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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历经两年的努力，《渝水乡土文化研究丛书》的第一批成果———《隐居

在百丈峰的乱世诗人范梈》《临江府孔子后裔———“三孔”的济世人生》《从

庙堂到江湖———新喻石门先生梁寅的传奇人生》《北宋新喻“三刘”述评》

《习凿齿及其杂传解读》等五本专著终于出版了。这同时也是中共新余市渝

水区委宣传部与新余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合作推出的第一批地方文

化研究成果，是一批中青年学者深耕两年的阶段性收获。

主动服务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是高校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

义，也是高校教师专业成长的内在需要和重要载体。只有不断强化这种服

务意识并付诸踏踏实实的行动，我们的地方高校才能够谋求真正的发展；

对于人文学科的学者们来说，地方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也永远是学术研究

的一泓活水，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和资源。

感谢中共渝水区委宣传部的信任，同时，我们也愿意继续这种合作，愿

意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参与到活泼生动的地方经济文化建设进程中去，以自

己的方式为传播地方的优秀传统文化做出贡献。

黄谦

2015年 11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元代诗歌较之前的唐代与宋代诗歌确实逊色不少，这可能是其历

来不太受人们关注的原因。历代的诗论家、文学评论者对元代诗歌的评

论和研究大都只是寥寥数语、蜻蜓点水。究其原因可能是：首先，元曲是

元代的代表性文学样式，而元代诗歌的影响力则显然不如元曲，这是客

观原因所致。元末明初著名学者叶子奇就曾在《草木子》中比较汉、唐、

宋、元几代文学时直言：“传世之盛，汉以文，晋以字，唐以诗，宋以理学。

元之可传者，独北乐府耳。”其次，由于时代以及学术风气等等原因，元

代诗歌的收集、整理工作相对滞后，许多优秀诗人的诗歌和诗集散佚，

使人们对他们的研究无从下手。再次，从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来

讲，元代诗歌较之之前的唐宋诗歌确实有较大的落差，再加上后世读者

审美心理的定势有先入为主的意味。最后，由于元代时间相对短暂，诗

歌流派相对较少，各个流派之间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碰撞，整个诗

坛显得比较平淡、沉闷。

然而，元代诗歌也曾有过一些辉煌。在元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

化的隆盛时期是仁宗延祐年间，可以称作为“延祐盛世”。延祐时期也是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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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诗坛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诗人最多、最活跃，可谓是群星璀璨，

其中又以号称“元诗四大家”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位诗人的成

就最为突出。元代中期诗坛，以“四大家”为领袖，已经普遍形成了宗唐

复古的风气，整个诗歌界的审美主流风格是“雅正”。“雅正”是合乎规

范，纯正之意。诗风以辞雅理正、温柔敦厚为基本特征；题材以歌咏升

平、唱咏送答为主导。“雅正”这一风格的形成被看作是元代中期诗歌兴

盛的标志。元代文人自觉倡导“盛世之风”（元代的“盛世之音”主要表现

在国土辽阔，政治平和安定上），肩负起历史使命，他们的诗歌在中国古

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地位。范梈就是将发扬“盛大之音”当作自己的

使命和责任的诗人之一。

在“四大家”中，范梈境遇较为特殊，个性较为鲜明，他的诗和其他

三人相比，既有吸取经书、学习唐诗和倡导“治平之音”的共性，又具有

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

范梈同时代且同为“四大家”的虞集对范梈的诗作评价云：“范德机

诗如唐临晋帖”，即认为范梈的诗歌模仿多，创新少，这一评价明显带有

一定的贬义。而揭傒斯在《范先生诗序》云：“范德机诗如秋空行云，晴雷

卷雨，纵横变化，出入无联。又如空山道者，辟谷学仙，瘦骨崚嶒，神气自

若。又如豪鹰掠野，独鹤叫群，四顾无人，一碧万里。”这一评价却很明显

含有很高的褒扬之义。元代大学问家吴澄评范梈：“古近体诗尤工，蔼然

忠诚孝子之情，如杜子美。”蔼然，和气，和善；吴澄认为范梈的诗像杜甫

的诗歌那样和气、和善，抒发了“忠诚孝子”之情。对于范梈的为人，吴澄

云：“若亨父，可谓特立独行之士，有东汉诸君子之风。”吴澄又赞扬了范

梈为人的志行高洁，不同流俗。

明代著名学者、诗人和文艺批评家胡应麟给予元代四大家的诗作

了如此评价：“唐临晋帖，近而肖也；元人力矫宋弊，故五言律多草草无

复深造。范揭时参韦孟，而天韵疏。”这个评价认为范梈、揭傒斯诗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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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常学习韦应物和孟浩然，而诗歌韵味方面却不如韦应物和孟浩然。

这个评价是较为公正的。

清代，顾嗣立《元诗选》云：“浦城杨仲弘、清江范德机、富州揭曼硕，

先后齐名，人称‘虞杨范揭’，为有元一代之极盛。”清人宋荦在为顾嗣立

《元诗选》初集写序时则认为：“论者谓元诗不如宋，其实不然。宋诗多沉

僿，近少陵；元人多轻扬，近太白。以晚唐论，则宋人学韩、白为多，元人

学温、李为多，要亦娣姒耳……遗山导其先，虞、杨、范、揭诸君鸣其盛，

铁崖持其乱。沨沨乎亦具一代之音，讵可阙哉？”此评论充分肯定了元代

诗歌以及“四大家”诗歌的成就。乾隆年间所修《四库全书》收入了不少

元人诗集，范梈诗就在其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范诗评价为：“傒斯

之语，虽务反虞集之评，未免形容过当。然梈诗格实高，其机杼亦多自

运，未尝规规刻画古人，固未可以‘唐临晋帖’一语据为定论矣。”其评语

针对虞集、揭傒斯的评论做出了新的评价。这个评价认为揭傒斯的评价

虽然是反驳虞集的评价，但形容过当了。然而，范梈诗歌格调高雅，诗歌

的构思和布局也多数是自己创造的，不曾墨守成规，一味效仿古人，所

以不可以用“唐临晋帖”简单的一句话来作为定论。

进入 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史书对范梈及其诗作做出了不少的评

价。

1929年曾毅《中国文学史》引用了吴澄的评价：“为诗踸踔而有远

情。”“踸踔”是“跳跃”之意，“远情”即“深情”，也就是说范梈诗歌内容跳

跃性大但饱含深情。到了 20世纪 30年代，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评范梈诗曰：“也有自然流露，不纯是模仿古人。”1943年钱基博所著《中

国文学史》称范梈的五言古诗“豪宕清逸，足为高调”，“豪宕清逸”的意

思是“豪迈放荡清新脱俗”；又云诗中“萧闲之境，沉郁之意，令人味之亹

亹不倦”，“亹亹不倦”意思是“诗作十分感人”，“萧闲之境”是指范梈诗

歌的意境像陶渊明，“沉郁之意”则是指范梈诗歌具有杜甫的风格；然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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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则“气调警而意不断，趣不咏”，“古体胜于近体，五言古出于陈子昂，

七言古斅李太白”，“斅”的意思是“模仿”，指出范梈诗歌古体诗胜过近

体诗，五言古体诗师从陈子昂，七言古诗则是模仿李白。在论述中，钱基

博的著作还详细列举了范梈诗集的可读可诵之作。钱著对范梈的诗歌

成就的评价比较全面而且中肯。此外刘大杰、游国恩、中国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郭预衡、袁行霈、邓绍基、杨镰、张晶以及吴海、曾子鲁等的著作

对“四大家”的诗歌特点和地位都进行过论述，这里就不详述了。

20世纪 80年代，范梈作为个案开始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刘厚章、

涂文安的《范梈不是恩施人》和黄钧的《元代诗人马祖常和范梈的籍

贯———新版〈辞海〉两条注释辨误》以及刘大力《范梈籍贯为江西清江

考》对范梈的籍贯问题进行了考证，两者都证明范梈是江西樟树人，而

不是湖北恩施人。此期对范梈的研究只是局限于其诗歌的基本特点和

籍贯的考证方面。

20世纪 90年代以后，随着学界对元代文学和元代诗歌研究的重

视，有关范梈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了。

一、研究元代诗歌或元代诗歌“四大家”时涉及范梈的

如王忠阁、叶爱欣的《吴澄的诗论及其历史地位》指出吴澄的诗歌

主张影响了元代中期及“四大家”的雅正诗风，“四大家”具有“不加雕

饰、出于自然”的共同风格，也简述了四家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郭顺玉

的《试论元诗“四大家”与道教的关系》通过对元延祐年间诗坛“四大家”

的生平活动、思想以及创作的分析，指出元代知识分子为捍卫汉民族传

统文化，为仕进显达等目的而日益与道教走到一起的特点。徐子方的

《元代诗歌的分期及其评价问题》认为“四大家”的诗歌倡导学唐，作品

大多格律谨严，形式成熟。王春庭的《论元诗四大家》谈了元代诗歌在文

化自守、传承文化方面有重要的作用。王春庭的文章还从“宗唐复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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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倾向、讲究技法谨严和文字锤炼、恪守中和之道和追求雅正诗风、传

承之功不可没四个方面论述四大家的重要地位，指出他们代表了元诗

的最高成就，同时指出他们创新不够。查洪德《元诗四大家》分别研讨了

四位诗人的风格及其成就，认为范梈的个性特点比较鲜明，范梈诗歌的

艺术特色是具有超凡脱俗的清雅高风。但由于以上论文均非对范梈的

专题研究，所以论述显得还不够详细，也不够深入。

二、学术界专门研究范梈的逐渐增多

第一，对范梈的诗歌进行研究。康丽云的《范梈诗略论》将范梈的诗

歌内容分为反映现实之作、写景抒怀和赠别酬应三类，指出其艺术特

色：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色彩，构思精巧、结构严谨，表情达

意、委婉含蓄。肖永凤的《范梈诗歌的艺术特色》，论述了范梈诗歌的多

种艺术特色：兼植众体，近体尤工；收放自如，超迈洒脱；明白晓杨，生动

自然；写景抒情；托物言志。吴国富的《从范德机诗歌与大自然的关系看

元人的宗唐》侧重指出了范梈诗歌宗唐的不足之处，认为范德机生活疏

远大自然，艺术构思重视社会意义，因而他诗中的山水风景，不再真切

动人；意蕴加深，形象却变得平淡无味。

第二，从诗学理论角度进行研究。范梈的诗论著作有《木天禁语》

《诗学禁脔》等，后世有学者认为是伪作。对此有学者进行辨证。张键的

《元代诗法校考》对范的诗论进行校考，他指出元代诗法中，题为范梈

（字德机）所撰的最多。与范梈有关的另一种诗法著作是题傅与砺述范

德机意而作的诗法。这证明范梈在当时和之后在诗坛具有极大的影响

力。肖永凤《范梈诗论著作考辨》从元代诗论的发展情况，结合范梈著作

内容及诗歌创作实践，进行比较全面的考辨，认为范的诗论著作不是伪

作，只是在流传过程中个别地方产生了讹误，有的版本进行了增删合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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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在百丈峰的
乱世诗人范梈

第三，再度考证范梈的籍贯。万晴川的《范梈籍贯考》，进行了各方

面的考证，确认范梈是江西清江人。

第四，几篇硕士论文所做的研究。利煌硕士论文《范梈的生平和交

游》分上下两篇，从范梈的生平、仕履和交游等方面对他进行了较为全

面而深入的考察，并介绍了他的一些诗文，文献资料比较丰富。邱毅硕

士论文《范梈诗歌特征研究》对范梈思想特征、诗歌内容特征和艺术特

征作了较深入的探讨，而且指出了其宗唐复古、倡导风雅的诗学主张。

张花群硕士论文《范梈诗歌研究》论述了范梈的生平及诗歌生成、诗学

思想、诗歌内容及体裁、诗歌风格特征等，充分肯定了范梈在元代文坛

上的地位。

第五，专著。张应斌 2014年完成了专著《范梈与他的〈海康集〉》，主

要内容包括：第一章范椁的著作与《海康集》、第二章范椁赴任雷州、第

三章范椁在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第四章范椁亲历的元代雷州文化、

第五章范椁在海南廉访分司、第六章范椁在海北、第七章范椁的佚文、

第八章范椁《海康集》的文学和历史价值。

另外，《全元文》收范梈散文八篇：《杨仲弘集序》《傅与砺诗集序》

《总管府忠爱堂壁记》《经历司衡政厅记》《临高县龙坛记》《海角亭记》

《东坡祠记》《武宁县儒学记》。张应斌最近发表论文《〈全元文〉元文学家

范梈佚文补辑》，补辑了范梈佚文四篇，及佚文存目五篇。佚文四篇为：

《与虞伯生书》《朱思本〈贞一稿〉序》《临高县高山毗耶神祷雨有应记》

《请敕封临高县毗耶神》。佚文存目五篇为：《桃源记》《邓文原行状》《万

实元茂字说》和《跋赵子昻鹊华秋色图》。

以上是学界迄今为止对范梈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总体说来成果较

少，尤其是专门研究的著作不多。我们打算在前人时贤研究的基础上使

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写出一部专著，风格上力求做到雅俗共赏。

我们研究的范梈诗歌采用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六十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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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二十别集类二十《范德机诗》·七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我们研究的范梈诗论采用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七集

部五十诗文评类存目《木天禁语》·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和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七集部五十诗文评类存目《诗学禁脔》·一卷（两江

总督采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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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梈，字亨父，又字德机，号文白，临江府清江县（今江西樟树市）人。

他出生于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于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去世。他是

元代中期著名的诗人、诗论家、书法家，担任过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海南

海北道廉访司照磨、江西湖东道廉访司照磨和福建闽海道廉访司知事等

职。其原存诗文均已失传，现存有后人收集整理的《范德机诗集》。诗论著

作《木天禁语》《诗学禁脔》曾遭人质疑，经许多人考证认为是范梈亲笔。

第一节 聪敏好学的书生

在 700多年前的元朝，一个临江府清江（今江西樟树市）的男孩呱呱

坠地，这个男孩就是范梈。这个孩子的到来，给双亲带来了巨大的欢乐，

他们潜心培养，精心抚育，家境虽然不富裕，却很早就教他苦读圣贤书。

小范梈也非常懂事争气，读书过目不忘，而且聪敏好学，博览群书，他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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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在百丈峰的
乱世诗人范梈

趣广泛，天文地理，诗书礼仪，算卦占卜，无不潜心钻研。然而，天妒英才，

老天似乎有意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范梈幼年时就失去了父亲，靠母亲

熊氏一人精心哺育。母亲是个坚强的女人，既要独撑门户，又要教儿子励

志上进，读书做人，她用自己羸弱的身躯支撑着这个家庭。在母亲“润物

细无声”的言传身教之下，范梈进步得非常快，他的诗歌“雅正”“清纯”，

一改前朝“浮靡”之习，和虞集、杨载、揭傒斯并称“元诗四大家”；他的诗

论著作《木天禁语》《诗学禁脔》，将写诗的经验作了全面的归纳总结；此

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他虽然体格瘦弱，却毫不妄自菲薄，而是

能够在世俗中保持一份人格独立。他性情冷静，少年老成，读书异常刻

苦，在家竭力奉母，出外则坚强独立，而且为人聪颖，能够用自己刻苦学

来的占卜算卦来广交朋友，传播声名并谋求生存之道。

诗人在 38岁时，曾以诗咏怀，表达出自己的万千感慨。“忆我初年三

四龄，当客唯对声令令。夜诵汉赋一千字，朝来千字仍心冥。自许英年逼

华盖，岂信流光不相待？只今四十少二年，坐念立忘足悲慨。我当赠君金

叵罗，君当答我黄鹄歌。吴南水远春似画，欲行未行可奈何！莫使风雷寄

鸣铗，莫叹羊裘堕烟雪。人生万事如春花，璚花虽晚君须折。”（《奉和效古

意醉歌》）年幼的范梈，小小年纪，就熟读诗书，与人谈诗论道敏捷聪颖，

对答如流，前一天晚上刚读过的上千字的汉赋，第二天早上仍能倒背如

流。然而，外族统治者掌权的元朝，一个清贫的汉人书生想要出人头地，

真是谈何容易，接近不惑之年依然一事无成，报国无门，他不甘心，深感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现在虽然只剩下璚花，也不要错过，希望抓住良机，

有所作为。从诗人的自述中，将一个聪敏好学的书生形象刻画得跃然纸

上，令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

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默默站

在范梈背后的这个了不起的女人，就是他的母亲熊氏。据《元史·范梈传》

记载，范梈年幼失怙，母亲熊氏守节“不他适”，一心教儿子习字读书。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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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现有资料没有详细记载范梈母亲是如何教育范梈的，但是，从范梈的

性格、志向、为人及孝道方面，依然可以看出母亲对范梈的影响之大。第

一，坚强隐忍的个性。熊氏年轻守寡，儿子年幼，家境清贫，孤儿寡母支撑

家门，谈何容易。但是，熊氏守着儿子“不他适”，而儿子则“其耽嗜于书，

钻研于文，用功数十倍于人，人鲜或知也”。显然，如果母亲性格软弱，意

志不坚定，整日朝秦暮楚，三心二意，见异思迁，胡思乱想的话，范梈不可

能会有如此执着的信念，也无法拥有安静的环境去刻苦攻读。“虽介然清

寒，载然孤独，而察其微有树立志，无苟贱意。越数年，渐渐著声称”。据现

代科学研究成果，婴儿的性格往往在三岁左右即已形成，范梈和母亲心

心相印，母子情深，性情相投自然是情理中的事。从下面的诗句中可以看

出范梈对母亲的深厚感情：“自从别家来，江海信不通。宛宛维桑思，愿从

孤征鸿。夜梦白发亲，欢笑携稚僮。倚门望子归，未归忧忡忡。”（《苦热，

怀楚下》）。诗人把自己对母亲的万千牵挂，母亲的慈祥面貌，望穿秋水，

盼子早归时的神情举止都写得传神入微，母子之间心性相通的情形可见

一斑。再看下诗：“十载归来问草堂，入门喜见葛山苍。慈亲已慰占乌鹊，

稚子行堪咏凤凰。新理园池几创物？小移松柏且分行。卜居未是居难卜，

为恐旁人议楚狂。”（《归来》）。本诗是诗人设想回家时的欢乐场面，似乎

山也含笑，鸟也欢歌，一家人喜气洋洋，有说有笑的欢乐场面写得如闻其

声。这些诗中，字里行间充分体现出母子情深，母亲既是他的良师，又是

他的益友，母亲的坚强濡染了范梈，使他能矢志不移，坚强不屈，母亲的

志向内化成范梈的前进动力。第二，积极进取精神。孤儿寡母，原本是凄

风苦雨的生活，可是，范梈却不为所动，潜心学习，“用功数十倍于人”，这

种执着和定力，极有可能得力于其母精心营造的家庭氛围。我们不知道

母亲是怎样给儿子励志的，但是，他的家庭一定是温暖和温馨的，熊氏有

孟母三迁式的执着，有将儿子培养成栋梁之材的崇高理想。父母是儿女

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行事原则、理想旨趣都会点滴入心，糊涂软弱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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