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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诗话》

前言

文中寄志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非止邓禹希文学，马武望督邮也。晋文公有妻有马，不肯去齐。
光武贫时，与李通讼逋租于严尤。尤奇而目之。光武归谓李通曰：“严公宁目君耶？”窥其意，以得
严君一盼为荣。韩蕲王为小卒时，相士言其日后封王，韩大怒，以为侮己，奋拳殴之。都是一般见解
。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咏怀》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
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时诗也。玩其词，若不料此后之出将入相者。及其为七省经略，《在金中
丞席上》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登甲秀楼》绝句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
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与未得志时气象迥异。张
桐城相公则白翰林至作首相，诗皆一格。最清妙者：“柳荫春水曲，花外暮山多。”“叶底花开人不
见，一双蝴蝶已先知。”“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扈跸》云：“谁怜七十龙钟叟，
骑马踏冰星满天。”《和皇上风筝》云：“九霄日近增华色，四野风多仗宝绳。”押“绳”字韵，寄
托遥深。在古代的时候，当英雄还未遇上能让自己一展才华的时机时，大都不具有非常远大的志向，
这并非仅仅是邓禹从文学上寄托希望，马武以督邮为名门贵族等事例所能说明的事。晋文公有妻室和
马匹，惟独不肯离开齐国。光武帝在少年时很贫困，和李通因为逃税而同严尤打官司。严尤十分惊奇
地盯着他们看。光武帝回去后就对李通讲：“严公看你了吗？”言下之意，他是以严尤对他们的盯看
作为荣耀的事。韩蕲王做小卒的时候，看面相者料定他日后必被封王。然而韩却大怒，认为自己被侮
辱了，于是用拳把对方一顿猛打。这都是一个道理。鄂西林相公在《辛丑元日》曾经写过这样的句子
：“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在《咏怀》中又讲：“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这都
是他做郎中时所作的诗。看了这些词句又有谁能想到他将来会出将入相呢？等他做了七省经略，在《
金中丞席上》讲：“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他在《登甲秀楼》绝句中说道：“炊烟卓
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竟然以武侯来自比，这些都和他
未得志时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张桐城相公则从翰林做到首相，所作诗歌全是一个风格。最清秀美
妙的诗句有：“柳荫春水曲，花外暮山多。”“叶底花开人不见，一双蝴蝶已先知。”“临水种花知
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扈跸》讲：“谁怜七十龙钟叟，骑马踏冰星满天。”在他的《和皇上风
筝》中又讲：“九霄日近增华色，四野风多仗宝绳。”在这句诗里，诗人借“绳”字韵“升”，来寄
托自己内心的志向和远大的抱负。诗在骨不在格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
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
，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亳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
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
》；格岂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杨诚斋说：
“古往今来，天分低拙的人，都在诗歌上爱大谈格调，而不懂得风情趣味。为什么？因为格调是空架
子，有嘴就能很简单的描述出来；而风情趣味专门描写性灵，不是天才就办不到。”我十分喜欢这句
话。要知道有性情，便有了格律；格律总是在性情之中的。《诗经》三百篇多半是劳动者及怀春少妇
直率言情的，有谁为他们定过格式呢？又有谁为他们定过音律呢？而现在谈格调的，能超出这个范围
吗？况皋、大禹时代的歌谣，不同于《三百篇》；《国风》的格调，不同于《雅》、《颂》。格式怎
么有一定之规呢？许浑讲：“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的精华在诗骨而不在格式呀！
存其是去其非前明门户之习，不止朝廷也，于诗亦然。当其盛时，高、杨、张、徐，各自成家，毫无
门户。一传而为七子，再传而为钟、谭，为公安，又再传而为虞山，率皆攻排诋呵，白树一帜，殊可
笑也。凡人各有得力处，各有乖谬处，总要平心静气，存其是而去其非。试思七子、钟、谭，若无当
日之盛名，则虞山选《列朝诗》时，方将索于荒村寂寞之乡，得半句片言以传其人矣。敌必当王，射
先中马，皆好名者之累也！前明有门户派别之分，不只是朝廷有，在诗歌上也是这样，当明诗处于昌
盛的时候，高、杨、张、徐，各自成为一家，没有门户高下。一传下来就是明七子；再传就是谭、钟
，成为公安派；又再传是虞山，大都是相互攻击诋毁，自己树立一个旗帜，真是十分可笑。大凡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的缺点，总是要平心静气，保留正确的，去掉不对的。试想明七子、钟
、谭等人，要是没有当时的盛名，则虞山选《列朝诗》时，必将从荒村僻壤的偏僻之地去寻找，有幸
得到一言半句就要传之于后人。打敌人一定先擒王，射人要先射马，这是喜爱名声的人所特有的累赘
，会在最紧要的时候葬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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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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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诗话》

内容概要

《随园诗话》是清代影响最大的论诗之作。《随园诗话》论述广泛，从诗人先天的资质到后天的培养
、从写景言情到咏物论史、从立意构思到谋篇炼句、从韵律辞章到比兴托物、从诗的修改鉴赏到诗的
选篇与评论，从诗的方方面面体现其以『性灵』为主的诗歌理论批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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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诗话》

作者简介

袁枚（1716－1797年），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
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袁枚是乾隆、嘉庆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
三大家”。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调做官，曾任江宁、上元等地知
县，政声好，很得当时总督尹继善的赏识。三十三岁父亲亡故，辞官养母，在江宁（南京）购置隋氏
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世称随园先生。自此，他就在这里过了近50年的闲适生活，从事诗
文著述，编诗话发现人才，奖掖后进，为当时诗坛所宗。袁枚24岁参加朝廷的科考，试题是《赋得因
风想玉珂》，诗中有“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的妙句，然而总裁们以为“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
”，幸得当时总督尹继善挺身而出，才免于落榜。
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16卷及《补遗》10卷；《新齐谐》24卷及《续新齐谐》10卷
；随园食单1卷；散文 ，尺牍，随园食单说部等30余种。散文代表作《祭妹文》，哀婉真挚，流传久
远，古文论者将其与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提。
倡导“性灵说”。主张写诗要写出自己的个性，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
关堆垛”。主张直抒胸臆，写出个人的“性情遭际”。主张“性灵”和“学识”结合起来，以性情、
天分和学历作为创作基本，以“真、新、活”为创作追求，这样才能将先天条件和后天努力相结合，
创作出佳品，认为“诗文之作意用笔，如美人之发肤巧笑，先天也；诗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
首饰，后天也”。主张文学应该进化，应有时代特色，反对宗唐宗宋。他讥讽神韵派是“贫贱骄人”
，格调派是“木偶演戏”，肌理派是“开骨董店”，宗宋派是“乞儿搬家”。他也反对沈德潜的“温
柔敦厚”说，认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主张骈文和
散文并重，认为骈文与散文正如自然界的偶与奇一样不可偏废，二者同源而异流，它们的关系是双峰
并峙，两水分流。诗歌清新隽永，流转自如。写景诗飘逸玲珑。其中，和他的诗歌主张与风格相似的
诗人还有郑燮、赵翼和黄景仁。
袁枚的文学思想有发展的观点，对封建正统文学观点及形式主义思潮有冲击作用。另外，他强调骈文
作为美文学的存在价值，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的诗多叙写身边琐事，多风花雪月的吟哦，缺少社
会内容，有些诗趋向艳俗，不免浅薄甚至浮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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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诗话》

书籍目录

文中寄志诗在骨不在格存其是去其非金公政简刑清切勿抄袭绝妙名联圣朝佳话诗才清警诗重其性情唐
翰林最荣名未必符实福薄生慧改诗难于作诗诗贵其有深意每出必携书心有灵犀落笔不经意宋学太盛天
下无如吃饭难以故事育人赋诗抒怀诗难事也幸露语平安不能评第一诗称家数各朝富贵诗吟杨花诗妙在
孩子语预知中榜应酬诗作改诗论刚柔相济贤人留恋故地忠臣与孝子闺秀能文论因缘席间赋诗仿古风儒
释名家身份不等心胸不同用成语作妙诗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女人建功后宫轶事文简谈画文贵在曲婉野外
诗意才女嫁俗商论《声调谱》论诗的悟性美妙的诗得随园记五斗米与诗行医与作诗娘子秀才扬州游身
临其景诗词谈苏州秀才诗的意境女司马相如厚积而薄发好书之癖庸师妄评真才子评王荆公棋艺与诗作
生活与作诗作诗不能一概而论陈设古玩与运用典故好诗有好韵词章与考据一诗一典故喝酒与买书王安
石改诗墨禅和尚题《芝城话旧图》偶吟香亭上天造人难解乐府语诗文集之名别号非古诗歌的妙处讽世
语戒滥评英俊少年留佳作诗中典故探新不如旧做官容易作诗难题庙堂诗诗人的不同运气诗人也逃学七
旬老翁应试论古恬淡添寿沈周之诗遇才结友人参换野菜正者拒妓诗功姑表二兄弟淡雅桐城公尊唐贬宋
遭戏任氏姐妹情诗词救名妓秀才清语俗语出名士诗以对仗为工对客挥毫宴席上的诗作载菊之道咏指甲
咏叹别离苦勤奋尚书题仙人诗情深至挚誓死不渝上元灯词诗人笔下出美景咏诗拾趣为人难难得知己一
字显境界一诗感夫妇母女皆能作诗诗  境一杯清酒话松风姑母责郭巨一字传神秦淮竹枝华阳行慧眼识
诗趣雅风俗不得志者诗貌短小诗犹佳多种解释空青草三揖学艺人各有趣编辑七病谣和乐花旦考贵在考
证幽清之诗以讹传讹士大夫记闻一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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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诗话》

章节摘录

《随园诗话》是清代文学理论著作，袁枚著。随园，在江宁(今南京)小仓山，是袁枚辞官悟所筑别墅
名。袁枚的诗话即撰写于此，故名《随园诗话》。《随园诗话》是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其体制
为分条排列，每条或述一评，或记一事，或采一诗(或数诗)，乃随笔式。本书的编撰，旨在倡导性灵
说诗论，以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沈德潜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风气。本书于作者辞官后开始编
撰，成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毕沅等资助付梓。补遗则写至作苦病故为止，成书于嘉庆年间。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一号存斋，世称随园先生，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同老人等。钱
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慈溪(今属浙江)。乾隆四年(1739)进士，选庶吉士，人翰林院。乾隆七
年(1742)改发江南，历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乾隆十四年(1749)辞官，居于江宁(今江
苏南京)小仓山随园。以后除乾隆十七年(1752)曾赴陕西任职不到一年外，终生绝迹仕途。袁枚主持乾
隆诗坛，为性灵派领袖。著述甚丰，有《小仓山房诗集》、《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子
不语》、《随园尺牍》、《随园随笔》等十来种。传见《清史稿》卷四八五。《随园诗话》记述了古
今文坛掌故、文人轶事，评品古今诗人及诗作。集中体现了作者论诗力主性灵的主张。他认为：“自
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在袁枚的理论体系中，性灵大致与性情相等，
都是指诗人真情的抒发，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又说：“文以情生，未有无情而有
文者。”他甚至把“诗言志”的传统诗教也纳入他的性情之中，倡导“肌理说”。他又不一概排斥学
识和能力，在学识和能力与天分二者的关系上，袁枚仍然以天分为先，这体现了他性灵说的内质。灵
感的产生有突如其来和稍纵即逝的特点，袁枚在阐述性灵说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作者在强调“
性灵”的同时，他还提倡诗歌应有新鲜的风味，灵活的笔致，注重诗人的才情、个性与独创性。这种
反传统、反模拟、求创新的特点，亦有不少诗坛掌故、诗歌本事、诗人轶事的记载，虽不无庸俗之处
，但可见乾隆时期文化状况的一个侧面，是袁枚在继承前人进步思想的基础之上的新发展。本书的精
华在于“话”，而基础却在于“诗”，故书中采录了大量印证诗论的作品，不拘时代、流派，不拘作
者身份、性别，尤可称道者是闺秀之什颇多。独开生面，别树一帜并集结起“性灵”诗派，为反拟古
、反考据为诗，及使诗歌回归抒写真性情的轨道上来作出重要贡献，是对清代以来道统文学观的挑战
。《随园诗话》以其所具有的新兴社会思潮的因素而独树一帜，在中国文学理论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随园诗话》取材广泛，内容丰富，考虑到普及的需要，我们选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以供
读者阅读，希望本书能对您的学习和生活有所裨益。本书编排严谨，校点精当，并配以精美的插图，
以达到图文并茂、生动形象的效果。此外，本书版式新颖，设计考究，双色印刷，装帧精美，除供广
大读者阅读欣赏外，更具有极高的研究、收藏价值。编者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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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诗话》

编辑推荐

《随园诗话》中选录大量诗作，为反拟古、反考据为诗及使诗歌回归抒写真性情起了极大作用，扭转
了一代诗风，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做出了极大的黄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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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诗话》

精彩短评

1、有清一代之诗坛，袁子才独主性灵。盖明末公安派之承绪也！性灵者，不拘一格也。又开清末“
我手写我口”之风势。《随园诗话》即足见证此一文运。浙江古籍出版该丛书，不啻作一经典普及为
用也
2、节选本要说明啊
3、19.5元的书这么厚，确实少见，而且内容相当好，袁枚不愧是一代大家。
4、价格很实惠的哦，很喜欢，还会继续光顾的
5、在学校图书馆里看到了老版本，就很喜欢，追着买来的，很耐看，排版也不错
6、最好不要太密集。
7、袁老头有趣 书太厚些，最好有大师重新编辑一下
8、该书要分成三本就好了，太厚，又是一般的胶订，容易脱页。内容和排版方面，赞一个
9、书的质量满好的，内容还行，不过咬看你对古典文学兴趣大不大了。总的来说，还值得买下
10、一直想找个全的随园诗话，装帧也比较好的，终于看到凤凰出版社的这本了，拿到书感觉不错！
11、这本书主要是排版不太好
12、1，版面设计唯美，每一页都有古色古香的国画2，纸张有清香，平滑，好纸！3，内容不错，袁牧
的文字，清丽隽雅4，唯一不足是不是全卷，而是选卷！有点可惜
13、颜色很鲜艳，设计也不错
14、自古英雄如美人，不许人间见白头，我真心喜欢袁枚啊
15、这个王英志编著过《袁枚诗选》，但这本书编写的确实太粗糙，评点注释很少，序言也只有2页，
最大贡献不过是把竖排、繁体改为横排简体。
16、虽然不是全本，但装潢精致，印刷精良，字迹清晰，值得收藏。
17、是选登，并且很多地方翻译得差的一逼。没办法，在省图只借到这一版。
18、删节本将就看，注释一点都没有- -翻译水平“呵呵”果然这种普及版的书就是随手翻翻，不过袁
枚杂七杂八的言论还挺有意思的。
19、冲着便宜买的，译文不好可以忽略，节选版但是没注明
20、编排较密，看久了看的头晕，另外不太喜欢注解
21、朋友推荐的书，不会很快读完，但对我帮助很大。
22、袁子才的《随园诗话》堪称经典，自不必说，故不赘述。下午到货，晚上拜读，看了这本极为后
悔且恼火，原因如下：首先，先说错字，正文第4页第2段第3行，将“袁香亭”写成了“家香亭”，才
第4页你就出错，校对质量可想而知。其次，批注过于繁杂，以致版面布局不合理，严重影响阅读体
验，我看了17页就头晕的不行，并不是因为袁枚先生写的不好，只是没法避开那些唠唠叨叨的注解，
这些注解又不痛不痒没什么深度，有时还照抄一下原文，动不动还冒出两句话骂一下袁枚，你要是没
什么说的就闭上嘴！看了让人火大！第三，我想说的是出版商要有些良心，古人的大作都没要你们什
么版税，你们就偷着乐吧；批注不是批判，想做好一本书卖好一本书，心里不能总想着钱想着省钱，
随便在哪个旮旯弄一砖家胡批滥注，凤凰出版社也好其他的出版公司也罢，这些东西心里要有数。最
后，做书的时候你们要想好了，是想要弄一个《随园诗话》还是要出本《随园诗话注》还是想出本论
文集，这些是要考量的，不要打着袁老先生的旗号出来骗人，掏完老祖宗的兜又骂丫是一穷鬼，做人
要厚道，要踏踏实实，写批注卖书亦是如此。PS:就事论事，话还是要说清楚，之所以给两星评价，一
是给袁枚先生的内容，二是给这本书的印刷质量；此外，这本书我必退无疑，而且这是我在卓越上退
的第一本书；建议这本书弄几张正文图片或者提供在线试读，以避免更多人受其误导。
23、我有一套，盗版盗到天上去了。尤其译文，不知道是哪位幼儿园小朋友的学写作文。我一直留意
着想买套中意的，至今没发现。至于这本，在卫生间的时候看，比较合适。
24、书的纸质很好，光滑，字体亦适宜。读起来很舒服。书壳是硬纸板的，收藏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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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诗话》

精彩书评

1、这本书的译文谬误之多误人子弟之深令人发指，详见郑钦南 “三秦版《随园诗话》译文校订补正
” 译文。更可怕的是该译文译者不详出处不明却被许多出版社乃至盗版商广泛采用，贻害无穷，仅举
我见到的几篇指正谬误的文章如下：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706/19/4993693_222671787.shtml
（陕西旅游出版社）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68d9cb0100hm2e.html（远方出版社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DSZZ201003019.htm（昆仑出版社）另外本人曾误够过一套
“伊犁人民出版社”的中华名著百部系列的随园诗话，直接使用上述译文不说，明明只是选集却没有
注明，段落的分割也全无道理，以致我很怀疑这套图书是否为合法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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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诗话》

章节试读

1、《随园诗话》的笔记-第84页

        诗虽贵淡雅，亦不可有乡野气。何也？古之应、刘、鲍、谢、李、杜、韩、苏，皆有官职，非村
野之人。盖士君子读破万卷，又必须登庙堂，览山川，结交海内名流，然后气象见解，自然阔大；良
友琢磨，自然精进。否则，鸟啼虫鸣，沾沾自喜，虽有佳处，而边幅固已狭矣。人有乡党自好之士，
诗亦有乡党自好之诗。桓宽《盐铁论》曰：“鄙儒不如都士。”信矣！

一边读《古文观止》、《世说新语》、《诗品》，一边看这本书，感觉好像不像第一次读那么难于理
解，有“往往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攻错。（序录钱语。）”的感觉
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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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诗话》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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