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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船山历代诗歌评选的起讫时间比较模糊ꎬ几部年谱和当代学者对其评选时间有所涉及ꎬ基本确定了历代诗

歌评选的时间开始于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年)左右ꎬ但对其评选时间下限则众说不一ꎮ 经过考证ꎬ笔者认为船山«唐诗评选»主

体部分的成书ꎬ应在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年)到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年)之间ꎬ最晚不迟于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年)ꎬ而«古诗评选»«明

诗评选»则基本同时或者稍后ꎮ
[关键词] 　 王船山ꎻ　 «唐诗评选»ꎻ　 成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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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船山历代诗歌评选有许多精彩的评语ꎬ是体

现船山诗学观的重要著作ꎬ然而ꎬ历代诗歌评选的成

书时间却较少受到关注ꎬ学者们往往将其视为与

«姜斋诗话»同时ꎬ忽略了其诗学思想的历时性变

化ꎮ 最近十年来ꎬ学者们对其成书时间有所质疑ꎬ却
还留下了很大的探讨空间ꎮ

一

目前ꎬ关于船山历代诗歌评选的成书时间ꎬ主要

有三种看法ꎮ 第一种看法是以王之春«船山公年

谱»为代表的ꎬ将此书简单定于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
年)ꎮ 第二种看法是以周调阳为代表的ꎬ将此书定

于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 年)之前的几年里ꎮ 第三种

是以陈勇、战立忠为代表的ꎬ认为此书的选评开始于

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年)前后ꎮ
(一) 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年)说
最早为王船山作年谱的是刘毓崧ꎬ其«王船山

先生年谱»按语云:“先生有«夕堂八代诗选»、«四唐

诗选»、«明诗选»ꎮ 据此序‘山中点定’之语ꎬ当成于

是年以前ꎮ 至于«八代文选»及«词选»ꎬ疑亦成于是

年前后ꎬ附记俟考ꎮ” [１]第１６册ꎬ第２６９页刘认为船山诗歌评

选成于康熙二十九年之前ꎬ但未具体考证ꎮ 然而到

了王之春为王船山作年谱时ꎬ径将船山评选各诗文

的时间定于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年)ꎮ
王之春的依据是船山«夕堂永日绪论序»ꎬ这段

话如下:
“余自束发受业经义ꎬ十六而学韵语ꎬ阅古今人

所作诗不下十万ꎬ经义亦数万首ꎮ 既乘山中孤寂之

暇ꎬ有所点定ꎬ因论其大约如此ꎮ 可言者ꎬ言及之ꎻ有
不可言者ꎬ谁其知之? 庚午补天穿日ꎬ船山老夫

叙ꎮ” [２]第１４册ꎬ第８１７页

庚午年即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 年)ꎬ船山写此序

在正月二十日ꎮ 显然ꎬ船山不可能在二十日内完成卷

帙浩繁的几部诗歌评选和«夕堂永日绪论»ꎮ 因此ꎬ
后来的学者多半不赞同船山于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
年)ꎬ“居湘西草堂ꎮ 评选各诗文” [１]第１６册ꎬ第３７８页 的看

法ꎮ 但是ꎬ船山评选诗歌究竟是在此前几年ꎬ还是几

十年? 这就是刘毓崧、周调阳和陈勇、战立忠等人的

分歧所在ꎮ
(二) 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年)之前几年说

周调阳«王船山著述考略»一文指出船山“在山

中孤寂多暇”之时ꎬ可能为船山六十七八岁左右

(１６８５年至 １６８６年)ꎬ因此ꎬ船山诗歌评选当成于康

熙二十四五年左右ꎮ 此说的推测性很大ꎬ并不可靠ꎮ
船山晚年殚精竭虑ꎬ勤于著述ꎬ一年之内往往有数种

著作面世ꎬ根据他是否有闲来推测其诗歌评选的成

书时间ꎬ多少有些臆测ꎮ
(三) 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年)前后说

王敔的学生曾载阳、曾载述曾为«夕堂永日绪

论»作了附识ꎬ周调阳«船山著述考略»引用了这三

段话ꎬ以下所引为其一:
“子船山先生初徙茱萸塘ꎬ同里刘庶先前辈近

鲁藏书甚多ꎬ先生因手选唐诗一帙ꎬ颜曰«夕堂永

日»ꎬ夕堂ꎬ子先生之别号也ꎮ 继又选古诗一帙ꎬ宋



元诗、明诗各一帙ꎬ而暮年重加评论ꎬ其说尤详ꎮ 至

于古文ꎬ则始于周秦ꎬ终于陈隋ꎬ赋居三之一ꎬ文居三

之二ꎬ皆颜曰«夕堂永日»ꎮ 外则左传、国语、国策各

书ꎬ陶靖节、谢康乐、鲍参军、李青莲、杜工部各诗ꎬ刘
复愚文及近代刘青田、徐文长、汤海若各集ꎬ均有评

论ꎮ 卷帙繁重ꎬ难于问世ꎬ且问世亦非先生意也ꎮ 先

生尝言“世之言诗文者ꎬ各立门户以争名场ꎬ吾名心

消尽ꎬ所评论者借以永日而已ꎮ” 暮年自取其所论

说ꎬ约而赅之ꎬ为«夕堂永日绪论»上下二卷ꎬ上卷论

诗及古文之法凡若干条ꎬ下卷论制艺之法凡若干条ꎬ
时先生年已七十有二矣ꎮ” [３]第５００ꎬ５０１页

这段话很重要ꎮ 陈勇和战立忠根据这段话大致

确定了«唐诗评选»开始的时间ꎮ 船山初徙茱萸塘ꎬ
按王之春 «船山公年谱»ꎬ当为顺治十七年 (１６６０
年)春ꎬ因此ꎬ船山在这一年开始了«唐诗评选»的选

定工作ꎬ是基本可靠的ꎮ 选诗时间下限则有分歧ꎬ各
说不一ꎮ 战立忠认为船山«明诗评选»主要依据«列
朝诗集»ꎬ而船山在康熙四年之前读过«列朝诗集»
“闰集”ꎬ因此判定船山选明诗在康熙四年之前ꎬ考
虑到船山通读«列朝诗集»需要时间ꎬ最终将船山历

代诗歌评选的时间定为康熙五年(１６６６ 年) [４]ꎮ 战

立忠的说法比较创新ꎬ却不太严密ꎮ 陈勇则袭周调

阳旧说ꎬ将船山评选历代诗歌的时间下限定为康熙

二十七年(１６８８年) [５]ꎮ 二说的时间下限相去甚远ꎬ
因此还有待进一步推究ꎮ

二

«唐诗评选»是王船山最早的诗歌选本ꎬ笔者通

过考察«唐诗评选»一书ꎬ认为船山«唐诗评选»主体

部分的成书ꎬ应在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 年)ꎬ到康熙十

一年(１６７２年)之间ꎬ最晚不迟于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
年)ꎮ

对于历代诗歌评选的开始时间ꎬ战立忠、陈勇等

人的说法证据较为充足ꎬ定于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 年)
是比较合理的ꎬ而成书时间则根据笔者发现的一些

新材料来确定ꎬ这条材料为船山对宋之问«至端州

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

成咏»一诗所作的评语:
“亦似人人能之ꎬ神骏自为贫道所赏ꎮ”[２]第１３册ꎬ第８９０页

此评语中ꎬ船山自称“贫道”ꎮ 这不是船山心血

来潮ꎬ而是有原因的ꎮ 据王敔«大行府君行述» “亡
考船山府君ꎬ讳夫之ꎬ字而农ꎬ别号姜斋ꎻ中岁称一瓠

道人ꎬ更名壶ꎻ晚岁仍用旧名”、“山中时着道冠ꎬ歌
愚鼓” [１]第１３册ꎬ第７０、７３页的记载和其丹法著作«愚鼓辞»
的问世ꎬ可知船山曾有一段时间醉心道教ꎬ这即是

«唐诗评选»中使用“贫道”一词的根据ꎮ 若把船山

用一瓠道人、壶的名号时间起讫找出来ꎬ则«唐诗评

选»的评选时间差可定矣ꎮ
最早提及一瓠道人ꎬ是在康熙二年(１６６３ 年)ꎬ

船山四十五岁时ꎬ收录于«遣兴诗»中的«读甘蔗生

遣兴诗次韵而和之»ꎮ 此诗序言里多次提及一瓠ꎬ
其中又有一首诗ꎬ“一瓠被嗔五鹿角ꎬ卫公喫打大臣

袍ꎮ 新寒改样酸垂足ꎬ宿痞生根病在膏ꎮ 六鷁退飞

争熠燿ꎬ孤禽重过酷啁嘲ꎮ 藕丝大展脩罗殿ꎬ款款蜻

蜓傍业逃ꎮ” [２]第１３册ꎬ第５９２页再次提到一瓠的道号ꎬ是康

熙四年ꎬ船山四十七岁时ꎬ«和梅花百咏诗»中的«追
和王百榖梅花绝句十首»ꎬ其中一绝为“停觞待月似

蒸砂ꎬ一瓠先生病喫茶ꎮ 认得六桥鳏处士ꎬ湖光封雪

觅梅花ꎮ” [２]第１３册ꎬ第６３２页再次为康熙八年ꎬ船山五十一

岁时ꎬ有«题芦雁绝句»ꎬ诗前有题解ꎬ“...余于画理ꎬ
如痖人食饱ꎬ心知而言不能及ꎮ 为师随拈若而首ꎬ师
遇画着时ꎬ有与余诗相磕攃者ꎬ即以题之ꎬ不信非瓠

道人所写也ꎮ” [２]第１３册ꎬ２３２、２３５页 还有一次ꎬ具体时间难

考ꎬ在«十二时歌和青原药地大师»的序言里ꎬ“药地

«十二时歌»ꎬ原不作鼓楼上牌子标他榜样ꎮ 虽云渠

自有拍板摇槌ꎬ亦但欲活者死ꎬ死者活耳ꎮ 到此一枝

箭射人也用ꎬ射马也用ꎬ但虑其不能没石饮羽也ꎮ 千

里唇皮ꎬ遥相乔赚ꎬ瓠道人倚愚鼓而和之ꎬ不道未喫

药地药ꎬ便掇开药囊向一壁也煮ꎮ” [２]第１２册ꎬ第６２３页吴明

称“据有关资料考证ꎬ«愚鼓词»系王船山先生于清

康熙十年辛亥(１６７１ 年)居住湘西金兰乡之‘观生

居’时所作ꎬ时年五十三岁ꎮ” [６]笔者不知这个“有关

资料考证”是否准确ꎬ但«愚鼓词»作于康熙十一年

(１６７２年)ꎬ船山 ５４ 岁之前则是确切无疑的ꎮ 因为

«十二时歌和青原药地大师»乃是唱和青原药地大

师(方以智)之作ꎬ应作于方以智生前ꎮ 方以智卒于

康熙十年(１６７１年)①ꎬ而船山听到的传闻是方以智

卒于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年)江西泰和萧氏浮春园ꎬ并
有«闻极丸老人凶问不禁狂哭痛定辄吟二章»ꎬ痛哭

此事ꎮ
关于“壶子”的号ꎬ可考的时间为船山五十二岁

时ꎮ «姜斋文集补遗»中«苏太君孝寿说»:“庚戌新

秋ꎬ两唐子为其母氏六秩寿ꎬ征侑词焉ꎮ”末后署名

“壶子夫之再书” [２]第１４册ꎬ第２３２、２３５页ꎮ庚戌年为康熙九年

(１６７０年)ꎬ船山 ５２岁时ꎮ
因此ꎬ据船山用“一瓠道人”、“壶”的字号来看ꎬ

已知的最晚时间大概为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 年)ꎬ但这

是否就是«唐诗评选»主体部分完成的最晚时间呢?
不得而知ꎮ 但我们可以推测ꎬ«唐诗评选»最迟不晚

于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 年)ꎬ因为此年 ９ 月ꎬ船山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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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居迁到了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ꎬ从此ꎬ他的著作多

署名“船山老人”、“船山遗老”、“船山老夫”、“船山

老农”、“船山病叟”等名号ꎮ
综上看来ꎬ船山«唐诗评选»的成书时间大概在

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 年)ꎬ到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 年)之
间ꎬ最迟不晚于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年)ꎮ

这个推断在船山«柳岸吟»中可得到证实ꎬ«柳
岸吟»大致作于 １６６９ 年至 １６７９ 年ꎬ与«六十自定

稿»属于同一个十年ꎮ 其中有诗«书陈罗二先生诗

后»其一ꎬ“白沙飞舞茅龙ꎬ一瓠埋头蝇迹ꎮ 莫道我

狷彼狂ꎬ共弄暮天空碧ꎮ” [２]第１４册ꎬ第４５０页又有诗«示从

游诸子»其三ꎬ“今人笑古古笑今ꎬ笑将在口或在心ꎮ
携杖穿云云不惹ꎬ褰衣涉水水何深ꎮ 他人有梦难代

说ꎬ夜半索枕自幽寻ꎮ 莫拟船山如布谷ꎬ斜阳高树认

归禽ꎮ” [２]第１４册ꎬ第４５６页可知ꎬ«柳岸吟»里船山已有两种

称号:“一瓠”、“船山”ꎮ 可能是«书陈罗二先生诗

后»写于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 年)或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
年)之前ꎬ而«示从游诸子»则作于是年之后ꎮ

船山六十岁以后ꎬ不再以道号自称ꎬ而是自称夫

之、船山、夕堂ꎬ诗文里多次提及石船山ꎬ这在他可考

时间的«姜斋诗集»和各种著作的序言里可以看出ꎮ
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 年)ꎬ船山 ６０ 岁时的«梅花»其
一ꎬ“墟里寒烟罩断桥ꎬ年来春色最萧条ꎮ 船山半曲

清溪里ꎬ霜日黄曛一树遥ꎮ” [２]第１４册ꎬ第３６９页同年ꎬ«梅阴

冢»前有序言云:“船山老人幼女七岁ꎬ许字友人唐

君之子者ꎬ以戊午八月夭ꎮ 败叶卢左右梅一株ꎬ老人

夙所翫息ꎮ 卢圮梅存ꎬ因瘗其侧ꎮ 老人女蚤晓字ꎬ动
有闲则ꎮ 尝自言:使我且死ꎬ必不乱ꎮ 垂亡果然ꎮ 老

人 哀 之 甚ꎬ 且 恐 此 土 为 樵 犂 所 侵ꎬ 诗 以 志

之ꎮ” [２]第１４册ꎬ第３７６页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年)ꎬ船山 ６１岁ꎬ
有«送载谋归吴淞二首»其二ꎬ“马当湖水北ꎬ南望杳

潇湘ꎮ 陆海英雄踬ꎬ船山烟草荒ꎮ 容台留蠹简ꎬ谒者

恋幽芳ꎮ 片石延陵字ꎬ他年待报章ꎮ” [２]第１４册ꎬ第３５３页

１６８４年ꎬ船山 ６６ 岁ꎬ«七十自定稿»中有«徐合素自

南来抵郡城远讯船山代书答之尊世父誾公从海上卒

于岭表廿余年矣因寓我尚为人之叹»之诗ꎬ１６８５ 年ꎬ
船山 ６７岁ꎬ有«山月歌»ꎬ“船山山半月垂湾ꎬ太白光

连夕 照 间ꎮ 白 发 故 人 愁 不 见ꎬ 天 西 无 数 五 溪

山ꎮ” [２]第１４册ꎬ第４２７页１６８８ 年ꎬ船山 ７０ 岁ꎬ有«别峰菴二

如表长老类知予者对衆大言天下无和峭之癖者唯船

山一汉愧不克任而表师志趣于此征矣就彼法中得坐

脱其宜也诗以吊之»之时ꎮ 可知ꎬ６０ 岁以后的他基

本上是以“船山”自称ꎮ
我们既已知道宋之问«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

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一诗评语

大概是作于 １６６０ 年至 １６７２ 年之间ꎬ最晚不迟于

１６７５年ꎬ那么ꎬ是否整部 «唐诗评选»都是作于此

时呢?
«唐诗评选»的主体部分应该成书于此段时间

内ꎮ 我们注意到“神骏自为贫道所赏”一句所流露

出的审美观念ꎬ以“神”论诗ꎬ是«唐诗评选»的常用

语ꎬ这在语言上是统一的ꎮ 船山评王绩«北山» “对
仗起束固自精贴ꎬ声韵亦务谐和ꎬ乃神韵骏发ꎬ则固

可歌可行ꎬ或可入乐府ꎮ” [２]第１３册ꎬ第８８５页评刘庭芝«公
子行»“脉行肉里ꎬ神寄影中ꎬ巧参化工ꎬ非复有笔墨

之气ꎮ” [２]第１３册ꎬ第８８８页评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徒此融

液初终ꎬ以神行而不以机牵ꎬ摇荡古今ꎬ岂但其大言

之赫赫哉!” [２]第１３册ꎬ第８９１页 等等ꎬ都非常注重对诗歌

“神骏”的阐发ꎬ可见«唐诗评选»的工作应该基本上

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ꎮ 甚至ꎬ船山三部评选的主体

部分可能都作于这段时间之内ꎮ 因为«明诗评选»
的评语里ꎬ也曾出现“瓠道人”的名号ꎬ这是船山评

祝允明«述行言情诗»其三里出现的ꎬ“只结五字是

一篇命笔处ꎬ却只大概言之ꎮ 真毛诗ꎬ真汉人ꎬ唐、宋
人更须半篇不得分晓ꎮ “至精存吾征”ꎬ何征哉? 希

哲自道不尽ꎬ瓠道人见之ꎮ” [２]第１３册ꎬ第１３０３页可见ꎬ船山

评«明诗评选»时ꎬ还是受道教内丹学影响很深的ꎬ
这在«明诗评选»的许多内丹术语里也可以看出来ꎮ
巧合的是ꎬ船山在«明诗评选»里ꎬ评卢大雅«舟中寄

张外史»一诗云:“自应赏其神骏ꎮ” [２]第１３册ꎬ第１５３９页 这

与«唐诗评选»里“神骏自为贫道所赏”的评语如出

一辙ꎬ所以ꎬ«明诗评选»主体部分的编定工作应与

«唐诗评选»相隔不远ꎮ

三

船山历代诗歌评选是先选后评ꎬ还是边选边评?
这也是陈勇和战立忠的分歧所在ꎮ “暮年重加评

论ꎬ其说尤详”表明船山是先选诗再评诗ꎬ截然分为

两个阶段吗? “山中点定”的点定又是一种怎样的

工作呢? 下文就此进行论述ꎮ
笔者认为ꎬ船山的评选工作ꎬ不是先选后评ꎬ而

是边选边评ꎬ选评结合ꎬ暮年再重新详细评述ꎬ并修

订了一番ꎮ 而且ꎬ他很可能是在阅读选诗底本和别

集时ꎬ随手作有记号和评语ꎬ再让学生抄录成书ꎮ 这

从现存湖南图书馆的清钞本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ꎮ
在清钞本«古诗评选»中ꎬ船山于瑟调曲«艳歌行»
“水清石自见ꎬ石见何累累”旁有夹注“兴意带出深

微”ꎬ汉铙歌曲、宋乐府辞下有题解“不著作人”ꎬ于
清调曲«相逄行»下有题解“与长安有狭邪行大同小

异”ꎬ«秋胡行»下有题解“云秋胡者ꎬ用其声律耳”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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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碣石篇»下有题解“云行八句为豓ꎬ豓犹引也”ꎬ
«艳歌何尝行»下有题解“少小下为趋曲ꎬ前为豓”ꎬ
«代悲哉行»下有题解“误刻鲍昭”ꎬ«赠徐干»下有

题解“是时徐在西掖ꎬ刘在禁省ꎬ故有此诗” [ 见湖

南图书馆藏清钞本«船山古近体诗评选»ꎬ岳麓书社

版«船山全书»在相应的地方有注ꎮ]......另据杨坚

«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编校后记»所言ꎬ船山

有“一类为作者字号爵里之说明ꎬ皆书于其名

下” [２]第１３册ꎬ第１６３７页ꎬ此类注释多至一百二十余条ꎬ如刘

基名下注“伯温ꎬ青田人ꎮ 御史中丞ꎬ诚意伯ꎬ謚文

成ꎮ” [２]第１３册ꎬ第１６３７页很显然ꎬ这类注解应为船山阅读诗

歌底本时顺手注出ꎬ被学生忠实地抄录下来ꎮ 另外ꎬ
根据«楚辞通释»的夹注和新发现的«文选评» [７]的
注释体例ꎬ我们可知船山在读诗文时确实有随手批

注的习惯ꎮ 曾载阳、曾载述所作«夕堂永日绪论»附
识中“左传、国语、国策各书ꎬ陶靖节、谢康乐、鲍参

军、李青莲、杜工部各诗ꎬ刘复愚文及近代刘青田、徐
文长、汤海若各集ꎬ均有评论ꎮ” [３]第５００ꎬ５０１页这也证明

船山随手批注的习惯真实不虚ꎮ 尽管附识中提及的

这些诗文评论已佚ꎬ无从考证ꎬ但似可大胆推测这大

量的诗文评很可能也作于船山评选历代诗文期间ꎬ
正是船山在读这些诗文的过程中ꎬ边评边选ꎬ遂为其

几部断代诗文评选打下了基础ꎮ

注释:
①罗炽«方以智评传»认为ꎬ方以智卒于康熙十年(１６７１

年)十月七日ꎬ自庐陵南解途中ꎬ舟次万安惶恐滩ꎬ因背患痈

疽不支而卒ꎮ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也认为方以智卒于康

熙十年(１６７１年)秋ꎬ但系在万安惶恐滩投水而死ꎮ 参见罗

炽«方以智评传»ꎬ第 ４２６页ꎬ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ꎻ余英

时«方以智晚节考»ꎬ第 ９５~１１８页ꎬ第 １２５ 页ꎬ允晨文化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ꎬ１９８６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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