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明代閣臣詩歌唱和與臺閣文學關係密切，前者促進後者的生成和泛衍，後者

借助前者傳播，故可以說閣臣詩歌唱和是臺閣文學的表徵之一。永樂至正統初，

是閣臣詩歌唱和的高峰，也是臺閣文學的鼎盛期。這一高峰是皇帝、閣臣、翰林

院學士、部院官員、地方官員等自上而下的明代社會精英群體共同努力和作用的

結果。在這一鏈條中，閣臣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向上積極響應皇帝的號召，通

過和其詩、獻歌等一系列舉措迎合帝意，帶領文風；向下積極倡導或參加翰院或

部院同僚舉辦的各類雅集、宴集、節日聚會等私人領域的唱和活動，並為離京的

地方官員、親友、門生等贈詩，有意識地引領文風。其唱和集不僅流布京師，亦

隨離京官員流向帝國的四面八方，在地方生根發芽，與中央遙相呼應，由此臺閣

文學「雍容典雅」「和平雅正」的詩風在你唱我和中迅速風靡全國，奠定了其文

壇主流地位。正統十一年至天順八年，閣臣唱和數量減少，且遭到士大夫的質疑

和批評，預示著臺閣文權的動搖。成化至正德，皇帝缺席，李東陽獨挑大樑力挽

狂瀾，通過與同年聯句、同僚步韻等唱和掀起唱和浪潮，阻止了臺閣文權的下滑，

但後期以七子為代表的郎署官員崛起，挑戰並替代了臺閣文學的地位，臺閣文權

由此旁落。正德至嘉靖中期，儘管唱和依舊是皇帝與閣臣交流的媒介，但其輻射

力明顯下滑，由翰林院萎縮至內閣，喪失了文學的影響力，淪為普通的交流工

具。嘉靖末至崇禎末，閣臣唱和完全復歸於私人領域，不再承擔引領或匡扶文風的

職責，亦不再是上下溝通的橋樑，故以葉向高為首的閣臣倡導臺閣文權的回歸。

總之，通過閣臣詩歌唱和的發展脈絡，可以透視明代臺閣文學的興衰和探析其變化

的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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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文學史上，以各種互相酬答的方式所展開的詩詞創作，往

往兼具歷時性與共時性的影響，並具有社會性與政治性交互特徵。追

根溯源，這種風雅的唱和現象，在《詩經．鄭風．蘀兮》中就留下過

記錄：「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只是由於歷史久遠，唱和的內容與

主角已不甚清楚，或謂單純的男女兩情相悅，互訴衷情，或視之為比

興，已搭上與政治的關聯。後來，詩歌唱和活動屢屢發生於親友之間，

如唐代元稹與白居易、柳宗元與劉禹錫等友人之間的唱和不僅留下了

一段段佳話，而且也留下了一組組深情厚誼的詩歌；至宋代初年，西

崑酬唱團體出現，他們追求詞藻，格調雍容華貴，成為君臣「清平樂」

際遇的見證。至明代，館閣朝臣之間的唱和，更是掀起高層團體互動

寫作的潮流，推波逐浪，以「臺閣體」氣勢引領一代風氣，將唱和這

種詩詞創作方式推向了高峰。賈豔豔博士的《明代閣臣詩歌唱和研究》

以此為研究對象，從唱和視角梳理明代閣臣詩歌唱和的發展脈絡，總

結不同時期閣臣詩歌唱和特徵，探討閣臣詩歌唱和與明代文學史、唱

和史的關係，初步揭示了閣臣詩歌唱和的文學、史學價值，其學術性

自不待言。 

賈豔豔博士致力於這項研究多年，不僅搜集並新發現了大量資料，

整理出豐富的文獻，而且以此為基礎寫成博士論文，並納入她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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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蓉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明清唱和詩詞集整理與研

究」，有著良好的研究基礎和乘風破浪的條件。幾年下來，《明代閣臣

詩歌唱和研究》出版時機已經成熟。賈豔豔曾於上海財經大學跟著我

攻讀碩士，而今又追隨到山東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故懇切邀我

為序。雖然從研究領域看，我並不在行，但鑒於兩度師生，其情殷殷，

不能不接受。 

文如其人，賈豔豔博士的這份研究態度認真，文風樸實、紮實。

她的研究往往基於一些基本判斷，如她以明代閣臣詩歌唱和與臺閣文

學關係密切為起點，得出結論說，臺閣文學的發展離不開閣臣詩歌唱

和，閣臣詩歌唱和是臺閣文學的表徵之一。再如，她一絲不苟地梳理

了館臣詩詞唱和的發展脈絡以及臺閣文學發展的軌跡，指出明代閣臣

與文學的關係呈現由盛到衰，直線下降的趨勢。在她看來，建文四年

至正統十年是明代閣臣詩歌唱和逐漸走向興盛的時期，並提出了這個

結論的具體理據：皇帝積極主動的提倡，閣臣的積極推動，部院官員

積極呼應，地方官員的加入；而正統十一年至天順八年，明代閣臣詩

歌唱和逐漸開始走向下坡路，表現為唱和活動頻率低、參與人員數量

少（僅現於翰林官員）、唱和影響小，其原因是唱和核心力的缺席，

唱和成員的銳減，唱和形式由步韻唱和轉向自和、追和，士林對唱和

態度的轉變。隨後，賈豔豔博士也具體分析了成化元年至正德七年，

李東陽力挽狂瀾阻止閣臣詩歌唱和的衰落，正德末至嘉靖前中期，閣

臣唱和再次出現生機，嘉靖末期至崇禎末，閣臣的詩歌唱和僅限於翰

林院同僚的小範圍步韻唱和等情況，這些分析不僅頭頭是道，而且以

實證道出原因，令人信服。除了歷時性梳理，賈豔豔博士還從共時性

角度講探討了明代閣臣詩歌唱和在明初和明代中期對當時文壇產生

巨大影響。尤其對明代閣臣詩歌唱和促進了聯句興盛問題進行了較為

獨到的闡釋和分析，指出李東陽帶動了聯句唱和的風尚，他不僅喜歡

作聯句詩，還熱衷於推廣聯句詩。為了說明某個參與唱和的文人創作

的特點和貢獻，賈豔豔博士往往引用他們的友人和學生的文獻資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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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共時語境資料無疑具有更令人信服。 

閣臣作為特殊的政治群體，他們之間的唱和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學

活動方式，都會使得流傳至今的詩詞文本具有獨特性。除了其中賴以

抒情的敘事本事、寫人心態值得繼續發掘，與臺閣體有關的詩體特質

想必也有繼續探討的空間。按說，閣臣酬唱之作總不免應酬性、矯情

性甚至表演性，其情感蘊涵自然會不同於親友唱和的情真意切，這對

於詩歌抒情實踐與理論建設有何意義，應該值得探討；同時，閣臣詩

歌唱和也應該天生具有政治諷喻性，也應該存在某種程度的戲謔性，

如何闡釋其文學意義，如何看待這些關係，也可以進一步納入研究重

點。 

在從事博士後工作期間，賈豔豔博士時時不忘對過去的閣臣唱和

研究成果字斟句酌，也常常發給我一些章節讓我幫助提提意見。由於

專業領域限制，我只是對其結構和行文提出過自己的看法，但願對其

完善自己的成果有所裨益。經過最近兩年的努力，《明代閣臣詩歌唱

和研究》已經基本達到成熟，應該抓住時機交付出版了。 

賈豔豔博士業精於勤，她生活的常態是泡在圖書館裏看書，數年

堅持不懈，故積累豐厚。現在拿出來的這份成果看起來似乎分量並不

是特別重，但卻是在她豐富的資料基礎上凝練而成的，點點滴滴的背

後飽含著無數辛勤的付出。她平時尊師愛友，為人謙遜謹言，求進心

切，自我要求也高。每次與我見面，總是感歎自己水平不夠，表現出

沒有達到目標的負疚感；每當短信、微信聯繫，也通常就是「好的，

謝謝老師」那一兩句話。儘管言談不多，但我深感她是真誠的、實心

實意的。無論如何，賈豔豔博士治學態度嚴謹，能夠堅守自己熱愛的

專業，總會得到好的發展，期待她在博後工作期間所從事的金聖歎小

說理論研究成果更加豐碩。 

李桂奎 

2020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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