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載道與抒情：明清之際
散文發展的兩種論述兼論

古文與小品之關係

李向昇

提　 　 要

新文學運動時期周作人不滿一般論文學史者對明清散文發展的論述，認

爲他們一來抹殺了晚明小品，二來以桐城派概括清代文章太過籠統。因此他

標榜晚明小品，推崇公安派的文學觀，甚至引爲新文學運動的同調。他的這

一觀點影響巨大，後凡論述明清散文者無不論及小品文，衆多文學史著作也

開始重視明清散文，且尤其推崇小品文。然而實際上這一現象的形成有一個

發展的過程，背後涉及到了載道與抒情兩種文學觀之間的角力。兩種論述之

間何者更爲準確？如何較爲客觀準確的描述明清之際散文的發展，以及古文

與小品之間的關係，成爲了問題。本文擬從周作人對明清散文的論述切入，

梳理前人對明清散文發展的兩種論述，並揭示這兩種論述背後的文學觀，從

而指出周作人二分“言志”與“載道”的論述儘管未必準確，但對論述明清散

文發展仍有重要意義：分析明清之際小品文作者的古文觀與古文家的小品

文創作，可以知道小品與古文的關係並不如周作人所描述的那般對立，然而

周作人所强調的“言志”與“載道”的緊張關係，正正是明清散文演變的内在

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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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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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講本國的文學批評或文學史的，向來不大看重或者簡直抹殺明季

公安竟陵兩派文章，偶爾提及，也總根據日本和清朝的那種官話加以輕

蔑的批語，文章的統系仿佛是七子之後便由歸唐轉交桐城派的樣子，這

個看法我想是頗有錯誤的。他們不知道公安竟陵是那時的一種新文學

運動，這不但使他們對於民國初年的文學革命不能了解其意義，便是清

初新舊文學廢興也就有些事情不容易明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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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人對明清散文發展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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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詩文所謂公安派也，蓋明自三楊倡臺閣之體，遞相摹仿，日就庸膚。李

夢陽、何景明起而變之，李攀龍、王世貞繼而和之。前後七子，遂以仿漢

摹唐，轉移一代之風氣，迨其末流，漸成僞體，塗澤字句，鈎棘篇章，萬喙

一音，陳因生厭。於是公安三袁，又乘其弊而排抵之。三袁者一庶子宗

道、一吏部郎中中道、一即宏道也。其詩文變板重爲輕巧，變粉飾爲本

色，致天下耳目於一新，又復靡然而從之。然七子猶根於學問，三袁則惟

恃聰明；學七子者不過贗古，學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壞度，名爲

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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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何（何景明，１４８３—１５２１）、李（李夢陽，１４７３—１５３０）、王（王世貞，
１５２６—１５９０）、李（李攀龍，１５１４—１５７０）之極盛，茅坤（１５１２—１６０１）、唐
順之（１５０７—１５６０）以疏快救板重。王慎中（１５０９—１５９９）、歸有光
（１５０６—１５７１）以潔適變奥古。此變而得其正者也。山陰徐渭（１５２１—
１５９３）字文長，公安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字中郎，以清真藥雕琢，而不免
纖窕，則江湖才子之惡調也！竟陵鍾惺（１５７４—１６２４）字伯敬，譚元春
（１５８６—１６３７）字友夏，以幽冷裁膚縟，而仍歸澀僻，又山林充隱之贗格
也！一則漫無持擇；一又過爲尖新；雖蹊徑不同，而要之好行小慧，以便
空疏不學則一！此變而不得其正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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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王、李猶根於學問；公安則惟恃聰明；其尤甚者，輕薄以爲風趣，矜誕以
爲弔詭。而金聖歎一派之放誕滅裂以自命才子，未必非公安階之厲也！
學王、李者，不過奥堅以贗古。而學公安者，乃至矜其小慧，反道而敗德，
名爲救王、李之弊，而弊又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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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以南，吴越之間，文人學士應制科之徵，大抵涉獵書史，博而不精，
所爲之文以修潔擅長，句櫛字梳，尤工小品。然限於篇幅，無奇偉之觀，
竹垞（朱彝尊，１６２９—１７０９）、次耕（潘耒，１６４６—１７０８）其最著者也，鈍翁
（汪琬）、漁洋（王士禛，１６３４—１７１１）、牧仲（宋犖，１６３４—１７１３）之文，亦
屬此派。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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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説現今的散文小品並非五四以後的新出産品，實在是“古已有
之”，不過現今重新發達起來罷了。由板橋（鄭燮）、冬心（金農）溯而上
之這班明朝文人再上連東坡、山谷等，似可編一本文選，也即爲散文小
品的源流材料。瑏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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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年文學革命運動以來，歷來文學批評中“復古”與“模擬”的主張，
大都受到了極嚴厲的批評；而公安派的理論，基本上是“反復古”、“反模
擬”的。因此，公安理論也就不免夤緣際會，廣受晚近學者推崇，並視之
爲進步與創新的代表。瑏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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ëpO�*。���Âá-ÃÂQ#�ëÎÂ，xQ�Z、��Bv，öFº

z�´"OÐ´，ÕN!P;x�´"Ðè)¨ÃöF，�iwzXOÞ"

è。ùx�ÃÂQ#，�´"N!P3üÃÂÞ"¡aO¥V。ý^Q�Z，
öc¿äæ�ùeê"�½：

昨見足下抨擊袁中郎文甚當。明季文章自有此尖新一派，臨川濫觴，公
安汎委，而倒瀾於陳仲醇、王季重諸君。僕戲謂此文章家清客陪堂也，廣
座中忽發一趣語，亦足令貴客解頤，然人品掃地矣。瑔瑥

öQ?O§<ÃÂ“ê£"�Øzbê5ë}”，ÎIzTUO©�Âb}O

©¸æ_，ÏÓweêàx�´O?'Ðè，ù`eê�´+@O�*。��

öþb}O�´"ý�B“"�èQ�¿l”，�ëý�!Eª�ê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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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瑤
瑔瑥

（接上頁）��ô，�0Éû：《½â———o1Þ÷"0oOi�Ãn》（P§：P§Þæ�%
s，１９９０ )），k １６４。í�@Ïz�_¨þ，�B“öâ�*y«，*°�？没z；â�
‘0¦@，0&@’，ÏÔ。ów《ùÁ夢â》，¾w《 �夢Ü》，ºw¡‘Ü夢’，
ÜÐúCMjO‘R¶O*�û’。”̀ í�@：《("æ±"Ã0T±"———êQ&"9
ï》（�¸：FN·«¦·5rµr¦9，２００４ )），k ９７。ÏzÉ�±��B“̀ ;¡ö
Ê&ê?¢ûOëj¶BöÏV¸[¶¥lêâì+OÜ¬B�â�O�0，�oÇ
1ôë,»Ä¶�ûOjjåæ。”̀ íÓf：《úbOôt：eêO\Ó¶"化》（+�：
r��%s，２００４ )），k ３１８。
 ì¬¥：《!oØq�¸》，《óíp¦Ê¸》，k １６１８。
Q�Z：《KOFÔµ》，《Q�jpq》，《óíp¦»¸k¦》q(（+á：莊�"化�Ó
z&1'，１９９７ )），t ２４７，k ７８７。



Q#O¥V，�´(eêÃQ#，-@�i，ù`ë�。bõ，öS»eê�

´z�¼�，若8#öOÞ"pq)¨，öÊw÷YOÞ":;OØRT，Ô

《kÞ"�Ú》½：

余聞之先儒曰，文者，載道之器，故文非道不立，道非文不行。《易》曰：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文不在兹乎？”是文之極軌，惟唐虞三
代，六經之文，足以當之。自聖人没，莊列申韓者流，蠭出並作，乃各倡其
曲説爲一家言，蓋文與道離矣。漢承秦煨燼之餘，掇拾補綴，六藝蔚然復
興，董仲舒、賈誼、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最爲爾雅。自是文靡於
六朝，韓愈振之；文亡於五代，歐陽修、蘇氏父子振之。之數公者，其慨然
自號於一世，莫不欲原本道術，追詩書六藝之遺，顧於道猶或離而或
合也。瑔瑦

öx"6±T#)¨Þ"O&r，("6#ëOãjµ?´�±"，Ã"K6

TO莊、©、@、5，ÃÃ´`T��ðOM?，x0�¿´âÝ?"±m«�©

�Þ":;O5�、�uÒ，ö���vOJ_�w“"I6ø，6I"

¬”。�,YÅÞ"&rO角Ë，��wÞ":;OÅR，��,"6#ëI，
ÏwQ#Þ"èÝ`OIJ。�ÎÚ"wQ�ZBäæ�編Þ"³�Ð，ö

�B�³"�z#(6T，ÏzT(6T，Gb"3öÊÀ;：

夫合者當思其所以合，離者當究其所以離，而一折衷於六經之旨。然後
醇者可爲吾法，駁者亦可爲吾用，而學者讀之可蘄其由文以適於道也。瑔瑧

�ÎOIJ¡Âz�60èO§Z。®b=Ê�½：“�j"z6Ì，?þã

i�î，ÝÜ))ÊåbÐµ。¢�Az�´ÝT。”瑔瑨sjö¨ÐQ?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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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瑦
瑔瑧
瑔瑨

Q�Z：《kÞ"�Ú》，《Q�jpq》，《óíp¦»¸k¦》q(，t ２４７，k ７３３。
_Pñ。
_Pñ。



"1。^b¤)Þ":;OQ�Z，Ø�»eê�´z�¼�。��Q�ZØ

ßO�´"ªÒ��>�§。Ô《æ\¿Ý�Ú》�ÄÅB“]?ïq，�´±

}T”，瑔瑩ÊB¾�OwÔï{，t§���w�´}Ð，v^《è¤》：

七月二日行東昌道中，久旱兼之驟風，塵沙撲面，眼耳鼻舌都滿，徐文長
所云：“未開光明泥菩薩也。”憶諸兄此時環坐小橋柳蔭下，聽殘蟬斷續
聲如咽，摇扇閒話桑麻晴雨，便是一幅桃源圖。念至此愯然神飛矣。慚
甚，妒甚。瑖瑠

x0《Kº ð》：

常時夢想，縹緲莫釐之勝，今到洞庭兩月，畏暑未能一遊。與足下别六七
年，每一相思，恨不奮飛及咫尺。此間懶於數面，天下事大抵如此，可發
一笑。拙文數首馳正。晚涼過翁園坐亭子上，聽活活泉聲也。瑖瑡

¿ÉÒ)，̂ �èÝ，Q5ù¸。bsï{�´qoøze%，Ã%J。¥ø

Ø*，́ ñ+�，�sA8Óweê�´Ý`OÌÍ。Ê«Û/�OëÎ�

´ý»�«：

料理料息庵方有頭緒，便擁爐静坐其中，不覺午睡昏昏也。偶聞兒子書
聲，心樂之，而爐間寥寥如松風響，則茶且熟矣。三月不雨，井水若甘露，
兢扃其門，而以缸罌相遺，何來惠泉？乃厭張生讒口。訊之家人輩，云舊
藏得惠水二器，寶雲泉一器。亟取二味品之，而令兒子快讀李秃翁《焚
書》，惟其極醒極健者。因憶壬寅五月中，著屐燒燈，品泉于吴城王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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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瑩

瑖瑠
瑖瑡

�ÀÒ��，̀ Q�Z：《æ\¿Ý�Ú》，《Q�jpq》，《óíp¦»¸k¦》q(，t
２４７，k ７４９。
Q�Z：《è¤》，《Q�jpq》，《óíp¦»¸k¦》q(，t ２４７，k ７８５。
Q�Z：《Kº ð》，《Q�jpq》，《óíp¦»¸k¦》q(，t ２４７，k ７８９。



第，自謂壬寅第一夜，今日豈減此耶？瑖瑢

ÿÌÍ，¬"ÉsÏ�°��。�ý±z，Q�ZOï{，ÅÝ¢�O:4*

¹þBPE，Ê��BòFí。v^《è¤》ØßOb-Käæb-O»ý，
《Kº ð》3Ñ¾Ý¥ø，Å"påÑÉ，�-�)，�°Ø-。Î?ï{@

w(:�¿Î，zþ}ONà，���3óv，�ÌÍ�，ÊOsÐBQ8，
Ò@Qæ。ÐT»(ØßO@òFN，�o�1，e£SJ，KÔ�wKäæ{

²¿Î，^�wÐTÿO/Oá��&。
Q�ZëO/¼�eê�´，ëO/ØßªÏé�ÒÐ�´，Î?"ZØ

�´，v^ö»ÄDï{O�ù�~：“�z¡�，�§®�´±m”，“z�õ

Z”，瑖瑣�¨�»¼On²a¢�ÍOwÞ"K�´¥VO�÷�¾。Iw

Û/�¾wÛÒ，+óöFO"0ÀéÃÞ":;Olm，��(N7OxÐ

¨，�´"ÏwöF©¸OÒÐÞ�，z'æO�´"q，?廣BA:。��Q

�ZÕzê�O"6#ëOÞ"pq，w÷YÞ":;Oø�，�´xÐI

�PÏåþ¶eê"æ�ý，Þ"kwöZ�¸OÒÐÞ�，�´"»ö�Ý

ÏwÄì±Ð。öx“Q�¿l”)+Í�´，�´O¥VàpåþKÞ"�

�ÎI，üÃÂÞ"¡aO¥V，�¶eêOá-Ó*�i。
ê3Q#O�ë�¾，Q�ZÎI]v，��ÏwëÂ÷YOv�。��

yBQ#Þ"µ/è，瑖瑤Q�ZB《µè"k》ÐÚ�ýþ��K�OC、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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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瑢
瑖瑣
瑖瑤

Û/�：《́ ø》，《[á�lÉÖ》（P§：P§Þæ�%s，１９８６ )），k １。
Q�Z：《¦Ä"�q¢》，《Q�jpq》，《óíp¦»¸k¦》q(，t ２４７，k ７９３。
hõíèB�OCKß�。êóN�BQ#Þ"µ/è»êQ±7Þ"%Î化"gÑ
tQ?@��.}OÓ;"gzëpOlm，�*IJùflêóN：《Q#Þ"µ/è
KQ#"C+¬》，《|¥º0B80�0¤》２００９ )j ４ û，k １０—１４。bõÛÒw°J
Âµè»("�6;、́ �äË、k±0<、0ÞþË¯O/OIJ，Ï�BµèOÞ"Ë
I¡Q#"gst}îPz©¸Ð，̀ ÛÒw：《Q#Þ"µ/èËIð》，《"0�
I》２００９ )j ６ û，k ５９—６３。bõ»µèO9ï'ô¸ÅzÛøÂ：《Q#&"µè9
ï》（¥õ：�4¦s，２００７ )）。0êóN：《Q#Þ"µè)�》（�¸：�fÀ¦�%
1'，２０１２ )）。



OÞ"，>“��xþã”，瑖瑥þËa�，��ãåÞ":;，w��Þ"Z�ô

OuÁ，��ö_�ôz《��》ë¦，瑖瑦Ôg+Köë7OÞ"/�_，Ó

w�´"�。£ýg《��Ú》«Ô�£ýô�：

比來此間有二快：長夏僦居慈仁，日坐卧雙松下，涼風時至，爽沁肌骨，
一二友人來就語，亦不復命巾韈，日夕竟去，都忘時世周旋。又，長洲生
近倣《世説》爲《説鈴》，書雖未就，間數日輒見一兩則，讀之殊使人
意遠。瑖瑧

£ýô� @òKl«��O《��》Î©B“íz”，@Ó`�《��》Og

+，Zg�Z，Bõö骨，Käæ+Ö，ºi��!ðO+OK《��》O,;æ

§�Ó�À.。£ýgÊ½“o>~+0I"±�，0ë�®ÄÖÞ，÷÷î

øã，Â$oÉ��，���»èë�ìÜù�。”瑖瑨Î~“Ôô§úÒ，0¡

�ý(（Þ¬）、¹£（£ýô）Uæ。¹£ÔÜ，1Âû�，tB��¸Ï。”瑖瑩

(£ýgO+Í)¨，《��》oOÌÍ、g+、ôZ“;æ§�”“÷îøã”
“ÔÜ”“û�”，��*�^ºQª�《��》Óweê�´Og+。�OÊ

«ÔoU¼`Ôë�，Ôë：

王匡廬（與敕）先生不恒爲詩，每遇林皋清曠，襟抱悠然，輒復有作。諸
子或請編録，先生諭之曰：“吾寫懷送抱，如絃之有音，所懷既往，則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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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瑥

瑖瑦

瑖瑧
瑖瑨
瑖瑩

Q�Z：《µè"kÚ》，《��pqÁ�》¡ní（�¸：æf"0�%s，２０１０ )），t ５，
k ２２６９。
CáÜ¯B:IêQ�ûO“��5�Þ”Ð´，(êQt?，"æ/»ê«、ø�;\、
"化fø�Opq、�Ëá*O角Ë，%»��O《��》Ð�:I，��B��《��》z
§OüøÂêQt?±�，sj(�0Ô�O �æ_，a\��OüøëkÖ\P
O�A，Ï'ñSJ"æ±>Oei。ùfÿ Ｑｉａｎ，Ｎａｎｘｉｕ，Ｓｐｉｒ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ｌｆ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ｈｉｎａ牶 ｔｈｅ Ｓｈｉｈｓｈｕｏ ｈｓｉｎｙü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ｅｇａｃｙ，（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２７９ ２８０．
£ýg：〈��Ú〉，《��pqÁ�》¡ní，t ５，k ２２６５。
_Pñ。
_Pñ。



音寂，何庸留此枝贅爲耶？”瑘瑠

.Ôí：

劉比部晨入朝，遇鬻群兒嬉游之具，俗所謂倒掖氣者，指揮從人買數枚，
次第於馬上吹之，了無怍色，徐自笑曰：“此事可入彈章。”瑘瑡

£Kò`£ýôO�Ï，�ý(`�Þ¬，ÅT“Ï”，¢T“Ð”，�,Ï絶、Ð

�，ÓwÝ¡eê�´o`ÃOÌÍ。����Øß»Ã《��》ë¦O*Ë

ª�°ê�，Ïw“:*�，oïÖé”，瑘瑢“·�&É，)/)T¶��。”瑘瑣

¡¢)《üèpq》OwÃoÏb¦Ô¶，Ï%�n(《üès$》o。¡

《���Ú》o，��ÊB《��》OÒÐ£PÂIQ_O§ä，�jz§¸B

《��》OÓ>àÐ�ò'。bÚÏÓw��ë7OÞ"g+，ue��½：
“���õ±É，Å¢+.a�”，瑘瑤¶《��》O�´g+@ù»+。Ú"

^z：

汪子方爲《説鈴》，有客見而笑曰：“何吾子著録之不倫也？夫四方之大
夫士，聯車轊，結衣衽，而來遊京師者，非以市奇弔詭也，梯榮焉止爾，媒
利焉止爾。梯榮故名顯，媒利故厚實。乃吾子舍是二者，而日操紙舒翰，
從事於此書，以名則窮，以實則左，得毋奇且詭與？”

��{E(�&X，xöæ:ý�×ØßÒÐ《��》O§ä，�BÒÐb¦å

Ú(X®。��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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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瑠
瑘瑡
瑘瑢
瑘瑣
瑘瑤

��：《��》，《��pqÁ�》，t ４，k ２２２３。
_Pñ。
_Pñ，k ２２２１。
_Pñ。
ue³�：《��Xq》，（P§：\]^¦_，１９２４ )），k ４０。



汪子應之曰：“客之所謂名實者，襃衣緩帶之倫舉不免焉。然方其下儤
直，匄休沐也，則必絲竹以諧耳，妖冶以悦目，樗蒲博塞之具以怡情肆志，
一張一弛，其由是道久矣。今客視乎吾之室，空然孑然，蕭然闃然，於絲
竹無有也，圖史而已；於妖冶無有也，蓬垢而已；於樗蒲博塞無有也，故簏
敗几而已。然且無以自娱，其若窮愁何？於是追憶舊聞，手纂口誦，不絲
竹而諧，無妖冶而悦，非樗蒲博塞之具而亦肆焉忘返者，誠不知其不可
也。噫！吾欲梯榮，則倦而無階；欲媒利，則困而乏餌。而又病夫飽食終
日，無所用心者，故寧取裁於此，尚何奇之能市，而何詭之可弔也？”客遂
笑而去。“説鈴”之義，蓋取諸《法言·吾子篇》，其書則與《世説》、《語
林》略相類。瑘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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