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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顺之（1507～1560），江苏武进人，博学多识，对历史、天文、地理、数学、历法、兵法及乐律皆
有研究。他是明中叶著名的散文大家，其洗洋曲折、理趣精深的古文及其高扬主体精神的“本色”文
论皆对后人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作为南中王门的代表人物。其“以天机为宗，以无欲为工夫”的
学术思想亦在阳明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唐顺之以兵部郎中督师江浙，曾亲自率兵抵御江南、江北两
个战场的倭乱，以战功名垂青史。《唐顺之》记述了唐顺之的生平事迹，深入全面地分析了其思想学
说，以此足见唐顺之不愧为明代继王阳明之后的又一位文武兼资的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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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彦，1979年生，江苏南京人。200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进
入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2007年考入南京大学文学院文艺
学专业，在读博士。曾发表《唐顺之论文的第二次转变》、《从（文心雕龙·物色）》看魏晋人的自
然审美意识等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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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唐贵对父母的孝心，以及对家庭和社会的强烈责任心，在其子唐宝身上都得到了继承。唐宝是唐顺之
的父亲，他上有两个姐姐，是父母的独子。唐宝13岁丧父，寡母对其管教甚严。比起同龄的孩子，唐
宝已知道要发奋苦读，但是晚上温书倦怠还是忍不住要打个盹。一次母亲看到后十分生气地责问唐宝
：“如此浑浑噩噩，你如何能继承父亲的事业？”不知母亲是为了解气还是为了让小唐宝牢牢记住读
书不可怠惰，所以一连向儿子唾了好几口。自此之后，唐宝读书更加勤勉，不知疲倦。28岁的时候，
他考中了举人，然而在这一年母亲周氏也离开了人世。在这之后漫长的岁月中，唐宝一直不能忘怀早
逝的双亲，深以自己永无机会好好奉养父母为恨，而捧起书本每每又会想到母亲当年的唾责，不胜唏
嘘感慨。为此他自号“有怀”以表示对双亲永远的怀念。唐宝曾历仕信阳（今河南信阳）知州和永州
（今湖南永州）知府，为官期间他勤政为民，秉公断案，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信阳民风剽悍，每年
都有许多人因打架斗殴被判死刑，其中当然也免不了不少冤假错案。唐宝自从做了信阳的父母官，清
查了许多错案，为那些不致死刑者向上司据理力争。每解救出一个无辜百姓，他都为之欢欣不已。唐
宝治民以风教为先，他认为教化、奖掖百姓汲汲人伦乃是治民上策，惩恶则是不得已的中下之策。后
来居官永州，每当狱卒晨报监牢里又多了一个犯人时，唐宝总要扪心自问是不是自己做得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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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顺之》：大家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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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的书！把唐荆川的生平、思想简单介绍了一下，对我帮助很大！
2、现在世界越来越浮华有时候你确实像回到那种旧社会去，谁说旧社会就一定万恶
只不过是某些人在迷乱视听罢了
认识荆川这是一本很好的书
值得大家来读一读
3、不错记录其抗倭那段写得有些不合历史
4、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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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给修《明清哲学》的师弟师妹留下资源。此为期末论文。】老师是:贾宗普(所以，这个老师你就
不要交这个)=================================================唐顺之作为明代颇具
代表性的文学家及思想家，在程朱理学为大背景的前提下收到了王阳明的极大影响。并在自己一生之
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和交往人物的改变而不断变化日趋独立化。本文将结合文献对他为学
的三个阶段，即——追求八股制艺阶段、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交杂而又以理学为主阶段、悟解阳明心
学而形成自我学术思想阶段。其文学主张亦可分为三个阶段，追随前七子复古主张阶段、崇尚唐宋古
文阶段、坚持自我见解与自我真精神阶段。本文将围绕唐顺之文学思想的变化路径，并结合其著述及
个人经历进行探讨论述。一个人一生的境遇无疑会影响其思想及各方面变化。唐顺之的思想特征。一
个他在心灵上的有着激烈搏斗；二是他所达到的人生境界。三是他进行道德修养的目的是经世致用，
并且有一种牺牲的精神，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他的这些思想特征决定了他的文学思想，并且
随着思想上的变化，他的文学思想也有变化。为了更好的探讨唐顺之文学思想的变化这一论题，这里
简单对唐顺之进行一下生平介绍。唐顺之(1507～1560) 明代儒学大师、军事家、散文家。字应德，一
字义修，号荆川。汉族，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嘉靖八年会试第一贡士。历官右佥都御史、凤阳
巡抚。文武全才，提倡唐宋散文，与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被称为“唐宋派”。唐顺之出生于常州
名门望族，世家出身。于嘉靖八年在京城会试一举登科走入仕途。但其一生几次被贬。唐顺之离开官
场之后决定潜心求学。在这期间其使用自苦的办法是自己摆脱各种物质欲望的引诱，以求平心静气的
正确对待客观世界。在朝廷内忧外患之际，唐顺之再度入仕。率兵抗倭。后因多年奔波抗倭染病于通
州病逝。很多学者和论述均认识三十九至四十岁，唐顺之的文学思想有了标志性的转变。在文学思想
上，则从追求唐宋文意与法的平衡转向自我主观精神的自由表现，甚至要抛弃诗文的写作以得到精神
的解脱。而这些转变都是和其几度被贬和潜心求学有着紧密的因果联系。四十岁之前的唐顺之崇拜对
象主要为程朱理学的创始大家朱熹，以诸儒语论为学习途径、大家古文为小法对象，是指在外而不在
于内。而在四十岁之后唐顺之就极少再做这种外向寻求的研究，一心追求心有所悟。《荆川文集》多
处都可以看出来他四十岁后的这种变化。如：“仆少不知学，而溺志于文词之习，加以非其才之所长
，徒以耽于所好而苦心矻力穷日夜而强为之，是以精神耗散而不能收，筋力枯槁而不能补，积病成衰
，年及四十，尪羸卧床，已成废人。此皆诸公所共亲见所共垂悯者。仆平日伤生之事颇能自节，独坐
文字之为累耳。反之于心，既非蓄德之资；求之于身，又非所以为养生之地。是以深自愧悔，盖绝必
不敢为文者四年于兹，将以少缓余生，为天地间一枯木朽株而已。”“仆近稍悟得此意，而深恨年已
过时，虽知其无成，然本是自家宝藏，不得不有冀于万一也。是以痛为扫抹闲事、收敛精神之计，则
不得不简于应接，不得不托于病不可支以谢客。”此时的唐顺之已经尽量摒除外界干扰，甚至托病。
放弃的不仅仅是这些，更多的是大多数外在的知识寻求。由此，在唐顺之四十岁以后他的学术思想和
文学思想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境界。《答茅鹿门主事书》是被学者评为支撑唐顺之文学思想
的代表作。其中“自惟年垂四十，已蹈无闻之戒，世间事幸不复关涉，一个身子又自不能了，终日碌
碌，竟是何事？回头一看，不觉噱笑。以此来岁更欲作一闭关之计，生徒尽已遣谢，交游亦且息绝，
非敢望于坐进此道，亦庶几作天地间一闲人，不落闹攘套中，尽有受用矣。康节云：岂为此身甘老朽
，尚无闲地可盘桓。每诵此语，怅然太息。文词技能种种与心为斗，亦从生交游之例尽谢遣之，尽息
绝之。不扰仍是闹攘套子也。山林之士终是入山深入林密乃是安稳地面。”一段被用于推断是写于唐
顺之三十九岁的时候，即嘉庆二十三年。由此书可知，唐顺之的转变并非是四十岁突发的。而是在其
三十八岁得时候就表现出了其转变的意向。而出自《荆川集》的另一段，“四十更无长进，惟近来山
中闲居，体验此心于日用间，觉意味比旧来颇深长耳。以应酬之故，亦时不免于为文，每一抽思，了
了如见古人为文之意。乃知千古作家别自有正眼法藏在。盖其首尾节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
意于笔墨蹊径之外，则微神解者而后可以语此。近时文人说班说马多是寝语耳。”由此处可知，这个
时候的唐顺之固然还承认“首尾节奏”这样的形式因素对文章的价值，但的注意力已经明显的由形式
因素而转向了“笔墨蹊径之外”的“意”，这种内在的学习。“正法眼藏”才是文学的根本。由此可
观其文学思想的变化。在自我文学思想发展的路途上，唐顺之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自我去欲的过程。穿
单衣，住陋室，吃简食。“先生晚年之出，由于分宜，故人多议之。先生固尝谋之念庵。念庵谓向尝
隶名仕籍，此身已非已有。当军旅不得辞难之日，与征士处士论进止是私此身也。兄之学力，安在于
是，遂决。龟山应蔡京之召，龟山，征士处士也。论者尚且原之，况于先生乎？初喜空同诗文，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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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诵，下笔即刻画之。王道思见而叹曰：文章自有正法眼藏，奈何袭其皮毛哉？自此幡然取道欧曾，
得史迁之神理。久之，从广大胸中随地涌出，无意为文而文自至，较之道思，尚是有意欲为好文者也
。其著述之大者为五编儒编左编右编文编稗编是也。先生之学得之龙溪者为多，故言于龙溪只少一拜
，以天机为宗，以无欲为工夫。谓此心天机活物，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惟顺此天机而已。障天机
者，莫如欲，欲根洗浄，机不握而自运矣。成汤周公坐以待旦，高宗恭黙三年，孔子不食不寝不知肉
味，凡求之枯寂之中如是艰苦者，虽圣人亦自觉此心未能纯是天机流行，不得不如此著力也。”此为
例证。《答茅鹿门主事书》是受王阳明心学影响下的产物。除了“来书论文一段甚善。虽然，秦中剑
阁金陵吴会之论，仆意犹疑于吾兄尚以眉发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也。”里“眉发相山川”这样
文字，此技术表象的问题外，唐顺之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至如鹿门所疑于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
，而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则有说。鹿门所见于我者，殆故我也，而未尝见夫槁形灰心之我乎？”在早
期，唐顺之也是求文字工艺的，但是后期则是转向了更为深刻的内涵研究。追求误解后的新的自我，
于是 就有了新的文学思想。唐顺之认识评定文章高低的唯一标准就是做人人生境界的高低。要是拥有
傲然挺立的大丈夫人格，才会写出具有文采的好文章。但是如果没有这种人格的话，那无论怎样力求
文工也不会是一篇佳作。唐顺之阐述说，“秦汉以前，儒家有儒家之本色，至如老庄家有老庄家本色
，纵横家有纵横家本色，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本色，虽其为术也驳，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
见，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说，纵横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谈，各自其本色而鸣之为言，其所言者其本
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托于儒
家，然非其涵养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影响剿说，盖头窃尾，如贫人借富人衣
，庄农作大贾之饰，极力装做，丑态尽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废。”由这一段表明，此
时的唐顺之已经将所有的外在因素都并处在外，判定诗文的标准就是作者本身。一个作者的境界、人
格、本身成了诗文的重要因素。而诗人的“本心”成为了最高权威标准。追求自我生命的完善是唐顺
之的倾向。他曾说过，“仆三年积下二十馀篇文字债，许诺在前，不可负约。欲待秋冬间病体稍苏，
一切涂抹，更不敢计较工拙，只是了债。此后便得烧却毛颖，碎却端溪，兀然作一不识字人矣。”以
及“艺苑之门久已扫迹，虽或意到处作一两诗，及世缘不得已作一两篇应酬文字，率鄙陋无一足观者
。其为诗也率意信口，不格不调，大率似以寒山击壤为宗而欲摹效之，而又不能摹效之然者。其于文
也，大率所谓宋头巾气习，求一秦字汉语，了不可得。凡此皆不为好古之士所喜，而亦自笑其迂拙而
无成也。”他依照自我的爱好来写作，表达自己内心所想的观点，不为取悦任何人或者炫耀文笔风采
。而关于评价标准，他也认为只有自己才最有资格。简而言之，唐顺之的早期文学思想属于唐宋派。
唐宋学派是以程朱理学为背景的，其文学思想追求道与文，文与法的平衡。被形式因素所限制。但是
，后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个人多次被贬的经历。唐顺之在完全接受阳明心学之后，其对于文学的细
想变化从追求外在的道变成了自我内心。讲文法至于文学创作之外。其重心转变成了对于自我的人生
境界和自我本色的不断追求。这也是阳明心学对于明朝晚期文学思想的重大贡献。从唐顺之文学思想
的变化上，我们可以看见明朝晚期文学思想变化的一个缩影。晚年的唐顺之则没有在文学思想上有更
大的变化。他晚年以讲学为主，放松了对文学作品的创作。而在舍弃唐宋以来固有的行文的“形”之
后又没有创造出新的形来进行替代。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唐顺之是失败的。在整个晚明时期，在文学思
想的创作形式上面都没有出现过大的突破。唐顺之的文学思想极大程度上为整个明清文学思想都做出
了及其杰出的贡献。尤其是对其后的公安派的影响，是本质性的。可谓是文学思想史上承上启下不可
或缺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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