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南唐詩是由唐詩向宋詩轉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本文從歷時的角度考察

了南唐詩前後的發展演變過程，同時將南唐文化作為其詩歌的整體背景來觀照，

此外，也探討了南唐詩和南唐文化在宋初的影響。

第一章考察了楊吳時期以及南唐先主李昪時代的詩壇及其文化背景。李昪任

昇州刺史期間開始的延攬文士、彙聚圖籍，以及在南唐國建立後設立廬山國學等

措施，對於金陵和廬山兩個詩壇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金陵詩壇在此時奠定初

基，李建勳成為南唐早期詩人的代表，同時以成彥雄為代表的新一批詩人開始嶄

露頭角。作為本章相關內容的延伸，附錄了《唐末及五代初期九華地區詩人群

體考察》及《隋唐曲〈楊柳枝〉源流的再探討》兩文，放在全書之末。

第二章考察的是中主李璟時代的詩歌及其文化背景。由於李璟的文治政策，

南唐的文化特質在此期初步形成，此時也是南唐詩最為繁榮的時期。金陵詩壇走

向壯大與成熟，不僅詩壇的成員增加，詩歌的表現內容也擴大了，黨爭、貶謫、

戰亂等內容進入了南唐詩人的筆下，徐鉉也在此時達到其創作的高峰。廬山詩壇

在此時也十分興盛，其成員主要是僧道、處士和士子三類人，他們彼此之間的交

往酬唱構成了廬山詩壇的重要活動內容，李中是廬山詩壇中成就較高的詩人，他

從廬山國學到踏上仕途的經歷代表了廬山國學士子普遍期望的道路。

第三章主要考察後主李煜時代的南唐文化及詩歌。李煜即位以後，有一個較

重視儒學的時期，並且他本人便有儒學方面立言明道的著述，這引起了南唐文士

普遍的著述之風以及博學的好尚。另一方面，南唐此時普遍的清貴趣味，成為南

唐文化特質的一部分。但是，此時無論金陵詩壇還是廬山詩壇都在逐漸走向沉寂，

只有李煜本人以及李中、孟賓於、潘祐、劉洞等人還有較多詩作，但李中、孟賓

於皆流落於地方，金陵的失陷，使得南唐詩壇宣告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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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宋以後，南唐詩歌的影響仍舊不可低估，這正是本文第四章重點考察的內

容。由於五代時北方的文化長期落後於南方，以至於宋初基本統一以後，南方文

化尤其是南唐文化成為宋初可以汲取的重要資源。宋廷對南唐文化的態度是矛盾

的，一方面以軍事勝利相驕，另一方面又流露出對南唐文化的歆羨。詩歌同樣是

南唐留給宋代的重要文化成果，南唐詩在宋初詩壇的地位，不僅指南唐入宋的徐

鉉、鄭文寶等人以創作實績居於宋初三十年中影響最大的詩人之列，而且他們先

後對白居易、李商隱、杜甫等詩學典範的關注和師法也輻射到當時的詩壇，王禹

偁、楊億等人對當時詩風的扭轉都有得自他們的影響。另外，南唐文學、文化也

以家族傳承的方式繼續對宋代的文學、文化產生影響。

本文通過詩史的鈎沈，部分恢復了作為五代十國時期詩歌重鎮的南唐詩壇的

原貌，並對南唐重要詩人李建勳、李中、徐鉉、鄭文寶等人的詩歌進行了新的全

面觀照，南唐詩對宋初詩壇的影響也是本文關注的重點，通過分析楊億等人對當

時詩壇的認識，以及還原宋初原南唐詩人的創作實績和詩學觀、詩學典範，本文

最後認為：原南唐詩人不僅在宋初三十年的詩壇舉足輕重，並且對宋初詩風由白

體向西崑體的轉變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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