有,四朝诗-等$将帝系权

威凌驾于宋代诗史统绪之上$这无疑是官方政治权力对民间私家话语的明争暗斗$并以'话语(形式)总

集*来实现官方在意识形态%文学场域中的话语权力$而且竭力去维护%强化和掌控&其次$选目偏重朱

熹等理学家之诗&据统计$朱熹入选
1%2

首$雄踞第一$近占其诗歌现存总数的一半&其次苏轼
11%

首$

陆游
$%2

首$而与苏轼并称的宋调代表黄庭坚区区
4"

首&所选诗歌多关注言之无物的宫体诗%咏物诗$

.

$%

.

!

"

#

%

&

'

,御选唐诗序-$,御选唐诗-卷首$康熙五十二年)

!3!2

*刊本&

莫砺锋!,4唐宋诗醇5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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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海林!王朝文治与清代御定宋诗选

粉饰太平的山水诗$而那些感情真挚%辞采高华的遗民诗%思乡诗却难得一觅!

&可见$,御选宋诗-建构

的并不是完整而公允的宋诗史$反倒彰显出康熙借助理学%理学家之诗来教化民众$以文治巩固统治的

良苦用心&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御选宋诗-的诞生$也与康熙当时的诗学观念以及身边文官词臣的诗学宗尚有

关联&康熙贬黜钱中谐等诗学宋体的翰詹是在康熙二十四年)

!&%1

*$是时王士?已完成了,古诗选-的

编撰$由宋返唐的气味日益浓厚$至二十七年)

!&%%

*辑撰,唐贤三昧集-$'神韵诗说(风靡朝野$这一时期

宋调稍衰$唐风转盛&但随着康熙四十三年)

!3"$

*秋$王士?因陷夺嫡之事而罢官归里&宗宋的陈廷

敬%查慎行%查癉%汪灏以及入选,江左十五子诗选-的吴士玉%钱名世%张大受%顾嗣立等,御选四朝诗-选

校官供奉内廷$入馆修书&为了凸显帝王大一统的文化企图$在主唐的诗学观念之下$兼及宋朝以下$这

是文治策略的必然选择&康熙南巡苏州$宋荦进呈为宗宋诗学张目的,十五子诗选-

"

$大获康熙赞誉$

随后引荐的一干人等大多效仿中晚唐诗或宋元诗$宗宋诗风渐趋明显$因而康熙钦命其入朝编纂四朝

诗$随材录用可谓自然而然&当然$也别忘却宋荦此选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振兴风雅(&这更合乎康

熙藉助编纂诗歌选集教化民心$总持风雅$以政教统摄诗教的意图&

文章盛衰$关乎世运&诗韵小书$亦补治道&早在康熙十二年)

!&32

*八月$康熙谕曰!'文章以发挥

义理%关系世道为贵&骚人词客$不过技艺之末$非朕之所贵也&(

#

,御选宋诗-的前一年康熙四十五年

)

!3"&

*六月$由查慎行代拟的,御制佩文斋咏物诗选序-略云!'朕于诗之道$时尽心焉&('昔者子夏序

,诗-$谓/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0&若是

乎$诗之道大矣哉&('将使之由名物度数之中$求合乎温柔敦厚之指$充诗之量$如卜商氏之所言$而不负

古圣谆复诂训之心$其于诗教有?益也夫&(

%推崇温柔敦厚$强调教化功能$这是康熙一以贯之的选诗

写诗宗旨和出发点&,御选唐诗序-也说!'是编所取$虽风格不一$而皆以温柔敦厚为宗&其忧思感愤%

倩丽纤巧之作$虽工不录&使览者得宣志达情$以范于和平$盖亦用古人以正声感人之义&(

&

,御选四朝

诗-也不例外$'措之礼陶乐淑之中$被以温柔敦厚之教($'用以标诗人之极致$扩后进之见闻($最后'皆

本于一人之心($统归于'思无邪(的诗道'

&'温柔敦厚的唐诗自然最适合表现康熙间国家稳定%政治清

明之际的诗歌审美祈向&(

(为何延及宋以下四朝之诗$包括诗余%辞赋1 除了调和唐宋诗论争$笼络天

下士子之外$最重要的目的是文章诗赋乃士之性情所发$能窥见本心$陶淑礼乐$鼓吹休明$契合盛世治

象$故而帝王若将其化为己用$成为经邦治世的有效工具$不失为诗教之最高功用&前文提及的,御选宋

诗-录选官陈鹏年$数次被权要弹劾$但康熙每每为之回护$召其进京修书$也是因为陈鹏年'长于诗$工

于翰墨$以文为其政教$可谓得乎天之全者矣(

)

&陈鹏年嗜好谈诗论艺*

&康熙三十七年)

!&4%

*八月自

序诗集$认为文士之诗有纪阅历$咏性情之用&若幸逢如康熙之盛世$进则如词臣'颂扬休明($退则如草

民'歌咏太平(

+,-

&而鹏年'于诗学杜少陵$得其抑扬顿挫沉郁之故$宦迹所至$喜崇奖德义$以彰风教(

+,.

&

可见陈鹏年的诗学观和康熙颇多暗合$故能全身而退$入馆修书&概之$从编纂的筹备到人员的网罗$从

体例的拟定到宗旨的确立$从具体的辑录到作品的考订$康熙可谓意图明确$计划缜密$布置周详$关注密

切$推广有力$在温柔敦厚的诗教外衣下不断地传布王权话语$极大地占据了选家的权力场域&

因文治武功的卓越建树$康熙一直被嫡孙乾隆所效仿&除去前文论及的对汉文化及诗歌的相同态

度$在典籍修纂%选诗宗旨以及思想钳制上$乾隆对圣祖康熙可谓亦步亦趋&,御选唐宋诗醇-在选目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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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与,御选宋诗-的大而全相比$但乾隆对选政的干预以及选诗宗旨的宣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先来考察,御选唐宋诗醇-的选目&在乾隆看来$钦命词臣编纂诗文选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彰扬风

雅$裨补世道&此选遴录唐宋诗家六人$唐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宋苏轼%陆游&乾隆向来尊尚唐诗$

序曰!'文有唐%宋大家之目$而诗无称焉者&宋之文足可以匹唐$而诗则实不足以匹唐也&(

!那为何还

选及两宋之苏%陆呢1 原因是乾隆与康熙在诗歌观念上一样$主张尊唐兼宋$风雅教化&乾隆及选家心

中的苏轼$其人'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为之也&惟诗亦然($

'要归本于六义之旨(

"

&看中的便是苏轼的志气节义$而诗也合乎风雅六义&而陆游呢1 则取其类似

杜甫&'观游之生平$有与杜甫类者!33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

#如此看来$主唐的乾

隆兼及宋人$实出于褒扬忠孝贞义$扶植伦理纲常的诗歌功利观&从乾隆一系列的文化政策来看$当时

清廷面对的朝局与康熙朝已有较大的差异&乾隆中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堆积$官场痼疾逐渐爆发$为了正

人心$厚风俗$化子民$乾隆贬斥清初降将贰臣$又褒奖明末忠臣义士%

&而四库馆臣亦迎奉乾隆主唐兼

宋的观点!'诗至唐而极其盛$至宋而极其变&盛极或伏其衰$变极或失其正&亦惟两代之诗最为总杂$

于其中通评甲乙$要当以此六家为大宗&(

&以诗歌正变的角度来解释采唐及宋的选录标准&

其次$,御选唐宋诗醇-旨在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这一点$乾隆和康熙是一脉相承的&乾隆四十六

年)

!3%!

*三月$四库馆臣上呈,御选唐宋诗醇提要-$曰!'兹逢我皇上$圣学高深$精研六义$以孔门删定

之旨品评作者$定此六家$乃共识风雅之正轨&臣等循环雒诵$实深为诗教幸$不但为六家幸也&(

'辑选

六家诗$最先入乾隆法眼的就是风雅正宗%忠君爱国的杜甫&,诗醇.杜甫小传-曰!'昔圣人示学诗之

益$而举要惟事父事君$岂不以诗本性情$道严伦纪1 古之人一吟一咏$恒必有关于国家之故$而藉以自

写其忠孝之诫&33东坡信其自许稷%契$或者有激而然+至谓其一饭未尝忘君$发于情%止于忠孝$诗家

者流断以是为称首&呜呼$此真子美之所以独有千古者矣2 予曩在书窗$尝序其集&以为原本忠孝$得

性情之正$良足承三百篇坠绪&兹复订唐宋六家选$首录其集而备论之$匪唯赏味其诗$亦藉以为诗教

云&(

(杜甫既能得性情之正$又能本于忠孝$君臣纲纪与家常伦理皆备$确实是最合乎乾隆诗歌功利观

的不二人选&乾隆首推杜甫$以其为诗教代言人$细观李%杜%白%韩诸人小传$连李白也说是出于其'忠

爱之志($'笃于君上(

)

$可与风雅正宗的杜甫相埒&至于杜诗后裔的白%韩$不言而喻&苏%陆前已论

及$此不赘述&面对迥异康熙的朝局和诗坛现状$乾隆在诗歌功利观上表现得更加圆通&四库馆臣在上

呈,御选唐宋诗醇提要-时说!'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义$故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士?又不究兴观群

怨之原$故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各明一义$遂各倚一偏$论甘忌辛$是丹非素$其斯之谓欤2(

*一方

面$乾隆主导诗坛的审美祈向$老调重弹温柔敦厚的诗教+另一方面$乾隆也看到了社会现实与诗坛现

状$批评宗宋之风不解温柔敦厚之义$又指摘渔洋神韵之风不关注国计民生&如此一来$既调和了唐宋

诗之争$也满足了诗歌政治教化的需要&

三%余论!话语权力与选本的离合

从清代宋诗选本发展的角度来说$皇权介入选政$以诗教维护政统$这的确节制了选家握管操觚的

主体自由$也影响了宋诗学建构的文学空间&而这未尝不是好事$最高统治者的关注足以证明了宋诗

选%宋诗学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尽管康熙%乾隆多主唐音$还能兼及宋调$不能不说这给宋诗带来了'福

音($虽然打上了借助通代诗选来实现在大一统思想$教化民众的功利性烙印&御定宋诗选本的出现$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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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海林!王朝文治与清代御定宋诗选

先调和了唐宋诗之争$催生了一批唐宋诗合选本&比如$乾隆三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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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戴第元辑成,唐宋诗

本-$自序曰!',御选唐宋诗醇-一书$至博至精$津梁奕
6

&所选者六家$而三唐两宋之精华无不荟萃&

第元官翰林时$诵习既久$玉堂清暇$泛览滋多&爰本,诗醇-体例以读唐宋诸家之诗$凡古今诗话%诗评

偶有所得$辄抄缀简端$积年遂成卷帙&(

!

戴第元可算是较早得以观摩,唐宋诗醇-的翰林$也是受此启发而私纂唐宋诗选的词臣&序中虽然

仍沿袭乾隆标举风雅的老调$但明确地提出不可'徒挟偏胜($抱持分唐界宋之论$调和兼宗的意味不言

自明&其次$帝王主唐兼宋的态度$既受到文学侍臣的影响$同时反过来也影响着诗坛风气的走向&比

如$康熙御选宋诗时$周边就有像查慎行%陈廷敬等人$地方上则有宋荦等宗宋诗风的封疆大吏&,御选

宋诗-部帙浩繁$深藏内府$在民间流传不广&但,御选唐宋诗醇-影响极大&据考察$乾隆年间钱载%彭

元瑞分别在乡试%会试策问中都提及到,御选唐宋诗醇-的典范作用"

$虽然主要标榜乾隆的诗教观$但

也间接地促进了宋诗在民间的流布$尤其是苏%陆两家的广泛接受&梁章钜曰!'唐以李%杜%韩%白为四

大家$宋以苏%陆两大家$自,御选唐宋诗醇-其论始定$,四库提要-阐绎之$其义益明&(

#民间的普通士

子都已如此$更遑论皇帝身边的翰詹词臣&彭元瑞还以,唐宋诗醇-来教导翰林庶吉士$曾对英和称!'应

将,文选-及,唐宋诗醇-,文醇-尽卷熟读$可为好翰林矣&(

%概言之$康熙%乾隆御定含有宋诗的总集$从

中央到地方$从士大夫到民间文人$程度不同地受其影响&尤其是康%乾二帝对选家编纂权力%批评话语

的掌控$深深地嵌入诗选的生成及其面相&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沈德潜辑纂,国朝诗别裁集-

&

&当沈德

潜一类的选家脱离政治中心$有时会回归到诗性的选家生存空间$从而导致与官方诗学造成激烈的冲

突$反过来促成了帝王直接强制干预选家选政$以推行其专断的王权话语&由此可见$选家的权力遭受

来自帝王%权臣等人的凌驾之后$造成了选家话语的失声$选政运作的无奈&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考察

到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中对诗人作品的窜改%涂抹'

$而选家这种恣意妄为的编纂活动并没有受到他

人的干预&这足以说明话语权力与选家选本是有离合的&在王权的掌控或忽视下$选家的话语权力与

权力话语也不断地反抑制和自我超越&

统观康熙%乾隆御选宋诗的选家$也存在像沈德潜一样的离合现象&比如参与御选四朝诗的查慎

行%顾嗣立%汪灏等人&被康熙誉为'儒臣冠(

(的查慎行却常自称'烟波钓徒(&这是内廷清客%文学侍

臣对皇家帝王专制政治的心理反抗)

&一同参与编书的汪灏%顾嗣立也因戴名世,南山集-案而心有余

悸$后者旋即辞官归里$著述%漫游以终&而御选,唐宋诗醇-的主要人员梁诗正休致返杭和入仕前一样$

与乡梓硕彦%流寓文士如浙派诗群厉鹗%杭世骏%赵信%赵一清等人$包括参与,宋诗纪事-校勘的诗正胞

兄梁启心$雅集唱和$诗酒风流&这是诗人的一种诗性回归$跟入朝修纂书籍屈从王权截然相反&总而

言之$选家社会身分的尊卑与诗学观念的显晦$选本折射出的权力话语的顺逆离合$官私话语权力的强

弱消长$对于清代宋诗选本的编纂%宋诗学的演进来说$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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