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3卷　第 5期
2010 年 9 月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

　Vol.63.No.5
Sept.2010.582 ～ 588

　　作者简介:戴红贤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2。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5-0582-07

袁中道早期诗集《南游稿》《小修诗》考论

戴　红　贤

[摘　要] 袁中道最早的诗集是《南游稿》 ,刻于万历二十二年 , 《小修诗》是其第二本诗集 ,

刻于万历二十四年。这两部诗集作品现存《珂雪斋集》卷一和卷二前半部分。中道早期诗歌 ,

禀其真性 ,手口相应 ,一反时流 ,是公安派的发轫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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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中道早期的诗歌是公安派文学发轫之作。袁宏道为中道早期诗集《小修诗》所作序言是性灵文学

纲领性著作 ,影响深远。那么 ,《小修诗》收录了哪些作品 ?这些诗歌作于何时? 中道的创作心态如何?

它是否为中道的第一本诗集? 若不是 ,中道最早的诗集又是什么 ?迄今为止 ,学界对这些问题或语焉不

详 ,或未涉及。笔者认为 ,了解袁中道早期诗歌创作的具体情形和艺术特征 ,是研究袁中道乃至公安派

的基础 ,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性灵说。本文拟重点考察袁中道早期诗集《南游稿》和《小修诗》的

著录情况 ,并初步探析其诗歌的艺术特征。

一 、《南游稿》《小修诗》著录考

袁中道最早的诗集并非袁宏道所序之《小修诗》 ,而是《南游稿》 。《南游稿》的创作及收录情形 ,潘之

恒所作《袁小修南游稿序》交代甚明 。潘之恒(1556—1622),字景升 ,安徽歙县人 ,与袁氏兄弟交游甚密。

中道与潘之恒始交于万历二十一年夏。其时 ,中道麻城访李贽后逗留武昌 ,潘之恒漫游至此 ,二人订交 ,

共结五咏楼诗社 。秋 ,中道与丘长孺 、僧无念等从武昌出发 ,顺长江东游金陵 、苏州 、虎丘 、钱塘 、嘉兴等 ,

岁暮返回武昌。《南游稿》收录了中道此次游览所作 ,潘序称“袁小修南游发自郢 ,历赤壁 、青溪 、白门 ,登

金焦 、虎丘 ,泛震泽具区钱塘 ,复税于郢。日之期由秋涉春 ,为诗若干首 ,以逢予始 ,亦以予终焉”(卷五

《袁小修南游稿序》)[ 1](第 169-170 页),等等 ,这是我们探究《南游稿》的重要线索 。

《南游稿》收录了哪些作品 ?潘序“以逢予始 ,亦以予终焉”道出了《南游稿》诗作起讫的情形。《武昌

逢潘景升》是袁小修在万历二十一年夏与潘之恒初交时所作 , 《景升弧辰日 ,因携张瑶光 、刘水碧同方子

公郊游 ,时微雨 ,憩洪山寺》是袁小修在潘之恒万历二十二年的生日———正月初八那日所作。这正符合

潘序所言小修此次南游“由秋涉春”的情形。结合袁中道诗文集著录情况 , 《南游稿》作品当见存于《珂雪

斋集》卷一 。小修著作的见存版本有:(1)万历四十五年刊行的《珂雪斋近集》;(2)万历四十六年刊行的

《珂雪斋前集》;(3)天启二年刊行的《珂雪斋集选》 ;(4)天启四年刊行的《珂雪斋外集》 。皆为他本人手

定。中道采用“分体按年”方式编排自家文集 ,其编年虽不如“按年分体”(卷一一《中郎先生全集序》)
[ 2]

(第 522 页)的体例直接 ,但也能显示诗歌创作时间的先后顺序 。若以上述两首诗为《南游稿》收录诗歌之

始终 ,钱伯城先生点校的《珂雪斋集》共存诗 42首 。点校本以“名为《前集》 ,实即《全集》”(珂雪斋集版本

及点校说明)
[ 2]
(第 15 页)的《前集》为底本 ,比较全面。因此 ,这 42首诗当为袁小修第一本诗集《南游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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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作品。

《南游稿》刊于何时? 万历二十二年 ,李贽将小修及其《南游稿》推荐给山西巡抚梅国桢 ,梅激赏小

修 ,次年 ,袁中道因此游大同(卷十二《塞游记》)[ 2](第 528 页)。又 ,袁宗道存读《南游稿》诗三首(卷四《读

小修〈南游稿〉志喜》)[ 3](第 58 页),宗道诗作于万历二十二年 。准此 , 《南游稿》所录诗歌乃小修万历二十

一年秋冬东游吴越所作 ,刻于万历二十二年 ,今见存《珂雪斋集》卷一之后半部分 。

在讨论《小修诗》之前 ,有必要先了解袁中道现存最早诗歌的写作时间 。《珂雪斋集》开篇是《入城道

中》 :

山北山南自隐藏 ,闲心又逐马蹄忙 。绿禾畦里流声细 ,青草湖边雨气香 。柳市特来寻万

子 ,柴车到处指何郎 。春深剩有繁华地 ,处处东风发练棠。
[ 2]
(第 1 页)

万历六年至十六年 ,小修因读书往返于乡下和县城。此诗写这一时期的求学生活。作品表达了因忙于

求学而无心赏春的淡淡遗憾 ,但主要还是描绘了家乡美好的自然景色和诗人四处求学访友的轻快身影 ,

抒发的感情欢快而舒展。这是中道兄弟早年充满田间乐趣生活的缩影。小修日后曾回忆道:

公(———三袁外祖父龚大器 ,笔者注 ,下同)能诗 ,与诸子诸孙唱和 ,推为南平社长。一日 ,

孝廉(———二舅惟学)、御史(———三舅惟长),偕予兄及诸甥游石洲 ,以公老 ,难于往来 ,弗约 。

已至洲 ,方共饮酒 ,拾石子;俄见雪浪中 ,有小舠迅疾而下 ,中有一老翁 ,踞胡床 ,指麾江山 ,旁若

无人 。互相猜疑 ,逼视之 ,则公也。舟已近 ,公于舟中大呼曰:“何为遂弃老子耶 !”登洲 ,即于洲

上舞拳数道 ,以示勇 。诸人皆大笑极欢。至夜深 ,乃归 。各分韵纪游 ,公归诗已成 ,即于灯下作

蝇头细字书之。明日黎明 ,遣使持诗 ,遍示诸人 ,俱以游倦晏起 ,不得一字 ,皆大笑。(卷一六

《龚春所公传》)
[ 2]
(第 698 页)

小修三兄弟虽有早年丧母之不幸 ,但龚大器父子与其平等相处 ,诗酒相会 ,寓教于乐 。此诗具体写作时

间实难断定 ,但它当不会晚于万历二十年 ,因为第二首诗《武昌坐李龙潭邸中赠答》作于该年。李龙潭指

李贽 ,万历二十年 、二十一年间 ,中道与李贽共有三次会面。具体为:(1)万历二十年 ,地点在武昌;(2)万

历二十一年五月 ,地点在麻城;(3)万历二十一年十月 ,地点在麻城
[ 4]
(第 206 页)。“武昌坐李龙潭邸中”

在万历二十年。“比来三食武昌鱼”等诗句也表明该诗作于万历二十年 。卷一第 32首《阻风登晴川阁 ,

予两度游此 ,皆以不第归》作于万历二十一年春夏麻城访李贽途中登汉阳晴川阁之时 , “予两度游此 ,皆

以不第归”说明在万历二十一年之前 ,中道曾两次赴武昌举乡试。中道少年早慧 , “十岁余即著《黄山》

《雪》二赋 ,几五千余言”
[ 5]
(卷四《叙小修诗》 ,第 187 页),万历十三年即举秀才。他很可能参加了万历十六

年和十九年的乡试 ,故万历二十年武昌拜访李贽是小修的“三食武昌鱼” 。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小修的见存诗歌主要起始于万历二十年 。当然 ,其早期诗歌当不止于此 ,

但正如《叙小修诗》所言“小修诗 ,散逸者多矣 ,存者仅此耳” ,这使我们能见到的小修诗歌主要始于此年。

此外 ,小修早期散文的创作时间也与诗歌相近 。如小修最早的散文《清荫台记》写“两兄相继成进士 ,举

家皆入城市 ,而予独居此” ,宏道万历二十年中进士 ,故此文写作不会早过该年。其后之《远帆楼记》记万

历二十年买帆船 , 《杜园记》记万历二十一年移居杜园 ,《塞游记》记万历二十三年游大同等 ,可见小修早

期散文写作也主要始于万历二十年 。因此 , 《珂雪斋集》所录中道早期诗文皆主要起始于万历二十年。

理清了《南游稿》及中道早期诗歌创作时间等问题 , 《小修诗》问题亦可解了。如果袁宏道万历二十

四年所叙《小修诗》是袁中道《南游稿》之外的另一诗歌单行本 ,那它很可能结集了《南游稿》之前和之后

的作品。前以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秋所作为主;后为小修万历二十二年冬去北京 ,万历二十三年夏游

大同 ,秋冬至次年暮春漫游吴 、越 、皖等所作。《叙小修诗》说中道“泛舟西陵 ,走马塞上 ,穷览燕 、赵 、齐 、

鲁 、吴 、越之地 ,足迹所至 ,几半天下”[ 5](卷四 ,第 187 页),这些地方正是小修万历二十一年南游前后之所

游。这些作品现收录在《珂雪斋集》卷一至卷二的前半部分 。我们若以万历二十四年小修离开吴县所作

《别中郎》为《小修诗》的截稿 ,共存诗 138首 ,除掉《南游稿》42首 ,还存诗 96首 ,这应当就是袁宏道所叙

之《小修诗》 。《小修诗》收录了袁中道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四年期间所作的大部分诗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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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我们将《小修诗》作品下限截止到万历二十四年春夏 ,但中道早期诗歌创作实可

以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为期 。理由如下:第一 ,这是小修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至卷三《扶伯修

榇以水涸候水止东昌官舍 ,呈司理谢在杭》(作于万历二十八年底)止 ,共存诗 265首 ,数量大;第二 ,万历

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 ,小修诗歌创作进入低谷 ,数量锐减 ,5年共存诗 48首:万历二十九年无存诗 ,万历

三十年 19首(卷三《西陵别慎轩居士还蜀》至《村行》),万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共 29 首(卷三《癸卯元

日步中郎湖上韵》至卷四《乙巳元日试笔呈中郎》)。不过 ,万历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可算早期的第二阶

段。此时 ,小修与其他公安派成员一道积极主张诗歌革新 ,独抒性灵的个性发扬蹈厉 ,与第一阶段同中

有异 。因此 ,本文分析小修早期诗歌艺术将以《南游稿》和《小修诗》为主 ,但会略涉其后几年的创作 。

袁宏道在吴县倡导性灵说 ,与江盈科共同主持刊刻了多种性灵诗文著作 ,如《敝篋集》、《锦帆集》、

《解脱集》 、《广陵集》 、《白苏斋册子》 、《涉江诗选》等 , 《小修诗》亦为其中之一 。《叙小修诗》一文实乃这些

性灵派诗文创作的理论纲领。袁宏道指出小修早期诗歌创作呈现“不拘格套”和“独抒性灵”的艺术特

征 ,是否符合其实情呢?

二 、求新求变的艺术手法

中道早期诗歌创作求新求变 ,在独造本色语言和创新诗歌表现技法方面较为明显 。下面我们将依

次论述。

《叙小修诗》说小修诗“多独造本色语” ,颇符合小修早期诗歌语言的实际 。小修独造的本色诗句有

两类:第一是与空话 、套话相对的本色话 。如 ,“野草香沾屐 ,修篁翠湿衣”[ 2](卷一《春游曲》其一 , 第 11 页),

“几回看去马 ,一笑荡轻舟 。夜月梨花梦 ,春风燕子愁”
[ 2]
(卷一《春游曲》其二 ,第 11 页),前者写探春时节的

特有景象:野草淡淡清香 ,竹子片片翠绿 ,露水沾湿游人的衣鞋;后者写游春之后的惜春愁怀:白日的欢

歌笑语 、朋友深情 ,与夜晚的梨花美梦 、燕子闲愁融为一片。信口道出眼前的景物与心中的感触 ,文因情

生。又如 ,“杏子当筵绿 ,花枝照水红” [ 2](卷二《游阳和坡》 , 第 52 页)写筵席前的绿杏子 ,水面上的红花枝 ,

春意盎然 ,鲜艳动人 。卷一《麻城道中》(其二)写道:“山骨鳞鳞忽起脊 ,中间尺余马蹄迹。只道山石碎马

蹄 ,谁知马蹄能穿石 。莫言此石太辛苦 ,南山石阅北邙土。石深一寸土无数 ,马上儿郎方笑语 。” [ 2](第 19

页)诗歌描绘山石与马蹄 、南山石与北邙土之相对关系 ,语言朴素 ,自然流畅 。这些本色诗句很少使事用

典 ,通俗明白。第二是“破胆惊魂之句”
[ 2]
(卷十《蔡不瑕诗序》 , 第 458 页),它是小修对自己此类独造语的概

括。如“万里沧江一叶舟 ,历尽楚尾与吴头”
[ 2]
(卷一《江上示长孺》 ,第 30 页),将吴 、楚两地视为一叶扁舟之

首尾 ,表层内容夸张江长舟大 ,深层次则显示诗人眼界大 、心灵大 ,故能将万里长江缩小至尺幅之内;“魂

泪公安城 ,人泪武昌浒” [ 2](卷一《秋夜寄中郎》 , 第 18 页),用奇特别致的想像表达手足情意。这些惊人诗语

实由奇特的想像 、别致的情思和夸张的笔法综合运用而成。

中道独造的这些本色诗句源自其深厚的生活体验 。小修生在长江边 ,长在长江边 ,又喜乘船沿江游

览。他曾买一小楼船 ,名之曰“泛凫” ,屡屡“载琴书樽杓 ,邀良朋数人 ,泛泛水上” [ 2](卷十三《东游记一》 , 第

564 页),这使他深谙山情水性 ,描山绘水往往多神来 、气来 、情来之句 ,如 , “黑风吹水立 ,白浪撼山孤”
[ 2]

(卷一《深公病大作 ,予亦病 , 夜述示长孺》 , 第 40 页),乌云压江让人感觉风是黑的 ,黑风掀起的白浪犹如水站立

一般 ,惊涛拍岸 ,孤单而无助的山更衬托出飓风骇浪的威猛。仅用 10 字便描绘出一幅江风巨浪图 。又

如 , “雨过鱼龙气尚腥 ,轻鸥旅雁集沙汀”[ 2](卷一《江行绝句同丘长孺 ,并示无念》其三 , 第 28 页)写风雨过后 ,江

边的空气散发浓郁的鱼腥味 ,鸥雁信步聚集沙汀享受暴风雨后的平静 ,自然真切;“浩浩长江接远空 ,帆

飞犹自饱东风”[ 2](卷一《过赤壁》其一 , 第 25 页)描绘浩浩长江上饱受顺风之一帆 ,乘风破浪的畅快之情不

言而喻;“寒江欲雪先无色 ,起视庐阜如聚墨。九叠楼前九点山 ,令人可望不可即”[ 2](卷一《浔阳琵琶亭

赋》 , 第 26 页)描写长江寒冬别有之气象:浔阳江头 ,水光山色黯然萧瑟 ,琵琶亭前 ,香庐诸峰让人可望而

不可即;“汉净穿岩出 ,江雄撼郭流”
[ 2]
(卷一《黄鹤楼》 ,第 23 页)写汉江穿透龟山之威力使两江交汇处山动

城摇 ,景色壮丽 ,等等 。中道能创造如此生动传神的山水审美意象 ,只缘他熟谙此情此景 ,这表明作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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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底蕴的深厚与文学创作才华密切相关乃艺术创作不变的规律 。王夫之高度评价袁宏道的“作句”能

力 ,说:“三百年来以诗登坛者 ,皆不能作句 ,中郎之病 ,病不能谋篇 ,至于作句 ,故其所长 ,洒落出卸 ,如白

鸥浴水 ,才一振羽 ,即丝毫不挂。”[ 6](第 319 页)其实 ,中道早期诗歌已表现出相当的“作句”才华 ,这出自

其“立意出新机 ,自冶自陶铸”[ 5](卷九《 喜逢梅季豹》 , 第 387 页)创作旨趣。只是 ,小修诗发泄太尽 ,也导致

了气韵难以雄浑的毛病 ,如卷一《泛洞庭》 :“奇云生别浦 ,芳草媚中洲 。日月飘零恨 ,乾坤簸荡愁。”
[ 2]
(第

14 页)从单句言都不乏新巧:上两句情景婉转而缠绵:奇云无根无柢之忧与别浦之别情暗合 ,连绵芳草的

妩媚与绿洲的生机融为一片;下两句想像奇特而夸张:日月有飘零之恨 ,天地有颠簸之愁。但从整体来

看 ,则表现出“务新奇则太工 ,辞不流动 ,气乏浑厚”
[ 7]
(第 1200 页)的不足 。

不过 ,词必己出的工夫乃诗人必备之素养 ,诗家之本分 。小修早期诗歌独创本色语的意义当在于逆

当时诗坛剿袭模拟之潮流 ,其可贵在于恪守诗人自由创造的精神品格 。

从创新诗歌表现技法而言 ,小修早期诗歌艺术有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 ,在山水诗中采用拼图法扩张表现空间 ,拓新诗境 。如卷二《齐云山》
[ 2]
(第 67页)写道:

予家大江侧 ,常往江上游 。江中有文石 ,磊磊忽成洲。形质甚玲珑 ,文理甚奇丽 。置之水

孟中 ,居然成玩器。身如指顶大 ,尚足称奇异 。况此万仞山 ,峰峰巧相媚。妆施云霞重 ,组练波

文细 。初入桃花源 ,桃溪水深碧。展诰如扑帻 ,疑有真人迹。石破为天门 ,炯如一轮月 。老树

十余寻 ,枝干藏霜雪 。倚岩作石廊 ,朱栏何纵横。清泉自天来 ,撒珠色晶晶 。玉屏俨列屏 ,钟鼓

自天成。绚烂香炉峰 ,不傍众峰生 。仰看晴雪岩 ,石梁皎且莹 。紫云忽垂天 ,霞彩烁人晴。不

雨漫峰飞 ,点滴自成声。三姑谁家女 ,宝髻何累累 。五老皆拱立 ,一老忽欲语。列嶂难殚述 ,一

一皆妍妙。如马忽如龙 ,光润复奇峭。我来游齐云 ,爱玩不能舍。睹此佳丽迹 ,却亿相似者 。

大小不同形 ,要之等妖冶 。细评震旦山 ,此山实清丽。谢家好女郎 ,王家佳子弟 。濯濯见风韵 ,

有态复有色 。米颠若见之 ,但恨怀袖窄。

此诗作于万历二十四年春小修游吴越之时 ,诗歌描写的却是公安的齐云山 。诗篇由齐云山宕开到天下

名山胜景 ,如常德的桃园 ,当阳的玉泉 ,九江的庐山等 ,感叹天下名山大小形状各异 ,但妖冶奇峭相似 ,诗

歌末尾收束至对齐云山的品评和赞美 ,点出“齐云山水甲天下”的主题 ,表达了小修热爱家乡山水的深厚

感情 。这首诗充分展示诗人漫游天下 、见多识广的优势 ,采用类比和对比的手法 ,将各地山水拼接在一

起加以描写 ,扩张了诗歌表现的空间维度 ,丰富了诗歌的内涵 ,形成诗歌大手笔描写山水的写作特色。

这种通过空间扩张开拓诗歌意境的手法是晚明山水诗写作技法上的一种创新。袁宏道山水游记散文的

比较描写手法与此相通。

第二 ,探索新体诗写作。小修早期诗歌多长篇巨制 ,动辄数百言 ,最长的一首约 700言。《南游稿》、

《小修诗》中超过 200言的诗篇达 23首 ,接近总量的五分之一 。这种长篇巨制可能与 16世纪兴起的琵

琶弹词有关。弹词往往长达千言 ,以七字句为主 ,或有以“三言”衬字 ,也有将七字句变化为两个三言句。

吴宽 、沈周等吴地诗人吸纳弹词的某些艺术手法入歌行体诗歌 ,对歌行体创作有相当影响[ 8]
(第 473 页)。

小修《登虎丘戏为歌行变体示长孺》即属有意变形之“歌行体”。小修这些“顷刻千言 ,如水东注”
[ 5]
(卷四

《叙小修诗》 ,第 187 页)、“决河放溜”
[ 2]
(《珂雪斋前集自序》 ,第 20 页)之作或受其影响 。此外 ,小修还尝试了其

他体裁创新 ,如《纪梦》(其一),前半部分为四言诗 ,中间两句五言 ,后半部分为骚体诗 ,不拘一格 ,等等。

不过 ,创新诗体在明代较为普遍。自风骚汉魏到唐诗宋韵 ,前人一座座创作高峰使明代诗人举步维艰 ,

倍感焦虑 ,寻找突破方向乃其共识 ,创新诗体首当其冲 。只是 ,其中的公安派因自觉而表现突出 ,也应是

事实 。如万历二十五年左右 ,袁宏道 、陶望龄 、袁宗道互相唱和 ,刻意探索新体诗创作道路 。袁宏道《别

石篑》组诗 ,体裁形式变化多端 ,作者自注“十首不容分折 ,故总入杂体” ,因无法纳入传统诗体规范 ,故称

其为“杂体” 。其六为九言诗 ,其七为三言诗 ,其九为四言诗 ,最后一首又仅写了这样三句:“能再相从否?

若驾相思车 ,当问白门柳 。”
[ 5]
(第 405 页)它是组诗的结尾 ,无拘无束 ,语短味长 。

袁中道早期创作求新求奇 ,“不拘格套”的个性鲜明。他有意背离“作诗不宜逼真”[ 7](第 1184 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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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传统 ,与晚明文学思潮中“冷水浇背 ,陡然一惊”
[ 9]
(卷十六《答许囗北》 , 第 482 页)等艺术论相吻合 ,乃

至“歌于郢中 ,国人骇而走者”
[ 1]
(卷五《袁小修南游稿序》 , 第 170 页)。袁宏道指出《小修诗》是“各极其变 ,各

穷其趣” 、“必不可无”的孤行独创之作 ,它们迥异于“文则必欲准于秦 、汉 ,诗则必欲准于盛唐 ,剿袭模拟 ,

影响步趋”的拟古诗 ,小修早期诗歌具有扬性灵新风和反复古流弊的双重意义。

三 、抒一己真情的艺术精神

小修早期诗歌“独抒性灵” ,其内含有三:一是在真与假的对立中主“真” ,二是在情与理的矛盾中主

“情” ,三是在社会大我情怀与个人小我情怀的双面性中主“小我情怀”。抒发作者一己之真情是小修早

期诗歌的主旋律 ,体现出诗心即本心的艺术特征。小修诗“独抒性灵”的艺术精神主要受王学左派崇尚

真实人性的思想 、张扬个性和高度肯定主体价值的个性解放思想以及“真诗在民间”的诗学思潮等影响。

中道“束发即知学诗” ,却“不喜为近代七子诗”[ 2](卷十《蔡不瑕诗序》 , 第 458 页),而注重学习“不同文而同

声 ,不同声而同气” 、“慷慨悲怨 ,如叹如哭”
[ 2]
(卷一二《游荷叶山记》 ,第 531 页)的民歌 ,他主张诗歌创作“无

心于世之毁誉 ,聊以抒其意所欲言” [ 2](卷一一《中郎先生全集序》 , 第 521 页)等。小修早期诗歌以抒写不得

志之苦闷的咏怀诗和爱恋光景 、悠游自然山水的闲适诗为主 。下面通过这两类诗探析其诗歌“独抒性

灵”的艺术精神 。

中道秉性聪慧 ,性格豪爽 ,百金到手 ,顷刻都尽 ,渴望成为一代英雄豪杰 ,所谓“世上英雄居何土 ,可

怜豪士成今古”[ 2](卷一《饮驾部龚惟长舅宅中 , 盘飧甚凉 ,戏嘲》 ,第 5 页)。小修“的然以豪杰自命 ,而欲与一世

之豪杰为友。其视妻子之相聚 ,如鹿豕之与群而不相属也;其视乡里小儿 ,如牛马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

居也”
[ 5]
(卷四《叙小修诗》 , 第 187 页)。他不愿与凡俗为伍 ,甘愿做一独来独往的率真任情之士 。理想是那

样豪迈 ,现实是这样多舛 。小修遭受命运的捉弄 ,困顿考场成为他一生之痛。万历十六年至二十八年 ,

竟五次乡试而不中。小修感慨万分 ,他说自己“每至科场将近 ,扃户下帷 ,拚弃身命 。及入场一次 ,劳辱

万状 ,如剧驿马 ,了无停时 。岁岁相逐 ,乐虚苦实”[ 2](卷二十二《心律》 , 第 952 页),又说“一生心血 ,半为举

子业耗尽”
[ 2]
(卷二十四《答秦中罗解元》 ,第 1054页)。小修因感慨而多悲歌 , “哀生失路”的忧愁痛苦是小修

早期诗歌抒发的主要情感 ,所谓“愁极则吟 ,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 ,发之于诗 ,每每若哭若骂 ,不胜其哀生

失路之感”[ 5](卷四《叙小修诗》 , 第 187 页)。“怜着数茎发 ,缠成百段愁” [ 2](卷一《菩提寺》其一 ,第 16 页)、“泉水

将泪过此津 ,暗想天涯失意人”
[ 2]
(卷一《过孔子问津渡》 ,第 18 页)、“我亦飘零困远游 ,忍贫忍病到江州”

[ 2]

(卷一《浔阳琵琶亭赋》 , 第 26 页)等等 ,不胜枚举。卷一《阻风登晴川阁 ,予两度游此 ,皆以不第归》
[ 2]
(第 15

页)写道:

苦向白头浪里行 ,青山也识旧书生 。相逢谁胜黄江夏 ,不死差强祢正平 。天外云山金口

驿 ,雨中杨柳武昌城 。汉滨父老今安在 ,只合依他隐姓名。

这首诗用本色语抒发作者不第的愁怀 ,自然流畅。王夫之说李攀龙写不出这样本色自然的诗歌 ,自有道

理 ,但王夫之将这首诗视为中道芟除“尖新之习”[ 6](卷六 , 第 322 页)的后期之作 ,显然有误。它作于万历

二十一年 ,是中道早期清新自然 、真切动人的性灵诗代表 ,是从作者胸臆流淌出来的歌。又如卷一《下第

咏怀》(其一)
[ 2]
(第 43页)写道:

人生能几何 ,愁思郁肺肝 。行年二十五 ,惨无一日欢。生长爱豪华 ,长剑与危冠 。宝马黄

金勒 ,宾从佩珊珊。时兮竟寂寞 ,小弟空无官 。窜伏蓬嵩内 ,妻子嘲饥寒。

它是中道万历二十二年乡试不第所作。中道再三乡试不第 ,诗歌直抒作者忧愁落寞 、郁闷寡欢的情怀。

一字一句 ,唉声叹气 。科考不顺的人生经历不仅表现在中道前期诗歌里 ,也镂刻在其后期诗歌中。万历

三十五年袁中道再次应会试不第 ,写下《感怀》组诗 58首 ,大有阮籍《咏怀诗》之流风余韵。与其早期同

类诗歌相比 ,有同有异。如第 18首写道:

凤神缘戢羽 ,麝走为遗香 。如何英灵士 ,耿耿露寒芒。激锻多大韵 ,搏黍见颠狂 。世路虽

险巇 ,藏身亦乖方。山北与山南 ,白石可为粮 。流连尘网中 ,哀哉罹祸殃。回首五松桥 ,谭《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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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毫芒。惟有聪明泉 ,流水常汤汤。发言潜宝契 ,一室闭蒙庄 。书存人已往 ,抚卷有余伤。
[ 2]

(卷五 , 第 105页)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与早期同类作品相比 ,诗人视其坎坷不幸的人生磨难为造就英雄本色的手段 ,心中

愤激不平的哀怨之气因此转化为凛凛不可侵犯的“风霜冰雪之气” 。此诗感情深沉 ,气韵雄浑 ,艺术表现

纯熟。这表明小修人生进入了更高之境界 ,诗歌也呈现出“高明 、玄旷 、清虚 、澹远”[ 5](卷五四《寿存斋张公

七十序》 , 第 1541 页)之韵。小修称赞自然山色经历风霜冰雪之后别有一种“澹澹漠漠 ,超于艳冶秾丽之

外”的胜韵 ,士人若“毫不沾风霜冰雪之气 ,即有所成 ,去凡品不远” ,认为人才的磨炼往往来自“计穷虑迫

困衡之极” ,所谓“有志者往往淬励磨炼 ,琢为美器。何者? 心机震撼之后 ,灵机逼极而通 ,而知慧生

焉。”[ 2](卷十《陈无异寄生篇序》 , 第 477-478 页)他提出的“风霜冰雪之气”激起了张岱等明末士人的强烈共

鸣[ 10]
(卷一《一卷冰雪文序》 ,第 101 页)。冰雪之气成为明末志士遗民守志自洁 、清骨人格的象征 。小修后

期咏怀诗不再只是“痛哭流涕 ,颠倒反覆 ,不暇择音” [ 5](卷四《叙小修诗》 , 第 188 页)。此诗赢得了“贵重” 、

“以千古为期”
[ 6]
(卷四 , 第 158 页)的赞誉。不过 ,此诗诗心即本心的“独抒性灵”创作精神并未改变 ,只是

作者后期的本心境界相对前期有了很大的提升。

袁中道闲适诗的创作与其闲适人生观有关。小修深切感受到人生的有限和可悲 ,他一方面虔心信

道修道 ,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另一方面 ,他爱恋光景 ,主张顺应人情 ,自适己性地享受现实生活 。他

居家在筼筜谷 ,斗湖百亩 ,碧柳千株 ,万竿修篁 ,焚香涤砚 ,烹茶饮酒 ,读书谈禅 ,吟诗作画;他出游在“泛

凫” 舟 ,自然界“玲珑而多态”的山 、“涟漪而多姿”的水 、“生动而多致”的花[ 2]
(卷十《刘玄度集句诗序》 , 第

456 页),无不入小修诗中 ,他“遍游名胜 ,采烟霞入诗囊” [ 5](卷五《陈志寰》 , 第 226 页)。中道深情领会山容

水态 、朝阳晚霞的万千气象 ,常常发出会心之微笑 。卷一《绣林阻风远望》写道:

雨中新柳净江头 ,燕子穿花立钓舟。东去湖湘多大泽 ,春来天地少安流 。

南平驿路何时尽 ,北渚风烟渺自愁。石壁沉沉收落日 ,一痕渔火动沙洲 。
[ 2]
(第 14 页)

此诗描绘诗人家乡公安 、石首一带的早春景象 ,作于万历二十一年。首联写雨中江边动人的早春 ,有浓

浓的水乡气息。诗歌围绕早春季节 ,将远望的东西南北景物 ,由近及远 ,再按东 、南 、北 、西的方位 ,层层

铺叙出来 ,构成一幅早春江渚图 ,淡淡的人生忧愁丰富了这首写景诗的情味 。末句“一痕渔火动沙洲”是

诗眼 ,恰到好处地收束了全篇:渔火的光亮和跃动象征了生命切实又亲近的过程 ,将上文抒发的生命起

点和终点的茫然感拉回到现实人生 。又如《诸陵月下示潘尚宝》写道:“石桥印月深深雪 ,松鬣摇风暗暗

香。官道马嘶灯火密 ,长陵钟动履声忙。”[ 2](卷三 ,第 108 页)眼见石桥雪月 ,松鬣摇风 ,官道灯火 ,耳闻驿

马嘶鸣 ,长陵钟声 ,鼻嗅松香。在茫茫清辉的背景下刻画月与风 、静与动 、光与影错综交织的景象 ,自然

是那样深沉而宁静 ,人世是如此浮华而躁动 ,作者饱含烟霞气象而超凡脱俗的胸臆溢于言表。

描写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 ,是小修闲适诗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卷三《晨起》[ 2](第 113 页)写道:

醉境直连梦 ,朦胧暗自猜 。行阶方识雨 ,讯客始知雷。

湿柳数声滴 ,泫花一朵开 。向人曾乞竹 ,宜趁此时栽。

首联写早晨刚起床的迷糊和试图回忆出梦境的情景 ,这是我们都熟悉的人生常态 。颔联写诗人浑

然不觉夜晚的雷雨 ,与上联酣睡梦中相勾连。颈联写北京初夏雨后的迷人景色 。尾联含蓄表达作者“宁

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的精神追求 ,这句诗颇能体现诗人的艺术匠心 ,诗歌描写的普通人琐碎生活因这

一结句而具有了精神和色彩。这些被袁宏道推崇的性灵诗歌 ,也获得了晚明诗界的充分首肯。公安派

能成为晚明诗坛的旗手 ,与宏道 、中道才情浪漫的创作实力是分不开的。

袁中道这些抒发作者个人之小我情怀的创作 ,与屈原 、杜甫以来忧君忧民的传统明显有异 ,它与晚

明重个体 、重自我的新人文精神有关 。袁宏道虽批评“自从老杜得诗名 ,忧君爱国成儿戏”[ 5](卷一一《显

灵宫集诸公 ,以城市山林为韵》其二 ,第 651 页)的现象 ,但也憎恶性灵诗的“新奇套子”
[ 5]
(卷二二《答李元善》 , 第

786 页)。事实上 ,人性集社会性的大我和个性的小我于一体 ,它们是人性不可分割的两个面 。若情真意

切 ,皆能动人;若流于格套 ,皆虚伪可恶 。文学艺术的美与丑 ,罗丹的说法值得借鉴。他说:“在艺术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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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丑的 ,就是那些虚假的 、做作的东西 ,不重表现 ,但求浮华 、纤柔的矫饰 ,无故的笑脸 ,装模作样 ,傲慢自

负———一切没有灵魂 、没有道理 ,只是为了炫耀的说谎的东西 。”
[ 11]

(第 24 页)虚假 、做作 、浮华 ,并非艺术

美。诗的可贵首先在于作者真心实意的感受和认识 , “真”是诗美的前提 ,但仅此还不够 ,诗还需展现作

者人生精神中大我和小我的平衡协调境界 ,即一个真正的人的精神境界 ,此乃诗美的内含 。二者离则两

伤 ,合则双美。

综上所述 ,袁中道早期创作了大量惊世骇俗的诗歌 ,在诗坛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南游稿》 、《小修

诗》等实开公安派“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诗歌创作之骅骝 ,为袁宏道性灵说理论提供了一个较有说服力

的样本。袁宏道充分肯定小修早期诗歌创作成就 ,将其艺术追求提升为性灵诗学理论加以倡导和宣扬 ,

掀起了性灵诗歌的创作热潮。不过 ,公安派的诗史意义更在于三袁等人勇于坚持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

格。这 ,才是文学艺术的永恒价值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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