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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安石文学思想之嬗变。

口董 刚[浙江大学历史系杭州310028]

[摘耍]王安石的文学思想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在承袭传统文论的基础上．更多地

立足于经学和政治的立场，以功利性、实用性论文，强调文学的教化宣传功能，甚至于直接将文学当

成是政治的传声筒。晚年则以“诗从寺，寺者，法度之所在也”这一诗歌定义为中o，将批评重“转

移到诗歌文本本身，对“诗之所以为诗”、诗歌创作中诸多艺术表现技巧、创作法则、历代诗人的品鉴

等问题做出了独到精辟的论述，开启江西派论诗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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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安石的文学理论，研究者一般都以为它典

型地体现了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运动中政治功利性的

一面，这诚然是不错的。但倘若仅仅以功利性、实用

性来概括王安石的文学思想，则不免有片面、草率之

嫌。实际上，王安石的文学理论同其诗歌、散文创作

一样，在其晚年也发生了质的嬗变。这种嬗变既体现

出王安石的诗文创作在理论层面上的自觉反思，又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运动最终走向。

一、对前人诗论的继承

王安石早年的文学思想颇受汉代《毛诗序》的影

响。《临川先生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卷七十二《答韩

求仁书》谓：“盖序诗者不知何人，然非达先王之法言

者，不能为也。故其言约而明，肆而深，要当精思而熟

讲之尔，不当疑其有失也。”可见他对《毛诗序》是极为

推崇的。他的文学思想中有许多观点可以直接上溯

其中，如著名的“诗言志说”。《大序》谓：“诗者，志之

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文集》卷七十七《上张

太博书一》则云：“夫文者，言乎志者也。”卷八十四《张

刑部诗序》云：“子夏日：‘诗者，志之所之也。’观君之

志，然则其行亦自守不污者邪!岂唯其言而已。”在此

基础上，他进一步发挥了孟子与《小序》中“以意逆志”

和“知人论世“的观点。《文集》卷七十七《答王景山

书》云：“读其文章，庶几得其志之所存。”《杨乐道集

序》云：“公所为文，庄严谨絮，类其为人。而尤好为

诗，其词平易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读其书，咏其诗，

视其平生之大节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他也以此为

圭臬，时时以诗逆志，以诗会友，凭借诗歌来发现、评

判、奖掖人才。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载：“广陵先生

逢原，尝为《暑热恿风》诗云‘力卷雨来无岁旱，尽驱云

去放天高’，客有传示王介甫，叹日：‘有致君泽民之

志，惜乎不振也。”’《垂虹诗话》载：“山谷尉叶县日，作

《新寨诗》，有‘俗学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觉折腰难’之

句，传至都下，半山老人见之，击节称叹，谓黄某清才，

非奔走俗吏，遂除北都教授。”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

“荆公以三诗取三士条”亦载王安石以诗提拔王韶、卢

秉、刘景文事”1。《诗大序》叉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

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

民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

俗，而变《风》变《雅》作矣。”王安石也继承了这种根据

时代政治的变迁来阐述文学嬗变的观点。《王荆文公

诗李壁注》卷十三《哭梅圣俞》谓：“诗行于世先春秋，

国风变衰始木百舟。文辞感激多所忧，律吕尚可谐鸣

球。先王泽竭士已偷，纷纷作者始可羞。其声与节急

以浮，真人当天施再流。笃生梅公应时求。颂歌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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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业优，经奇纬丽散九州。”同书卷十二《杨刘》云：“人

各有是非，犯时为患害。唯诗以谲谏，言者得无悔。

厉王昔监谤，变雅今尚载。末世忌讳繁，此理宁复在。

南山咏种豆，议法过四罪。玄都戏桃花，母子受颠沛。

疑似已如此，况欲谆谆诲。事变故不同，杨刘可为

戒。”在他看来，随着“先王泽竭”，盛世不再，诗歌创作

也呈逐渐衰退之势，甚至于诗歌所具有的劝谏讽刺这

一政治功能，也不应该继续存在，而只须“颂歌文武”

就可以了。

另一方面，王安石也认可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

书“说，并以之评诗论文。如《文集》卷七十一《书李文

公集后》云：“以予观之，《诗》三百，发愤于不遇者甚

众。”同卷《先大夫集序》云：“君子于学，其志未始不欲

张而行之，以致君下膏泽于无穷。唯其志之大，故或

不位于朝。不位于朝而势不足以自效，则思慕古之人

而作为文辞，亦不失其所志也。(略)后之时，非古之

时也，人之不得志者常多，而以文自传者，纷如也。”由

此，王安石对北宋时颇为流行的“诗必穷而后工”的创

作观也予以赞同，认为诗人困顿坎坷的生活经历有助

于诗歌的创作。《哭梅圣俞》诗云：“栖栖孔孟葬邹丘，

后始卓荤称轲丘。圣贤与命相盾矛，势欲强达诚无

由。诗人况又多穷苦，李杜亦不为公侯。”以上表明，

王安石也较为充分地认识到，作者的经历与情感在文

学创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二、本经术以论文

作为一名杰出的经学家、政治家，“本经术以论

文”是王安石前期文学思想的核心。而“经术者，所以

经世致用也。”在“经”与“文”之间，王安石表现出明显

的重经轻文倾向。《文集》卷七十四《答吴孝宗书》云：

“若子经欲以文辞高世，则世之名能文辞者，已无过

矣；若欲以明道，则离圣人之经，皆不足以有明也。自

秦汉以来，儒者惟扬雄为知言，然尚恨有所未尽。今

学士大夫，往往不足以知雄，则其于圣人之经，宜其有

所未尽。子经诚欲以文辞高世，则无为见问矣；诚欲

以明道，则所欲为子经道者，非可以一言而尽也。”在

牵涉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王安石更往往站在一种

极端功利主义的立场上看待文学：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而。其书诸策而

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日“言之不文．行

之不远“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

文之本意也。(略)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

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

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

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

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

客．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

勿先之其可也”1。

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书之策，

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圣人之于道也，盖

。得之，作而为治教政耷也，则有本末先后，

权势制义，而一之于极。其书之策也．则道

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适焉，一否焉，

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亮本，

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

破其于道也，非。得之也，其书之策也。独能

不悖耶?故书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

反不善焉．无矣。=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

艮而善者也，孔子、盂子书之策而善者也，皆

圣人也，易地则皆然”』。

王安石所谓的“文”显然是专指政治性的应用文。

就此，他的论述应该说是相当正确的。任何一种应用

文体，其实用性的目的才是第一位，而所谓的“辞”等

美学因素仅仅是次要的，可有可无。二十世纪中期，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阐述了文学语言和科学语言、

文学语言和实用语言的区别之后，说：“看来最好只把

那些美感作用占主导地位的作品视为文学，同时承认

那些不以审美为目标的作品也可具有诸如风格和章

法等美学因素。”但问题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本

是一个泛文学概念，而非西方自近代以来逐渐兴起的

具有独立美学意义的“纯文学”。它“弥纶群言””1，既

包括现代意义上以虚构性、想象性和创造性为主要特

征的纯文学，也指向古代的各种应用文体，如颂、赞、

祝、盟、铭、碑、哀、策、檄等等。王安石以一个政治性

的小概念，对“大文学”的概念偷粱换柱，并由此来引

申论述“大文学”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使自然难免

以管窥豹、谬以千里，体现出他从经学、政治角度论文

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他的这种功利主义文学观始终

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王荆文公诗李壁

注》卷二十九《详定试卷二首》其二云“童子常夸作赋

工，暮年羞悔有扬雄。当时赐帛倡优等，今日论才将

相中。细甚客卿因笔墨，卑于《尔雅》论鱼虫。汉家故

事真当改，新咏知君胜弱翁”，《文集》卷四十二《乞改

科条札子》谓“伏以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

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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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材而无学校师友

以成就之，议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

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

意经义，以俟朝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

举之法，施于天下，庶几可复古矣”等，都对北宋科举

考试以诗赋取士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直至熙宁变革中

将其付之于实践，导致文坛一厄。

倘若进一步深入到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并

结合其具体的诗歌创作，我们将不难发现，他的文学

思想在其它方面也烙有经学研究的痕迹。比如其咏

史诗创作中所流露出来的历史观，就明显是受到他经

学研究中疑传之风的引导。南宋周茂振曾谓王安石

讥《春秋三传》为“断烂朝报””1，此说虽不足信，但王

安石对于儒家经典中史学性质较浓的《春秋三传》持

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则应无疑问。《文集》卷七十二

《答韩求仁书》谓：“三传既不足信，故于诸经尤为难

知。”在《文集》卷七十三《答韶州张殿丞书》中，他对历

代的史官、史传不无愤慨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

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自其意。盖其所

传，皆可考据。后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

尊爵盛位，虽雄奇儒烈，道德满衍．不幸不为

朝廷所称，辄不得见于史。而执笔者又杂出

一时之贵人，观其在廷论议之时，人人得讲

其然不，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

不愫，讪在后而不羞，苟以餍其忿好之。而

止耳。而况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

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讼当否。生

者不得论曲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

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味之间邪?善既不能

传，而传者又不可尽信如此。

类似的观点又散见于《书李文公集后》、《伯夷》、

《咏史》等诗文中。显然，王安石不相信仅仅通过史传

的记载，当代的人们能够获得古人古事的真正面貌。

因为记载史传的历代的史官在当时即受到主、客观因

素的影响，既不可能忠实地将历史的原貌记载下来，

也没有能力传达出古人的精神、气质，于是史传的记

载自然就值得斟酌。但是，王安石并非否认历史的可

知性，相反，他以为凭借个人的真知灼见．历史的真实

是可以裁定的。《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三十九《读

史》诗增注载：

公尝谓欧阳永叔作五代史．时冯道最

佳，有机谋，善避难密，能安主存身，可谓吉

士。永叔贬人甚无谓也。作史难，须博学多

闻，又须识足以断其真伪是非乃可。盖事在

目前，是非尚不定，而况名迹去古人已远，旋

策度之，焉能一一当其实哉。

至于这所谓的“真知“，究竟仅仅是个人的一隅之

见，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王安石似乎并未怀

疑过。由此可见，王安石的史学观深受其经学研究中

典型的“六经注我”方式的影响。这种史学观一旦运

用于咏史诗的创作中，便极易翻新出奇，振聋发聩。

又如集句诗的创作，宋人公认至王安石时方蔚为

大观，但个中缘由除却卖弄学识、独占前人好句的争

强好胜心理之外，也似乎与其学术思想取向相关。据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七载，王安石作句集诗的理

论根据是受李士宁的影响：

李士宁，蓬州人。有异术，王荆公所谓

“李生坦荡荡，所见实奇哉”者。(略)初，士

宁赠荆公诗多用古人句．荆公问之．则日：

“意到即可用，不必皆自己出。”又问：“古有

此律否?“士宁笑日：“《孝经》，孔子作也，每

章必引古诗。孔子岂不能自作诗者，亦所谓

意到即可用。不必皆自己出也。”荆公大然

之。至辞位迁观音院，题薛能、陆龟蒙=诗

于壁云：“江上悠悠不见人，十年一觉梦中

身。殷勤为解丁香结，放出枝头自在春。蜡

履寻苔认旧踪，隔溪遥见夕阳春。当年诸葛

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用士宁体也。

后又多作集古句，如《胡笳曲》之类不一。

李士宁以《孝经》为例来说明集句诗的创作本自

圣人制经，遂使王安石“大然之“。除了圣人之经所具

有的不言而喻的权威性外，这种“意到即可用”的思维

方式与王安石在治学中反复强调的以理一为基础、融

贯儒释道法等各家的运思方式，也有相似之处，因此

他才易于接受集句这种创作方法。清赵翼《陔余丛

考》卷二十三云：“《梦溪笔谈》谓集句自王荆公始，有

多至百韵者。然此体实不自荆公始也。(略)按，晋傅

咸已有集经诗，其毛诗一篇云(略)此则实为集句之权

舆，又不自宋初始也。”可见集旬的起源本来就和文人

的拟经、摹经有关，然则一生以儒家圣人自期的王安

石，除了在经学上“网罗六艺之遗文”，“糠秕百家之陈

迹”以外，在文学思想上似乎也认可了在“意到”的前

提下，对前人的妙句隽语也不妨网罗之、糠秕之的创

作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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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者．法度之所在也

几乎与诗歌创作同步，王安石晚年对自己早期的

诗文历程也表现出自赎性的反思。曾憷《高斋诗话》

载：“荆公《题金陵此君亭》诗云：‘谁怜直节生来瘦，自

许高才老更刚。’宾客每对公称颂此句，公辄频蹙不

乐。晚年与平甫坐亭上，视诗牌日：‘少时作此题榜，

一传不可追改。大抵少年题诗，可以为戒。’平甫曰：

‘扬子云所以悔其少作也。”““(其论诗也较多地关注

到文学独特的审美性和艺术创造性，批评的重心转移

到了诗歌文本本身。李之仪《姑溪居士后集》卷十五

《杂题跋》云：

作诗字字要有来历，但将老杜诗细考

之，方见其工，若无来历，既谓乱道亦可也。

王舒王解卒云：“诗从寺，寺者，法度之所在

也。”可不信哉。

北宋之前的诗歌本体论一直在“言志“和“缘情”

二者之间徘徊。王安石从“法度“这一角度为诗歌所

下的定义，却突破了传统诗歌本体论的藩篱，从今天

的眼光来看，这无疑较“言志”与“缘情“说更为深刻地

触及到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本质所在。尽管王

安石并没有以此为核心建构起自己完整的诗学体系，

但他晚年对诗歌的创作与鉴赏等方面的诸多论述却

始终围绕这一诗学本体论而展开。陈正敏《遁斋闲

览》载：

或问王荆公云：“编四家诗以杜甫为第

一，李白为第四，岂白之才格词致不逮甫

耶?”套日：“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

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

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英

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者，有严重威

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

者，有寂寞阁静如山谷之隐士者，有风流蕴

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

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

者所能窥哉。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采

无继也。元稹以语兼人人所独专，斯言信

矣。”

我们试将这则论述与王安石皇祜四年所作的《杜

甫画像》诗并观：

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

丸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

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

甑

锼。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

斥，饿死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

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

天子贤，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

死，不忍四海赤子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

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

推公之。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

在后一首诗中，王安石遵循“诗言志“的诗学本体

观，通过杜甫诗歌的解读而得到他忧国忧民的内心情

操志向，并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所以胡仔《苕溪渔隐丛

话前集》卷十一云：“要当知其平生用心处，则半山老

人之诗得之矣。”而《四家诗》中王安石列杜甫为第一

的标准，却是完全着眼于杜诗的丰富多姿的艺术表现

力。这一差异绝非偶然，当是基于两种不同的诗学本

体论所致。遵循“诗言志“的本体观来评诗论文，必然

会导向对创作主体“志”的发掘，而只有在承认诗歌是

一种语言艺术的前提下，对诗人诗歌的评判才会趋向

诗之所以为诗的“诗性”。

由此．王安石晚年论诗多侧重于阐述“诗之所以

为诗“的艺术表现技艺等，如用典问题。胡仔《苕溪渔

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五引蔡宽夫《诗话》云：“王荆公晚

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杜而得其藩篱，惟义

山一人而已。每诵其‘雪岭未归天外使，松柏犹驻殿

前军’、‘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人扁舟’与‘池光

不受月，暮气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之

类，虽老杜元以过也。义山诗合处信有过人，若其用

事深僻，语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为奇而

效之，故昆体之弊，适重其失，义山本不至是云。”又

谓：“荆公尝云：‘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台者

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已意，借事

以相发明，情态毕出，则用事虽多亦何妨?”’西昆体诗

人用典繁缛而“意不及”，导致诗歌“语僻难晓”，“语意

轻浅”，遂有寻扯李义山之讥。王安石在自己的创作

基础上，对这一诗歌技巧作了深入的阐释，提出用典

必须“自出已意”，天然浑厚，从而为宋人以学问为诗

作了理论上的说明。

王安石对于诗歌的句法问题也形成了较为系统

的看法。《石林诗话》卷中载：“荆公诗用法甚严，尤精

于对偶，尝云用汉人语，止可以汉人语对，若参以异代

语，便不相类。如‘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

来’之类，皆汉人语也。”对偶是诗中最常见的艺术技

巧。王安石进一步对其提出了更为严格的高标准，力

图把对偶限制在最小的词类范围之内，也反映出了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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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学问为诗的倾向。但他同时又不局限于对偶，

《王直方诗话》载：“荆公云：凡人作诗不可泥于对属，

如欧阳公作《泥滑滑》云：‘画帘阴阴隔宫墙，禁漏杳杏

深千门。“千’字不可以对‘宫’字，若当时作‘朱门’，

虽可以对，而句力便弱耳。”可见，王安石对于诗中的

对偶具有明确的美学意识，既追求诗句的精工细雕，

又力求保持诗歌句力强健的艺术效果。《艺苑雌黄》

载：“王仲至召至馆中，试罢，作一绝题于壁云：‘古木

森森白玉堂，长年来此试文章。日斜奏罢长杨赋，闲

赋尘埃看画墙。’荆公见之，甚叹爱，为改作‘奏赋长杨

罢’，且云：‘诗家语，如此乃健。”陈善《扪虱新话》谓：

“荆公晚年诗极精巧，如‘木落山林在自献，潮回洲渚

得横陈’之类，可见其琢句工夫，然论者犹恨其雕刻太

过。公尝读杜苟鹤《雪》诗云‘江湖不见飞禽影，岩谷

惟闻拆竹声’，改云宜作‘禽飞影’、‘竹拆声’。(略)

云：‘如此语健。”’显然，王安石对于诗歌语言与日常

语言的区别有着深刻的体会，所以才会明确提出“诗

家语”的概念，这与他提出的“诗者法度也”的观点是

一致的，都反映出他“形式主义”诗论的特色。他颠倒

诗句的正常语序，以倒装的手法离析原诗静止的意象

形态，使其在一种崭新的语言关系变得陌生起来，刚

体现出与悬浑涵圆融为荚学标志的盛唐诗歌截然不

同的艺术追求，导致其后江西诗派论诗之先路。

王安石句法理论的另一方面是讲究旬眼。《岘佣

说诗》谓：“五言律须讲炼字法，荆公所谓诗眼也。””1

此说未必可信，但王安石重视诗歌炼字则是凿凿有

证。除却《容斋四笔》所载“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例外，

《艺苑雌黄》引述其谓“吟诗要一字两字工夫”，《石林

诗话》卷中所云“王荆公编《百家诗选》，尝从宋次道借

本，中间有‘冥色赴春愁’，次道改赴作起字，荆公复定

为赴字，以语次道日‘若是起字，人谁不能到。’次道以

为然”等等，均体现了王安石重视诗中字眼的思想。

“先体制而后工拙”也是王安石论文的一大特色。

“尊体”还是“破体”之争一直是北宋文学批评中的一

个焦点，二者作为文体发展过程中两种主要趋势，反

映出了文体本身所具有的既稳定而又开放的和谐统

一，并深刻地影响了诗人们的诗文创作。王安石在创

作理论上显然是倾向于前者。黄庭坚《山谷先生文

集》卷二十六《书王元之竹楼记后》谓：“或传王荆公称

竹楼记胜欧阳公《醉翁亭记》，或日此非荆公之言也。

某以为荆公出此宙未失也。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

后文之工拙。盖尝观苏子瞻《醉白堂记》，戏日：‘文词

虽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以此

考之，优《竹楼记》而劣《醉翁亭记》，是荆公之言不疑

也。”王安石认为，“记”有其自身的体裁格式，不能与

“论”混淆。这反映出王安石重视每一种文体所具有

的独特的体制规范，重视各种文体之间壁垒分明的

“尊体”文学观。他曾多次对此予以论述。《爱日楼丛

钞》卷三载其《报巩仲至帖》云：“来喻所云‘漱六艺之

芳润，以求真澹’，此极至之论。然恐亦须先识得古今

体制，雅俗向背，仍更洗涤得尽肠胃问夙生荤血脂膏，

然后此语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窃恐秽浊为主，芳润

人不得也。”《文集》卷七十一《孔子世家议》一文则对

司马迁将平民孔子列人世家提出异议。认为是“自乱

其例，所谓多抵牾者也”。以上足见“尊体“是王安石

一以贯之的文学观。

正是由于王安石坚持以“诗“论诗的立场，所以他

晚年对历代诗人的成就能够作出客观而敏锐的观察，

避免了类似早年以“不识道真”等非文学的立场而对

韩愈所作的偏颇之论。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

卷二十五载其评价李商隐，认为“唐人知学杜而其藩

篱，惟义山一人而已”，评价陶渊明说“渊明诗有奇绝

不可及之语，如‘结庐在人境’四句，由诗人以来无此

句”，评价李白、杜甫、韩愈三人的诗风说“诗人各有所

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或

看翡翠兰苔上，未掣鲸鲵苍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横

空盘硬语，妥贴力排戛’，此韩愈所得也。”等等，均体

现出他敏锐的艺术嗅觉，堪称文学史上的不刊之论。

综上所述，王安石的文学思想大致可分为前后两

期。前期在承袭传统文论的基础上，更多地立足于经

学和政治的立场，以功利性、实用性论文，强调文学的

教化宣传功能，甚至于将文学直接当成政治的传声

筒。晚年则以“诗从寺，寺者，法度之所在也“这一诗

歌定义为中心，将批评重心转移到诗歌文本本身．对

“诗之所以为诗”、诗歌创作中诸多艺术表现技巧、创

作法则、历代诗人的品鉴等问题做出了独到精辟的论

述，开启江西派论诗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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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版权局制定新措施进一步规范执法程序

国家版权局于7月“日公布了新修订的《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简称实施办法)。此次修订在

1997年公布并正式启用的旧版实旋办法的基础上。结合形势发展的需求，从形式到内容对版权行政执法作

了进一步完善。新修订的《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将于2003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1997年2月1日启

用的旧版法规届时自动失效。

《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此次修改的指导思想是：以著作权法、行政处罚法和近年来中央有关行政执

法的方针政策为指导，根据新时期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转变职能、加强监管的要求，以完善著作权行政执法

体制，提高行政效率为目标，进一步强化打击侵权盗版力度，保障公民的台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

序。

修订后的实施办法共分5章44条，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8条，并对一些具体条款作了进一步的完善。

首先，新的实施办法对著作权行政执法内容有了新界定，实施办法规定：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只负责查处“侵

犯著作权同时又损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同时，新的实施办法也明确界定了著作权行政执法的执法主体

为“国家版权局以及地方人民政府享有著作权行政执法权的有关部门”。

其次，新的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了著作权行政处罚的法定程序，强化了行政处罚的透明度，强化了行政执

法的执法手段，提高了行政效率。根据新的实施办法，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由相

关部门事先书面告知当事人。当事人可以在被告知后7日内向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以

及相应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并且，在做出较大数额罚款决定时，当事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当事人要求听证

的，不承担组织昕证的费用。同时，新的实施办法还对实施抽样取证、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等证据保全措施的

程序做出了明确规定，并对诸如“情节严重”，“较大数额罚款”这样一些模糊的概念做了精确的界定，并对行

政执法处罚种类做了新的调整，相对于原来的办法，增加了“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

备等”的内容，删除了有关“警告”的规定。

同时，新的实施办法也授权执法人员在紧急执法情况下，可先采取措施制止违法行为，保全证据，事后补

充立案。

·童文·

％杜炷出籍古海海M活诗清等乏走粱
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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