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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明治时期的诗歌选本与王士禛接受

贺　 　 琴

　 　 内容摘要:清初王士禛以“神韵说”主盟康熙诗坛,影响深远,清中期

以后其诗作东传至日本,在江户后期至明治初形成了和刻选本。 日本王

士禛诗歌专选本有选者明确的批评观念和审美倾向,是江户后期唐宋诗

之争的产物。 清诗总集选本以东传的清诗总集为底本,频繁选入王士禛

诗,其中绝句选本表现出对王士禛绝句的认同和偏爱。 江户、明治时期的

选本以其特有的方式接受了王士禛,在建构清诗经典序列的过程中确立

了王士禛及其诗歌的经典地位。
关键词:江户　 明治　 王士禛　 选本　 接受

引言

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禛倡“神韵说”,笼罩一代。 清中期,随着其著述

东传日本,王士禛诗学进入江户诗坛的视野,“神韵说”也成为影响江户、
明治诗坛的三大诗说之一。 江户、明治汉诗人如赖山阳、津阪东阳、广濑

淡窗、广濑旭庄、梁川星岩、冈本黄石、长野丰山、古贺侗庵、森槐南、森春

涛等对王士禛多有评骘①,尤其是赖山阳,对王士禛诗评价很高,《论诗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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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明治时期汉诗人对王士禛的评价多见于诗话与论诗诗,前者如津阪东阳《夜

航余话》、广濑淡窗《淡窗诗话》、长野丰山《松阴快谈》、古贺侗庵《侗庵非诗话》等

(均收入蔡镇楚编:《域外诗话珍本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年);后者如梁

川星岩《论诗》(《星岩集·闰集》卷一,日本天保十二年刊本,叶九至十)、广濑旭庄

《咏诸家·其二》(《梅墩诗钞初编》卷二,日本嘉永元年刊本,叶九)、冈本黄石《论

诗·其十五》(《黄石斋第四集》卷下,日本明治十四年刊本,叶十四)、森春涛《整理

近稿偶得二绝》(《春涛诗钞》卷八,日本明治四十五年刊本,叶二)。



句·十五》云:“历城何及庆阳才,伪体从来欠别裁。 竹垞渔洋浑不省,复
为满口说袁枚。”①《高江村集钞序》又云:“夫与士奇同时,以诗名家者,
莫若王士禛、朱彝尊。”②在清初诗人中极为推崇王士禛。 作为江户后期

最具代表性的汉诗人,赖山阳对明治以后的汉诗影响深远,他对王士禛的

正面评价促进了王士禛诗学在日本汉诗坛的流行。
王士禛诗学长期受到日本诗人、学者的关注,铃木虎雄、青木正儿、清

水茂等清诗研究者都对王士禛进行过较深入的探讨③。 对王士禛进行专

门研究的还有宫内保《关于王士禛〈唐贤三昧集〉》④、冈田祥子《关于王

士禛的〈唐贤三昧集〉》⑤、荒井礼《王渔洋研究》⑥、大平桂一《王渔洋的

诗和诗论》⑦等,研究重点在王士禛的“神韵说”、神韵诗。
遗憾的是,诸家对王士禛在日本的接受尚无详论。 宏观来看,王士禛

在日本的接受至少包含三个维度:其一,诗话、诗论中对王士禛的评价;其
二,选本中对王士禛诗作的采摭;其三,日本汉诗人创作中对王士禛诗歌

的学习。 一般情况下,诗话、诗论的评价最为直观、明确,也最受关注,松
下忠《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梳理了江户时期日本诗话对“神韵说”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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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赖山阳:《山阳遗稿文》卷二,明治十二年刻本,叶十五。

 

[日]赖山阳:《山阳遗稿文》卷十,明治十二年刻本,叶六。 赖山阳于清人中尤推重

王士禛与朱彝尊,《夜读清诸人诗戏赋》 有“排奡群推朱竹垞,雅丽独属王新城”
(《山阳遗稿文》卷二,叶六)之句,此外在《答小野泉藏论诗律书·别纸》 (《山阳遗

稿文》卷一,叶八)、《新刊容斋随笔序》(《山阳遗稿文》卷十,叶五)、《题宋诗合璧》
(《赖山阳文集》卷八,[日]木崎爱吉、赖成一编:《赖山阳全书》,国书刊行会,1983
年,第 313 页)等文中皆对王士禛有所评价。
[日]铃木虎雄著,许总译:《中国诗论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 [日]青木正

儿著,杨铁英译:《清代文学评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 [日]清水茂

著,蔡毅译:《清水茂汉学论集》,中华书局,2003 年。

 

[日]宫内保:《王士 〈唐賢三昧集〉
 

について》,《集刊东洋学》第 52 卷,1984 年,
第 62—78 页。

 

[日]岡田 子:《王漁洋の〈唐賢三昧集〉
 

について》,《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中国文

学会報》1987 年第 6 期,第 137—145 页。

 

[日]荒井礼:《王漁洋研究》,筑波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小松建男指导),2015 年。

 

[日]大平桂一:《王漁洋の詩と詩論》,大阪府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大形徹指導),
 

2015
 

年。



收,就是从诗话入手①。 而选本与创作则是相对隐性的接受,尚未引起重

视。 事实上,选本作为一种批评手段,在作家、作品经典化过程中有着重

要的作用。 江户、明治时期日本汉诗人选编了大量的清诗总集,如《清诗

选选》《清诗选》《清诗别裁选》《清十家绝句》《清六大家绝句钞》《清廿四

家诗》等,其中都选入了王士禛诗。 同时,还出现了王士禛诗歌的专选

本,如韩珏的《王阮亭诗选》、相马肇的《王渔洋诗钞》、柳三舟的《渔洋精

华录绝句钞》,这些选本的形成与诗坛风气嬗变息息相关,在刊刻、流播

后又作为媒介促成了王士禛诗歌的经典化。 本文即将以日本江户、明治

时期的选本为中心,考察王士禛诗歌选本与幕末明初诗风之间的关系及

王士禛诗歌的经典化过程。

一、王士禛诗作的东传与江户、明治时期和刻选本的生成

王士禛一生笔耕不辍,早年诗歌多有单行刻本,康熙八年(1669)合

刻为《渔洋山人诗集》,康熙二十三年刻《渔洋山人诗续集》,之后又有《南

海集》《蚕尾集》《蚕尾续集》《蚕尾后集》《雍益集》等。 康熙三十九年,王
士禛自前此诸集中选定 1600 余首诗刻为《渔洋山人精华录》,成为其刊

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别集选本,惠栋、徐夔、金荣等对之进行笺注,版本繁

多。 康熙四十九年,王士禛门人程哲将其生平著作汇刻为《带经堂全

集》,是其诗文全集的定本,写刻精美,流播亦广。 清代的总集编选也与

王士禛的诗歌创作进程紧密联系,王士禛的诗作在康熙时期就被频繁地

选入总集,如陈允衡《国雅初集》、邹漪《名家诗选》、吴之振《八家诗选》、
魏宪《皇清百名家诗》 《诗持》、聂先《百名家诗钞》、邓汉仪《诗观》、孙
《皇清诗选》、徐崧《诗风初集》、席居中《昭代诗存》、陈维崧《箧衍集》、刘
然《诗乘》、吴霭《名家诗选》、陶煊与张璨《国朝诗的》等。 雍正、乾隆时

期则有陈以刚《国朝诗品》、彭廷梅《国朝诗选》、邵玘与屠德修《国朝四大

家诗钞》、刘执玉《国朝六家诗钞》、沈德潜《清诗别裁集》等。 这些总集选

本伴随着王士禛诗学生成、发展与流播,促成了王士禛诗歌在清代的经

典化。
清中期以后,王士禛的诗文别集与选入其诗的总集陆续传入日本,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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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松下忠著,范建明译:《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兼论明清三大诗论及其影响》,
学苑出版社,2008 年。



伯伟研究清人诗话的东传,指出王士禛的诗学著作在江户时代几乎都已

传入日本①,“诗学著作”主要指《渔洋诗话》《五代诗话》 《香祖笔记》 《池

北偶谈》《居易录》《带经堂诗话》等诗论、诗话类著作。 本文重在作品选

本,所以更关注王士禛诗作的东传,特根据大庭修《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

研究》②中《赍来书目》《大意书》《书籍元帐》《商舶载来书目》等的记载,
将王士禛别集与选入王士禛诗作的清诗总集的东传情况梳理统计如下

表 1:
表 1　 江户时期王士禛别集与相关总集东传情况表

年份 王士禛诗歌别集 清诗总集

元禄十四年(1701) 《名家诗观二集》

宝永五年(1708) 《名家诗观初集》

正德元年(1711) 《诗观初集》

正德三年(1713) 《二家诗钞》

享保十年(1725) 《诗持》

享保十一年(1726) 《渔洋山人精华录》《精华录笺注》

宝历四年(1754) 《精华录》

《皇清诗选》 《诗持全

集》 《二家诗钞》 《皇

清百名家诗》 《 八家

诗选》《名家诗观》

宝历九年(1759) 《王阮亭集》2 次③、《精华录训纂》

宝历十二年(1762) 《清诗别裁集》

明和五年(1768) 《清朝四大家诗钞》

宽政六年(1794) 《精华录笺注》2 次、《带经堂集》

文化元年(1804)
《钦定清诗别裁集》

《清朝八家诗钞》

文化二年(1805) 《精华录》2 次 《清诗别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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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97 页。
[日]大庭脩:《江 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関西大學东西学术研究所,
1967 年。
表格中的传入次数根据《赍来书目》《大意书》《书籍元帐》《商舶载来书目》所载同

一年份中的书目统计,并根据所记录书籍数量区分异同。



续表

年份 王士禛诗歌别集 清诗总集

天保十二年(1841)
《王渔洋全集》、《精华录训纂》2 次、

《带经堂全集》

天保十四年(1843)
《王渔洋全集》 2 次、《精华录训纂》

2 次

天保十五年 / 弘化元

年(1844)
《精华录训纂》 《国朝诗别裁》

弘化二年(1845) 《精华录笺注》、《精华录训纂》3 次

弘化三年(1846) 《精华录笺注》

弘化四年(1847) 《王渔洋全集》《渔洋三十六种》

嘉永元年(1848) 《带经堂全集》

嘉永二年(1849) 《精华录训纂》2 次 《国朝诗别裁》

嘉永三年(1850) 《渔洋诗钞》

嘉永五年(1852) 《精华录》《精华录笺注》

嘉永七年(1854) 《国朝诗别裁》

安政六年(1859) 《精华录训纂》

　 　 除了表 1 所列,根据《红粟斋藏书目》 《毛利家藏书目》等著录,选有

王士禛诗作的清诗总集如卢见曾的《国朝山左诗钞》、刘执玉的《国朝六

家诗钞》、张应昌的《诗铎》等,在江户、明治时期均已传入日本。
从表 1 看,王士禛诗在其生前就已经由清诗总集传入日本,最早的是

元禄十四年(康熙四十年)传入的邓汉仪的《诗观二集》,是年王士禛 68
岁。 王士禛的《渔洋山人精华录》最早在享保十一年(雍正四年)传入,至
江户末,日本汉诗人可以寓目的王士禛别集已非常丰富,其中以《渔洋山

人精华录》及金荣的笺注本、惠栋的训纂本数量最多,共传入 23 次,为江

户汉诗人编选王士禛诗歌选本奠定了基础。 类型上,以文化二年(嘉庆

十年)为界,文化二年之前清诗总集的输入频率高于王士禛的别集,且种

类较为丰富,清中期以前重要的总集如《诗观》《诗持》 《皇清诗选》 《八家

诗选》《清诗别裁集》《国朝四大家诗钞》均已传入。 文化二年以后是王士

禛别集输入的高峰期,从天保十二年(道光二十一年)至安政六年(咸丰

九年),几乎每年都有传入,这样的频率反映了江户后期日本诗坛对王士

禛的关注,而总集则数量减少,且全为《清诗别裁集》,意味着日本汉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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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威选本的追求与对清诗认识的深入。
王士禛的别集与入选其诗的清诗总集传入日本后,日本汉诗人对这

些别集、总集进行了再选择、再加工,形成了和刻选本,现胪列如下表 2:
表 2　 江户、明治时期选入王士禛诗作的和刻选本

序号 选本 刊刻时间 编选者 入选数量(首)

1 《清诗选选》 宝历五年(1755) 坂仓通贯 8

2 《清诗选》 文化六年(1809) 奥田元继 3

3 《王阮亭诗选》 文化十年(1813) 韩珏 192

4 《清百家绝句》 文化十二年(1815) 村濑褧 16

5 《国朝四大家诗》 文政二年(1819) 宫泽达 162

6 《清诗别裁选》 文政六年(1823) 荒井公廉 13

7 《王渔洋诗钞》 弘化三年(1846) 相马肇 121

8 《清十家绝句》 嘉永五年(1852) 服部孝 37

9 《清六大家绝句钞》 嘉永六年(1853) 梁川星岩 565

10 《清廿四家诗》 明治十一年(1878) 中岛一男等 26

11 《清百家绝句》 明治十五年(1882) 土屋荣 12

12 《渔洋精华录绝句钞》 明治十九年(1886) 柳三舟 420

表 2 中的选本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王士禛诗的专选本,专选王士禛之

诗,体现了日本汉诗人对王士禛的关注,渗透着选者的个人审美趣味,是
对时代风气的直接回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批评性。 如韩珏的《王阮

亭诗选》,以金荣《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为底本,将王士禛看作唐诗审美

的典范,纠正清新宋诗风的弊端。 相马肇的《王渔洋诗钞》对《渔洋山人

精华录》进行了大幅度的增删,对王士禛诗歌精华进行重新认定。 柳三

舟的《渔洋精华录绝句钞》专选王士禛绝句,出于选者对王士禛绝句的喜

爱,亦是明治初诗坛风尚的反映。
另一类是总集选本,以清诗整体为对象,选入了王士禛诗,又有分体

与不分体之别,《清诗选选》 《清诗选》 《清诗别裁选》 《清廿四家诗》不分

体裁,诸体兼收;《清百家绝句》《清十家绝句》 《清六大家绝句钞》等都是

专门的绝句选本;《国朝四大家诗》只选近体诗。 总集选本着眼于清代诗

歌经典,将王士禛放在清代的宏观背景下,对王士禛诗歌的经典化有重要

的推动作用。 绝句选本以东传的清人别集为基础,冠以“六大家”“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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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目,王士禛为其中之一,肯定了其绝句的成就。 明治初,北川云沼、中
岛一男编选《清廿四家诗》,规模宏大、参与人员众多,以群体性的选择活

动总结清代诗歌,基本确定了清诗名家的序列,其中所选王士禛诗集也具

有总结性的意义。
不论是在清代诗坛还是日本汉诗坛,选本都是王士禛诗歌流播的重

要途径,王士禛的诗歌创作成就和诗坛影响使其诗作高频率地传入日本,
为江户、明治汉诗人所接受,进而形成新的选本,而选本与江户、明治时期

的诗话、诗论等共同构成了王士禛接受的完整生态。 这些王士禛诗歌选

本涉及日本汉诗坛的风气转移与唐宋诗之争、王士禛诗歌的经典化等问

题,下文将分别展开研究。

二、王士禛诗歌专选本与唐宋诗之争

江户时期王士禛诗歌专选本的出现与日本诗坛唐宋诗之争有关。 江

户诗坛风气多变,江户初,文学依附于经学,尚未获得独立的地位,元禄

(1688—1703)以后,朱子学派的木下顺庵及木门弟子和以荻生徂徕为代

表的古文辞派(又名萱园派)本着经学与诗文兼修的态度推崇唐诗,尤其

是古文辞派,不仅尊奉唐音,还崇尚明代前后七子的格调与复古,将明诗

作为学习唐诗的途径,鼓吹唐诗、明诗,成为影响最大的流派。 但随着古

文辞派拟古弊病的日益显现,反古文辞派的主张抬头,宽政 ( 1789—
1801)以后,山本北山、市河宽斋等诗人批判古文辞派,反对伪唐诗和明

诗,推崇宋诗,追求清新性灵,宋诗风大盛。 王士禛别集的传入、选本的形

成正在宋诗风兴起的背景下。 与此同时,唐诗的影响并未消退,且随着清

诗的东传,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都影响着江户诗人。 宗唐者从清诗入

手,寻求通向唐诗的合理路径,广濑淡窗所言“清人之诗为学唐诗之阶

梯”①代表了很多宗唐诗人的观念,坂仓通贯、奥田元继、宫泽达等人编选

清诗总集亦有相同的用意。 王士禛诗学由唐诗入手,中岁兼学宋元,晚年

又复归唐音,唐诗是其总基调,在唐宋诗争胜的背景下,江户后期宗唐诗

人将王士禛诗歌选本作为倡导唐诗的重要途径,所以韩珏编选了《王阮

亭诗选》,推崇王士禛诗歌的唐诗轨范。 江户末,进入松下忠所说的“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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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广濑淡窗著,张宇超编译:《广濑淡窗汉诗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86 页。



衷期”①,宗唐者与宗宋者不再各执己见、坚守门户,而能在观念上相互吸

纳,这种趋势在王士禛选本中也体现出来,相马肇的《王渔洋诗钞》在选

王士禛诗时着重于其中年学宋时的作品,在以唐诗为总基调的王士禛诗

中渗入宋诗风的影响,融合格调、神韵、性灵,力图建构与传统神韵诗异趣

的审美规范,摆脱了清诗总集乃至王士禛本人的影响,更具有批评的

意味。
韩珏的《王阮亭诗选》六卷,刻于文化十年,分为“乾” “坤”二集,卷

首依次载自序、《渔洋山人精华录》程哲原序、《渔洋山人戴笠像》、凡例、
孙福公裕(1791—1853)跋及目录。 分体编排,卷一为五古 34 首(目录为

32 首),卷二为七古 19 首,卷三为五律 28 首,卷四为七律 26 首,卷五为五

绝 12 首,卷六为七绝 73 首,共 192 首。 韩珏(1772—1830),又名山口凹

巷,韩为别姓,字联玉,又字大年,号杨庵、巅庵,生于山田一志久保町(今

三重县伊势市),本为远山文圭次子,人称长二郎,后为会弥町师职山口

氏养嗣,改姓山口,称角(觉)太夫。 韩珏是江户后期的汉诗人,为皆川淇

园门人,又曾从菅茶山学,与梁川星岩、龟田腾斋等皆有交往,曾与东梦

亭、北条霞亭等创恒心社,松下忠将其列为江户时代第三期七十二位诗人

之一②。 他编选《王阮亭诗选》 一方面出于对王士禛诗的喜爱,曾自言

“性好游山水”③,与王士禛的山水清音相契合,另一方面出于对宋诗风影

响下的诗坛的不满,自序云:
余六、七年前著《绿窗诗话》,其中论王阮亭曰:“清朝诗人当以

阮亭为第一,阮亭叠用故事,多下注脚,袁子才诮之,谓为类书,不近

诗。 然集中窥王、孟者,是尤其得意处,岂子才辈所能企哉? 云江府

诗家多兴子才,盖为淫靡所魅,道眼不高之故乎。”④

韩珏推王士禛为清人第一,认为袁枚性灵诗学是导致诗坛淫靡、轻浮的重

要原因。 他对王士禛的推重和袁枚的指摘反映了江户后期诗坛的王、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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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松下忠认为自文化元年以后日本诗坛进入折衷期,各派虽各有所宗,而不再强分门

户,进而相互承认对方的长处和优点([日]松下忠著,范建明译:《江户时代的诗风

诗论:兼论明清三大诗论及其影响》,第 93 页)。
[日]松下忠著,范建明译:《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兼论明清三大诗论及其影响》,
第 51—52 页。
[日]韩珏:《天桥纪行》,日本文化十三年序刊本,叶一。
[日]韩珏:《王阮亭诗选序》,日本文化十年刊本,叶一。



之争及其背后的唐、宋诗之争。 袁枚的《随园诗话》 自宽政年间传入日

本,为宋诗倡导者所关注,引起了极大反响,宗宋者如六如上人、山本北山

等人对性灵说有高度认同。 由于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对王士禛多有批

评,加上神韵说与明七子格调诗学之间的继承关系,宋诗派对王士禛的批

评颇为激烈,往往将王士禛与袁枚进行对比,与宗唐派诗人针锋相对,如
山本北山抨击王士禛“多袭取古人之说作为己说,以欺浅学之辈”①。 而

宗唐者则褒王贬袁,韩珏就是其中之一,为了祛除宋诗风流弊,他以王士

禛诗为范本,认为初学者以此为路径,六朝、唐、宋、元、明皆可博涉通览,
“庶或回颓风以知正始之归矣”②。

与韩珏对王士禛诗的赞赏不同,相马肇编选《王渔洋诗钞》则出于修

正的态度。 相马肇,字元基,号九方,是幕末明初的学者、诗人,曾受业于

古文辞派的中山城山,以明代复古派为圭臬,中年以后反思古文辞派的弊

端,自谓“误陷明季王、李邪途,模拟剽窃,自以为美,不知其丑,殆十年

矣”③,他受到宋诗风的影响,观念上呈现出兼容、折衷的倾向,自序《王渔

洋诗钞》云:
予曩读《渔洋精华录》,乃曰:“如是而精华,无不精华者矣。”盖

渔洋诗,其格调务模拟晚唐人之口吻,虽有似浑圆流畅、搢笏垂绅之

风度,而依样葫芦、千篇一律,以故当时已有优孟衣冠之讥,良不诬

也。 然渔洋固一代诗宗,至其佳者,则固亦无愧于骚坛主盟。 只其篇

什甚多,而佳者少,则诵读之间顿生厌弃,终使人并其佳而废之,亦可

惜也矣。 予因痛加峻削,抄为一卷,此可以见其精华。 呜乎! 彼精华

者,果精华也哉?④

《王渔洋诗钞》与韩珏《王阮亭诗选》一样,都以《渔洋山人精华录》为底

本,相马肇在序言中却表达出截然不同的态度。 《渔洋山人精华录》是经

王士禛本人审订的诗集,经过金荣、惠栋等人的笺注、阐释,其经典性在清

中期以后被广泛认同,江户时期传入日本的王士禛别集也以《渔洋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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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山本北山:《孝经楼诗话》卷之上,蔡镇楚编:《域外诗话珍本丛书》第 3 册,第
449—450 页。
[日]韩珏:《王阮亭诗选序》,日本文化十年刊本,叶三。
[日]相马肇:《上碧海柴先生书》,《立诚堂诗文存·茅海逸老文存》卷下,明治十八

年土屋弘刻本,叶三。
[日]相马肇:《王渔洋诗钞序》,《王渔洋诗钞》卷首,日本弘化三年木活字印本。



精华录》的版本最多,在日本诗坛有广泛的影响。 然而,相马肇对《渔洋

山人精华录》显然颇有非议,韩珏在《王阮亭诗选》中所推崇的山水清音、
唐诗轨范,在相马肇这里是“千篇一律”“优孟衣冠”。 但王士禛毕竟是一

代诗坛宗匠,不能就此否定其成就,因此,相马肇对《渔洋山人精华录》痛

加峻削,从 1600 余首诗中选出 94 首,并增入《精华录》中原本未收的诗作

27 首,形成他所认为的 121 首“精华”。
韩珏与相马肇的编选目的显然不同,前者为确立经典,为初学者指明

路径,后者则意在对王士禛诗歌精华重新认定,这意味着他们审美趣味有

差异,也影响着对作品的选择。 从选目来看,《王阮亭诗选》与《王渔洋诗

钞》重合的篇目仅有 12 首,其中七绝重合 7 首,以组诗为主,但也表现出

不同的旨趣,如《真州绝句》共 5 首,重合 1 首;《悼亡诗》26 首,重合 1 首;
《骊山怀古》8 首,重合 2 首。 最典型的是《秦淮杂诗》20 首,二者所选篇

目完全不同,韩珏选入其一、其二、其十二,皆以山水意境取胜,尤其是第

一首:“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 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

似残秋。”①以意境的营造见长,缥缈空灵,具有神韵诗的特点。 而相马肇

则选入其五、其七、其八、其九、其十等作,虽然在风格上也以神韵为主,但
更加凸显对历史的感叹,从山水转向历史与人物,如其九:“旧院风流数

顿杨,梨园往事泪沾裳。 樽前白发谈天宝,零落人间脱十娘。”②以秦淮艺

伎感慨历史兴亡,增入了历史的沉重之感,而与以山水风物为主的神韵之

作有所区别。
王士禛虽尊崇唐诗,但晚年回忆创作历程,自谓“中岁越三唐而事两

宋”③,“事两宋”的转变集中体现在康熙十一年(1672)典试入蜀之作,风
格迥异于以往的冲淡清远, “ 高古雄放,观者惊叹,比于韩、苏海外之

篇”④,带有鲜明的宋诗特点。 韩珏与相马肇对王士禛这一时期作品的选

择集中反映了他们对诗坛宋诗风的接受程度。 从年份来说,韩珏与相马

肇的两种选本选入康熙十一年的作品数量最多,《王阮亭诗选》选入 21
首,《王渔洋诗钞》选入 26 首。 但值得注意的是,韩珏所选的 21 首中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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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韩珏:《王阮亭诗选》卷六,日本文化十年刊本,叶二。
[日]相马肇:《王渔洋诗钞》,日本弘化三年木活字印本。
俞兆晟:《渔洋诗话序》,王士禛著,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2007 年,
第 4749 页。
盛符升:《蚕尾续诗集序》,王士禛著,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 1156 页。



首为王士禛入蜀前在京城所作,如《香山寺月夜》 《晚望翠微寺》 《雨中怀

彭羡门因示叶讱庵》《卢师山》《裂帛湖杂咏》,风格平淡隽永,境界幽静恬

淡,仍为明丽的唐人风调;其余 14 首为入蜀途中所作,但未选入历来为人

所称道的、最能体现王士禛学宋特征的七古长篇,所选《七盘岭》 《晚登夔

府东城楼望八阵图》 《沔县谒诸葛忠武侯祠》等,气韵沉雄,近于杜诗,亦
在唐人格调中。 所以,整体来说,《王阮亭诗选》中所录入蜀诗并未能反

映王士禛中年由唐入宋时的真实面貌,而是有所偏离,削弱了其学宋的风

格印象。 《王渔洋诗钞》则更多受到宋诗风的影响,相马肇大量删减了代

表神韵诗主体创作风格的山水诗,保留并增加了咏史怀古的作品,所选康

熙十一年的作品皆为王士禛入蜀时所作,风格豪放雄快、格调高华,如七

古《天柱山》《眉州谒三苏公祠》,五古《柴关岭》 《马鞍岭》 《龙背洞》等。
除此之外,赵执信、袁枚等人对王士禛的“诗中无人”“诗外无事”、缺乏真

性情的批评也对相马肇产生了影响,为修正这些弊端,他增加了感怀之作

的入选量,如《春不雨》对民生疾苦的悲悯,《秋日漫兴》对时事的反映,
《新河口阻潮》《慈仁寺秋夜怀旧》《寄内》等对亲情的感念,《陈真亭佥宪

殉节诗》《杨茶庵佥宪阖门殉节诗》 《兰溪丞徐君殉节诗》等对节义的表

彰,以真情、真事弥补赵、袁二人所指出的缺陷。 相马肇以宋诗派的观念

对王士禛诗选本进行修正,意在确立一种与传统的、经典的神韵诗异趣的

诗歌典范,他所认定的王士禛诗歌精华,以豪放雄快、清刚劲健为主体风

格,重视真情真意,而无软熟雷同之弊,体现出折衷格调、神韵、性灵的倾

向,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王阮亭诗选》与《王渔洋诗钞》前后相距 30 余年,出现在江户后期

唐宋诗争胜、宋诗风盛行的阶段,韩珏与相马肇对王士禛诗有截然不同的

评价,以选本的形式表达各自的看法。 王士禛诗歌选本既是宗唐一派倡

导唐诗、确立典范的工具和媒介,也能反映宗宋诗风影响下的折衷趋势,
始终与诗坛风气嬗变相联系,在唐宋诗之争的过程中促进了江户诗坛对

王士禛及其诗歌的接受。

三、总集选本与王士禛诗歌经典地位的确立

选本的批评特性之一是展示创作规范、确立创作经典,对作家、作品

的经典化有直接的影响,总集选本尤其具备此特点,它通过对群体诗人诗

作的采摭构建诗史,而多种总集选本选人、选诗的重合与叠加强化了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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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典作家的印象,从而确立经典作家的序列。 王士禛及其诗歌在江户、
明治时期的经典化进程就与这一时期的总集选本密切相关。

江户时期汉诗人编选清诗总集,受限于清人书籍传入的数量,最初以

传入日本的清诗总集为基础。 对日本选家影响最大的是孙 的《皇清诗

选》、邵玘与屠德修的《国朝四大家诗钞》和沈德潜的《清诗别裁集》,和刻

总集选本往往以这三种总集为底本,如坂仓通贯从孙 的《皇清诗选》中

选出《清诗选选》,奥田元继的《清诗选》“就沈氏二篇(《七子诗选》《清诗

别裁集》)暨《感旧》 《山木》二集”,择“清新整丽”之作而成①,荒井公廉

从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中“复选择其美中之美”②为《清诗别裁选》,宫泽

达《国朝四大家诗》“就《四大家诗钞》翻刻近体诗”③。 这些和刻总集由

于以清诗总集为底本,在占有资料不充分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受到原本

的影响,王士禛诗作在数量上总体而言与原选本相差不大。 《清诗选选》
中选入 8 首,仅次于吴伟业的 11 首。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中选入王士禛

诗 47 首,数量最多,荒井公廉《清诗别裁选》则选 13 首,仅次于吴伟业的

16 首,位列第二。 《清诗选》仅录王士禛诗 3 首,但奥田元继在序言中有

云:“是亭林、竹垞、钝翁、渔洋、灵岩、蒙叟辈原原雅言,非所苟焉,冀欲使

后世士进乎正风门路也哉。”④肯定了王士禛在清诗中的影响。 《国朝四

大家诗》标举大家,选入王士禛诗 162 首,位列第二,与底本《国朝四大家

诗钞》保持一致。
除了作为底本的清诗总集的影响,江户时期“四大家”选本的反复刻

印也不断加深着日本诗坛对王士禛的认识。 “四大家”指乾隆间邵玘、屠
德修《国朝四大家诗钞》中所选的施闰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四家,明
和五年(乾隆三十三年)《国朝四大家诗钞》传入日本之后日本书商、汉诗

人进行了复刻、再选。 文化六年(嘉庆十四年)英平吉郎等刻《清四大家

诗钞》,同年,馆柳湾编刻《国朝四大家诗钞》,文政二年(嘉庆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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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奥田元继:《清诗选序》,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诗集成》总集篇第八辑,东
京汲古书院,1979 年,第 253 页。
[日]山本北山:《清诗别裁选序》,沈德潜纂,[日]荒井公廉选:《清诗别裁选》卷首,
日本文政六年刊本,叶三。

 

[日]宫泽达:《国朝四大家诗序》,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诗集成》总集篇第八

辑,第 162 页。
[日]奥田元继:《清诗选序》,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诗集成》总集篇第八辑,第
252 页。



宫泽达选刻其中近体诗为《国朝四大家诗》。 此外,明治时期近藤元粹注

评刘执玉编选的《国朝六家诗钞》,对每首诗加以眉批,说明此集流播亦

广。 “四大家”选本的复刻、再选以及《国朝六家诗钞》的流播都受到江户

后期诗坛对清诗名家权威选本阅读需求的推动,王士禛作为四大家之一

频繁进入江户汉诗人的视野,成为经典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江户、明治时期的总集选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绝句专选,是日本诗坛

的一大特点。 日本汉诗人对绝句的喜爱由来已久,江户后期更是蔚然成

风,而王士禛本人长于七绝,其绝句在日本诗坛颇受关注。 村濑褧的《清

百家绝句》编选时间较早,选入“百家”,以其所见清诗人篇什多寡选录编

排,重在网罗文献,其中王士禛绝句 16 首,数量位列第四。 嘉永五年(咸

丰二年),服部孝选刻《清十家绝句》,求“精”的意味更为明显,选出钱谦

益、吴伟业、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黄任、王文治、袁枚、蒋世铨、赵翼十

家。 大沼枕山对十家绝句逐一做出评价:“虞山博雅,接踵眉山;梅村富

瞻,比肩香山。 与之相先后者,则竹垞之典雅,渔洋之高华,他山之排奡;
他如莘田之典丽,梦楼之苍古,简斋之俊爽,藏园之雄伟,瓯北之奇恣,各
异其撰。”十家绝句在具体选目上有意避免与《清百家绝句》重复,“择其

不载他选者,各采数十首”①,全集通计选入十家绝句 432 首,选入王士禛

绝句 37 首,位列第九。 梁川星岩的《清六大家绝句钞》刻于次年,与服部

孝所选重合吴伟业、王士禛、朱彝尊、袁枚四家,余二家为沈德潜与吴锡

麒。 桑原忱序云:“其诗如王渔洋、朱竹垞、吴梅村、袁随园、吴圣征、沈归

愚相继而出,犹春树之有梅、杏、桃、李、梨、棠也,六者之荂、香、色不同,而
各有可爱,六人之诗,格调各异,而皆有可观。”②其中选入王士禛 565 首,
位列第二。 明治间又有土屋荣选刻《清百家绝句》,大沼枕山序《清百家

绝句》,以为村濑褧与服部孝之选因限其数,不无遗憾,“此编一出二处,
搜集网络清之诗贤,殆尽于此”,并评王士禛云“ 渔洋之诗,清秀如天

台”③。 选入其绝句 12 首,数量位列第四。 这些以树立绝句典型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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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大沼枕山:《清十家绝句序》,[日]服部孝编辑:《清十家绝句》卷首,日本嘉永

六年刊本,叶一至二。
[日]桑原忱:《清六大家绝句钞序》,[日]梁川星岩:《清六大家绝句钞》卷首,日本

嘉永五年序刊本,叶一。
[日]大沼枕山:《序》,[日]土屋荣辑:《清百家绝句》卷首,日本明治十五年刊本,叶
一。



的专选本都将王士禛视为清人绝句中的名家,使王士禛的绝句一体获得

普遍的认同,也是王士禛诗歌经典化的重要因素。
 

江户时期的总集选本在选诗上受到东传的清诗总集影响,出于对名

家、权威选本的追求,对“四大家”系列选本不断进行复刻、再选,日本汉

诗人又从自己的审美与创作偏好出发编选绝句总集,这些都影响着王士

禛诗歌的经典化。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和刻清诗总集在整体上

缺乏“独立性”,它们或以已有的清诗总集为底本,未能形成对清诗的全

面而独立的判断;或受到唐宋诗之争的影响,对清诗的认识和评判以学习

唐诗为大前提,对王士禛未形成公允的、被广泛认同的评价;或为绝句专

选,未能全面评价王士禛的创作成就,只是王士禛诗歌经典化过程中的一

偏。 而王士禛诗学地位的最终确立体现在明治初的《清廿四家诗》。
《清廿四家诗》是明治初有总结性质的清诗总集,由二十四位日本汉

诗人分别选出二十四位清代诗人之作,汇为一集。 选诗的二十四位日本

诗人为:北川云沼、鹫津毅堂、铃木藜处、小永井小舟、长三洲、伊藤听秋、
森春涛、广濑青村、神波即山、关雪江、日下部鸣鹤、江马天江、长松秋琴、
大沼枕山、野口松阳、谷太湖、鲈松塘、德山樗堂、小野湖山、冈本黄石、岩
谷一六、成岛柳北、永坂石埭、丹羽花南。 从选者阵容来说,《清廿四家

诗》树立典范的目的十分明显,二十四位选家代表了明治汉诗坛的主流

群体,其中大沼枕山与森春涛皆出自梁川星岩门下,进入明治时期,又分

别代表了保守与开放两种趋势,尤其是以森春涛为中心的一批汉诗人,上
承江户后期诗坛余绪,下开明治诗坛之繁荣,影响甚大。 由这些汉诗人选

出的二十四家清诗人分别是:钱谦益(26 首)、吴伟业(19 首)、宋琬(22
首)、施闰章(25 首)、王士禛(26 首)、赵执信(20 首)、尤侗(22 首)、朱彝

尊(14 首)、陈维崧(22 首)、黄任(27 首)、查慎行(23 首)、厉鹗(26 首)、
严遂成(25 首)、袁枚(27 首)、钱载(23 首)、王又曾(29 首)、蒋世铨(25
首)、王文治(26 首)、赵翼(26 首)、吴锡麒(21 首)、吴文溥(24 首)、张问

陶(25 首)、陈文述(20 首)、郭麐(28 首),尽管选入了严遂成、王文治、黄
任、陈文述等在清诗史上成就并不突出的诗人,但清初“江左三大家”的

钱谦益、吴伟业,“国朝六家” (施闰章、宋琬、朱彝尊、王士禛、赵执信、查
慎行)、“乾隆三大家”(袁枚、赵翼、蒋士铨)皆在其中,基本上完成了对清

诗经典序列的建构。
《清廿四家诗》重在“廿四家”之“家”,即对清诗名家、大家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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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批评性较弱,这是由其选诗方式决定的,二十四位选者有各自的审美趣

味和诗学观念,选出的各家诗作也是不同选者观念的呈现,并不统摄在一

致的诗学观念与选诗标准之下。 且编选过程亦稍显仓促,北川云沼发起

此次选政后卧病,病中手抄钱谦益诗若干首后去世,中岛一男承接其事,
待书成请序之时,“同盟如樗堂、雪江、藜处、花南亦前后凋谢,所谓廿四

人者,既亡其六分之一”①。 在刊刻时,为从简约,还删去了诸选者的评

语,这些都削弱了《清廿四家诗》的批评性。 另一方面,“廿四家选廿四家

诗”这一选诗方式却在确立经典的层面上加强了其权威性,完成了清诗

经典的确立,因此,《清廿四家诗》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二十四位明治诗

坛主流诗人群体确立清诗名家的序列,对清诗经典进行群体性的、公共性

的认定。
王士禛是二十四家之一, 《 王渔洋诗》 由长三洲编选。 长三洲

(1833—1895),名炗,字世章,又字秋史,三洲其号,幼有神童之目,十五

岁入广濑淡窗门下,被广濑淡窗称誉为门下第一才子,诗歌淡雅冲穆,得
淡窗衣钵②,是明治时期著名的汉诗人,有《三洲居士集》。 长三洲的诗学

观念既受江户末宋诗风的影响,重视性情,多和陆游、苏轼之作,又追求唐

诗的天然神韵,其《书藤井蓝田诗卷后》云:
豪迈成村汉,委婉作妇人。 诗词元一理,性情不二门。 近时二家

出,其诗如可喜。 意胜与辞胜,终使真情死……诗道元平正,何用蹊

径走。 须使此辈读,陶王孟韦柳。 君诗何清穆,天然多逸姿。 不懈进

于古,莫被二家疵。 温柔敦厚旨,晓风残月辞。 临风一讽咏,门外人

不知。③

可见,“陶王孟韦柳”的清穆、天然是长三洲的审美趣味所在,与王士禛神

韵诗意趣相近。 因此,其《王渔洋诗》集中突出王士禛的唐诗神韵,选入

的 25 首诗以古澹自然、余味深长的神韵诗为主,如《再过露筋祠》 《樊圻

画》《冶春绝句》 《雨中渡故关》 《灞桥寄内》 《 矶灵泽夫人祠》 《真州绝

句》《秦淮杂诗》《晓雨后登燕子矶绝顶作》《毗陵归舟》等,都是代表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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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瓮江川田刚:《叙》,[日]中岛一男编:《清廿四家诗》,日本明治十一年森春涛

刊本,叶三。
[日]三岛毅:《三洲长君墓碑铭》,[日]长三洲:《三洲居士集》卷十一,日本明治四

十二年刊本,叶五十二。
[日]长三洲:《三洲居士集》卷二,日本明治四十二年刊本,叶六十六。



诗风格的作品,占所选诗歌总数的一半以上。 其余如《丹徒行吊宋武帝》
《定军山诸葛公墓下作》 《秦镜词为袁松篱作》 《晚登夔府东城楼望八阵

图》等,气势奔放,雄浑豪迈,呈现王士禛中年学宋时期的风格。 这些篇

目在江户时期的总集中也有较高的入选率,基本代表了王士禛诗歌主体

特征,具有典型性。

四、结语

日本江户、明治时期的王士禛接受以王士禛别集与清诗总集的传入

为基础,以日本选本为媒介。 和刻选本始终伴随着王士禛的接受,既回应

时代风气,又促进了王士禛及其诗歌在日本诗坛的经典化。 这一进程与

江户后期诗坛的唐宋诗之争相联系,在宋诗风盛行的背景下,王士禛一方

面被认为是学唐的典范,另一方面被宋诗派视为格调说的继承者而受到

攻击,出现了两极化的评价。 韩珏与相马肇的两种王士禛诗专选本恰好

代表这两种态度,前者极力推崇王士禛的唐诗审美,后者则以宗宋派的观

念重新认定王士禛诗歌精华,形成了王士禛接受中的特有现象。 在总集

中,江户末以清诗总集为基础编选而成的和刻总集选本延续着清人对王

士禛的评价与定位,其中的绝句选本多选入王士禛绝句,反映了江户诗坛

对其绝句创作成就的普遍认同。 明治初,唐宋诗之争消弭,《清廿四家

诗》对清代经典作家序列进行建构与确认,王士禛及其诗歌也获得了主

流诗坛的广泛认同,确立了其经典性地位。

【作者简介】贺琴,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明清诗

学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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