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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吴嘉纪诗歌的艺术特色

乐 进
(盐城工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江苏盐城224051)

摘要：吴嘉纪的诗歌主要有苦吟诗、山水游历诗、送别寄怀诗等类型，其诗体形式丰富多样，并以

一种“冰霜高洁，刻露清秀”的诗风自成一家。从诗歌的抒情艺术、语言艺术、表现艺术等方面

进行探讨，归纳出吴嘉纪诗歌以凄冷为主调的多样化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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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嘉纪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遗民诗人，孔尚任

在《屈翁山诗集序后》中曾这样评价清初诗坛：

“余每谓今之为诗者，当击楮摩而成就者三家耳!

新城之秀雅，翁山之雄伟，野人之真率。其他云蒸

霞蔚者，未尝不盛，而丹候似犹未园，犹不足主盟

一代也。”【l’他将吴嘉纪与王士稹、屈大均并推为

清初三大家。其实自清代以来，吴嘉纪的诗歌就

因别拘一格、真率沉郁的艺术风格得到诸多诗评

家的肯定和赞赏，吴周祚称其诗“冰霜高洁、刻露

清秀，不得指代为何代何体，要自成其为野人之诗

而已。”【2M可见野人在清初浩瀚诗人中创造出具

有独特风貌的诗歌艺术，本文试就其诗歌的抒情

艺术、语言特点、表现艺术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吴嘉纪诗歌的抒情艺术

l、清冷孤峭的抒情主调。一部诗集是诗人一

生的心血，反映了诗人的审美情趣、价值标准以及

心路历程。纵观野人的诗作，无论是苦吟诗、山水

诗、寄赠诗，基本贯穿着哀怨伤感的抒情基调。吴

嘉纪好友陆廷伦在《陋轩诗序》中说：“(嘉纪诗)

怀亲忆友，指事类情，多缠绵沉痛；而于高岸深谷、

细柳新蒲之感尤甚。予读之往往不及终卷而

罢。”【2心野人常常选择那些带有萧瑟、冷寂、凄清

的冷色调的形容词，如冷、枯、寒、寂、清、孤、独、落

等，这些形容词与名词等进行有机结合，呈现一种

萧瑟冷清的静态意向，达到了营设凄冷哀伤氛周，

以抒发自己感情的艺术效果。如：

“寒风吹枯桑，怒号郭门里。”(《十月十九日，

赠王黄湄二首》)

“日落上河梁，远山秋霭霭。”(《答赠羊山先

生二首》)

“气寒雁来早，草枯虫默久。”(《九日情程翼

士客吴门》)

“荒荒雪堂里，孤坐待钟音。”(《雪夜》)

诗人大量使用冷色调的词语，甚至在一首诗中连

续使用这样的词，使自然景物染上主观色彩，强化

了诗人心境意绪和审美取向。

2、“冰肌”而“热肠”的抒情特点。吴嘉纪以

平民的视角，凌厉而又孤冷的笔锋如实地描绘了

乡里民众在战乱、灾害时的痛苦遭遇和挣扎。诗

人诗歌对民众苦难的描写是冷静和“不动声色”

的，如《李家娘》、《粮船妇》、《堤上行》等诸篇，诗

人采用了似无感情的纯叙述手法，如“生计断绝，

老人幸先就下泉。孩提无襦，长随母眠；阿母眠

醒，腹馁不得眠。壮者起望西邻，乞食尘市，不复

来还。回望东邻。八口闭柴扉，扉外青草春芊

芊。”(《凄风行》)在诗人冷峻的笔触下，将一个活

生生的人间地狱场景展现在观众面前，再如“城

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

万，新城旧城内有几人活?”(《挽饶母》-)看似平静

的叙述中实际蕴含了作者愤怒的谴责和对民众无

尽的同情之情，吴嘉纪专情于描写民众苦难的诗

篇并不是因为擅长，而是出于一个有着强烈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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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之表现：“我生如蜻蜓，

草间鸣不休。思欲吐悲愤，不呜复何由?”(《促

织》)诗人的外在表现是冰冷严寒的，但其内部深

处却有着一颗火热的为民呐喊的不平之心j吴嘉

纪重视“情”在诗中的作用，诗篇中充满细腻而隐

蕴的感情抒发，是建安拟乐府诗歌重情特点的继

承与发展，大大增强了乐府叙事诗的感情色彩，

《难妇行》、《李家娘》正是通过一幅幅m腥画面的

视觉冲击与展现，抒发了作者对满清统治者的愤

怒和控诉。 一

正是由于对现实的关注，使吴嘉纪能够比其

他诗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的黑暗，才能做到

既是按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去“让事实说话”，同

时这些诗歌又是情、理、物交融的富有表现力和感

染力的意象。所以，尽管吴嘉纪诗中的人物和事

件都有真人真事的特点，但野人较好地处理了真

实性叙述与艺术概括的关系，使人物形象具有典

型性，而且诗人总是将事件放在社会历史的特定

背景上，所以李家娘的死、漂泊无归的流民、拉纤

的妇女等都是当时民众群体的缩影，“以少总多，

情邈无遗矣!”【3 o特别是吴嘉纪也是这些民众中

的一员，因而能以底层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情感表

达民众的苦乐与愿望，形成了他区别于已往现实

主义诗人不同的独特性。如同时代的吴伟业也是

以叙事风格见长的诗人，其中最富声誉的是他的

被称为“梅村体”的七言歌行，吴伟业诗的凄切哀

怨的抒情特点看似与野人诗相似，但两人的感情

基础却有着天壤之别。两人虽都亲历了改朝换代

的历史变故，但吴梅村荣辱迥异的人事沧桑，使其

诗中多抒发家国兴亡的痛恨及误为贰臣的懊悔心

情。而吴野人的叙事诗内容多为记述民众遭遇天

灾人祸的苦难及悲惨，抒发的是对民众的同情及

对统治者阶级的愤怒控诉。其二，两人感情抒发

的方式也不同。吴伟业的诗抒情与叙事相互结

合，偏爱用典，词藻华丽，使诗歌的主题深化，以增

加作品的感染力；吴嘉纪诗长于叙述，偏重用直白

化的描写手法营造情感意境，注重人物、情景的细

节和特征，精心选择具有尖锐感情冲击力的辛辣

题材，表现最触目惊心，最惨烈的百姓苦难图景，

使读者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以达到作者抒发

情感的目的。朱则杰评说道：“吴嘉纪的诗歌论

其性质与吴伟业的诗歌十分接近，虽然它在题材

的重大程度上略为不如，但在内容的具体程度上

却有所过之，而其精神则息息相通。”【4脚这个评

·6·

价是符合实际的。

3、细腻而巧妙的抒情手法。在体现人的内心

情感上，吴嘉纪善于利用对人物外在神情风貌的

摹写，以言语举止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表达复杂

的思想感情。诗人的复杂而又悲苦的情感在其

《卒岁》诗中形象地抒发出来：

卒岁苦贫俭，欲贷人饔食。鸡鸣溪未曙，先拟

怀中言。了了多所谋，出户思忽繁。此际惭已甚，

况乃入其门。主人旧知我，一见酒满尊。谁能背

妻子，就兹饱与温?婉转辞杯戽，怀欲吐还吞。唯

恐主人厌，旧好翻不敦。不如风雪天。归去眠高

轩。且乐十日饿，不受一人恩。

诗人出于无奈，欲向他人借粮过年，天未亮就计划

着如何向别人开口，犹豫矛盾中欲言又止，面对友

人的惭愧和内疚，野人在诗中将自己复杂的思想

感情和心理活动刻画得入木三分。最后发出“归

去眠高轩，且乐十日饿”的悲鸣。同样，在《内人

生日》诗中，吴嘉纪也以细致人微的描写，生动传

神的动作，突出了其对相偕白头的妻子过生日

“不能沽酒持相祝，依旧归来向尔谋”的歉意和无

奈，全诗描述了妻子二十年来辛勤劳作情景，虽无

煽情之言，却饱含极浓郁的情感，是古代赠内诗的

佳作之一，《清诗别裁》评论此诗：“语全不及情，

而情自无限。”1,51566

吴嘉纪的抒情手法较其多数诗友显得更为精

湛。如野人与好友歙县诗人程岫(云家)之间多

有诗歌唱和。野人有《诗四首赠程云家》，程云家

亦有《寄怀吴野人三首》，均为五言古诗。且内容

均为歌颂诗友之间真挚感情。从两首诗分析来

看，吴诗多缠绵之情，抒情婉转，诗中如“赠佩思

何深，褰芳时未老，常恐同秋蓬，分飞怆怀抱”等

句极尽思友、恋友之深情，读来如饮醇酒。程诗则

多直率的表白，如“庭树冬发荣，折以遗所思。所

思在何处，渺渺长河湄”表达对老友的相思之情。

此外，吴诗四首开头还分别以“芳荷”、“芳草”、

“孤桂”、“海棠”等花草起兴，多为情随景发，景移

情变，并寄托了与朋友“扰扰繁华里，坚贞与君

持”的高尚品质：程诗三首基本以抒情为主。以景

衬情。吴诗则抒情层次清晰，第·首以追慕屈原

为主旨，抒发“不遇屈灵均，甘随秋草枯”的初衷。

第二首以“春”为主题，抒发了追求光明的思想，

第三首则以“孤桂”自喻，表达了要与朋友坚持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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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民族气节的决心。第四首则歌颂真挚的友谊。

吴诗的感情抒发更为细腻，而程诗的感情抒发较

为朴实和粗放。因而在抒情艺术上稍逊色于吴嘉

纪，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吴野人的深厚艺术功底。

二、吴嘉纪诗歌的语言艺术

吴嘉纪作为一个苦吟派诗人，创作诗歌时常

“竟日苦思，数含毫不下”【2J孵7，工于字句的琢磨，

其诗歌语言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个性特征。

1、善用白描。野人诗歌语言上最为显著的特

点是白描的运用，他的古体乐府诗以写实为主，自

然真切而又不显雕琢痕迹。如《临场歌》、《李家

娘》、《粮船妇》等皆以浅白、朴实的语言、白描的

手法描绘了一幅幅民众受难图。如《挽船行》：

疫困驾船人，人船双趑趄。老姑起把舵，新妇

为纤夫。尚存异乡息，自憎薄命躯。夏日悬中天，

灼死岸边树；缠头苦无巾，裹足犹有布。数摆商人

钱，拭泪盼官路。路长纤绳短，挽船不敢缓。

诗中将行船人家的苦难和悲哀娓娓道来，并以朴

实无华的语言进行叙述。全诗句句明白如话，语

言简朴通俗，真挚生动，直抒胸臆。达到了“真在

内者，神动于外”【61的表达效果。野人的近体诗

写作也以纯粹白描为主，质朴畅达，铅华洗尽。试

以《附程翼士舟归东淘作》为例：“客久吾逾拙，囊

空汝倦游。故乡无百亩，壮日尽孤舟。村吠隔花

犬，溪飞冲雨鸥。相携应不厌，同是敝貂裘。”诗

人久客于外，寄人篱下，与同为漂泊者的程翼士一

见如故，诗歌于简朴凝练的叙说中，直接抒发了

“同为天下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之情。全诗不见

故实、不加藻饰，这与吴嘉纪一贯反对华词丽句、

雕琢藻饰的诗学主张是一致的。吴嘉纪不仅多用

白描，而且善用白描，其诗虽没有繁缛的辞藻和过

于深奥、朦胧的意境，但却没有给读者丝毫的浅率

粗俗、直露单薄之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野人对诗

字斟句酌而又不着痕迹的锤炼。如其《绝句》三

首描写盐民的煎盐劳作，无复杂修辞手法的使用，

仅用“炎日乘凉”情景的描写就突凸出灶民劳动

环境之恶劣。当遇到夏雨绵绵，泥淡卤绝时，盐民

们此刻却盼望烈火和烈日，以“求受此苦不可得”

的复杂心情曲尽灶民生活无尽的苦难，确为白描

传神之笔。

2、惜用典故。在野人的诗歌中较少用典，而

且所用典故均较为通俗。如“吟成梁甫徒增慨．

老遇钟期不厌迟”(《答栎下先生》)以《梁父吟》

的典故寄托作者的雄心壮志，以钟子期之遇俞伯

牙之典喻知音；再如“未暇赠刘宠，方将借寇恂”

(《德政诗五首，为泰州分司汪公赋》)中化用了东

汉“一钱太守”刘宠和东汉名将寇恂的典故赞扬

汪芾斯。中国古代歌行用典，“初唐四杰”实为滥

觞，到了清初，吴伟业、顾炎武等人诗中也极喜用

典，恰当使用典故，可以增加诗歌的容量、精炼语

言，而且典故用得贴切，还能增添诗歌的内涵和蕴

藉。顾炎武善于用典，与其诗歌沉雄悲壮，偏重于

抒情、议论有较大关系。顾亭人的诗歌创作以表

现民族节气为主，因而常借律诗直抒情感，朱彝尊

曾说“宁人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必古雅。”⋯要

在有限的篇幅内充分表达感情和主张，用典不失

为较好的选择。而野人诗歌以反映民生疾苦为

主，所以常选择体式自由、便于叙事的古体诗进行

创作，而白描手法也更容易切合他的主题风格，

《风潮行》、《江边行》、《过兵行》等诸古体诗即事

名篇、铺张排比，真实生动，卓尔堪说他“为海内

大家，乐府五七言古尤擅一时。”【80用典与白描这

两种表现手法均为了更好地服务主题，如何使用

还与作者个人的诗风、主题有关，因此很难说在创

作上有什么高低优劣之分，虽然顾炎武被称为清

代学问大家，学富五车，似乎使用典故信手拈来，

而吴嘉纪纯粹一诗人，如果因此就判断说野人不

事用典是因为学问不足，未免存在偏见。顾、吴两

人在诗歌创作上虽风格迥异，但成就相当，同享盛

誉。洪亮吉有诗道：“偶然落墨并天真，前有宁人

后野人，金石气同姜桂气，始知天壤两遗民”【91因

此两人同被称为“清遗民诗界的双子星座”L4j82。

至于吴伟业，其叙事诗歌中也多用典故，主要与其

诗歌主题与个人处境有关，吴梅村的叙事诗以记

载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重大事件、形形色色的风

流人物为主，如《圆圆曲》、《洛阳行》等，亡国之哀

和故国沧桑总能在历史长河中找到相似之处，更

为主要的是诗人身为“贰臣”，被迫仕清后懊悔与

痛恨之情无法直接表露，加上东南时兴大狱，使之

惊恐不安，因而只能借用深蕴的典故寄托自己的

哀怨和悔恨之情。赵翼曾分析了吴梅村用典的原

因：“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

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

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人不得不用书卷

也。”Ll训嘉纪在清代好用典故的诗风中独树一格。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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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出自成一家的独特风貌，给清代诗坛注入清

新的风气。

吴嘉纪有着较强的语言驾驭能力，其诗歌真

率直朴、不事雕琢。沈德潜评价道：“渔洋诗以学

问胜，运用典实，而胸有炼冶，故多多益善，而不见

痕迹。陋轩诗以性情胜，不须典实，而胸无渣滓，

语语真朴，而越见空灵。”【5瑚7沈德潜将野人与渔

洋并列，不仅肯定了吴诗真朴的语言风格，而且对

其空灵的诗风也有所体味。

三、吴嘉纪诗歌的表现艺术

1、借鉴史家及小说的叙事手法。吴嘉纪诗歌

的叙事手法明显受到小说化时代氛围的影响，借

用了史家和小说的写作手段。明中叶以后，随着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

繁荣奠定了基础，“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

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LlIJ

特别是鼎革后，一些文人无意仕进，专工于戏曲小

说，使得明末清初的章回小说、拟话本等文学体裁

发展得更为成熟。野人长期隐居安丰场，深受通

俗文学及市民文化的影响，清代著名的说书艺人

柳敬亭就是吴嘉纪同乡。野人的乐府古诗借鉴了

明清小说中虚写与实写相结合的手法，对诗中的

人物和事件进行了生动具体的描绘，如《粮船妇》

是嘉纪借洞庭海氏烈妇的真实事迹进行了文学性

虚构，诗中时间、地点、人物等要素齐全，既有“秋

风河上来”的景物描写，也有虚构的船公与饥夫

的无耻对白，还有“妇泪落如雨”、“船公中心喜，

举手数斟酌”的人物形态描写，更有“谁知匹妇

志，千折不可移”的歌颂。全诗构成了完整的“开

头一发展一高潮一结尾”的叙事结构，深受小说

叙事方法的影响。在人物塑造方面，野人善于将

人物置于真实的历史环境，并紧扣人物的身份、经

历和遭遇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如《李家娘》中如花

般的李家娘在“城中山自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

血”的血腥环境中被敌兵掳掠，拼死保护贞节，但

并未立即以死殉道，而是“愁思结衣带，千结万结

解不开”，前有敌酋的武力威逼，后有女伴何好的

好言相劝，李家娘既不妥协也不求死，是李家娘贪

生怕死吗?其实她的心中还存在能与自己的丈夫

重逢的希望，因而顽强地活着。当丈夫遇难的消

息传来，李家娘万念俱灰：“夫既没，妻复何求?”

李家娘毅然撞墙而死。诗中的李家娘是中国传统

妇女形象，丈夫和家庭是其生活的全部，她能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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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恶劣的环境下保持刚烈的性格，正是由于其对

丈夫爱和传统道德观的影响。这些特征只有在这

种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得以表现出来。因而李家娘

这个人物的性格正是在对人物的曲折经历叙述中

自然流露出来的，这一点正是明清小说刻画人物

性格的常用手法。吴嘉纪诗歌中的叙事手法其实

也受到史家一定程度的影响，《史记》常以细微的

动作或特征性细节传达人物或事件的内在精神，

“太史公如郭忠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然而

使人见之心服者，在笔墨之外也。”¨21其技法已达

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野人诗歌中无论是对《流民

船》中“乞米妇”形象的刻画、还是《临场歌》中飞

扬跋扈的场吏形象的摹写，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史

记中的描写手法，使人物形象形神兼备。

2、精于比兴，善用对比。吴嘉纪善于运用比

兴手法，在他的诗集中时常可见比兴的使用。如

“雄雉匿深莽，不知毛羽鲜。君子在草野，几人识

其贤?”(《送王季鸿之西冷》)以羽毛光鲜的雄鸡，

比喻才德兼备的王季鸿；以“扬州青铜镜，多年陷

泥滓；雕文已半蚀，妙质幸犹在。”(《古意寄王黄

湄》)来痛惜王又旦不得重用。吴嘉纪还常借鸟

兽草木来比兴，取喻浅近，而所指深远，如“霜降

众芳歇，时菊生意饶。孤花挺穷秋，天地何寂

寥!”(《重阳后二日寄赠汪三韩》)诗人以秋后的

菊花起兴，暗喻其不屑于追求功名、攀附权贵的决

心。《杂述》诗更是以闰阁之思来寄托作者对故

国的怀念和对南明政权的期望。比兴手法的运

用，使吴嘉纪的诗歌诗意含蓄婉转，给读者留下了

无尽的回味，并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吴嘉纪的诗歌还善于运用对比等修辞手法表

达深刻的思想内容。杜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

百字》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

异，惆怅难再述”的强烈对比和话里有话的感叹，

揭露了社会贫富不均的现实，暴露了尖锐的阶级

矛盾。吴诗《朝雨下》同样通过灶民与盐商子弟

的对比，深刻捕写了盐民生活的悲惨和盐商的穷

奢糜烂生活。诗云：

朝雨下，田中水深没禾稼，饥禽聒聒啼桑柘。

暮雨下，富儿漉酒聚俦侣，酒厚只愁身醉死。

雨不休，暑天天与富家秋，檐溜淙淙凉四座，

座中轻薄已披裘。

雨益大，贫家未夕关门卧，前日昨日三日饿，

至今门人无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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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李家娘坚贞不屈与东家妇、西家女苟且偷生

的对照；《凄风行》中饥民的困苦之惨与富户聚集

捐粮的吝啬的对比；《临场歌》中“堂上高会，门前

卖子”的对比等手法的运用，使吴嘉纪诗歌所反

映的社会更为宽广，诗歌内涵更为丰富、深刻，同

时也使其诗歌的思想内容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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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f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Wu Jiaji§Poetry

YUE Jin

(School of Design and Art，Yancb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Jiangsu Yancheng 22405 1，China)

Abstract：Wu Jiaji§poetry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laboriously versified poems，landscape poems，and farewell poems．His

rich and diverse forms of poetry are distinct for their nobleness and comeliness．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oetic styles，the l州c

art arid the language style of his poetry．and reaches the conclusion that Wu§diversified poetry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loneli-

ness and dreariness，and the distinctiveness of his poetry lies in his good use of the simple，natural and plain language．

Keywords：Wu Jiaji；poetic style；lyric art；language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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