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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以，到了晚明竞陵派活动的时期，钟、谭已经注意到了要综合前后七子与公安派的不同侧面，
将学古与性灵加以折中，从而提出&ldquo;真诗&rdquo;的论诗主张。他们的&ldquo;真诗&rdquo;，如上
所说就是要表达一种具有历时性的个人的独特情感，它在当代是独特的，放在历史中，又合乎古人的
真精神，是&ldquo;古今一易&rdquo;的统一体。这种钟惺称之为&ldquo;真诗&rdquo;或说是&ldquo;幽
情单绪&rdquo;的东西，实际上是钟、谭在吸取、修正前后七子和公安派后的一个折中的说法，他们
的&ldquo;幽情单绪&rdquo;，或说是&ldquo;奇趣别理&rdquo;，应该不是钱谦益以来人们所理解的那种
与世隔绝的幽僻的个人化情感，而是在个人的真情感中融人了一定的社会内容。所以它既是个人的，
同时也具有社会历史的内涵，这从钟、谭的创作中应该看得很清楚。先看钟惺的《桃花涧古藤歌》：
　　吾闻藤以蔓得名，身无所依不生成。看君偃卧如起立，雅负节目不自轻。　　昂藏诘屈自为树，
傍有长松义不附。春来影落涧水中，不与桃花同其去。这是一首言志诗。言志者，当然是个性化的东
西，对流俗而言，它幽僻，也与众不同。那么，这种符合幽情单绪的东西是否等同于与世隔绝的绝对
个人化的东西呢？答案是否定的。诗中所写的藤，虽依傍长松而生长，但它&ldquo;昂藏诘屈自为
树&rdquo;，对松树并不依附，也&ldquo;不与桃花同其去&rdquo;，表明了作者立志洁身自好，不同流
合污的高尚节操。这种情感志向诚然是个人化的，但同时它也是历史化的，是自屈原、陶渊明以来中
国传统士大夫一直都坚守的节操，所以不能说因为钟、谭提到了&ldquo;幽深孤峭&rdquo;、&ldquo;幽
情单绪&rdquo;，仅从字面就以为他们只表现不食人间烟火的幽僻情绪。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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