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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正思想是《诗法家数》贯穿的思想观念。在《诗法家

数》中，“雅”主要体现在要求诗歌整体创作风格的典雅浑厚、

内容雅健雄壮；“正”主要针对诗歌的情性，要求情感流露中

正平和、不偏不倚，情感保持正统积极的态度。《诗法家数》

主要分为“诗学正源”“作诗准绳”“律诗要法”“古诗要法”

“绝句”“总论”等部分，其中“诗学正源”主要从诗歌的源头

《诗经》六义入手，阐述六义的关系，提出须有“优游不迫之

趣”“沉着痛快之功” ，并以此作为作诗的法度准则；“作诗

准绳”则从诗歌立意、用字、炼句、用事等方面提出创作的具

体方法；“律诗要法”“古诗要法”“绝句”等部分主要针对不

同的诗歌体式，从结构和情感表达上给予具体的创作指导；总

论部分则重新梳理相关诗法，并提出“作诗要运意高远，则胸

次开阔，自然不为浅近之见” ，从部分上升至整体，要求从

立意开始就应高瞻远瞩，心胸开阔，立意高，则格调高。总体

来看，《诗法家数》认为在诗歌创作中抒情言志皆不应失去君

子之风，保持情性中正，浑厚典雅。

一、典雅浑厚的整体风格

典雅，主要指文章高雅而不浅俗，内涵丰富而形式雅致，

浑厚形容的是艺术风格的朴实敦厚。典雅浑厚，是儒家所主张

的风格，宋人们受理学思想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崇尚典

雅、正统的文学观，如黄庭坚主张诗歌要表现“忠信笃敬，抱

道而居”的高尚品格，强调儒家诗教的温柔敦厚、主文谲谏，

《诗法家数》主要吸收和发展了宋代江西诗派的创作理念，在

文中多有体现。荣遇诗和赞美诗相比一般言志的诗歌来说，其

抒发的感情更为官方，写作的场合也大多较为正式，因此《诗

法家数》在论及这两类诗歌的时候，首先就明确此类诗歌应做

到“典雅温厚”。

典事的使用也能体现诗歌的典雅，《诗法家数》在赞美诗

中强调“贵乎典雅浑厚” ，主张意义贯彻、用典恰当。典事

的使用要贴合文意，使诗歌不会显得空疏，但同时用典也须把

握分寸，不能使诗歌沦为阿谀奉承之辞。在总论部分也提出

“诗中用事，僻事实用，熟事虚用” 的方法，诗中用典说事，

对于常人较生僻的事例，要表述得更加具体，如此才能促进读

者不断靠近诗歌本义，从而更好地表明作者的创作意图；对于

常人熟悉的事典，则可以灵活处理，不必说得太过详实，给读

者一定的阅读自由和理解自由，形成读者的接受和阐释。

与此同时，《诗法家数》还强调，要做到典雅浑厚的创作

风格，诗中的修饰不能过于繁复，在咏物诗的作法中指出此类

诗“忌极雕巧”，总论部分也提到“但凡作诗，气象要浑厚，

体面要宏阔，血脉要贯串，风度飘逸，音韵要铿锵” ，过于

雕琢则会破坏诗歌的气象，多设毫无意义的辞藻铺叙，也会非

常浅显，如在《诗品》中，钟嵘大为称赞的往往是抒发真情实

感、兼有风骨的作品，如被列为商品中的曹植就被评为“骨气

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此后也多有人对

齐梁尚雕琢和描写艳情的风气多有批判，陈子昂对齐梁之风痛

心批判道“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提倡

“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 的理想诗歌作

品，认为文学应该具有深刻的现实社会内容和刚健明朗的风

骨，以正一代新的诗风。

二、正大雄壮的诗歌内容

除了作诗的风格、抒情的特点，《诗法家数》总论部分从

内容方面进行规定，认为“作诗要正大雄壮，纯为国事”，夸

富耀贵、伤亡悼屈一身者，诗人下品” ，在征行诗中，《诗法

家数》也强调若“伤亡悼屈，一切哀怨，吾无取焉”，作诗要

论《诗法家数》中的儒家雅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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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代大量出现对诗法的总结，诗法研究繁盛，其中署名为杨载的《诗法家数》总结了前人的理论成果，

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书中贯穿了儒家雅正思想，主张诗歌风格的典雅浑厚，情感抒发中正平和、态度积

极向上、勉励他人，主张内容正大雄壮、立意高远。儒家雅正思想自先秦出现，在个人层面上鼓励积极进取、修身报国

的人生态度，在艺术上推崇典雅、中和的美学主张，《诗法家数》继承这一观念，体现了儒家的思想立场，为元代提供

了诗法总结，也为后世积累了诗法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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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次高，诗歌要立意高远，如果只是夸富耀贵，或者为个人怀

才不遇而感伤，诗的格局就显得比较小，南北朝诗人鲍照多在

七言歌行中直接抒发他怀才不遇的愤懑，“自古圣贤尽贫贱，

何况我辈孤且直” “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贵贱付皇天” ，

诗中多表现自己愤懑不得志，以歌行的形式淋漓尽致地抒发个

人心中之不平，却被评为险俗，在钟嵘《诗品》中也被列入

下品。

“悼屈”最初是为屈原之事感到惋惜，后代不断有人写悼

屈之作，不得志的诗人们以其与屈原相似的人生经历，在悼屈

主题作品中也掺入了对自己遭遇的感叹，以悼屈而悼己，抒发

个人思想感情。伤亡悼屈一身者，其实是在为自己遭遇的不幸

感到悲哀，如贾谊《吊屈原赋》，借凭吊屈原，哀叹自身理想

的落空。西汉受到大一统思想的影响，推崇儒家正统观和诗教

观，引发当时一些汉儒对屈作及悼屈作品的批评，一些汉儒学

者以屈原抒发个人情感、言辞激烈为由，对屈原进行批评，认

为没有做到国之臣子应有的责任和态度，写下的《离骚》也不

过是宣泄个人的情绪，没有做到温柔敦厚的原则。按照三纲五

常的礼教原则来看，臣对君“露才扬己”即是不敬，“责数怀

王，怨恶椒兰”，更不符合于臣道，违背了“君为臣纲”，而

“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与最高统治者决裂，更是绝对不能容

忍的。

《诗法家数》多处以杜甫诗作为例证引用，杜甫诗素有诗

史之称，其背后对国家的感念也是《诗法家数》对诗歌内容方

面的要求。诗歌内容要关乎人的志向，体现向上的力量，关乎

家国大事，心怀天下。诗是言志的，即使是不得志也须有奋起

之势，不能一味低沉，过多抒发个人之情。根据《左传》记

载，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话中就提到了“诗以言

志”的思想理论，《荀子·儒效》篇也云“《诗》言是其志

也”，所谓“志”，在古代主要指的是政治上的理想抱负，“赋

诗言志”在先秦特指借助《诗经》表达某种政治态度，后来则

表示用诗歌来表现的与政教相联系的人生态度与理想抱负，到

了《毛诗序》，“诗言志”的含义进一步扩大，进而可以涵盖个

人的志向、情感，建安诗歌慷慨悲凉、刚健遒劲，反映社会现

实，慷慨悲凉，素有风骨之称，唐代开始追效汉魏风骨，在作

品中反映时代内容，山水田园诗的兴盛，展现了壮美的山川和

波澜壮阔的盛唐气象，边塞在诗歌中的反复出现，拓宽了诗歌

的题材内容，表达了诗人们对国事的高度关注、对戍边将士的

赞颂和强烈的入仕报国之志，安史之乱后，更是出现了杜甫这

样的伟大诗人，在诗歌中书写家国之事，揭露社会现实，抒发

了深沉的家国情怀，从内容上扩大了诗歌的格局。这一内容主

张观念被《诗法家数》收入其中，正大雄壮的诗歌内容也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的济世思想。

三、不失中正的抒情方式

元代诗人虞集曾称赞朱子“性情之正，冲和之至，发诸咏

歌，自非众人之所能” ，排斥“任情而发”的创作，这和

《诗法家数》对诗歌抒情方式的要求是相同的。《诗法家数》指

出这类事虽需感事陈辞，但仍须做到忠厚的原则，即使讽谏之

心迫切、讽谏之词中肯，也要做到不失情性之正，不能出现埋

怨过激的言辞。在征行诗的作法中，也提出了抒发凄怆感情的

同时要注意“哀而不伤，怨而不乱”“不失情性之正” ，即便

是为他人而作挽诗，《诗法家数》在提倡抒发哀痛之情的同时，

也提出情感流露的方式应是“中间要隐然有伤感之意” ，在

体现情感表达的克制层面，《论语·八佾》提出“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的思想，正是儒家中正平和思想的体现。

又如在讽谏一类诗中借妻子思夫喻臣子为君王考虑的一片

忠心的主张。以夫妻关系喻君臣关系是古人表达政治寄托的一

种方式，在《战国策》中就有邹忌为讽齐王纳谏，以家中妻妾

对自己的赞美，比喻朝中群臣对君王的称赞，并通过分析妻妾

因身份关系不同而对自己赞美目的的不同，向齐王谏言应注意

分辨旁人赞美背后的目的，提高警惕，从而广开言路，广纳忠

言。《论语·颜渊》载孔子答复齐景公的问政有“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之言，维护等级名分的秩序，而到了西汉董仲舒

手中，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提出“三纲五常”学说，确立了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关系，此后以男女关系

或夫妻关系比喻君臣关系的现象在文学作品中更为常见。

以男女情事，言政治抒情，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以

男子追求女子，表达男子对政治抱负的追求和对贤主知遇的渴

望，最早可追溯到屈原《离骚》中对美人的追求，其中三次求

女实际上体现的是对美好贤君的渴求；第二种是借女子口吻，

抒发对男子的感情，借此表达诗人的政治态度，如唐张籍《节

妇吟》，初看或许会认为这是一首抒发男女情事的言情之作，

实则是作者借以拒绝藩镇高官的政治抒情诗，诗题《节妇吟》

即以此明志。诗人自喻为有夫之妇，暗指朝廷臣子，明知妇人

早有所属却仍对此示好的男子暗指藩镇势力，全诗采用比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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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文字层面上展现的是女子以委婉口吻拒绝了追求自己的

男子，在喻义层面上，又借女子的婉拒，表达了诗人忠于朝

廷、不被藩镇高官拉拢、收买的态度和决心。男子求女，热烈

中带有蒙眬之感，所求对象仿佛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在

摇摆跳横间踟蹰不定，需要得到对方明确的态度，才能豁然开

朗；以女子视角抒情，使诗歌婉约含蓄，既能留下周旋的空

间，又能够委婉而不失中正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同时，由于古

代传统女性性格多为婉约内敛，以女子语气询问政治状况，还

暗含委婉试探之意，如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此诗是朱庆

馀在应进士科举前所作的呈现给张籍的行卷诗，全诗以新妇自

比，以新郎比张籍，以公婆比主考官，借女子梳妆时询问新婚

丈夫的口吻，实则是征求张籍的意见。此外，也有诗人以烈女

不侍二夫的忠贞态度，来明确自身不愿侍奉二主的坚定立场。

尽管读者的解读不一定能实现完全契合作者本意，但读者

的理解能体现一定的时代背景，具有历时性特征，因此从后人

对前人此类文学作品的解读，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中以男女关系

喻君臣关系较为普遍，才会出现此类解释。究其原因，一是此

类比喻显得更加委婉含蓄，不会产生过激的言辞，能做到情感

抒发中正不倚，给人以温柔敦厚之感；二是男女情感的婉约抒

发能体现不失偏颇的平衡美感，蕴含了儒家中庸美学的观念；

三是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等级秩序，是雅正思想的体现。由此

可见，无论是温柔敦厚的作诗标准，还是主张怨刺不失情性之

正，又或是以老杜诗为妙，都能看到这一价值取向这其实是儒

家传统诗教观的体现，也是古人对诗正统地位的要求。

五、结语

《诗法家数》也对明清诗法的出现产生了一定影响。明初

政治和社会环境较为稳定，士人们大多致力于科举考试，以此

入仕，因此作品多风格典雅、描绘太平的内容，颇为保守，即

使是明初诗人高启，也在《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中称颂“我

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

长江限南北”。姚莹赞扬韩愈“主持雅正”“文起八代之衰”的

古文功绩，欣赏陆游坚贞不渝的爱国热情，《论诗绝句六十首》

中“铁马楼船风雪里，中原北望气如虹。平生壮志无人识，却

向梅华觅放翁”是他对陆游的敬意，对民族深深的忧虑也体现

了正大雄壮的诗歌内容。当然，《诗法家数》的出现也有特殊

的时代意义，但总体而言，《诗法家数》文人们由此可见，《诗

法家数》雅正思想贯穿全书，中心思想鲜明，在总结前人创作

经验的同时，也为当时诗坛提供了诗歌创作的指导意义，丰富

了中国古代文学诗歌理论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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