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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诗派传衍湖南考论

吴大平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3###$"$

摘4要#桐城诗派传衍湖南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道光中叶至咸丰初年$ 湖南士人在都下问法于梅曾亮!由此开始了

接受和传衍$ 二是咸丰初年至同治末年$ 湘籍诗人回乡传法!在交游中推进了群体认同$ 与此同时!曾国藩接过桐城文

柄!高位主持诗教$ 三是光绪初年至民国$ 湖南士人通过书院教育等方式推动薪火赓续$ 湖南桐城诗人极大地拓展了

桐城堂庑!促进了桐城诗派中兴$ 传衍湖南是桐城诗派流衍全国的重要环节!也是湖南地方文学史上关键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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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湖南士人阎镇珩曾经这样描述过湖南自嘉道

以来的文学!%嘉道之际#楚才繁兴'

!

& 而吴敏树

也说!%近时#吾楚中独多诗人& 仅吾湖湘间专门

擅声者#略可以十指数#其与吴越何异&'

"认为这

是继茶陵李东阳以来#湖湘间诗歌创作最为繁荣

的时代& 湖南文学再度辉煌的历程正是桐城诗派

在湖南传衍的过程&

道光末造#湖南桐城诗派开始崛起& 并在咸

同年间#逐渐壮大#成为桐城中兴的主要力量& 而

后一直绵延至民国#直至桐城诗派在新文学变革

的冲击下走向衰落& 应该说#这既是一段湖南地

方文学史#也是一段桐城诗派传衍史& 这一段文

学史的建构#不仅揭示了桐城诗派流衍全国的诸

多信息#也彰显了湖南诗学在邦国变局下经时济

变的文化品性& 考察这一段文学史#考虑到诗派

传衍和创作活动的阶段特点#我们大致可以分为

三个时期&

一4都下闻法$衍其绪论

道光十五年"#*)"$至三十年"#*"$$前后#湖

南诗人通过梅曾亮开始接受桐城诗法#而且在京

城开始了诗文唱和#并逐渐形成了湖南桐城诗派

诗古文交游圈& 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杨彝珍(吴敏

树(孙鼎臣(周寿昌(舒焘等&

!一"友教京师

在管同逝后#%梅曾亮最为大师'

#

#继乃师姚

鼐之后宗主桐城& %天下之士始从姚先生者#莫

不惟先生是归&'

$道光元年"#*!#$至道光二年

"#*!!$(道光十二年 " #*)! $ 至道光三十年

"#*"$$#梅曾亮两次入都& 其在京居户部郎中闲

职#得以闭门读书#研习诗文& 同时延揽同道#揄

扬后进#宣扬桐城义法& 在桐城义法的感召下#都

下士人纷纷追随梅氏学习诗古文法#以继桐城

之学&

武陵杨彝珍作为最早一批入都问学的湖南诗

人#是桐城诗派传衍湖南的典型& 杨彝珍于道光

十八年"#*)*$入都赴考#屡试不售& 在几次进京

赶考时#杨彝珍就教于梅曾亮& 门人阎镇珩在其

墓表中记述了其在都下问法于梅氏的情况!%初

在都与梅郎中曾亮考论桐城姚氏宗法#其后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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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于百氏之旨#所得深微奥博#靡有堤涯&'

!这一

交往问学的经历#成为了杨氏明确为学蕲向的重

要环节& 在其后来的回忆中#也深受珍视!%有集

留天壤#名自难湮落& 不堪重追忆#共饮京华

春&'

"杨彝珍老寿康强#曾重宴鹿鸣#为湖南晚清

诗人中最为高寿者#行迹横跨嘉道咸同光五朝&

与后来的湖南桐城诗人几乎都有交游#深受晚清

湖南士人尊敬& 杨氏的声望及其明确的尊崇与导

引#在后来湖南士林归附桐城风气的形成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巴陵吴敏树与桐城派的关系虽是争论不休的

公案#但他在桐城诗派传衍湖南中却是不可或缺

的一环& 道光二十四年"#*33$#吴敏树携带自己

所钞归有光文入都#深受都下士人欢迎#由此结识

梅曾亮#并受其奖掖& 吴敏树-记钞本归震川文

后.!%余既钞归震川之文而序之#后三年甲辰#携

之京师#同年友武陵杨彝珍性农从余借去& 阅数

日#瑞安项孝廉传霖来访余& 盖从性农所见此书

44因为余言京师名能古文者#有江南梅郎中其

人也&'

#又#-与梅伯言先生书.!%在都#于项君

几山所#得见先生#既乃因缘进谒#遂蒙赐示大著

文集& 44于是乃知天下文章#固在于先生&

44随又得接待一二次#备闻指论&'

$道光二十

四年"#*33$#吴敏树通过杨彝珍认识了项传霖(

梅曾亮等人& 梅曾亮极力推扬吴敏树的文学创作

成就#使其名盛于京师& 善化孙鼎臣的描述也正

好应证了这一事实!%阁下之文#梅伯言郎中所

推&'

%其实#吴敏树对梅曾亮的文学成就也极其

敬仰& 他多次在其诗作中表现对梅曾亮的服膺&

如!%昔我知伯言#京师作合朋&'

&

%君徒诗似茶陵

相#我自文惭柏枧翁&'

'

%宣城梅叟老文理#吾乡

曾子近奇崛&'

(在与梅曾亮的交往中#吴敏树酬

唱赠答#抄读梅作#深受桐城诗法影响&

善化孙鼎臣在-与梅先生书.写道!%少习诗

歌(骈俪之文44来京师#见先生之文#与闻其议

论44心好之#未敢言也&'

)又#派中之人邵懿辰

在-孙芝房墓志铭.中说!%梅郎中用文术友教京

师#月一再会#谈诗古文法#凡书册所有与今时事

得失相发者#余与君及曾侍郎先后间往与其会饮

食游#处近十年#相与极欢&'

*+,孙鼎臣还写诗回忆

当年与梅曾亮论诗问法的场面!%忆同梅叟论文

日#衣冠道泰无兵革&'

*+-

长沙周寿昌于道光二十四年"#*33$进京参

加恩科#是这一批进京的湖南士人中仕途较为通

达的& 虽较晚入都#但也曾问法于梅曾亮& 门人

江阴缪孙曾这样回忆乃师师从梅氏问学的情

况!%朴学浮溪亲授受#名篇柏枧示周行&'

*+.

溆浦舒焘还曾执弟子礼问法于梅曾亮& 梅曾

亮为其别集作序#并称述其问学之诚!%伯鲁始以

年家子见余于京师#呈诗文为贽& 44及复应顺

天试#与弟子仲和馆余家#其诗文则大变矣& 且执

弟子礼甚恭#录示诗一通以去& 后余主讲梅花书

院#复来扬州#录续所为诗文以去&'

*+3舒焘师事梅

曾亮#受其点拨#而诗文大变#有所成就#有%溆浦

三杰'之称& 但天不假年#未至三十而卒#未尽弘

扬师道之功& 舒焘的师从及其文学成就#在湖南

诗人间是被广泛知晓和肯定的& 吴敏树就曾这样

写道!%结交诸老间#梅叟独师绪&'

*+4在与梅曾亮

的交游中#完成师徒定交#有着更特别的意味& 它

既是湖南士人在都下宗法桐城(崇扬梅氏心态的

集中体现#同时也对之后士人回湘传衍桐城诗派

重视师承统续有着一定的影响& 以梅曾亮为核心

的京城文学交游圈是推进桐城诗派传衍湖南的关

键& 湖南文人正是在京城的交游中#服膺桐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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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镇珩!-外舅移芝先生墓表.#见-北岳遗书.卷十二#民国铅印本&

杨彝珍!-梅民部曾亮.#见-移芝室全集2诗集.卷一#清光绪二十二年孙世猷刻本&

吴敏树!-记钞本震川文后.#见-籮湖文集.卷五#清光绪十九年思贤讲舍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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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敏树!-为邓守之待召题其尊人完白先生石交图.#见-籮湖诗录.卷二#清同治八年刻本&

吴敏树!-芝房旧赠诗联书后.#见-籮湖诗录.卷四#清同治八年刻本&

吴敏树!-赠邵位西员外即题其诗集兼索所著古文.#见-籮湖诗录.卷二#清同治八年刻本&

孙鼎臣!-与梅先生书.#见-苍莨文初集.卷十二#清咸丰刻本&

邵懿辰!-苍莨诗初集序.#见-苍莨诗初集.卷首#清咸丰刻本&

孙鼎臣!-送吴南屏广文还巴陵.#见-苍莨诗初集.卷七#清咸丰刻本&

缪孙!-周自庵师七十生辰献诗四首次韵陶心云韵.#见缪荃孙辑-旧德集.卷十#清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彭国忠(胡晓明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1#页&

吴敏树!-哭舒伯鲁郎中五十韵.#见-籮湖诗录.卷一#清同治八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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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学习桐城诗法#完成了对桐城诗派的接受&

!二"京华雅集

在都的湖南诗人除了问法于梅曾亮之外#还逐

渐开始了都下雅集唱和的活动& 这样的创作交流

活动#一直延续#并成为诗派传衍的重要方式& 参

与雅集的湖南诗人们正是在这样的%异同互见'

中#互相切磋砥砺#完成了桐城诗法的交流与接受&

李元度在-与孙琴西方伯书.中深情回忆了

那时都下湖南士子雅集唱和的情形!%曩者庚戌

辛亥壬子间#元度旅食京师& 间从曾文正(邵位

西(孙芝房(吴南屏(杨性农诸公游& 时执事与性

丈同选馆职& 诸君子相唱和& 元度获窃闻绪论#

心向往之&'

!

周礼昌在周寿昌的行状中也有相似的描述!

%而一时人杰如曾文正公(毛文达公44咸在京

邸#以文章道义相砥砺&'

"周寿昌还与孙鼎臣交

好#诗文志趣相近& 门人王先谦在汇辑周寿昌(孙

鼎臣等人的-诗余偶钞六家.时复述周寿昌之言#

描述了他们的文字之交!%道咸间#与孙芝房侍

读(李舜卿孝廉诸人为文字饮#每舜卿一词出#芝

房及余皆敛手叹服&'

#宗法桐城#在都下的湖南

诗人间已成风气& 而曾国藩在收到杨彝珍的%鋏

邰唱和'的和作时#也致信回忆其在都雅集谈艺

的情况!%回忆昔年供职春明#时与二三朋好把臂

论文#飞觞谈艺#异同互见#兴往情来&'

$

这些关于都下雅集的记述生动地展现了湖南

士子求其友声的现实情形#也是湖南经世派士人

因志趣相投而聚集的早期形态& 这种交往不仅为

湖南理学经世群体乃至湘军集团的形成壮大奠定

了基础#也为推进桐城诗派传衍湖南提供了历史

契机& 这一交往形式和同道之谊更是在湖南士人

出都之后得到了延续和拓展#文学的集聚效应在

这样的群体交往中被逐渐激发&

道光三十年"#*"$$秋#梅曾亮辞官出都& 道

光二十五年"#*33$吴敏树回乡守制& 咸丰二年

"#*"!$#杨彝珍乞假回乡#倡办团练& 同年#孙鼎

臣被擢为翰林院侍读#后不久就请假回湘#奉母读

书& 咸丰三年"#*")$#周寿昌回籍丁忧& 随着湘

籍诗人的陆续离京#对桐城诗派的初步接受也即

告结束& 此时#面对邦国巨变#崇尚义理(标榜雅

洁的桐城诗派应对无措#进入了短暂的衰落期&

而在这些初步接受桐城诗法的湖南士人中#正在

悄然孕育着一场诗学新变&

二4师友砥砺$张大桐城

从咸丰初年至同治末年#第一批湖南桐城诗

派诗人开始了浩浩荡荡的湖南传衍活动& 曾国藩

及其幕府在这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逐渐接过

了桐城文柄#以高位主持诗教& 这一时期的主要

代表诗人是曾国藩(李元度(刘蓉(曾纪泽等&

!一"回湘授徒

咸丰兵燹既起#清廷危亡#生民涂炭& 在都闻

法的湖南诗人们回湘后#弘扬湖南理学经世传统#

担荷天下#经世济变& 在辅世翼教的同时#更是设

帐授徒#推动了桐城诗派在湖湘大地的传衍与

生根&

杨彝珍回到湖南常德#在同治元年"#*0!$创

办了移芝讲舍#在同治四年主讲郎江书院& 杨彝

珍在当地声望甚隆#许多年轻士子都跟随其学习

诗文& 比如阎镇珩(朱晴笙(刘凤苞等& 阎镇珩少

有才名#%当时耆宿#杨彝珍(郭嵩焘(孙衣言(王

先谦诸先生莫不礼先而结交之'

%

& 同乡杨彝珍

名重一时#阎镇珩便归于门下& 阎镇珩不乐仕进#

在杨氏门下专心学习& 阎氏门人慈利吴恭亨说其

诗文%宽厚雄博#直俪湘乡曾文正'

&

& 此时#逐渐

形成了以曾国藩为中心的桐城诗派湖南传衍群

体& 面对这一背景#这种夸赞自然有其深刻的意

蕴& 不仅暗示了湖南文柄交替的历史现实#也充

分说明了通过学习曾国藩进而趋附桐城的文苑风

气& 作为笃守师说的门徒#朱晴笙始终如一传扬

师道的品质更是深受杨彝珍赞扬& -祭朱晴笙

文.!%吾尝言主讲席四载#经吾陶淑而可逮于古

作者惟生一人#其终始内外如一而不背负我者#亦

惟生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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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度!-与孙琴西方伯书.#见-天岳山馆文钞.卷三十六#清光绪六年爽溪精舍刻本&

周礼昌撰!-诰授光禄大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周公荇农府君行状.#见缪荃孙纂录-续碑传集.卷八十#江楚编译书局刊校本&

王先谦!-诗余偶钞六家序.#见-诗余偶钞六家.卷首#清光绪十六年刻本&

-曾国藩全集2书信之十.#岳麓书社 !$##年版#第 "3页&

庄玉波!-北岳山房遗书跋.#见-北岳遗书.卷末#民国铅印本&

吴恭亨!-北岳山房遗书序.#见-北岳遗书.卷首#民国铅印本&

杨彝珍!-祭朱晴笙文.#见-移芝室全集2文集.卷十#清光绪二十二年孙世猷刻本&



第 !"卷 吴大平!桐城诗派传衍湖南考论

吴敏树守制三年后#于训导任上称病辞官&

之后倡办巴陵团练#又辗转湖南各地#终未再度入

仕& 吴敏树在湖南诗名甚著#自号籮湖老人#以期

通过创立籮湖派来摆脱桐城派阵营& 这虽与吴敏

树早期不立宗派的态度相悖#但也体现了他意图

争夺文学权力(冲破桐城局囿的真实动机& 但正

是在这种文学宗派观念的离合中#客观上完成了

吴敏树私授门徒以传衍桐城诗派的任务& 而发现

和培育杜贵墀正是这一过程的重要成果& 巴陵杜

贵墀是吴敏树同年杜煌之子#吴敏树见其年少失

怙#便多有提携指点& 吴敏树曾称赞其%仲丹天

下士#齐擘必推大'

!

& 除了诗文学习上的指导

外#吴敏树还多次向左宗棠(曾国藩等友人推荐杜

贵墀& -桐城文学渊源考.论述吴敏树时说!%惟

杜贵墀最得其传&'

"

同治二年"#*0)$#周寿昌经周寿祺介绍#认

识了同乡后学湖南善化王先谦& 于是周王由此定

交#并开始了二十多年的师徒之谊& 王先谦对周

寿昌倾慕已久#虽然分隔两地#但也经常书信问

学& 王先谦就曾这样描述他们的师徒问学的情

况!%郑重传衣钵#丁宁共椠铅&'

#周寿昌谢世后#

王先谦还作诗怀念恩师的教诲!%永念杏坛丈#含

悲述长歌&'

$王先谦由周寿昌引入桐城门庭#是

其学术与创作的重要关捩& 之后#王先谦才逐渐

由周寿昌而直接上溯姚鼐#并自觉以继续桐城之

学为己任&

孙鼎臣到湖南之后#致力学术& 咸丰四年

"#*"3$主讲湖南衡阳石鼓书院#但时间很短& 从

其所作-书院示诸子.大致可以看出其讲学宗旨&

他勉励诸生要在乱世之中敦品励学#捍卫圣贤之

道#这也正与桐城诗派的为学精神是一致的& 后

不久就隐居苍莨谷#咸丰九年"#*"6$就溘然长逝

了& 其在-复薛晓帆书.中说!%丧乱以来#良师友

各在一方44故以文相从&'

%或许#这正是描述

了太平军兴之下湖南诗人普遍的真实状态&

!二"同声相应

由都下雅集而开始的交游活动#随着湖南士

人的南归#在湖湘大地上得到了有效的延续& 饱

受乱离的湖南诗人们在文学交游中酬唱赠答(相

互慰藉#无论形式和规模都较之前有了极大的拓

展& 共同的文学品性是其不可或缺的交游基础&

通过形式多样的诗学交流#进一步推进了湖南桐

城诗派的群体认同&

湖南文人雅集所呈现的桐城诗派传衍的效果

相对隐蔽#或许无法从具体雅集交往中获得明确

的传衍信息#但是这种雅集所带来的文学上的影

响是深刻的#它从创作交流的角度为湖南诗人趋

向和接受桐城提供了一种方向& 如同治十一年三

月"#*1!$的长沙%薭园雅集'#参与的湖南诗人有

吴敏树(郭嵩焘(郭意城(何应祺(李元度(罗研生

等& 同治十三年十月"#*13$的%曾祠雅集'#参与

的湖南诗人有杨彝珍(郭嵩焘(曾国荃(李元度等&

湘人雅集既叙乡谊#也会在这样的情感基础上去

寻找诗学上的群体认同& 而这些认同正是他们诗

学理念的最大共识& 再加之当下的诗学风气(群

体崇尚以及前期已有的传衍基础#可以说他们的

群体认同就是在若隐若现的桐城诗法的影响下进

行的& 故而#湘人雅集就自然具有了传衍桐城诗

派的特性和价值& 除此之外#酬赠唱和(互寄诗作

也是创作交流的重要一端& 如周寿昌-酬赠曾涤

生侍读国藩大雨见怀场屋原韵即柬郭筠仙孝

廉.(刘蓉-赠李次青司马用吴子序编修韵.等等&

通过书信讨论诗法#更是有效的桐城诗法传

衍途径& 而这种讨论因为基于趋同的身份特点又

往往建立在共同的诗学崇尚之上#因此容易达成

某种诗学共识& 由于认同而进行对话#进而发现

共识#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桐城诗学的传衍理路&

杨彝珍-致吴南屏.!%至论作诗之旨#尤与不佞不

谋而合&'

&曾国藩-复吴敏树.中说!%见示诗文

诸作44鄙见约略相同&'

'

批点定诗行为的发生#根本原因在于对对方

文学成就的敬佩以及自身学习诗法的迫切渴望&

而在这兼具权威与信任的情感基础之上#深受桐

城诗法影响的诗坛前辈们或创作楷模们便纷纷传

法施教& 作为一种最为强烈的诗学互动和创作对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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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敏树!-次韵仲丹用柬伯乔韵寄怀之作.#见-钓者风.卷一#清同治八年刻本&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徐天祥校点#黄山书社 !$#*年版#第 "#页&

王先谦!-自庵丈喜予到京有作次韵.#见-虚受堂诗存.卷五#清光绪二十八年平江苏氏刻本&

王先谦!-自庵先生灵榇南归送至通州赋挽词一章次李莼客韵.#见-虚受堂诗存.卷十一#清光绪二十八年平江苏氏刻本&

孙鼎臣!-复薛晓帆书.#见-苍莨文初集.卷十三#清咸丰刻本&

杨彝珍!-致吴南屏.#见-移芝室全集2文集.卷十二下#清光绪二十二年孙世猷刻本&

-曾国藩全集2书信之二.#岳麓书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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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批点定诗在湖南桐城诗派诗人中已然形成风

气& 杨彝珍就曾请求吴敏树为其定改诗文#-致

吴南屏.!%兹寄上二部#望有以涂乙而改削之&'

!

吴敏树在-芝房旧赠诗联书后序.叙述了他为孙

鼎臣定诗!%芝房尝委余定其诗44芝房不以为

妄#尽如所论&'

"曾国藩也曾请吴敏树教正诗作!

%去岁及兹作得十余首44兹抄五六首奉承

教正&'

#

!三"幕府论诗

早在道光十五年"#*)"$#曾国藩就已入都&

后道光十八年"#*)*$至咸丰二年"#*"!$一直在

京任职& 在都期间#曾国藩虽与梅曾亮也多有交

游#但其在咸丰九年六月"#*"6$ -柏枧山房文集

跋.中说!%余官京师#与梅君过从#凡四年#未得

毕读其集#今始细读一过耳&'

$在咸丰九年十二

月初二日-复吴敏树.中又说!%往在京师#雅不欲

混入梅郎中之后尘&'

%由此态度#不难看出曾国

藩不愿与梅曾亮为伍& 同年#曾国藩在-圣哲画

象记.中说! %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

也&'

&因此#曾国藩当是以私淑姚鼐而入桐城

门庭&

从咸丰八年十二月"#*"*$至咸丰九年正月

"#*"6$#曾国藩相继完成了-欧阳生文集序.和

-圣哲画象记.两篇文章& -欧阳生文集序.集中

体现了曾国藩对于桐城派流衍全国的基本看法#

而-圣哲画像记.则表现了曾国藩服膺桐城姚鼐

的真实心理& 另外#检阅这一段时间曾氏日记可

以发现#这期间其主要阅读了-惜抱轩集. -梅伯

言文集.-彭昱尧子穆文集.-古文辞类纂.等桐城

派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阅读习惯与偏好还

一直为曾国藩一生所坚持& 根据粗略统计#姚鼐

和梅曾亮的别集以及-古文辞类纂.是其日记所

叙述的阅读书目中频率最高的& 从这些信息中大

致可以窥探到他有着极为强烈的存续宗派的自觉

意识和中兴诗派的责任观念&

曾国藩幕府是桐城诗派传衍湖南的一个极为

独特的空间和系统& 曾幕既是戎幕也是学幕& 幕

主与宾客的论诗酬唱#再加之幕主尊尚桐城的导

引#使得曾幕成为湖南桐城诗派传衍的重要平台&

从曾幕走出的湖南籍桐城诗派诗人就有何应祺(

刘蓉(李元度(郭嵩焘等等& 何应祺说!%祺侍曾

公左右者有年#所以期望者甚厚&'

'刘蓉也曾作

诗!%幕府三年共短檠#一床风雨慰孤情&'

(两人

都深情地表达了他们受教于幕主曾国藩的感激和

怀念&

幕府论诗是曾国藩幕府学习交流诗法进而传

衍桐城诗派的重要方式& 曾国藩的日记中对其与

宾客论诗有着颇多记录#如咸丰九年正月初四

"#*"6$!%与次青(仙屏论诗&'

)咸丰九年二月初

一"#*"6$!%中饭后#邓弥之来#与诸君论诗&'

*+,咸

丰九年二月初二"#*"6$!%圈子序(次青(仙屏三

人诗#批之&'

*+-咸丰九年二月二十五日"#*"6$!

%夜与次青(仙屏等观邓弥之(吴竹庄和诗&'

*+.不

仅如此#作为幕主的曾国藩还对宾客的诗作进行

评点#以此相互磨砺& 曾国藩就曾指点刘蓉诗歌

创作!%承示诗歌诸篇44风骨遒逸#绝无衰老艰

涩之态& 东坡谓陈氏精悍见于眉间#岂山中之人

哉&'

*+3与作为主导的幕主的诗法交流#其本质是

一种诗学观念的传播& 一众幕僚折服其功业与文

学#加之风气所及#所以也都趋归桐城& 刘蓉就曾

说!%桐城义法非无据#要在天机入妙时&'

*+4应该

是深刻地体现了曾幕宾客崇尚桐城义法的真实

心理&

幕府的唱和联吟为桐城诗派在湖南士人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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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彝珍!-致吴南屏.#见-移芝室全集2文集.卷十二上#清光绪二十二年孙世猷刻本&

吴敏树!-芝房旧赠诗联书后序.#见-籮湖诗录.卷四#清同治八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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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柏枧山房文集跋.#见-柏枧山房诗文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0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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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祺!-刑部右侍郎顺天学政贺云甫先生六十寿言.#见-守默斋杂著."不分卷$#清同治十年善化何氏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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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提供了群体基础和传衍条件& 曾国藩在给刘

蓉的信中说!%军中多暇#间有朋游文诵之乐& 何

廉窻作-除夕感怀诗.十六首#仆偶次韵和之& 一

时叠唱至三十余人&'

!在给何縂的信中也说!%顷

与子序(霞轩(次青(少荃(仙屏诸君宴集其上44

诸君即事奉和#用其体而不次其韵&'

"在其日记

中#也有类似的记述& 如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九日

"#*"6$日记!%未刻#作七律五首#和何廉窻诗#次

韵& 同和者为李次青(甘子大#许仙屏等数人& 而

王霞轩(邓弥之#何镜海等亦将和之&'

#在这些唱

和中#既有依韵的#也有和诗的#还有仿体唱和的#

形式极为丰富& 另外#在这些唱和活动中#既有桐

城诗派的代表吴嘉宾#也有李元度(何应祺等湖南

籍诗人& 这些趋同的身份信息和多样的唱和方

式#也足以看出幕府唱和在桐城诗派传衍湖南过

程中的重要作用&

必须提到的是#咸丰四年"#*"3$的%会合联

吟'和同治七年"#*0*$的%鋏邰唱和'是曾国藩幕

府最大的两次唱和活动& 这两次在清代文学史上

少有的唱和活动#不仅体现了曾国藩幕府唱和的

规模之宏大和影响之深远#同时也体现了曾国藩

主持诗教(弘扬桐城(天下翕然宗之的领袖魅力&

而桐城诗法也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中#随着曾国藩

的引入和弘扬#被幕府中的湖南士人所接纳&

刘蓉(郭嵩焘(李元度等是从曾国藩幕府里成

长起来的诗人#深受曾氏和桐城诗学的影响& 刘

蓉咸丰五年"#*""$离幕#但一直与曾国藩保持书

信来往#其中交流诗文学术甚多#一生恪守程朱理

学& 同治五年"#*00$#郭嵩焘请辞回湖南之后#

善化瞿鸿銻曾从其问学& 余肇康对其师徒交游有

这样的描述!%文学多所点定#屡冠其曹#自谓得

力最多&'

$可见问学之诚& 李元度服膺曾国藩的

为人与学问#受其影响颇大& 即使交恶之后#也依

然以师相称& 不仅如此#李元度还与杨彝珍交情

甚笃#亦师亦友#多有诗文切磋交流& 杨彝珍曾坦

言!%念自设教以来#其心悦诚服者#惟次青与

君耳&'

%

曾国藩一生戎马倥偬& 因此#曾氏自然将幕

府讨论学习的经验延伸到了家学教育中& 咸丰八

年八月二十日"#*"*$#他在家书中指示曾纪泽作

诗门径!%作诗#最宜讲究声调&'

&同治元年正月

十八日"#*0!$#他指导曾纪泽作诗要不拘一格学

习前人!%余所选十八家诗#凡十厚册& 44尔要

读古诗#汉魏六朝#取余所选曹(阮(陶(谢(鲍(谢

六家&'

'不仅如此#他还为曾纪泽批点诗作& 如

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九日"#*0)$!%改纪泽古文一

首#四言诗一首#五七言诗三首&'

(这些讲求声

调(学古不拘一格(注重模仿等都是桐城诗学的重

要观念& 在这看似不谋而合的家族文学教育中#

其实是一种自觉的桐城诗学的推扬&

咸同年间#面对邦国巨变#湖南桐城诗人们回

湘传法#开拓诗境#顺利地完成了对桐城诗派文学

上的反哺& 这一过程直接导致了以曾国藩为核心

的桐城诗派湖南传衍群体的形成#并由此推动了

桐城诗派文学权力的交替& 曾国藩以其事功和文

学#在咸同时期终于主掌了桐城诗派文柄& 以曾

国藩为核心的桐城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中经时济

变#崇尚阳刚雄奇#一扫桐城颓势#最终实现了诗

派的中兴& 同治十一年"#*1!$#曾国藩卒于南

京& 同治十二年"#*1)$#吴敏树卒于长沙& 同

年#刘蓉卒于湘乡& 随着这些大纛旗手的相继谢

世#湖南桐城诗派传衍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三4教导子弟$赓续绝业

清季以来#邦国罹难& 清廷危如累卵#桐城诗

派更是不绝如缕& 部分湖南籍桐城文人因仕途偃

蹇#面对邦国变局#却也只能选择回乡储材造士#

以另一种方式来完成担荷天下的使命& 湖南桐城

诗派的传衍#与书院教育和家学师承紧密融合#虽

然拥有了更为深广的传承机制& 但之后#随着新

文学变革的逐渐深入#湖南桐城诗派也如其他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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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文学流派一样慢慢走向了衰亡& 这一时期的代

表人物主要是王先谦(郭嵩焘(阎镇珩(杜贵墀(颜

昌等&

!一"垂教乡邦庠序

书院具有教学(藏书和祭祀等功能#是一个培

育人才(弘扬师法(聚揽同道的重要空间& 桐城诗

学的教育与试帖诗的教学在理论上具有诸多相通

之处& 不仅如此#书院教育以山长主讲(学生自学

的形式为主#因此主讲书院讲席的个人崇尚对整

个书院的文学风气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而这些

主讲书院的桐城诗人又都是湘中耆宿#因此追随

者甚众& 所以书院教育成了桐城诗派传衍的重要

空间#这种空间打破了地域(血缘(时间等的限制&

有清一代#真正开始鼓励兴办书院是在雍正

年间& 雍正十一年正月"#1))$上谕!%朕临御以

来#时时以教育为念& 44则建之书院#择一省文

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

有所成就#俾运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

也&'

!郭嵩焘面对经世人才的湮没#曾在-致沈幼

丹制军.中慨叹!%而自秦汉以来#学校之不修二

千余年#流及败坏以至今日&'

"因此#他极力主张

书院教育要%求为征实致用之学'

#

& 同治九年四

月"#*1$$#郭嵩焘开始主讲长沙城南书院& 书院

讲学期间#郭嵩焘大力提倡经世思想#培养时务人

才#但时间不长& 光绪七年三月"#**#$#他又一

次回到湖南后#在长沙曾国藩祠堂内#开设校经

堂& 为了弘扬桐城先贤曾国藩的思想学问#特意

将校经堂命名为思贤讲舍& 同时#他还为讲舍订

立了学规#其中就有!%自重以为立身之本#讲求

礼法以为接人应务之方44读书务实以立为学之

程&'

$无论从城南书院还是从思贤讲舍的讲学宗

旨来看#经世济变都是其基本精神& 而这也正与

湖南桐城诗派%与世变相因'的经世特点深度契

合& 在郭嵩焘主讲书院的生徒中较为知名的有长

沙张百熙&

王先谦由周寿昌而上溯姚鼐#并决意赓续桐

城& 他说!%本朝纠正汉学者#姚氏最为平允&'

%

其门人苏舆就曾说!%吾师葵园祭酒#曩曾赓续桐

城&'

&而陈毅也在其-虚受堂文集序.中称其%一

以姚氏宗旨为归#而进求合乎先儒义理之学'

'

&

集中体现王先谦私淑姚鼐#并自觉传承桐城文脉

的是其光绪八年"#**!$编纂成书的-续古文辞类

纂.& 王先谦曾在-续古文辞类纂序.坦言!%惜抱

自守孤芳#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一缺& 梅郎

中曾文正之伦相与修道立教#惜抱遗绪#赖以不

坠& 44余辄师其意#推求义法渊源&'

(

光绪十六年"#*6$$#王先谦卸任回湘#郭嵩

焘就此让出思贤讲舍的主讲之席& 光绪十七年

"#*6#$#王先谦出任城南书院山长& 光绪二十年

"#*63$#王又任岳麓书院山长#并长达十年& 他

在光绪二十三年"#*61$的院长手谕这样写道!

%方今时事多艰#培才为急& 将欲讲求实用#不能

专制艺试帖以为选就之资&'

)可见#崇尚经世#讲

求实用#是王先谦讲学的重要宗旨& 在王先谦主

讲书院的生徒中#有湖南桐城一脉的最后传人颜

昌#还有经王先谦揄扬而名满天下的湘乡王

龙文&

光绪十二年"#**0$#杜贵墀任长沙校经书院

山长& 杜贵墀执掌讲席前后近十五年#培养人才

甚众& 平江苏舆(湘潭刘肇隅(益阳曹佐熙都师事

杜贵墀& 刘凤苞光绪十七年"#*6#$主讲常德郎

江书院#光绪二十年"#*63$又任城南书院山长&

其在城南书院的生徒中有名的就有长沙李肖聃&

光绪二十五年"#*66$#阎镇珩捐私田兴建北岳精

舍& 光绪二十八年"#6$!$#阎镇珩任石门书院山

长& 后不久#又在慈利渔浦书院任讲席& 时有

%著书千卷#弟子盈万'

*+,之称&

书院教育与桐城诗派传衍的联系是极为丰富

而隐蔽的& 诗赋教育本身就是书院教育的重要内

容& 经主讲陶淑濡染#生徒弟子的风气与崇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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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发生悄然改变& 清季湖湘书院所极力弘扬的

讲求义理经济等的观念#恰是湖南桐城诗派诗人

的诗学创获和为学旨归& 书院教育是湖南桐城诗

派回应时代的必要策略#进而使得诗学理论和诗

派传衍在乱世中纷纭激荡& 湖南桐城诗派此时也

正是通过对现实的观照与反思#延续着桐城诗派

的最后命脉&

!二"世其师道家学

作为进入师门的生徒#许多人还有着弘扬师

道的强烈责任感& 由于桐城诗学在某种意义上具

有师法的意味#因此保存传播师道文献#是诗派传

衍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 王先谦和同门瞿鸿銻广

泛收罗#捐资刊刻其师周寿昌的著作& 他曾在光

绪十四年"#***$刊刻的周寿昌-思益堂集序.中

深情阐述其弘扬师道的初衷!%虑先生撰著#日就

湮失& 访诸其家#得诗文词日札共若干卷& 亟与

瞿子玖学士谋共捐资刻之&'

!

宣统三年"#6##$#杜贵墀门人曹佐熙作-怀

巴陵杜先生.!%籮湖遗绪先生续#桐阁丛书弟子

传&'

"可见其门人追思先师(弘扬师道的笃定信

念& 由吴敏树到杜贵墀#再到曹佐熙#这是师门的

统续#也是宗派的统续& 弟子对师道的自觉弘扬#

为诗派的传衍提供了保证#是文学历时发展的必

要因素&

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除了维系家族的繁衍#

同样有着传承家学家风的文化功能& 从大处说#

文化启蒙(学问导引和道德教育是家学的主要内

容+从细处说#诗古文辞和科举课业也在家学的教

育中被强调和关注& 从宏观来看#家族的文化精

神(道德原则(处世策略在家学传承中得以延续弘

扬+从微观来看#长辈的学问门径(文学经验和审

美观念也会在儿孙的教育中得以继承光大& 正是

由于这样的文化传统#中国古代文学世家频繁出

现& 桐城诗派最早是一个地域文学流派#在其传

衍中#家学传承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并且#作

为一种基于血缘的文化传承#家学传衍对推进壮

大诗派门户的作用要更为牢靠&

杨琪光(杨球光师事其父杨彝珍#世其家学#

笃志于诗古文辞& 在湖南桐城诗派的诗人中#出

现了许多父子兄弟同派的情况& 如吴敏树(吴庭

树和吴镜蓉#郭嵩焘(郭刚基和郭庆藩等等& 曾国

藩将桐城诗学融入家学教育#深刻地影响了曾纪

泽& 在光绪十九年所刻的-曾慧敏公诗集.中#曾

纪泽还把其父曾国藩的批点刻入别集&

光绪十七年"#*6#$#郭嵩焘在长沙病逝& 光

绪二十七年"#6$#$#杜贵墀卒于长沙& 光绪三十

一年"#6$"$#刘凤苞病逝& 宣统二年"#6#$$#阎

镇珩卒于石门& #6#1 年#王先谦卒于长沙& 作为

桐城诗派传衍湖南的最后阶段#已然没有了往时

浩荡的声势了& 由于社会动荡(新文学变革的冲

击等#湖南桐城诗派的末代传人们也缺乏极为出

色的创作实绩& #6)$年#颜昌出版其诗古文别

集-珍涟山馆文集.时#时人善化罗庶丹认为这已

是%湘中绝业'& 而长沙李肖聃则在其序言中虽

然肯定了颜昌的诗文#但面对日暮西山的湖南

桐城诗派也只能痛心慨叹!%自光绪季世#异学争

鸣#

"

辞伪体#狂惑一世& 诸老辈尽死#后生不闻

体要#湖南之文#因以益敝&'

#文学革命#时势所

趋& 湖南桐城诗派正是在新文学的贬抑众声中黯

然消亡&

余论

从姚范谈艺极深的-援鹑堂笔记.#再到方东

树系统论诗的-昭昧詹言.#桐城诗派基本完成了

桐城诗法理论谱系的建构& 诸多诗学观念也在几

代桐城诗人的丰富与创新中得到完善与拓展& 要

言之#则是!在艺术特色上以文为诗#在思想内容

上尊崇义理#在形式表现上注重声音#在师法渊源

上熔铸唐宋#在学术立场上汉宋兼采#在审美追求

上雅正不俗&

变而后大& 湖南桐城诗派在邦国危亡(宗派

难继之下#崛起于咸同年间& 湖南桐城派诗人们

在对既有诗法的深刻反思和社会现实的关注批评

中#努力创新桐城诗法#极大地拓展了桐城堂庑&

以曾国藩为核心的湖南桐城诗人群体以其事功和

文学最终出色地实现了桐城诗派的中兴& 在比较

中考察其诗学创获#可从以下几点作简单申说!

其一#%义理之学最大'

$

& 嘉道以来#汉学流

弊甚重#于帝国的现实危机无所裨益& 理学在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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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需要中#悄然复兴& 湖南桐城诗人具有理学

经世派和帝国官僚的多重身份& 他们以期通过重

申程朱义理之学来整饬学风(收拾人心& 尊崇义

理已然成为湖南桐城诗人为政(为学和为文的根

本理念& 曾国藩极力强调义理为本(名物为末#认

为义理就是最核心的内容和精神& 其在诗学上提

出%积理'的基本看法#并由此大力地丰富了%理'

的诗学内涵&

其二#%与世变相因'

!

& 湖南向来具有深厚

的理学经世传统#湖南理学经世派士人群体更是

在嘉道之后成长为一支重要的政治文化力量& 曾

国藩在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学问之途

外增加经济一门& 辅世翼教(磨世励钝成为杨彝

珍等湖南桐城诗人普遍的诗学宗旨& 正因如此#

湖南桐城诗派与朱琦等广西桐城诗派诗人%诗

史'式的创作不同#对现实政治的热情参与#对民

瘼吏蠹的忧愤批判#对学术世道的深刻反思成为

他们共同的主题&

其三#%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

"

& 雄奇兀傲

是曾国藩作诗论诗之职志#同时也是他对桐城

诗学审美风格的最有力的拓展& 曾国藩从对昌

黎和山谷的学习中#领悟到愈拗愈深的诗学意

味& 他将这种诗学追求贯通于诗文#并从内容

和形式等多角度进行艺术塑造#以至雄奇不俗

之境& 姚鼐诗风雅正#但终归阴柔一路& 其后

论诗主阳刚雄奇#虽不乏其人#但从理论和实践

都成功的#或只曾氏一人& 这种对诗歌创作和

诗学理论的审美内涵拓展#极大地丰富了桐城

诗学体系& 使得桐城诗歌以刚健豪迈的面相在

晚清诗坛走向中兴&

随着桐城诗派传衍湖南#湖南桐城诗人也在

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上进行了颇富成效的探索&

姚鼐之后#桐城诗派衰颓不振& 最终#湖南桐城诗

人在咸同年间促进了诗派中兴& 他们的有益探

索#足可表彰& 桐城诗学里的湖湘气象#也成为这

一百年古典文学流派最后历程里的夕阳晚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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