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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集》

前言

　　公安三袁，即长兄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老二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三弟袁中
道(1570-1623)，字小修。在明代文学史上，公安三袁以反对复古、标举性灵享誉后世，被称为公安派
。以诗文成就以及影响而言，三兄弟中以中郎为最大，中道次之，宗道反居殿军。清钱谦益《列朝诗
集小传》丁集中《袁庶子宗道》云：“(伯修)其才或不逮二仲，而公安一派实自伯修发之。”《袁稽
勋宏道》又云：“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
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堪称的评。　　一　　袁宏道，字幼学，又字中郎，号石公，又号无
学、六休、石头居士，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史·袁宏道传》：“宏道年十六为诸生，即结社
城南，为之长。闲为诗歌古文，有声里中。”万历十六年(1588)乡试中举，时年二十一岁。第二年，
已至京师欲应礼部试的袁宏道受其兄袁宗道的教诲，开始接触禅学与阳明心学。袁中道《石浦先生传
》谓袁宗道有云：“己丑，焦公兹首制科，瞿公汝稷官京师，先生就之问学，共引以顿悟之旨。而僧
深有为龙潭高足，数以见性之说启先生。乃遍阅大慧、中峰诸录，得参求之诀。久之，稍有所豁。先
生于是研精性命，不复谭长生事矣。”从中可见焦兹、瞿汝稷、无念和尚以及李贽等人对袁宗道直接
或间接的影响，而袁宏道在京师转受其长兄的影响也在情理之中。此后数年，袁宏道就与其兄袁宗道
一同参禅悟道，深究佛典，如醉如痴，几乎废寝忘食。他并且尝试用禅宗之学与儒家孔孟之书相互印
证，又得阳明心学要领，终于走上亦禅亦儒的道路。　　万历十九年(1591)春夏之际，袁宏道特意到
麻城龙湖拜访李贽，两人一见如故，相得甚欢。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状》：“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
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这次访学对于公安派文艺思想的确立
打下了基础，清钱谦益《陶仲璞遯园集序》云：“万历之季，海内皆诋訾王、李，以乐天、子瞻为宗
，其说唱于公安袁氏。而袁氏中郎、小修，皆李卓吾之徒，其指实自卓吾发之。”　　万历二十
年(1592)三月，袁宏道殿试考中三甲第九十二名进士，房考官即为前三年考中状元的焦肱。在京师期
间，袁宏道结识了袁宗道在翰林院的同事王图、陶望龄、黄辉、萧云举等，这些人日后即成为他的道
友；袁宏道与同科进士江盈科、顾天竣等人也从此结为要好的朋友。袁宏道由于没有考选为翰林院庶
吉士，退而求其次，当小京官的希望也破灭，所以只能外放州县官。而这种结果与其人生价值取向并
不相符，于是这位新科进士选择了请假归里一途。在家乡公安石浦河畔，袁宏道与外祖父、舅父以及
大哥、三弟一起，从万历二十年秋至二十二年秋，度过了一段诗酒谈禅的优闲自在生活。期间，即万
历二十一年五月间，兄弟三人又一同到麻城龙湖拜访李贽，袁宏道作《别龙湖师》八首五绝，其一云
：“十日轻为别，重来未有期。出门馀泪眼，终不是男儿。”可见相契之深。　　万历二十二
年(1594)九月，袁宏道赴京谒选，授吴县知县，翌年三月到任。吴县为苏州府的附郭县，官务繁剧，
赋税甲于天下，吏奸胥猾。袁宏道皆能洞悉其弊，并采取一定措施，革除秕政，且两袖清风，以身作
则。致仕在家的大学士申时行，对这位二十八九岁的县令称誉有加，钱希言《锦帆集序》有云：“大
都使君所为政者，先宽平，持大体，不以杀而以字。少师申公尝语余曰：‘二百年来，无此令矣。’
”然而由于身体原因以及个人志趣，袁宏道终视县令为苦差；加之一桩后世不明原因的“天池之讼”
，袁宏道处理意见又与当路相左，于是两年问凡七具牍解官乞休，并最终得到批准。万历二十五
年(1597)正月以后，袁宏道开始游览东南山水，西湖、会稽、禹穴、兰亭、五泄、天目、黄山、新安
江，皆留有中郎及其同行陶望龄等友人的游踪，最后暂居真州。期间，他心闲意逸，与友人参禅悟道
，走上狂禅一路，并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散文小品与诗歌。　　万历二十六年(1598)，已官居左中
允的袁宗道致函中郎，令其赴京师再就选吏部。是年四月，袁宏道得授顺天府教授。此时袁中道也以
荆州府岁贡人国子监读书，兄弟三人与友人方文馔、黄辉、顾天竣、陶望龄、丘坦等在京师城西崇国
寺葡萄园结蒲桃社(或称葡萄社)。同仁问虽或诗酒唱酬，但蒲桃社终属禅社性质，习禅论学成为其主
要内容。袁宏道写于是年腊月十二日的《大人寿日戏作》五古有句云：“社中诸法友，勉力事禅那。
”万历二十七年(1599)，袁宏道升授国子监助教。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状》：“逾年，先生之学复稍
稍变，觉龙湖等所见，尚欠稳实。”从狂禅归向净土，袁宏道的思想转变正是在此后一段时间完成的
。　　府学教授与国子监助教皆属清闲教职，两学中文史典籍众多，两年的时间给予袁宏道涵泳阅览
古人的绝好机会，对于其哲学思想的转变以及文学观念的进展，大有裨益。万历二十八年(1600)三月
间，袁宏道又升任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七月奉差河南周藩瑞金王府掌行丧礼，八月告假回家乡公安
。期间长兄袁宗道猝逝京师，雁行折翅，令袁宏道百念俱灰；李贽自刎于通州狱中，也令中郎感念无
已，宦情顿薄。袁宏道于是以告病为由，居于家乡所自开之碧柳数千株的“柳浪”六年，时而与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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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僧潜心道妙，研磨禅僧延寿之《宗镜录》与六祖《坛经》，时而游屐及于庐山、武当、武陵、桃花
源，发为诗文，烟岚满纸，度过了六年自由自在的闲适生活。　　两脚皆已踏入仕途的袁宏道，再作
“山人”之想，谈何容易！父亲的催迫与生活的压力皆迫使其重回官场。万历三十四年(1606)秋九月
，袁宏道偕弟中道等重返京师，以原官礼部主事补授。第二年秋七月，其妻子李安人在京去世，袁宏
道适获得去蒲圻存问已致仕近三十年的右都御史谢鹏举的公差机会，沿水路南下，因得便还乡，途中
得知自己已调任吏部主事。万历三十六年(1608)暮春，袁宏道回至京师就任吏部验封司主事，兼摄文
选司事，公务较诸礼部仪制司繁重了许多。面对明廷中央吏部选官积重难返的诸多弊政，袁宏道并非
迂腐书生，而是能够有条不紊地澄清吏治，发奸撼伏，并立年终考察书吏之法；其所上《摘发巨奸疏
》，即充分显示了他这方面的才干。万历三十七年(1609)，袁宏道升任吏部考功司员外郎，七月问与
兵部主事朱一冯同被委任典试秦中乡试，恪尽职守，所取多知名士。试后遍游秦中诸胜，回程继游河
南洛阳龙门与登封嵩山等处，撰写诗文更上层楼。袁中道《蔡不瑕诗序》谓其兄中郎有云“自嵩华归
来，始云吾近日稍知作诗”，可见登山临水对于他创作的影响。考功司任上，袁宏道多所调停，清望
卓著。　　万历三十八年(1610)正月，考功事毕，给假南归。因公安遭水患，袁宏道移居沙市，治砚
北楼以居。是年中秋以后染病，九月初六日遽尔逝世，虚龄年仅四十三岁。　　二　　今人一提起性
灵派中人，似乎总戴有—幅“先人为主”的有色眼镜，认为他们都是一些放浪形骸之外的游戏人生者
。实际上，倡导性灵者中有许多人皆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三袁中以宗道、宏道最为突出。　　向心
禅悦本是出世的学问，置身仕途则是人世的津梁，两者表面上看似乎冰炭不相容，但古代文人士大夫
巧妙调和化解，避免两者冲突也自有一套办法。宋代苏轼外儒内道，尽管世风龌龊，但只要保有心灵
的一方净土，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即可化为处世的达观，宠辱不惊并能自寻其乐。长兄伯修“借禅以诠
儒”影响了二弟袁宏道，作为一种信仰，无论是儒家不欺暗室的“慎独”精神，还是禅宗不立文字的
参修顿悟功夫，其价值取向皆可促使信仰者避免与社会同流合污的无奈，达到心灵的净化。这一净化
的外在表现就是自律甚严的对社会、对人生积极负责的态度。袁中道《石浦先生传》记述宗道：“先
生为人修洁，生平不妄取人一钱。居官十五年，不以一字干有司。”袁中道《袁中郎行状》记述宏道
：“为吴令，不取一钱，贷而后装。居官十九年，不置升合田。”清廉自守萃于兄弟二人，严肃的生
活态度与洒脱宽广的心理空间，正是公安派倡导性灵的基础。惟有此一基础，他们才能严格区分开精
神生活与现实世界的不同，从而找到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去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有效途径。袁宏道
治理吴县不足两年，却官声甚佳，多有政绩；在吏部主事任上，更显示出他雷厉风行、不畏权贵却又
通权达变的干练办事风格。　　公安派强调自我，主张讲自己的话，不屑拾人牙慧，这无疑可与明中
叶以后汹涌澎湃的个性解放思潮相应共振，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在封建专制社会，人格的独立往往
只能局限于精神层面，而非社会性或政治性的。公安派所谓性灵，依仗的就是人格独立的精神力量。
袁宗道在《论文下》中强调：“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种言语。”认
为：“大喜者必绝倒，大哀者必号痛，大怒者必叫吼动地，发上指冠。”敢笑、敢哭、敢怒、敢骂，
并有将之形诸笔墨的企盼，正是性灵的底蕴。类似精神在袁宏道笔下更为习见，其《识张幼于箴铭后
》有云：“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独抒性灵，不肯从他人脚跟转，是公安派
的共同主张与追求，而这种偏重于精神层面的需求，并没有破坏儒家上尊下卑秩序的实践指向，其文
化品格也是以士林文化为本原的。　　万历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在致长兄的一封尺牍中谈到游览
灵岩山西施履迹时的感受：“低徊顾视，千载若新，至欲别不能别。有情之痴，至于如此，可发一笑
。”写于同年的游记小品《灵岩》亦云：“石上有西施履迹，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动。碧
缔缃钩，宛然石髡中，虽复铁石作肝，能不魂销心死？色之于人甚矣哉！”不回避对于人生大欲的曝
光，承认情与色的普遍与永恒，是一切性灵文人的特点。然而性灵文人所追求者，并非如世俗般只是
物质层面肉欲的享乐，而具有更多精神层面的想象审美色彩，终究没有跳出士林文化的圈子。清初文
人李渔《闲情偶寄》卷三有段名言：“想当然之妙境，较身醉温柔乡者倍觉有情⋯⋯幻境之妙，十倍
于真。”抱有某种理想审美态度的文人不是个别的，想象似乎更能满足他们的情感饥渴，宏道对于两
千年前的美女西施发生兴趣，正是基于想象的魅力。《灵岩》一文最后，作者发抒感慨说：“夫齐国
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无害霸；蜀宫无倾国之美人，刘禅竟为俘虏。亡国之罪，岂独在色？向使库有
湛卢之藏，潮无鸱夷之恨，越虽进百西施何益哉！”这番议论显然已超脱于情色，具有了某种启蒙的
因素。李贽的“童心说”对公安派影响深远，他的另一些被目为“异端”的学说，也对三袁产生过积
极影响。将上引文字对照李贽所编《初潭集》卷三的一段议论，我们即可发现这种影响的痕迹：“甚
矣，声色之迷人也。破国亡家，丧身失志，伤风败类，无不由此，可不慎欤！然汉武以雄才而拓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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馀里，魏武以英雄而割据有中原，又何尝不自声色中来也。嗣宗、仲容流声后世，固以此耳。岂其所
破败者自有所在，或在彼而未必在此欤！吾以是观之，若使夏不妹(m6)喜，吴不西施，亦必立而败亡
也。”　　从王阳明的“致良知”到李贽的“童心说”，展示出一条明代个性解放的途径，公安派正
是沿着这一途径而发展兴起的一个文学流派。“性灵”蕴含“童心说”的主旨，率性而为的个性张扬
蕴育了这一文学流派的精神内涵。袁宏道《叙小修诗》称赏三弟诗文“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
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从言语到内容皆有所本，禅宗的话头机锋即其权舆。宋普济《五灯会
元》卷七记述岩头与义存参禅语：“(岩)头曰：‘他后若欲播扬大教，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将来与
我盖天盖地去。’师于言下大悟。”万历二十七年(1599)袁宏道《答李元善》尺牍亦云：“文章新奇
，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强调诗
文要写自己心中真话，不作虚情假意的矫饰之辞或拟古模仿的赝品，可见禅宗对于公安派的深切影响
。若从文学传统上追寻，公安派强调真情也渊源有自，并非首创。仅以明代为时限，如明初大家宋濂
《叶夷仲文集序》即云：“物有所触，心有所向，则沛然发之于文。”较三袁时代稍前的唐宋派主将
唐顺之尺牍《与洪方洲》亦云：“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如
真见其面目，瑜瑕具不能掩，所为本色，此为上乘文字。”袁宏道极力推崇徐渭诗文，就是从其“自
出手眼”以及变古创新的特色着眼的。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与倡导者的处世态度密切相关，其问有
禅宗思想的影响，也有道家思想的踪影。在北京任顺天府学教授期间，袁宏道撰有《广庄》七篇，所
谓推广《庄子》其意，即阐释《庄子》之作。但无论佛、道，对于公安派的影响都是动态的，而非一
成不变的，这在袁宏道身上最为突出。即如禅学，袁宏道经过不断参悟，有一个从狂禅走向净土，又
归于禅净合一的过程，其有关尺牍就最能反映这方面的问题。所谓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自唐宋以
来即不断深入发展，在明代公安派的成长史中更得到鲜明的印证。　　具体到袁宏道的文学创作，无
论其诗歌还是散文，就文化品格而论，以士林文化为主体的本原而外，老庄、禅悦的影响自不可忽视
，市井文化的浸染也当引起我们的瞩目。在封建社会中，市井文化是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成长
丰富的，明代中叶以后是市井文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从另一角度看问题，阳明心学与“异端”李贽的
启蒙意识与个性解放精神，皆折射出市井文化的辉光。袁宏道《答李子髯》一诗云：“当代无文字，
闾巷有真情。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明代文人多有一股积极向市井文化靠拢的热情，即使
以诗文复古为职志的“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也曾将目光投向《锁南枝》、《山坡羊》等市
井小曲。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时尚小令》云：“自宣、正至成、弘后，中原又行《锁南
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李空同先生初自庆阳徙居汴梁，闻之以为可继《国风》之后；
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略早于三袁的李开先《市井艳词序》竟疾呼：“故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
间。”明中叶以后，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已沾染上浓厚的市民阶层意识，他们向某些传统意识发出挑战
，承认私欲的合理性等，无不反映出市井文化的异彩。而以三袁为主的性灵派文人，则更为主动地汲
取市井文化的营养，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曾致函其兄宗道：“近来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
肠大宽，诗眼大阔。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弟以《打草竿》、《劈破玉》为诗，故足乐也。”
一般而言，士林文化强调传统的继承，趋向于保守；市井文化重视现实利益与物质享受，具有移风易
俗的反传统力量。两种文化在一代文人脑中冲撞交融，整合变异，必然会令创作主体产生心理躁动，
而躁动的心态只能靠某种精神的运作在才可以达到新的平衡。老庄、佛禅作为一种心理平衡器，功效
卓著；可充分徜佯于想象世界的诗文创作也具有一定的心理平衡作用。万历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
尺牍《李子髯》有云：“若不作诗，何以过活这寂寞日子也？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异质文化
的交融令晚明文学具有了崭新的文化品格。　　散文较诸诗歌，不受格律、字数限制，发挥的馀地较
为阔大，因而已经具有崭新文化品格的晚明小品作为历代散文之一脉，就比晚明诗歌对后世有更深远
的影响。袁宏道的散文，包括序跋小品、游记小品、传记小品、尺牍小品等，也比其诗歌的名声较大
，究其本质原因，也不外乎这一缘故。　　三　　袁宏道的诗文集，生前即有多种刻本问世，如吴郡
袁叔度(无涯)书种堂所刻《敝箧集》二卷、《锦帆集》四卷、《解脱集》四卷、《瓶花斋集》十卷、
《广庄》一卷、《瓶史》一卷、《潇碧堂集》二十卷，总称《袁中郎七种》。其身后所刻全集，流传
较广者为崇祯二年(1629)武林佩兰居所刊《新刻钟伯敬增订袁中郎全集》四十卷，为陆之选所编。钱
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为1961年至1965年所写成的旧稿，直到1981年7月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
所用底本即佩兰居四十卷本。是书对袁宏道诗文分别加以编年，并对诗文中所涉及的人物以及少部分
地名或历史掌故做了言简意赅的笺注与校勘。是书的出版，对于明代性灵派研究可谓筚路蓝缕，功不
可没。　　1983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任访秋所著《袁中郎研究》(分上、下编，下编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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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集》

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诗文撰写年代等，与钱伯城有异。1994年4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李
健章《(袁宏道集笺校>志疑·袁中郎行状笺正·炳烛集》一书，对于《袁宏道集笺校》中的某些疏于
考证之处以及有关典故等，进行了细致翔实的订正考辨，功力深厚，有益学林。上世纪90年代以后，
有关公安派研究渐入高潮，如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周群著《袁宏道评传》、辽宁大学出版
社2001年12月出版钟林斌著《公安派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5月出版易晓闻著《公安派的文化阐释》
、重庆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何宗美著《公安派结社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何宗美
著《袁宏道诗文系年考订》等，皆对公安三袁研究作出了贡献。特别是《袁宏道诗文系年考订》一书
，对“涉及袁宏道诗文系年有疑异者z105篇，例举异说，一一考订”，用力甚勤，廓清了不少头绪纷
繁的问题。　　袁宏道诗文的有关选注本，见闻所及者，如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王骧、马传
生、孙润祥选注《公安三袁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范桥、张明高编选《袁中郎
尺牍》，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任亮直选注《袁中郎诗文选注》，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8月
出版熊礼汇选注《袁中郎小品》，岳麓书社2000年10月出版熊礼汇选注《公安三袁》等。这些选注本
之注文或简或繁，人选篇目或多或寡，各有特色，连同上述有关著述，皆为这次选注袁宏道诗文提供
了必要的参考。　　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六《袁宏道》言及性灵说之影响有云：　　一时闻
者涣然神悟，若良药之解散，而沉疴之去体也。乃不善学者，取其集中俳谐调笑之语。如《西湖》云
：“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卧。”《偶见白发》云：“无端见白发，欲哭
翻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跳。”《严陵钓台》云：“人言汉梅福，君之妻父也。”此本滑稽之
谈，类入于狂言，不自以为诗者。乃锡山华闻修选明诗，从而激赏叹绝。是何异弃苏合之香，取蛄蜣
之转邪？予于中郎，盖汰其鄙俚之作，存其稍用意者，对之可以刮目矣。　　所举三例，在袁宏道诗
作中所占比例并不多，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没有细读过袁宏道诗文者，特别是对于其诗，似乎
都有浅率粗疏、鄙俚不文的先人之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九著录《袁中道集》四十卷有云：“
其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又复靡然而从之。然七子犹根于学问，三
袁则惟恃聪明；学七子者不过赝古，学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名为救七子之弊，而弊
又甚焉。观于是集，亦足见文体迁流之故矣。”这一评论，对于三袁兄弟本身的批评不过是“惟恃聪
明”，矛头所向，是所谓“学三袁者”，这当然不能由三袁负责。　　细读袁宏道诗文，虽自出手眼
者多，但所蕴含士林文化的比重仍然占有压倒性地位，学问并不浅薄，腹笥也颇充盈。他的文学创作
不专意于用典，却能恰到好处；而其中对宗门一些公案或话头的信手拈来，也颇有顾盼自如的潇洒。
注释袁宏道诗文，有时就需要不厌其烦，否则难以深明其意。本书选注袁宏道诗文，分为诗选、文选
、尺牍选三部分，之所以将其尺牍独立于文选，就是考虑到袁宏道致亲友或尊长信函，遣词用语更为
直率洒脱，与其散文特色区别明显，风格有异。诗选凡37题48首，文选20篇，尺牍选13篇，各以撰写
年代先后为序。尺牍中有原题相同者，则加括注“一”、“二”，以便于称引。诗文中有关人物、用
典，皆尽力注出，繁难处不厌其详，以免读者再行翻检查阅工具书之劳。诗文有意无意问化用前人作
品语词或意境，也尽可能注出，以便鉴赏。所注释语词前后有重复者，简单的再行注出，以免读者前
后翻检；复杂的加以缩减注出，再用“参见”法，指示前注语之位置，以省篇幅并便于读者深入理解
。注释词语或整句、数句串讲，用冒号连接释文；再次解释其中语词，则用逗号连接释文，以使释文
层次分明。异读字或冷僻字，其后括注汉语拼音与同音汉字。作品之后的“品评”，标明写作年代，
并力求征引有关材料，若能给读者或多或少的一些启发，也就达到编选者的目的了。　　本书无论篇
目选择还是注释内容、作品后的“品评”，错误或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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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集》

内容概要

《袁宏道集》选注袁宏道诗文，分为诗选、文选、尺牍选三部分，之所以将其尺牍独立于文选，就是
考虑到袁宏道致亲友或尊长信函，遣词用语更为直率洒脱，与其散文特色区别明显，风格有异。诗选
凡37题48首，文选20篇，尺牍选13篇，各以撰写年代先后为序。尺牍中有原题相同者，则加括注“一
”、“二”，以便于称引。诗文中有关人物、用典，皆尽力注出，繁难处不厌其详，以免读者再行翻
检查阅工具书之劳。诗文有意无意问化用前人作品语词或意境，也尽可能注出，以便鉴赏。所注释语
词前后有重复者，简单的再行注出，以免读者前后翻检；复杂的加以缩减注出，再用“参见”法，指
示前注语之位置，以省篇幅并便于读者深入理解。注释词语或整句、数句串讲，用冒号连接释文；再
次解释其中语词，则用逗号连接释文，以使释文层次分明。异读字或冷僻字，其后括注汉语拼音与同
音汉字。作品之后的“品评”，标明写作年代，并力求征引有关材料，若能给读者或多或少的一些启
发，也就达到编选者的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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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诗选  古荆篇  江上（二首）  得李宏甫先生书  述怀  长安秋月夜  紫骝马  赠黄道元  迎春歌和江进之
 横塘渡  述内  答内  初至西湖（二首选一）  赠虞德园兄弟  宋帝六陵  兰亭  听朱生说《水浒传》  过彭
城吊西楚霸王  猛虎行秋日同梅子马、方子公、周承明饮北安门水轩  昌平道中  二月十一日崇国寺踏月
 游满井  丘长孺自塞上来  宿朱仙镇（四首）  柳（三首）  赤壁怀子瞻  文殊台  赠陈正夫  风林纤月落（
四首）  人日自笑  午日沙市观竞渡感赋  七夕偶成（二首）  万寿寺观文皇旧钟  岘首山观羊叔子堕泪碑 
华州公署古槐大可四十围，盖二百馀年物也，余题  之日国槐，诗以记之  千尺幢至百尺峡  望嵩少（二
首）文选  灵岩  上方  诸大家时文序  叙小修诗  识张幼于箴铭后  西洞庭  虎丘  灵隐  叙陈正甫《会心集
》  拙效传  满井游记  游高梁桥记  抱瓮亭记  徐文长传  瓶史引  雪涛阁集序  叙呙氏家绳集  送黄竹石还
江陵序  游骊山记  游苏门山百泉记尺牍选  徐汉明  李子髯  伯修（一）  顾绍芾秀才  朱司理  伯修（二）
 张幼于  答陶石篑（一）  与李龙湖  答梅客生  答王继津大司马  答李元善  答陶石篑（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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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诗选　　古荆篇　　【注释】　　①古荆：即荆州府，治所江陵（今湖北江陵）。②楚王宫：谓
已故内阁首辅张居正之宅第。楚王，谓明藩辽王。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辽王被废，其府第遂
为张居正所攘。③“云连蜀道”句：语本唐崔颢《赠卢八相》诗：“青山满蜀道，绿水向荆州。”蜀
道，蜀中（今四川）的道路。④丹楼：红楼，形容宫阁壮丽。绣幌：绣花的帘幕，形容居室之装饰华
美。巢飞燕：燕子在帐幕上筑巢，比喻处境危险。⑤青阁：涂饰青漆的楼阁，形容其豪华。文窗：雕
镂花纹的窗户。起睡鸦：谓鸦群在早晨飞起，形容环境闲散慵懒。⑥等闲度：谓光阴白白流逝，语本
唐白居易《琵琶行》诗：“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⑦江城：江陵临长江，故称。⑧合
欢花：又名马缨花，落叶乔木，羽状复叶，小叶对生，夜间成对相合，俗称“夜合花”。夏季开花，
头状花序，合瓣花冠，雄蕊多条，粉红色。⑨相思树：相传为战国宋康王的舍人韩凭与其妻何氏所化
生。晋干宝《搜神记》卷一一：“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为
城旦⋯⋯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
书于带日：‘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
王日：‘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
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
，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日‘相思树’。”⑩“王孙”句：意谓富贵者整日游乐，不知危险
将至。弹，射猎鸟兽的弹弓。郢（ying）门，楚国郢都城门，这里泛指江陵城门。郢，故址在今江陵
西北之纪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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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集》

编辑推荐

　　细读袁宏道诗文，虽自出手眼者多，但所蕴含士林文化的比重仍然占有压倒性地位，学问并不浅
薄，腹笥也颇充盈。他的文学创作不专意于用典，却能恰到好处；而其中对宗门一些公案或话头的信
手拈来，也颇有顾盼自如的潇洒。注释袁宏道诗文，有时就需要不厌其烦，否则难以深明其意。本书
选注袁宏道诗文，分为诗选、文选、尺牍选三部分，之所以将其尺牍独立于文选，就是考虑到袁宏道
致亲友或尊长信函，遣词用语更为直率洒脱，与其散文特色区别明显，风格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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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   还行的速度和质量。
2、中郎的文章很有趣，虽然本书大都择取游记类。编者还是很用心的。五星支持吧，装帧不错，就
是纸质差点
3、文章很精彩。我们平时很少看到他的文章，但其实很精彩。带有游记的色彩。

温文，如冬日围着火炉，看着火苗，感受着不断的温暖。
4、慢慢读来，还是很有看头的。
5、摘录比较完备，但看了全篇，感觉诗写的太打油化了，没感觉，后半部的文章到是挺不错，作为
观赏上半部比较无奈，作为对作者个人的收录，还是持欣赏态度的
6、中郎的小品文很合胃口 品评里出现N次“这对于理解公安派性灵说是很重要的⋯⋯”之类= =换一
句成不
7、好 找了好久了 终于买到了
8、前言很好，不是敷衍浮泛的腔调一路，注释细，品评亦具体而精到，很有启发的选本。选文里极
喜欢的还是以前看过多遍的叙陈正甫《会心集》、满井游记以及雪涛阁集序；尺牍则是更直率利落的
一路，用笔简而凝练，字数寥寥却即见精神。好想囤这一系列的丛书呀。
9、书不错，装帧雅致素净。但袁宏道似不算一流文学家，他的作品总欠着火候，大抵还是二流水平
。东坡没法比，距张岱似也有不小距离。个人看法，哈。
10、且不论文字的好坏，一言一句都发自性情。散文还有炫耀笔力的成分，跟亲人朋友之间的尺牍当
真是不拘一格，随性而发，最能见人性情，用他自己的话，唯有空谷足音可以形容。
11、注解太简单了，不是字少，字多但无用。
根本不算注解。
12、能辑录出这本精华的小册子，亦难免有遗珠之憾。
13、可惜没有《初至西湖记》，写景的每一句都喜欢，别有风味。
14、别的还行，就是个人喜欢散文多一点，本文集是由诗集、文集、尺牍三部分组成，不是我最初期
待的纯文集
15、看了袁宏道，你才知道汉文字如此之美，看到现在市面上的那些**文字，我就为写作者感到惭愧
。
16、中郎是个妙人，完美诠释了文人“立身须谨重，为文须放荡”的理想。这个选本注释很详细，点
评也到位，特点是侧重诗歌，文章选得不算多，但所选尺牍均颇为有趣可读。
17、亦官亦隐，亦儒亦禅，亦诗亦文，明代的那些文人啊！
18、高中对性灵说喜欢的缘由或演发
19、还不错，就是有点薄。
20、袁家三弟兄都厉害
21、诗一般 游记一绝
22、书还不错，就是有很多诗啊，我比较想要性灵小品，散文之类的。总之他们兄弟三都是很仙的人
，文章自有一种不同的乐趣，和金圣叹一样有趣。闲了读起来很好玩的
23、这是最负盛名的小品文大家袁宏道的作品，尤其是这位写的游记，上承谢灵运，柳宗元，下启现
当代者名散文名家，如朱自清、郁达夫诸人，把游记这种体裁发挥到了极致。
    看看现在关于旅行游记之类作品大受欢迎的程度，说明这种文章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可是，我认
为中国的文学史对于这种文章重视程度不够，老是偏向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作品，该到了对于纯粹讲艺
术作品重视的时候了。
我对这部作品要说有所不满意的就是选入的散文作品太少了，前面基本上是诗呀，还有一些简单的评
论，可是大家都知道，袁宏道为什么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不是由于他的诗写的如何，因为在唐
宋基本上已经写绝了，而且明代的杰出诗人根本轮不到他，他就是靠写文章出名的，所以，从这点来
说，编选的角度有点偏了，没有把能真正反映这位名家的作品更多的收录进来，颇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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