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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用思,精练意魄
———王昌龄《诗格》“论文意冶辨析

文摇 爽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摇 要] 摇 王昌龄在《诗格》“论文意冶一篇中重点论述了诗歌的用意构思,他强调要“凝心用思冶“精练意魄冶,认为“意

高则格高冶,这是其论文意的逻辑起点和总纲,他还阐述了“意冶的内容、产生条件以及具体的运转规则。 “意冶是王昌龄论境

思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经历了初唐诗格对声律对仗等诗体规范作出大量论述之后,王昌龄的主要关注点转移到境思上来。
如何通过构思,寻求内涵丰富和境界高妙的文章主旨(意),是其“论文意冶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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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诗格》是盛唐诗人王昌龄重要的理论著作,尽
管对于《诗格》原典内容的考辨,学界各家之说仍存

在一定差异。 但有关“论文意冶一篇,由于被日僧空

海所著的《文镜秘府论》所征引,其可靠性已被学界

所承认。 张伯伟先生撰写《全唐五代诗格汇考》中

的王昌龄《诗格》部分即以《文镜秘府论》所引用的

内容为上卷,而以《吟窗杂录》所收《诗格》内容为下

卷[1]147。 研究《文镜秘府论》的专家卢盛江先生也

在新著中认为:“天卷《调声》前半、地卷《十七势》、
《六义》 和南卷 《论文意》 前半当出王昌龄 《诗

格》。冶 [2]从张伯伟先生所整理的《诗格》内容来看,
“论文意冶是其中篇幅最大,涵盖内容最广的一篇,
举凡从诗歌声律、用韵、对仗、用字到诗歌用意构思、
运句成篇等都有所论及,其中最具有理论价值的是

围绕着“意冶对诗歌用意构思所做的探讨。
首先需要明确一下王昌龄所说的“意冶到底何

谓。 “意冶在王昌龄这里主要有两层内涵:一是指

“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头脑里涌现并逐步形成的思想

感情、主旨和意象,表现出来,便成为作品的思想内

容冶 [3],进一步引申而成为作品主旨所体现出来的

文章的思想境界,如王昌龄所谓的“意高则格高冶;
再进一步还可指作品所酝酿出来的丰厚的内在意

蕴,如“意如涌烟冶。 二是指诗人的构思、感兴之意,
如“意须出万人之境,望古人于格下冶,“古人及当时

高手用意处冶,“凡属文之人,常须作意冶等,均指构

思之意,而“兴发意生冶之“意冶则大概是指“感兴之

意冶。 同时,这两种内涵又是可以统一的:诗人“作
意冶(立意构思)处,即是为了寻求内涵丰富和境界

高妙的文章主旨。 王昌龄诗论的重心在“思冶也即

在第二种含义的“意冶上,这种“思冶又需通过第一种

意义上的“意冶才可以见出。 所以接下来的论述在

没有明确指出的情况下,大概所论的是第一种意义

上的“意冶,也即诗歌的思想内容和思想境界。
论诗强调“意冶,是王昌龄对古代文论中以意为

主的优良传统的继承。 中国文学艺术始终强调

“意冶,意在笔之先,意为文之帅,《周易·系辞》中有

“圣人立象以尽意冶之语,王弼《周易略例·明象》里
则云“得意而忘象冶,陆机《文赋》里又有“恒患意不

称物,文不逮意冶之语,可以说,“意冶是中国古代艺

术家着力的焦点,也是艺术生命的所在,很难想象没

有“意冶的作品能称之为艺术,能产生余味绵绵的诗

境。 王昌龄论“意冶,没有单纯地强调“意冶的重要

性,而是对“意冶作了多层次的分析。 大致上包含四

个方面:论“意冶之总纲;论“意冶之内容;论“意冶之

发生;论“意冶之运转规则等等。

一摇 论“意冶之总纲:意高则格高

在“论文意冶中,王昌龄云:
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

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1]160。
这句话代表了王昌龄“论文意冶的主要意图和

目的,也将诗体的主要构成部分“意冶和“声冶明确下



来,还突出强调了“意冶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可称之为论意之“总纲冶。 这里,将“意冶与“声冶
看作是构成诗体规范的两个重要因素,其中,“意冶
是指作品的主旨内容以及其内容所呈现出来的思想

境界,“声冶是指“平仄、押韵冶等诗歌外在的形式,但
形式与内容并不能截然分开,二者是同时生展的关

系。 根据这里的具体关系,“意冶与“声冶属于创作论

范畴的概念,而与之对应的“格冶与“律冶则属评价论

范畴的概念。 一方面,“格冶、“律冶二字有创作所要

遵循的规格(格式)、律令之意,另一方面,“格冶因

“格调冶“品格冶之意与“意冶相关,“律冶则在“律吕冶
之义上与“声冶相关,由此构成对应关系。 将二者对

应,其实也体现出创作法则的建立能在批评鉴赏的

经验中求得的规律。 王昌龄云“意高则格高,声辨

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冶,是在强调作诗如能

做到格高律清,将能产生“有调冶的诗体。 这里的

“调冶,是对于“格高律清冶之诗体的整体评价,它超

越了声律规范而拥有了一种后世评诗所讲的“格
调冶意味。 明代李东阳云:“大匠能与人以规矩,不
能使人巧。 律者,规矩之谓。 而其为调,则有巧存

焉。 苟非心领神会,自有所得,虽日提耳而教之,无
益也。冶 [4]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诗体的辨声工

作前人已经做了很多,王氏自己也有专门的“调声冶
说,惟关于诗体的“意冶前人论述得还不够,王氏论

文也正在这个问题上比前人走得更远。 所以说,此
段话正是王氏“论文意冶的总纲,也是他论文“意冶的
逻辑起点。

正因为“意高则格高冶,是衡量诗歌艺术价值的

标准,所以王昌龄才特别重视诗歌的立意,重视诗歌

所立之意的思想境界与创新之处。 他说:
凡属文之人,常须作意。 凝心天海之外,用思元

气之前,巧运言词,精练意魄。 所作词句,莫用古语

及今烂字旧意。 改他旧语,移头换尾,如此之人,终
不 长 进。 为 无 自 性, 不 能 专 心 苦 思, 致 见

不成[1]163鄄164。
在这里,王昌龄强调诗歌的立意和专心苦思,强

调要“精练意魄冶,而欲做到精练意魄,则要做到“所
作词句,莫用古语及今烂字旧意冶,也即为诗为文要

有创新之处。 他还说:“意须出万人之境,望古人于

格下,攒天海于方寸冶,“学古文章,不得随他旧意,
终不长进冶,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王昌龄反对“用古

语及今烂字旧意冶,但并不代表他反对向古人学习。
相反地,王昌龄十分重视对古人的学习,他认为诗歌

的“发兴冶 之时,可以参看 “随身卷子冶, “以防苦

思冶。 他还明确强调“凡作文,必须看古人及当时高

手用意处,有新奇调学之冶,指出“高手冶的“新奇调冶
是值得今人向古人学习的地方。 这里的“调冶正好

照应前文所说的“格律全,然后始有调冶之“调冶,表
明王氏对诗体“格高律清冶、“新奇冶的一贯追求。 做

到了这些,才可以“用意于古人之上,则天地之境,
洞焉可观冶,诗歌也才能创作出超然的境界来。

关于“苦思冶,王昌龄还提出了“左穿右穴,杰起

险作冶的说法。 如:“夫作文章,但多立意。 令左穿

右穴,苦心竭智,必须忘身,不可拘束冶 [1]162;又说

“诗有杰起险作,左穿右穴冶 [1]167;还说“凡诗立意,
皆杰起险作,傍若无人,不须怖惧冶 [1]170;“且须识一

切题目义最要,立文多用其意,须令左穿右穴,不可

拘捡冶 [1]148。 这些都是在强调作诗要精心构思(“苦
心竭智冶),想象要大胆奇特(“杰起险作冶),思路要

开拓,敢于从各个角度来思考(“左穿右穴冶),善于

“凝心天海之外,用思元气之前冶,将奇特的想象落

笔于细微之事,从而“以小纳大冶,意涵丰富而境界

开阔。 王氏以具体诗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如以“古
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冶来反映时间流逝,世事沧

桑,以“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冶来反衬天气寒冷

之状。 这种夸张手法的运用正反映出想象的奇特

大胆。

二摇 论“意冶的内容兼谈“六义冶说

王昌龄强调诗歌的“立意冶要“高冶,“意高则格

高冶,但究竟什么样的“意冶算“意高冶呢? 王昌龄在

“论文意冶中似乎没有太多的提示。 “诗有三宗旨冶
一节解答了这一问题:

诗有三宗旨:一曰立意。 二曰有以。 三曰兴寄。
立意一。 立六义之意,风、雅、比、兴、赋、颂。
有以二。 王仲宣《咏史诗》:“自古无殉死,达人

所共知。冶此一以讥曹公杀戮,一以许曹公。
兴寄三。 王仲宣诗:“猿猴临岸吟。冶此一句以

讥小人用事也[1]182。
综合来看,“有以冶和“兴寄冶的内容不出儒家诗

论的范围,即要求诗歌反映现实,针砭现实,有所寄

托,有所讽喻。 “立意冶一则云“立六义之意,风、雅、
比、兴、赋、颂冶,也明显涉及传统的美刺讽喻说。 这

三宗旨其实正是对于“意冶之内容的要求。
王昌龄进一步具体解说了“六义冶:
一曰风。 天地之号令曰风。 上之化下,犹风之

靡草。 行春令则和风生,行秋令则寒风杀,言君臣不

可轻其风也。
二曰赋。 赋者,错杂万物,谓之赋也。
三曰比。 比者,直比其身,谓之比假,如“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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雎鸠冶之类是也。
四曰兴。 兴者,指物及比其身说之为兴,盖托喻

谓之兴也。
五曰雅。 雅者, 正也。 言其 雅 言 典 切, 为 之

雅也。
六 曰 颂。 颂 者, 赞 也。 赞 叹 其 功, 谓 之

颂也[1]159。
这里,对于“风雅颂冶的解释带有美刺讽喻的色

彩,如释“风冶时从政教角度出发,释“雅冶时从言辞

的雅正典切出发,释“颂冶时从该字的本义“颂者,容
也,美盛德之形容冶出发,都有某种政教意味。 黄景

进先生据此认为 “‘六义爷 是对 ‘意高爷 的集中说

明冶,王昌龄《诗格》对唐代诗论的影响主要部分就

在于他的“六义冶说,并且以中晚唐诗格的命名如

《二南密旨》《风骚旨格》《雅道机要》《风骚要式》等
为例来说明这一点[5]。 另外,对于诗歌要涉及政治

教化,抒发一己之情怀,在“论文意冶中王昌龄还有

这样的说法:
诗者,书身心之行李,序当时之愤气。 气来不

适,心事或不达,或以剌上,或以化下,或以申心,或
以序事,皆为中心不决,众不我知[1]164。

在王氏看来,诗歌必须言志,具体地说,就是要

言一己“中心不决冶之“愤气冶,亦即“心事不达冶之

郁闷。 这种书写身心行李和当时愤气的主张,是对

《诗经》怨刺时政,楚辞“发愤抒情冶、司马迁“发愤著

书冶等“言志冶传统的继承,也是对《诗经》《楚辞》以
至汉魏六朝诗的创作实际经验的总结。

在解释“赋比兴冶这三种艺术创作手法时,王昌

龄将美刺讽喻之法转换成了指物比兴的寄托意旨之

法。 相对来说,他对 “赋冶 的解读较为简单,而对

“比冶和“兴冶的解释又有混淆二者界限之势。 如“关
关雎鸠冶常被认为是“兴冶,王昌龄却认为是“比冶,而
“托喻冶一般认为是“比冶,王昌龄却认为是“兴冶。
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大概是“比兴冶二者的难解难

分。 值得注意的是,王昌龄在论述这三种艺术手法

时,都涉及到“物冶,涉及到“物冶与“意兴冶的关系。
这一点则涉及到诗境的具体创作,这也正是“六义冶
说的重要之处。

三摇 论“意冶之发生:兴

王昌龄不仅考察了“意冶的内容,还具体说明了

诗意是如何产生的,即“兴感冶的来临。 在《诗格》
中,首先涉及的便是“兴冶的问题。 在“论文意冶起

首,王昌龄评述了从上古到六朝的诗歌发展史:
自古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感激而成,都无

饰练,发言以当,应物便是。 古诗云:“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冶当句皆了也。 其次

《尚书》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冶亦

句句便了。 自此之后,则有《毛诗》,假物成焉。 夫

子演《易》,极思于《系辞》,言句简易,体是诗骨。 夫

子传于游、夏,游、夏传于荀卿、孟轲,方有四言、五

言,效古而作。 荀、孟传于司马迁,迁传于贾谊。 谊

谪居长沙,遂不得志,风土既殊,迁逐怨上,属物比

兴,少于《风》、《雅》。 复有骚人之作,皆有怨刺,失

于本宗。 乃知司马迁为北宗,贾生为南宗,从此分

焉。 汉魏有曹植、刘桢,皆气高出于天纵,不傍经史,
卓然为文。 从此之后,递相祖述,经纶百代,识人虚

薄,属文于花草,失其古焉。 中有鲍照、谢康乐,纵逸

相继,成败兼行。 至晋、宋、齐、梁,皆悉颓毁[1]160。
在本段中,有些内容是错漏的,如“迁传于贾

谊冶之说,因为贾谊去世时司马迁尚未出生;又于

鲍、谢之后言“晋宋齐梁冶,时代先后上有些倒置。
傅璇琮、李珍华先生认为:“作为大诗人,王昌龄恐

怕是不致于有此疏忽的。 这就牵涉到成书的过程问

题。冶 [6]然正如卢盛江先生所言:“王昌龄之旨本在

论文意,于文学的历史变迁传承本无意深究,故难免

讹误,不足为凭。冶 [7] 因此段内容关涉到王昌龄论诗

的主要问题———“物色冶与“意兴冶的关系,无论后世

是否有所篡改,都还是符合王氏论诗的基本精神的,
故本文暂且将此段论述的著作权归为王氏。 这里,
王昌龄将诗歌的发展史分作了四段:“应物便是冶的
自发性诗歌阶段,假物成焉、属物比兴的《诗经》阶

段,以司马迁为代表的用诗歌来说理的北宗阶段和

贾谊所开创的抒发个人情感与直觉的南宗阶段。 其

中,前两个诗歌阶段的分期明显从“兴冶与“物冶的关

系区分。 自发性诗歌阶段是“起于无作,兴于自然,
感激而成,都无饰练,发言以当,应物便是冶,这种诗

歌发于自然,来自心灵深处,语言质朴而感情真挚。
王氏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

食冶这首古诗为例来说明,认为其“当句皆了冶,一句

说一事,全诗就事而发,十分质朴。 到了“诗经冶系

统(《毛诗》),则已经变为“假物成焉冶,需要借助外

物来传达其情。 后来的北宗、南宗系统无论是说理

还是抒情,也都需要借助“属物比兴冶,虽然分量比

《风》《雅》系统有所减少。 王氏开篇大谈诗歌的发

展历史,是作为全文的序文而写[8],在序言中如此

强调“物色冶与“意兴冶的关系问题,由此可见王氏诗

论的重点。
王昌龄首先论述了意兴产生的根源,其云:
夫文章兴作,先动气,气生乎心,心发乎言,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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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见于目,录于纸。 意须出万人之境,望古人于格

下,攒天海于方寸。 诗人用心,当于此也[1]162。
这里论诗兴是由人之心气所生,然后与外在的

客观世界相勾连(闻于耳,见于目),最后再通过语

言文字将其记录下来。 所以“兴冶一般是人之身心

受外界的触动而发。 这个外界可指实在的客观环

境,如“春夏秋冬气色,随时生意冶;也可指一种能使

人生发感兴的具体情形,比如阅读前人精妙语时也

可获得灵感与意兴。
王昌龄在“论文意冶中还多次论述了获得“意

兴冶的条件。 如:
凡诗人,夜间床头,明置一盏灯。 若睡来任睡,

睡觉即起,兴发意生
踿踿踿踿

,精神清爽,了了明白[1]164。
再如:
春夏秋冬气色,随时生意。 取用之意,用之时,

必须安神净虑。 目睹其物,即入于心。 心通其物,物
通即言。 言其状,须似其景。 语须天海之内,皆纳于

方寸。 至清晓,所览远近景物及幽所奇胜,概皆须任

意自起。 意欲作文
踿踿踿踿

,乘兴便作
踿踿踿踿

。 若似烦即止,无令心

倦。 常如此运之,即兴无休歇
踿踿踿踿踿

,神终不疲
踿踿踿踿

[1]170。
又如:
凡神不安
踿踿踿踿

,令人不畅无兴
踿踿踿踿踿踿

。 无兴即任睡
踿踿踿踿踿

,睡大养
踿踿踿

神
踿

。 常须夜停灯任自觉,不须强起。 强起即惛迷,所
览无益。 纸笔墨常须随身,兴来即录

踿踿踿踿
。 若无纸笔,羁

旅之间,意多草草。 舟行之后
踿踿踿踿

,即须安眠
踿踿踿踿

。 眠足之
踿踿踿

后
踿

,固多清景
踿踿踿踿

,江山满怀
踿踿踿踿

,合而生兴
踿踿踿踿

。 须屏绝事务
踿踿踿踿踿

,专
踿

任情兴
踿踿踿

。 因此,若有制作,皆奇逸。 看兴稍歇
踿踿踿踿

,且如

诗未成,待后有兴成
踿踿踿踿踿

,却必不得强伤神
踿踿踿踿踿踿踿

[1]170。
这里“睡来即睡,睡觉即起,兴发意生冶、“无兴

即任睡,睡大养神冶、“舟行之后,即须安眠。 眠足之

后,固多清景,江山满怀,合而生兴冶,都是在强调取

兴之前要通过休息养神保持一种心神的怡畅。 “取
用之意,用之时,必须安神净虑冶、“须屏绝事务,专
任情兴冶,意在强调创作诗歌取兴之时要保证一种

“凝心静虑冶的状态。 至于“意欲作文,乘兴便作冶、
“兴无休歇,神终不疲冶和“纸笔墨常须随身,兴来即

录冶,则说明了一种随着“兴会之际冶而及时创作不

知疲倦的情形,这与陆机所谓的“若夫应感之会,通
塞之纪。 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诗格》中,王昌龄还有一节“起首入兴体十

四冶,专门论述了十四种诗歌起兴的方法,这足以说

明王氏对“兴冶的重视。

四摇 论“意冶之运转规则

由于标举“以意为主冶、“意高则格高冶,所以王

昌龄在他的“论文意冶里就从各个层面来谈可以左

右“意冶的问题。 如“一句见意冶、“意如涌烟冶、“两
句团却意冶、“诗头、诗肚、诗尾冶之意以及“物色与

意冶的关系等。
前面说过,王昌龄对于古诗评价很高,认为其

“起于无作,兴于自然,应物便是冶,且“句句皆了冶,
每句都有完整的内涵。 他也同样以这个标准对古诗

与后世诗歌进行了比较。
古文格高,一句见意,则“股肱良哉冶是也。 其

次两句见意,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冶是也。 其次

古诗,四句见意,则“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

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冶是也。 又刘公干诗云:“青

青陵上松,飋飋谷中风。 风弦一何盛,松枝一何

劲。冶 此 诗 从 首 至 尾, 唯 论 一 事, 以 此 不 如 古

人也[1]161。
这里王氏承接上文的“意高则格高冶,指明了

“格高冶之文应该是“一句见意冶的。 他据此评价了

刘桢的《赠从弟》一首诗,认为其从头到尾都在说

“人品应如松枝一样劲直冶这一件事,是不如古人

“一句见意冶之诗的。 可见王氏论文的重心在“一句

见意冶而非“意俭辞尽冶,也就是说他希望诗歌可以

用最简易的文字切中诗意、表达诗意,进一步说是语

言凝练,言简而义丰。 这种要求恰与近体诗诗体的

特性相符合。
从形式特征来看,近体诗在字数、平仄、押韵、对

仗等形式方面有明确的要求,古体诗则无。 从抒情

特点来看,古体诗在景物描写上注重反复渲染,在抒

情上注重反复咏叹,近体诗则由于篇幅相对短小,很
难采用这种“辞必尽冶的抒情方式,它往往需要借助

具有飞动传神之美的“诗境冶以传情达意,在有限的

言辞中揭示出事物最本质的特点,表达出作者最本

真的情意。 所以,在王昌龄这里,如何用有限的言辞

表达出丰富的内涵,“蕴无穷之意味于言外冶;如何

用最生动传神的语言表达出事物之真意才是艺术家

应该用心着力的地方。 这正是“一句见意冶的目的

所在。 另外,王昌龄论诗还强调诗歌的语言要“自
然冶“直置冶 “无间隔冶,这同样说明“王氏认为诗歌

艺术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以最简单的语言来构筑一个

复杂的艺术成品,并以此表达最复杂的内容和涵

义冶 [9]。
王昌龄要求诗歌最好能“一句见意冶,若“句句

见意、句句皆了冶则诗歌之意必繁。 因此,如何安排

诗意即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王氏为此提出了“意
如涌烟冶、“两句团却意冶以及合理安排“诗头、诗肚、
诗尾冶之意的方法。 先看“意如涌烟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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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手作势,一句更别起意,其次两句起意。 意如

涌烟,从地升天,向后渐高渐高,不可阶上也。 下手

下句弱于上句,不看向背,不立意宗,皆不堪也[1]161。
所谓“阶上冶,王利器注曰:“《论语》 《子张》篇:

‘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爷冶 [10] 可见

“不可阶上冶应该指的是诗之意蕴让人感到高远而不

可企及。 “意如涌烟冶正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

诗歌创作要能使文意连环结合上升如烟云,其意要层

层递进,向后渐高渐高,直到“不可阶上冶为止。
再看“两句团却意冶:
凡诗,两句即须团却意,句句必须有底盖相承,

翻覆而用。 四句之中,皆须团意上道,必须断其小

大,使人事不错[1]165。
这是对“意如涌烟冶所作的补充。 所谓“两句即

须团却意冶,是指诗歌两句即须意有所归纳;“句句必

须有底盖相承,翻覆而用冶是指诗歌要前后意脉相承。
王昌龄论诗还有“诗头、诗肚、诗尾冶之说:
夫诗,入头即论其意。 意尽则肚宽,肚宽则诗得

容预,物色乱下。 至尾则却收前意。 节节仍须有

分付[1]162。
这是将诗歌分作“诗头、诗肚、诗尾冶三段来具

体说明诗中之“意冶的运行规律。 王昌龄要求作诗

从开头就应“论其意冶,而不该游离诗意;不仅不能

游离诗意,还要“意尽冶,“意尽则肚宽冶。 所谓“肚
宽冶,是指诗歌内部思路开阔,意涵丰富,物色能够

纷至沓来(“乱下冶),诗意能够纵横翻转,从容闲舒

(“容预冶)。 至“诗尾冶则需要收束全篇之意。 这样

从头至尾,“意冶的运转有条不紊,“节节有所分付冶。
王氏云“诗头皆须造意,意须紧,然后纵横变转冶也

是这个意思,既强调诗歌开头即须“造意冶,又强调

诗歌之意要“纵横变转冶。 看来这是王氏论诗的一

贯意见。
与“诗肚冶要宽的说法相似的还有“饱肚冶之说:
诗有饱肚狭腹,语急言生。 至极言终始,未一向

耳。 若谢康乐语,饱肚意多,皆得停泊,任意纵横。
鲍照言语逼迫,无有纵逸,故名狭腹之语。 以此言

之,则鲍公不如谢也[1]164。
王昌龄认为鲍照之诗不如谢灵运之诗,原因正

在于前者“言语逼迫冶而“狭腹冶;后者“意多冶而“饱
肚冶,诗意多则可随处停泊,任意纵横。

王昌龄在“论文意冶中还提出“物色与意相兼冶
的重要问题:

凡诗,物色兼意下为好
踿踿踿踿踿踿踿

。 若有物色,无意兴,虽

巧亦无处用之[1]165。
诗贵销题目中意尽。 然看所见景物与意惬者

踿踿踿踿踿踿
当

相兼道。 若一向言意,诗中不妙
踿

及无味
踿

。 景语若多,
与意相兼不紧,虽理通亦无味

踿
。 昏旦景色,四时气

象,皆以意排之,令有次序,令兼意说之为妙
踿

[1]169。
所谓“物色兼意下为好冶,“景物与意惬者当相

兼道冶,即是指诗歌创作要能达到情景交融,借景抒

情的境界。 这里用“妙冶、“味冶来谈景与理相惬之后

所达到的艺术境界,显示出王昌龄的独具慧心。
王昌龄论诗注重“境冶与“思冶的关系,提出著名

的“诗有三境冶说与“诗有三思冶说[11],认为“思若不

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 然后以境照之,思则

便来,来即作文。 如其境思不来,不可作也冶 [1]162,强
调“思冶在创作诗境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而“意冶
正是王昌龄论境思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发现,王
氏重“意冶,是从各个能够左右“意冶的方面进行论述

的。 王昌龄《诗格》在经历了初唐诗格(如上官仪的

《笔札华梁》,佚名的《文笔式》,元兢的《诗髓脑》,
崔融的《新定诗格》等)对声律对仗等诗体规范作出

大量论述之后,其主要关注点转移到境思上来。 如

何通过构思,寻求内涵丰富和境界高妙的文章主旨

(意),是其“论文意冶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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