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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欧阳修与梅尧臣一生互为诗友,梅尧臣诗歌创作风格特点得到了欧阳修及时的总结和评价;欧阳修分析了

梅尧臣诗歌风格早、中、晚三期的特点及其变化;其晚年�六一诗话 对梅诗 !闲远古淡 ∀的概括比较符合梅尧臣诗

歌风格的总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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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尧臣在宋代诗歌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陈师道称

之为 !开山祖师∀。因此, 历代学者、诗人对梅尧臣的诗歌多

有评论。就其诗歌风格说, 大多以 !平淡 ∀二字概括。 !平

淡∀之说最早当见于欧阳修对梅诗的评价。后来,严羽在�沧

浪诗话# 诗辩 中说: !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 梅圣俞学唐人

平淡处。∀ [1]后世评诗者便以 !平淡∀作为梅尧臣诗歌的主体

风格。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风格的评价应是最为恰切公允

的。因此, 对梅诗的主体风格的认识当以欧阳修的评价为

准。

一 欧阳修对梅诗风格的评价

欧梅二人一生互为唱和诗友,欧阳修对梅尧臣的人生经

历、诗歌主张、审美理想以及诗歌创作情况最为了解, 一生中

对梅尧臣诗歌的评价也最多。元代至元二年刘性�宛陵先生

年谱序 说: !宛陵梅先生以道德文学发而为诗, 变晚唐卑陋

之习, 启盛宋和平之音, 有功于斯文甚大。欧阳文忠公知之

最深。既题其诗稿, 又序其集,又序其所注�孙子 , 又铭其墓

而哀之以文。盖文忠公知先生, 犹子房谓沛公为殆天授者,

是岂容赞一辞哉。∀ [ 2]葛立方�韵语阳秋 说: !欧公一世文

宗, 其集中美梅圣俞诗者,十几四五。∃∃圣俞诗佳处固多,

然非欧公标榜之重, 诗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 [ 3]可以说,

梅尧臣诗歌的广泛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欧阳修的大力

推介和评价。

欧阳修对梅尧臣诗风的评价,散见于欧梅唱和诗文以及

二人往来的书信和序文中,现以时间为序择其要录之:

�七交七首# 梅主簿 (天圣九年 ):

离骚喻香草, 诗人识鸟兽。城中争拥鼻, 欲学不能

就。[ 4] 346

�书梅圣俞稿后 (明道元年 ):

今圣俞亦得之,然其体长于本人情, 状风物, 英华雅正,

变态百出。[ 4] 532

�再和圣俞见答 (皇祐二年 ):

嗟哉我岂能知子, 论诗赖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

大羹岂须调以齑。[ 4] 35

�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 (庆历四年 ):

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 视我犹后辈。文词愈

清新, 心意虽 (一作难 )老大。譬如妖韶女 ,老自有余态。近

诗尤古硬 (一作淡 ), 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 , 真味久愈

在。[ 4] 11

�梅圣俞诗集序 (庆历六年 ):

其 (圣俞 )为文章, 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 世之人徒

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 4] 295

�梅圣俞墓志铭并序 (嘉祐六年 ):

其初喜为清丽, 闲肆平淡, 久则涵演深远, 间亦琢刻以出怪

巧, 然气完力余, 益老以劲。其应于人者多, 故辞非一

体。[ 4] 235

�六一诗话 (熙宁四年 ):

圣俞平生苦于吟咏, 以闲远古淡为意, 故其构思极

艰。[ 4] 1035

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 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

俊, 以超迈横绝为奇 ,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

其长, 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 4]1037

从以上列举的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的评论中可知, 他对

梅诗的认识和评价是有阶段性的。

二 欧阳修评价梅诗的阶段性

欧阳修早期对梅诗的评价主要体现为明道元年的 �书梅

圣俞稿后 。对梅尧臣早期诗歌,他看到的是 !顺物玩情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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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梅尧臣�林和靖先生诗集序 )的特点。一方面认识到

梅诗深得古歌诗使 !天地人之和气相接∀的抒情功能, 使人读

之可以喜、可以悲, 是诗骚传统的延续, 因此, 说他 !英华雅

正∀。另一方面也看到梅诗在 !本人情、状风物∀方面的高超

能力。 !变态百出∀是指梅诗能根据表现对象的特征和表达

情感的类型而极尽其妙, 语言文辞上则清新自然。这是对梅

诗早期创作风格的评价。可见, 在欧阳修眼中,梅诗早期作

品风格主体上是平淡的。

欧阳修的评价也符合梅尧臣的创作实际。明道元年以

前, 梅尧臣跟随叔父梅询出入于湖州、襄州、洛阳等地, 后因

门荫补太庙斋郎, 出任桐城县、河南县主簿。因其早年顺遂

的人生经历以及与达官显贵们诗文唱和交往, 其心境相对平

和。加之, 梅尧臣少时作诗专学韦应物。韦应物山水诗风格

!高雅闲淡∀, [ 5]其山水诗在景物选取与描绘上都表现出很

强的写实性特征, 总是将山川景物作为其仕隐生活的环境与

情感活动的背景再现于诗中的, 所以, 其诗中的景物更接近

普通人对自然山川的直观感受, 意境创造也更接近客观自

然。[ 6]梅尧臣早期诗歌所表现出的对客观事物高超的表现能

力, 当与其从小学习韦应物诗歌有一定关系。从天圣、明道

年间诗歌看, 不论游观抒怀,还是写景状物, 其诗歌皆能细致

入微地表现人情物态, 风格平淡自然。如�田家 曰: !去锄

南山豆, 归灌东园瓜。白水照茅屋, 清风生稻花。前陂日已

晚, 聒聒竞鸣蛙。∀诗歌以闲适的心境描绘农民劳作的情趣,

意境清幽淡远。又如 !晓涨林烟重, 春归野水平∀ ( �依韵和

载阳登广福寺阁 )、!水鸟静相依, 芦洲蔼将晚∀ ( �和希深晚

泛伊川 )等诗句均传达出清幽淡远的山水之趣与诗人恬适

闲雅的心境。为了做到写景状物的细致精微, 梅尧臣早期诗

歌就有学习韩愈诗歌技巧的倾向。如�黄河 诗, 通过不断地

视角变换来多角度表现黄河的奔腾气势, 诗歌在风格上显得

雄浑壮丽, 行文也如黄河般流宕挥洒,气韵流转。�希深惠书

言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 则以诗歌的形式详

细记录了谢绛等人游览嵩山的全过程, 写景状物生动逼真,

人物音容笑貌若在目前。谢绛看后,在其�又答梅圣俞书 中

称: !自始及末, 谓次游观之美, 如指诸掌, 而又语重韵险, 亡

有一字近浮靡而涉缪异, 则知足下于雅颂为深。∀ [4] 1383这些

诗歌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跌宕转折、变态百出的特征。可

见, 梅尧臣早期诗歌主要风格是平淡的, 但是在平淡之余也

开始表露出古硬的端倪。

欧阳修对梅诗中期的评价主要表现在庆历四年的 �水谷

夜行寄子美圣俞 和皇祐二年的 �再和圣俞见答 两首诗中。

前诗一方面在与苏舜钦的诗风对比中突出梅诗 !文词清新,

心意老大∀的特点,一方面指出近年来梅诗风格向古硬转变

的事实, 后诗则重点强调了梅诗 !古淡有真味∀的总体风格。

从欧阳修评价看, 梅尧臣诗歌中期的主体风格应是 !古淡∀或

!古硬∀的。当然, 古淡与平淡在审美内涵上是有一定区别

的。平淡主要内涵是指诗歌中表现出创作主体平和淡雅的

心境, 诗歌形式上节奏舒缓, 语言素淡。古淡在平淡中当还

带有古雅精警的一面。从梅尧臣此期诗歌创作实绩看, 欧阳

修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景祐元年到庆历年间, 梅尧臣身

居下僚。科举的下第, 家庭的变故, 官场的失意, 加之此期宋

王朝内部围绕边患和内政发生的各种政治斗争等因素对梅

尧臣诗歌创作的影响, 此期间, 梅尧臣诗歌风格产生了明显

的变化。宝元元年,西夏元昊称帝, 大举进犯宋朝北境,诗人

先后写了�襄城对雪 、�闻尹师鲁赴泾州幕 、�故原战  等关

心国事的诗篇 ;长期的地方官经历, 也使他写了像�田家语  、

�汝坟贫女 等关心民生疾苦的诗篇。这些诗感情深沉愤激,

语言清新朴实。当然, 此期写得最多的题材还是诗人游观山

水、写景状物的作品。诗人力求以闲适恬淡的心境去描写山

姿水态, 表达寄情山水之乐。为了更好地突出山姿水态自身

的宁静淡远, 诗人往往在开掘山水的意境方面下工夫, 注重

炼字炼意, 使诗句更加精警秀美, 从而达到平淡的境界。因

此, 此期山水诗在平淡中表现出精警峭拔的古硬风格。如

!人闲绿波静,幽鹭插头眠 ∀ ( �登许昌城望西湖 ); !浊泥留

玉骨, 疑是葬西施∀ ( �梦与公度同赋藕花追录之 ); !夜火煮

石泉, 朝烟遍岩窟∀ ( �采白术  ); 等等。这些诗句是诗人通

过苦心经营后而达到闲雅淡远境界的, 于平淡中见出古硬劲

峭, 有时还能看出诗人刻意为之的痕迹。这也地体现了诗人

求新求奇的创作追求 ,是其 !意新语工∀创作理想的具体实

践。

欧阳修对梅尧臣诗风进行全面评价和总结主要体现在

嘉祐六年的 �梅圣俞墓志铭序  和晚年的 �六一诗话 中。

�梅圣俞墓志铭并序 是对梅尧臣一生诗歌创作的总结和全

面评价。在该文中, 欧阳修明确指出梅诗风格发展演变的过

程: 因为梅尧臣早年学习韦苏州, 所以 !其初喜为清丽, 闲肆

平淡∀,这与前面 !文词清新, 心意老大∀的评价是一致的。

后来, 其古体诗开始学习韩愈诗歌技巧, 所以 !久则涵演深

远, 间亦琢剥以出怪巧∀, 亦如庆历四年所说的 !近诗尤古硬,

咀嚼苦难嘬∀。钱钟书评梅尧臣诗歌时说: !看来古诗从韩

愈、孟郊、还有卢仝那里学了些手法, 五言律诗受了王维、孟

浩然的启发。∀ [ 7]尽管欧阳修对梅诗间出 !怪巧∀的风格有所

微词, 但对其诗 !气完力余, 益老以劲∀的古峭格力是大为赞

赏的。最后对梅诗应人多而辞非一体的多样性也作了说明。

这篇序文既总结了梅诗的主体风格,又指出梅诗风格的多样

性和发展变化的一面 ,可谓准确、深刻、全面, 符合梅诗创作

的实际情况。�六一诗话 中对梅诗的两处评价是从梅尧臣

诗歌创作倾向于苦吟, 注重构思和立意的创新性角度立言

的。其 !闲远古淡∀的概括基本符合梅尧臣诗歌的主体风格,

是比较全面、客观的。从梅诗创作实际看, 直到嘉祐前后梅

尧臣入京为官 ,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

心态也逐渐趋向平和通达,诗歌创作进一步突出了平淡和乐

的特点。当然, 其晚期诗歌在形式的平淡中还蕴涵着一种老

成劲健的格力。所以欧阳修说他诗是 !益老以劲∀。

通过以上对欧阳修评价梅诗风格材料的分析, 我们可以

获得这样的一些认识: 其一, 欧阳修对梅诗风格的评价分为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评价了梅诗早期风格; 第二阶段既评价

了梅诗早期风格,也指出了梅诗发展变化 (下转第 6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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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或贤才或其它近似的目标的寻求、识别乃至招揽

之意。

将 !芼∀理解为 !择取∀也颇费心思。因为在 �诗

经  中, !芼∀仅出现这一次, !芼∀释为 !择 ∀, 别无旁

证。�礼记 、�仪礼 倒多次用 !芼 ∀, 但也没有一处
可释为 !择∀。�礼记  、�仪礼  中的这些 !芼∀往往

与 !羹 ∀或 !铏 ∀相提并用为 !芼羹 ∀、!铏芼 ∀之类。

按郑玄的注解是:芼, 菜也。孔颖达疏曰: ! &芼, 菜 ∋

者,按 �公食大夫礼 三牲皆有芼者, &牛藿、羊苦、豕
薇 ∋也。是芼乃为菜也。用菜杂肉为羹。∀ ( �礼记正

义  卷二十七 % 内则第十二 )
[ 3]
可知 !芼羹 ∀就是肉

汤加蔬菜的菜羹。不同的肉汤需加不同的蔬菜,所

谓 !牛藿、羊苦、豕薇∀,便是分别于牛、羊、豕肉汤中
加藿、苦、薇等蔬菜。这种芼菜的做法及 !芼菜∀这

一词语的用法,直到今天还有,吴小如先生在其 �说

(诗#关雎) 一文中曾谈到: !在现代汉语中,特别

是北京方言, 我们经常还听到用沸滾水把菜蔬 &芼

一下 ∋ 的说法。即等水烧开后把生的菜放进去,

&芼 ∋之使熟,随即捞出。∀ [ 4]
怪不得姚际恒 �诗经通

论  说: !芼为熟义,非择义 ∀,而比他更早的朱熹,在

其 �诗集传 中则释 !芼 ∀为 !熟而荐之也 ∀。联系到

!芼 ∀字的本义,将疏菜加入肉汤,菜浮于汤上, 总算

有了 !草覆蔓 ∀的感觉。从 !草覆蔓∀既已引申出 !芼
羹 ∀的意思, 再由 !芼羹 ∀引申出 !择取 ∀的意思就不

难了, 朱熹说: !彼参差之荇菜既得之, 则当采择而

亨芼之矣。∀当然,回归到整个 �关雎  的象喻系统中

来, !芼∀字由 !草覆蔓 ∀一步步引申而来的 !择取荇
菜∀义,还只是表层的意思, 其深层义则包含有求淑

女 (或求贤或实现理想 )即将成功 (甚或已经成功 )

的意思。

总而言之, �关雎  是一个多层复杂的象喻系

统, 具体到其中的关键动词 !流 ∀、!采 ∀、!芼 ∀, 也有

着多层而递进的丰富意蕴, 这些意蕴既是�关雎 创

作时所本有的, 也是自 �关雎  所产生的时代、编辑
入�诗 的时代起就已开始被解读者们所附加进去

的。每一个解读者都可以带着不同的目的, 从不同

的角度去阐释它们不同的意蕴,但就整个�关雎 诗

的存在史而言,它是一个多层复杂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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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 第三阶段对梅诗风格作了全面深刻的评价 ,既指出

了梅诗各时期的主体风格, 还指出了梅诗风格的发展、变化

和梅诗风格的多样化特点。其二,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风格

发展、变化的认识和评价与梅诗创作风格的发展、变化是基

本同步的。也是说, 梅尧臣诗歌创作风格及其变化情况比较

及时地得到欧阳修的批评。可见, 欧阳修对其批评是客观

的、公允的、可信的。其三, 梅尧臣诗歌风格不但有早期、中

期、晚期的差别, 古体和律诗等体裁上的差别, 还有讽喻现

实、抒怀寄慨、日常生活、诗友娱乐、山水游观等题材上的差

别。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风格的评价当是最恰切公允的。

鉴于以上分析, 我们认为以欧阳修�六一诗话 中 !闲远

古淡∀的概括作为梅尧臣诗歌主体风格是比较公允、全面、客

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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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 ld, the aesthetic charm is g reat ly w eakened and it is quite urgent to keep the conven tion. In th is situation, tabac�
co packing o f China should lay emphasis on time lim it and the d ifference in reg ion, nat iona l cond ition, policy and

streng th w hen mak ing ex istence strateg ies. Design space can be broadened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jub ilant

packing, humorous packing, cartoon pack ing, as w ell as act ion�prodding packing, fake�proof packing, suspense�
creating pack ing and fash ion pack ing.

Key words: F rame Convention of Tabacco Con trol; tabacco packing; predicament o f ex istence; space of ex ist�
ence; strategy o f ex istence

( 5) Origin and Transform ation ofNovels aboutO fficialdom HUANG Sheng�bo( 038)

Teachers Co llege, H 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H 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A s a sty le of nove,l o fficialdom novel has a long h istory. Nove ls o f condemnation in the late Q in

Q ynasty means the b irth of o fficialo lo rn nove.l Po litica l sarcastic novel and comedy in 1930s~ 1940s in the area

ruled by Kuom ingtang compe lled the deve lopment o f officia ldom nove.l In the late 1990s, the creation of o ff ic ial�
dom nove l prospered and two schoo ls, M a inM elody School andO fficia lR ea lism, cam e into be ing, wh ichmarks the

com ing of a boom o f officia ldom novel crea tion.

Key words: nove l about o ff icialdom; condemnation nove;l M a inM e lody Schoo;l O fficia lRealism

( 6) F ie ld Change of Poetry CHENG Gan( 042)

School of L iterature, Guangx iN ormal University, Nannin Guangx i 530001, Ch ina

Abstract: F ie ld change o f poetry, nam ely, elast ic ity of poetic language, refers to poets 'intent iona lbreak ing o f

grammat ical ru les. It is also an o rgan ized, med ium and constructive destruct ion o f prose language. It is an astonish�
ing d iscovery in the fam iliar th ings that readers pay no attention to and something tha t peop le understand through i�
mag inat ion in surprise and confusion.

Key words: field change; elasticity; un fam iliarization; effect o f d istance

( 7) Influence of Rationalistic 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Dynasty on Poe tics CHENG X iao�ping( 053)

Chinese Departm ent,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B usiness& E conom ics, B 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In what aspect does rationa listic Confuc ianism of the Song Dynasty influence poet ics? Op in ions va�
ry. In fac,t rationalistic Confuc ian v iew about nature and sentim ent influenced people s' th inking in the Song Dynas�
ty. It remoulded the poets ' ideo logy at that t ime and brought about the un ique sty le o f Song poetry. Its influence

finds expression in the poetic thought∗ ∗ ∗ sense is poetry.

Key words: rationalist ic Confucian ism; nature and sentim en;t the thought o f " sense being poetry"

( 8)OUYANG Xiu 's V iews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M EIYao�chen 's Poetry WU Da�shun( 057)

Chinese Departm ent, H uaihua C ollege, H uaihuaH unan 418008, China

Abstract: OUYANG X iu andME IYao�chen are life�time poetry friends. OUYANG analysed the characdteris�
t ics and change o fME I s' poetry in d ifferent stages. In his late years, OUYANG concluded in L iuy iPoetry Talks that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ME Is' poetry is fresh and refined, classical and elegan.t

Key words: OUYANG X iu; M E IYao�chen; poetry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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