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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五代唱和诗词总集共得3o种，其编者和编纂过程、宗旨、体例，以及这些总集的特点、评价、 

流传 、版本 与存佚状况等 ，一 一皆可考论 。唐代唱和之风甚盛 ，士人所重 ，结集 之多 ，为后代 所不及 ，其 中以君 

臣、郡邑府主与幕僚之 间的唱和为多 ，反 映出君王对诗词唱 和发 展所 起的重要作用 。诗词 唱和逐渐成为士 人 

文学艺术交往的方式之一，对后代诗词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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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上，诗词唱和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它源远流长，历久不衰，值得深入研究。 

诗词唱和作为文学创作和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对文学创作水平的提高、文学集团的形成和文学流 

派的发展 。都曾起过积极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作用。唐五代唱和诗词创作极为繁荣，不但反映社会 

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大为增加 ，涌现了大量优秀作品，而且形式多样，手法巧妙，成为唱和诗词发展的 

高峰 ，对 当时和后来 的文学发展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 响，在 中国文学史上理应 占有一定的地位 。 

唐五代唱和诗词文献，可分唐五代唱和诗词总集和散见于别集中的唱和之作两大类 ，而尤以前 

者为要。对这些唱和诗词总集 ，学者曾有关注。如吴企明《“唐人选唐诗”传流、散佚考》u 、陈尚君 

《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 __l 。毖、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_3]、陶敏及李一飞《隋唐五 

代文学史料学》 、饶宗颐《词集考》等 j，都涉及到唱和诗词集 ，并有颇富启发性的论述。然诸先生 

之作既非专论，也往往角度不一，侧重不同，对唱和诗词总集的认识与鉴别，对编者和编纂过程 、宗 

旨、体例，以及特点、评价、流传、版本与存佚状况等，或含混不清，或不能一一顾及。本文拟在前人 

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前人详者略之，略者详之。凡可确定为唱和之作 ，且今存或部分保存的唐 

五代唱和诗词集，皆在考察范围之内。已完全佚失或虽为同题共作但并非唱和之作者，概不阑人。 

一

、《存抚集》+卷 ，编者不详 

杜审言、崔融、苏味道等人送李嗣真等奉使唱和诗集。编者不详。据宋王溥《唐会要》卷七七 

“诸使上”载，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发十道存抚使 ，以右肃政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等为之。 

举朝有诗送之，名日《存抚集》十卷。行于世。杜审言、崔融、苏味道等诗尤著焉”_6l卷"“请使 ’ "。。原 

集久佚 ，《全唐诗》卷六二存杜审言《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五言排律 1首，即此集中诗。 

二、《景龙文馆记》十卷，唐武平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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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宗与修文馆学士等朝臣宴游活动纪事及君臣唱和诗集。武平一编。前七卷记景龙二年 

(708)至四年间，中宗与修文馆学士等朝臣宴游，收录君臣唱和之诗。后三卷为诸学士传。武平一 

名甄，以字行 ，文水人 ，颍川郡王载德之子，博学通《春秋》，工文辞。中宗时为中书舍人 ，兼修文馆直 

学士，迁考功员外郎，知贡举。多次上疏劝中宗抑母党 ，诫逸豫 ，不能用。玄宗朝贬苏州参军 ，徙金 

坛令，卒 。《新唐书》卷一一九有传。《崇文总 目》卷四“传记类”、《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杂传记 

类”、尤袤《遂初堂书目》“故事类”、郑樵《通志》卷六五《艺文略》三“传记”类等，皆著录为十卷。《通 

志》注：“李峤、宗楚客等二十四学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著录仅八卷，谓：“唐修 

文馆学士武甄平一撰记。中宗初置学士以后馆中杂事，及诸学士应制、倡和篇什、杂文之属，亦颇记 

中宗君臣宴亵无度以及暴崩。其后三卷为诸学士传。今阙二卷。平一以字行。” l卷 “传记类，’ 据《唐 

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载中宗神龙二年(706)改弘文馆为修文馆，景龙二年四月“增置大学士 

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征攻文之士以充之”[。l卷 “史馆杂 |下．p8船，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 

为大学士，李适、刘宪、崔浞、郑情、卢藏用 、李义、岑羲、刘子玄为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 

一

、杜审言 、沈俭期、阎朝隐、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苏颂为直学士，计 24人。后补崔 日用、 

褚无量、李迥秀、张说、上官婉儿 ，总 29人 。]上 景龙文馆记 与中宗朝文馆学士 p44。前后两年问，凡天子宴会 

游豫，或有所感即赋诗，学士及朝臣得从者皆属和。诗作虽不过颂功德、记游宴、叙恩从及描写山水 

节序，然亦可见承平气象。所作多五七言律诗，富丽精工，对律诗的进一步成熟及尚文之风的鼓荡 

有积极意义。武平一编纂此书，前记游宴之事，后附学士传记，并非专为所录之诗而作 ，而对后代诗 

歌总集编纂具有启发意义。原书至明代散佚，今人贾晋华辑得纪事 66则、诗 366首、断句 4、词 5 

首、序 4首、学士传 8则 ，收入《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三、《白云记》一卷 ，唐徐彦伯编 

唐睿宗、太子李隆基、李适、徐彦伯、宋之问、李峤等唱和诗集。徐彦伯编。彦伯，充州人 ，名洪， 

以字显，自幼丁文辞，中宗时累官至给事中，武后时预修《三教珠英》。中宗复位，改太常少卿，以修 

《武后实录》封高平县子，为卫州刺史，官至太子宾客。《新唐书》卷一一四有传 。睿宗景云二年 

(711)，诏征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至京师，问其学术 ，及放还，睿宗作诗送之。皇太子李隆基与群臣 

并和。其中尤以李适和诗为最，称司马氏高尚之致 ，“其词甚美。当时朝廷之士无不属和，凡三百余 

人。徐彦伯编而叙之，谓之《白云记》，颇传于代”l 9l卷 h中娃苑传．李适传 咖 。司马承祯，号白云子，生平 

行事略见唐沈汾《续仙传》卷下等。李适，字子至 ，京兆万年人 ，武后时预修《三教珠英》，迁户部员外 

郎，景龙初为修文馆学士，睿宗时为中书舍人，转工部侍郎，生平略见《新唐书》卷二百二，原有集二 

十卷，今《全唐诗》卷七十存诗一卷，多应制之作，而无此诗。唐芮挺章《国秀集》卷上选录李峤《送司 

马先生》，宋李庚 、林师蒇《天台前集》卷上录李隆基《送司马炼师归天台山》、《文苑英华》卷二二七 

“道门”录沈俭期《同丁部李侍郎送司马白云归天台》、《全唐诗》卷五十三收宋之问《送司马道士游天 

台》。《白云记》存诗仅此 4首。 

四、《朝英集》三卷 ，唐贾曾编 

玄宗等君臣送张说巡边唱和诗集。贾曾编。《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著录(《玉海》 

卷五九《艺文》作《开元朝英集》，余同)日：“《朝英集》三卷 ，开元中，张孝嵩出塞，张九龄、韩休、崔沔、 

王翰、胡皓、贺知章所撰送行歌诗。”据傅璇琮考证，张孝嵩于开元初代郭虔璀为安西都护兼北庭节 

度使，在西北边境多年，至开元十年(722)或十二年转太原尹，与此诗集不符。因疑此集“乃是开元 

十年王翰 、张九龄等送张说赴朔方巡边的，宋人误记，乃以张说为张孝嵩”[1 】，其说甚是①。开元十 

① 陈尚君先生指出，以此书为送张说巡边作，仍有若干疑点。这些疑点主要是，送张说巡边，唐玄宗首唱，《新唐书 ·艺文志》却 

未提及，而所及之崔沔，张说集中又不存其诗，且张孝嵩迁太原尹，是否曾归京师，亦不详。参见其《唐代文学丛考))216页。本文认为，这 

些疑点固有待再研究，然尚不足以否定此集为送张说巡边唱和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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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闰五月壬申，兵部尚书张说赴朔方巡边(事见《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玄宗作诗相送，张说 

并朝中群臣奉和者 21人，贾曾作《饯张尚书赴朔方奉勃撰序》日：“夫南仲于征，吉甫薄伐，不其远 

也。若木还照，前茅启行。听阗阗之去鼓，目悠悠之转旆。歌事者每怀靡及，念离者跤予望之。诚 

志在心 ，发言同唱。天子有命 ，式叙清风。请编出车之什，以继丞人之雅。”①其 21人为：张说、源乾 

曜、张嘉贞、宋噪、卢从愿、许景先、韩休、徐知 、崔禹锡、胡皓、王翰、崔泰之、王丘、苏晋、王光庭、袁 

晖、席豫、张几龄、徐坚、崔 日用、贺知章。《张燕公集》卷四附同时奉和者 17人，缺胡皓、王丘、崔泰 

之。《文苑英华》卷一七七“应制”十全载玄宗诗并 21人所和。诗皆五言排律 ，为张说壮行，以宣扬 

国威、早奏凯旋和夸美张说为主，风格遒劲壮丽。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五多引诸人诗，并谓 ： 

“明皇送张说巡朔方，赐诗云：‘命将绥边服 ，雄图出庙堂。’说应制诗有‘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之 

句。张嘉贞云：‘山川I看是阵，草木想为兵。’卢从愿云：‘伫闻歌市大杜，凯人系名王。’徐知 云：‘由来 

词翰手，今见勒燕然。’皆取制胜之义 ，独九龄诗云：‘宗臣事有征，庙算在休兵。天与三台座 ，人当万 

里城。朔南方偃革，河右誓扬旌 。’又日：‘威风六郡勇，计 日五戎平。山甫归应疾，留侯功复成。’大 

抵取旋师偃武之义。宋琮诗云：‘以智泉宁竭，其徐海 自清。’亦有深意也。”l】l_卷1 l张几 ’ 是书收诗 

仅 22首，不足《新唐书》著录三卷之数，疑当日编集不限于玄宗与张说等人此次唱和之诗，或亦阑入 

前后其他唱和之作。观《张燕公集》卷二至卷四，多为唐玄宗御制与张说等群臣奉和之诗 ，岂即所谓 

《朝英集》乎?又《文苑英华》自卷一六八至一七八，编“应制”诗达 11卷 ，多为唐太宗至玄宗数朝君 

臣唱和之作，初唐唱和风气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对唐诗发展的影响显而易见。 

五、《龙池集》一卷，唐蔡孚编 

玄宗开元初君臣唱和诗集。蔡孚编。《册府元龟》卷二一《帝王部 ·徵应》载：“开元二年六月， 

左拾遗蔡孚献《龙池集》，王公卿士以下凡百二十篇，请付太常寺。其辞合音律者 ，为《龙池乐章》，以 

歌圣德。从之。初，帝在藩 ，与宋王等居于兴庆里，时人谓为 ‘五王子宅 ’。及景龙末，宅内成池涌 

出，泛滟清莹，流之不竭，中有龟龙游焉。故群臣歌之。”②龙池诗当为玄宗首作，群臣和之。《全唐 

诗》卷六四收姚崇和诗，即作《奉和圣制(龙池篇)》。原书久佚 ，而从集 中选出的“辞合音律者”10 

首，载于《旧唐书》卷三十《音乐志》三、《唐文粹》卷十、《乐府诗集》卷七等。题为《享龙池乐章十首》， 

l0人依次为姚崇、蔡孚、沈俭期、卢怀慎、姜皎、崔 日用 、苏颂、李义、姜唏、裴璀，皆署官名。 

六、《偃松集》一卷 ，唐蔡孚编 

玄宗开元中蔡孚等人唱和诗集。蔡孚编。《日本围见在书 目》“总集家”著录LI 。陈尚君疑即 

蔡孚所编 ，甚是L1 。。蔡孚作《偃松篇》进呈，玄宗和之。宋吴淑《事类赋》卷二四“松”字条云“蔡孚 

赋之而成篇”，注引唐韦述《两京记》日：“蔡孚有《偃松篇》，玄宗和之，刻石。”[_1 l卷“ “ 。一时和者甚 

众。《张燕公集》卷七有《遥同蔡起居(偃松篇)》，乃张说在岳州作 ，故称“遥同”。张诗日：“清都众木 

总荣芬，传道孤松最出群。名接天庭长景色，气连宫阙借氛氲。悬池的的停华露，偃盖重重拂瑞云。 

不借流膏助flIl鼎，愿将桢干捧明君。莫比冥灵楚南树，朽老江边代不闻。”为七言五韵⑧。《唐文拾 

遗》卷十八韦璞玉《大唐故朝议郎京兆府功曹上柱国韦君墓志铭并序》载韦希损“尝应制和蔡孚《偃 

松篇》日：‘大厦已成无所用，唯将献寿答尧心。’作者称之，深以为遗贤雅制矣”[1 。韦希损时为京 

兆府功曹，可知应制而和者甚多。今原书久佚，蔡孚诗亦不可见，仅存张说 1首、韦希损断句而已。 

七、《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二卷 ，编者未详 

① 《张燕公集》卷四，影 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奉(1934年 ，傅增湘先生得影宋本《张说之集》_二十卷 ，较 四库本多后 五卷)，第 l065 

册 ，683—684页 。 

② 王钦若。等编，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二 t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第 1册)：211。另，《唐会要》卷二十二“龙池 

坛”条 、《册府元龟》卷三 卜_七《帝王部 ·颂德 》等亦载此事。 

③ 明人或去末两句，以为律诗，如高楝《唐诗品汇》卷 82；或以为古诗如陆时雍《唐诗镜》卷 7即置于七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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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防、严维、吕渭等人联句唱和诗集。编者未详。代宗宝应元年(762)至大历五年(770)，薛兼 

训任浙东观察使，辟鲍防为从事，时江南文士在幕府中甚多，常多文会，会必联句。前后参与者达 

57人之多 ，今可考者 38人 ：鲍防、严维、刘全 白、吕渭、谢 良辅、丘丹、吴筠、宋迪、贾弁、陈允初、张叔 

政、周颂、郑粟、裴晃、庾骏、贾肃、萧幼和、徐嶷、张著、范绛 、沈仲昌、贾全、王纲、段格、刘题、秦禹、李 

聿 、李 清、袁 邕、崔 泌、杜 倚、范 瞪、樊 殉、刘 蕃、任 逵、杜 奕 (另 有 名 无 姓 者 两 

人)E31t．~ 大历年浙东联唱集 与浙东诗人群 p74 。遂有此集。《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著录。郑樵《通 

志》卷七十《艺文略》八同。感慨盛衰，寄情 山水，写景状物，风格清丽 ，在唐诗史中很值得注意。原 

书元代尚存，后散佚。贾晋华从宋孑L延之《会稽掇英总集》、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桑世 昌《兰亭 

考》、计有功《唐诗纪事》等书中辑得逸诗 38首、偈 11首、序 2首。辑本收入《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 

群研究 》。 

八、《吴兴集》十卷 。唐颜真卿编 

颜真卿、僧皎然等人唱和诗词总集 。颜真卿编。《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著录于“别集类”颜 

真卿名下，郑樵《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同。据贾晋华考，殷亮《颜鲁公行状》说：“此外饯别之文及 

词客唱和之作，又为《吴兴集》十卷。”̈1 】卷 弛。。此书当为代宗大历八年至十二年颜真卿任湖州(玄 

宗天宝问曾改称吴兴郡)刺史期间，与文人词客唱和之总集 。颜真卿于大历八年正月到任，不久即 

召文士 30人编集《韵海镜源》，次年九月编成 。其间以文会友 ，与士人往来唱酬颇多，直至大历十二 

年罢吴兴任。参与诗会的文士前后可考者约 95位，如陆羽、萧存、袁高、吕渭、刘全 白、吴筠、张志 

和、耿沛 、杨凭 、杨凝、李阳冰等 ，皆曾与会。多写宴集之乐 ，描绘江南山水风景，既有安史乱后的感 

伤情绪，亦有流连山水的恬淡之思 ，同时亦表现出以诗消遣娱乐的倾 向。湖州诗会之联句，继浙东 

联唱后有进一步发展，对中唐韩愈等人的联句唱和有重要影响。其中，颜真卿与张志和等人唱和的 

《渔歌子》25首 ，在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①。其集久佚 ，贾晋华据《颜鲁公文集》、《昼上人集》等，辑出 

诗 58首、词 20首、文 1O篇 。]上编 ‘吴兴集 与大历浙西诗人群 、下编 唐代集会总集七种辑校 ，p 叭,295-327。 

九、《玄真子渔歌碑传集录 一卷。宋陈振孙编 

张志和、颜真卿等唱和词并颜真卿等述张氏行事碑传集。宋陈振孙编。张志和，字子同，金华 

人，明经擢第 ，肃宗时待诏翰林，贬南浦尉 ，自称烟波钓徒，又号玄真子。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 

十五著录，谓 ：“玄真子《渔歌》，世止传诵其 ‘西塞山前’一章而已。尝得其一时倡和诸贤之辞各五 

章，及南卓 、柳宗元所赋，通为若干章。因以颜鲁公《碑述》、《唐书》本传以至近世用其词人乐府者， 

集为一编，以备吴兴故事。” lI卷̈ 可知此书为陈氏所编。张志和原作 5首见于《尊前集》。他人所 

和今见于《金奁集》尚有 15首 ，然已失其名口 。其兄张松龄所和 1首见于《花草粹编》卷一等。宪 

宗元和年间，张志和《渔歌子》传至日本 ，嵯峨天皇及皇女智子内亲王、滋野贞主各有和作 5首，见夏 

承焘《域外词选》。宋高宗亦有和作，可见其影响之大②。 

十、《诸朝彦过顾况宅赋诗》(《贞元朝英六言诗》)一卷 ，编者不详 

刘太真、顾况、柳浑、包估等唱和诗集。编者不详。《崇文总目》卷十一“总集类”著录《诸朝彦过 

顾况宅赋(诗)》一卷 。《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同。《文苑英华》卷七一六刘太真《顾著作宣平里赋 

诗序》记此事，谓顾况“宣平里环堵之宅 ，嘉木垂阴，疏篁孕清”，柳浑等访之，“披襟啸风，境邈神王”， 

遂相与唱和，“乃赋六言诗以纪会。既明 日，属文之士翕然而和之。八音铿其盈耳，环堵烂而溢 目。 

举国传览，以为盛观”l_1  ̈ 。。刘太真于贞元四年(788)曲江应制诗第一 ，此集以其首唱并为序， 

疑是书亦刘氏所编。原集已佚 ，《全唐诗》卷二百五存包估《顾著作宅赋诗》：“几年江海烟霞，乘醉一 

① 颜真卿、张志和等唱和诗，可参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 45等。 

② 孙绍远《声画集》卷八载陈子高《奉题董端明渔父醉乡烧香图十六首 ·渔父七首》其六注云：“上驻跸会稽，因览黄庭坚所书张 

志和渔父词十五首，戏同其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349册，9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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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京华。已觉不嫌羊酪，谁能长守兔置。脱巾偏招相国，逢竹便认吾家。各在芸台阁里，烦君 日日 

登车。”l_1 9] 诗皆六言，上承汉魏六朝，下启晚唐宋人六言诗创作，最值得注意。 

十一、《秦刘唱和诗》一卷 。唐秦系编 

秦系、刘长卿唱和诗集。秦系编。秦系，字公绪 ，越州会稽人。天宝末避乱剡溪。公府屡辟不 

至，张建封奏加校书郎。自号东海钓客，与刘长卿善。 新唐书》卷一九六有传。此集不见于著录。 

秦系称：“今业六义以著称者，必当唱酬往复，亦所以极其思虑，较其胜败。”故与刘长卿颇多唱和。 

德宗贞元七年，权德舆与秦系相遇润州，秦系有感于刘长卿已逝 ，遂“悉索笈中，得数十编，皆文场之 

重名强敌”。权德舆为序，谓长卿“尝 自以为‘五言长城 ’，而公绪用偏伍奇师，攻坚击众，虽老益壮 ， 

未尝顿锋。词或约而旨深，类乍近而致远。若珩佩之清越相激，类组绣之玄黄相发。奇采逸响，争 

为 前 驱。 至 于 室 家 离 合 之 义， 朋 友 切 磋 之 道， 咏 言 其 伤 ， 折 之 以 

正” 卷 权德舆 秦微君校。 与刘 唱和诗序 ㈣。。原书久佚。《全唐诗》卷二六。编秦系诗一卷，原集 中仅《耶 

溪书怀寄刘长卿员外》1首。刘长卿诗，《全唐诗》编为五卷，与秦系唱酬诗，仅卷一四七《赠秦系徵 

君》、《秦系顷以家事获谤因出旧山每荷观察崔公见知欲归未遂感其流寓诗以赠之》、《夜中对雪赠秦 

系时秦初与谢氏离婚谢氏在越》、《见秦系离婚后出山居作》、《酬秦系》及卷一五o《赠秦系》数首。 

十二、《盛山唱和集》一卷 。唐权德舆编 

唐次等唱和诗集。权德舆编并序。唐次，字文编，德宗贞元八年至十九年为开州刺史。在郡达 

12年。唐次能诗擅文 ，“以英华籍甚 ，辉动朝右。书法草奏，为明庭羽仪。谈者谓翰飞密侍，润色名 

命，如取诸怀之易也”。其在开州所为诗，“凡汉庭公卿、左右曹、方国二千石、军司马、部从事，暨岩 

栖处士、令弟才子，稽合属和 ，二十有三人，共若干篇”[ j 。 唐使君 和集 。开州隋时称盛 

山，天宝中曾改盛山郡，故以称名。《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 

著录。原书已佚。唐次诗亦不存。《全唐诗》卷三二二存权德舆《唐开州文编远寄新赋累惠良药咏 

叹仰佩不觉斐然走笔代书聊书还答》，卷三一六武元衡《送唐次》等，当属集中诗。 

十三、《僧灵彻酬唱集》十卷 ，唐僧秀峰编 

僧灵彻大历至元和时与人唱和诗集。僧秀峰编。《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著录，注： 

“大历至元和中名人。”灵彻，一作灵澈 ，俗姓汤，字源澄，会稽人。出家后住会稽云门寺，长于律学， 

擅诗文。初从严维学诗，大历时名播一时，与释皎然、刘长卿、权德舆、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皆有 

过从。事迹略见《刘禹锡集》卷十九《澈上人文集纪》、《宋高僧传》卷十五、《唐才子传》卷 等。平生 

作诗近二千首，由其门人秀峰删取三百篇，编为诗集十卷，《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别集类”等著 

录。另，秀峰又取其与时人唱酬诗编为《酬唱集》-t一卷。二集今 已不存。《唐诗纪事》卷七二“灵澈” 

条收刘长卿、吕温、刘禹锡、权德舆等与灵澈往来唱酬诗多首。《全唐诗》卷八一。收灵澈诗 16首， 

内《东林寺酬韦丹刺史》等数首原当在《酬唱集》中。皎然诗《全唐诗》编为七卷，内《山居示灵澈上 

人》、《宿法华寺简灵澈上人》、《送灵澈》、《灵澈上人何山寺七贤石诗》等疑原在集中。 

十四、《断金集 一卷，唐令狐楚编 

李逢吉、令狐楚唱和诗集。令狐楚编。《崇文总目》卷十一、《新唐书 卷六十《艺文志》“总集 

类”、《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等皆著录此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八著录此书，谓 ：“唐李逢 

吉、令狐楚 自未第至贵显所唱和诗也。后逢吉卒 ，楚编次之，得六十余篇。裴夷直名日《断金集》，为 

之序。”①书名取 自《周易 ·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义。其序全文已佚 ，计有功《唐诗纪事》卷 

四七犹存残文，日：“二相未遇晴，每有所作 ，必惊流辈。不数年，遂压秉笔之士。及人官登朝。益复 

隆高，我不求异，他人 自远。”l】1]翻 “李逢 ’ ∞令狐楚诗《全唐诗》卷三三四存一卷 ，《李相薨后题(断金 

①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卷 l8“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l 990：907。此条又见于卷 2O“总集类”．文字较此为简 

然注明裴氏作序在“开成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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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诗日：“一览《断金集》，载悲埋玉人，牙弦千古绝 ，珠泪万行新。”此卷中《游义兴寺寄上李逢吉相 

公》、《游晋祠上李逢吉相公》等，或即唱和集中诗。另有《奉送李相公重镇襄阳》当为集中诗，误入李 

逢吉诗中①。李逢吉诗《全唐诗》卷四七三存诗仅 8首 ，内《送令狐秀才赴举》、《望京楼上寄令狐华 

州》2首或为集中之诗。 

十五、《元白唱酬(和)集》十四卷 ，唐元稹、自居易编 

元稹、自居易唱和诗集。元稹、白居易编。白居易多次言及此集，文宗大和二年(828)，其《和微 

之诗二十三首序》云：“曩者《唱酬》，近来《因继》，已十六卷，凡千余首矣。其为敌也，当今不见；其为 

多也，从古未闻。所谓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2。]第2肌 pj4 此时《因继集》尚只二卷，故此集当为 

十四卷。同年，《因继集》又增一卷 ，编为三卷。故至武宗会昌五年(845)五月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 

后序》又说 ：“又有《元白唱和》、《因继集》，共十七卷。(中略)其文尽在大集录出，别行于时，若集内 

无而假名流传者，皆谬为耳。”l_20]第 册’外集卷下,p3916 3917元、白数十年唱和之诗，绝大多数已纳入此集和 

《因继集》。观大和五年元稹去世后自居易所作《祭微之文》可知，其 日：“贞元季年，始定交分 ，行止 

通塞，靡 所 不 同。金石 胶 漆 ，未 足 为喻。死 生 契 阔 者 三 十载，歌诗 唱和 者 九百 章，播 于人 

间。” 0l 册．都 p37。 前谓“千余首”，此日“九百章”，大致相合 。而是书集外单行者，虽已不存，然元、 

白集俱存 ，其唱和往复之诗，披检多在，不必赘举，则又何幸也。 

十六、《因继集》三卷 。元稹编 

元稹、自居易唱和诗集。元稹编。原有元稹序 ，已佚 。自居易《因继集重序》详道其本末，云： 

“去年，微之取予《长庆集》中诗未对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 ，合一百一十四首寄来 ，题为《因继集》卷之 

一 (自注：‘因继 ’之解，具微之前序中)。今年，予复以近诗五十首寄去，微之不逾月依韵尽和，合一 

百首又寄来 ，题为《因继集》卷之二。卷末批云：‘更拣好者寄来。’盖示余勇 ，磨砺以须我耳。予不敢 

退舍。即日又收拾新作格律共五十首寄去，虽不得好，且以供命。夫文犹战也 ，一鼓作气，再而衰， 

三而竭 ，微之转战，迨兹三矣 。(中略)《因继集》卷且止于三可也。” l第 肌都 ∞ ∞知此书陆续编成， 

共计三卷。《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曾著录《元 白继和集》一卷，注：“元稹、白居易。”《通 

志》卷七十《艺文略》八“诗总集”类著录同，疑即此书。此书单行者佚，然元、白集俱在，《因继集》中 

唱和诗除元稹《春深》二十首等已佚失之外，其余仍多留存。 

十七、《三州唱和集》一卷 ，编者不详 

元稹 、白居易、崔玄亮唱和诗集。宋王尧 臣等《崇文总 目》卷十一著录：“《元 白三州唱和诗》一 

卷 。”《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著录，补出崔玄亮。《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诗总集”类 

则仅列书名。穆宗长庆二年(822)七月 ，自居易 自中书舍人出为杭州刺史。次年八月，元稹 自同州 

调任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 。时崔玄亮任湖州刺史。三人早先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同登书判拔萃 

科 ，交往既久，又皆富文采，此时三州比邻 ，元、白唱和，崔玄亮附之，诗简往来，颇得其乐。长庆四 

年 ，自居易迁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三人唱和告一段落，遂有此集。原书已佚 ，然元、白唱和之诗， 

多存二人集中，崔玄亮诗见《全唐诗》卷四六六者，仅有 2首 ，无湖州诗，当已佚失。其中元、白之作， 

多畅叙友情 ，题写山水，颇多佳作。如白居易《雪中即事寄微之》及元稹《酬乐天雪中见寄》、白居易 

《重题别东楼》和元稹《和乐天<重题别东楼)》，以及元稹《重夸州宅旦暮景色兼酬前篇末句》、《和乐 

天早春见寄》等，皆是其例。 

十八、《杭越寄和 (诗 )集》一卷 ，编者未详 

元稹 、白居易、李谅唱和诗集。宋敏求《刘宾客外集后序》提及此书②。郑樵《通志》卷七十《艺 

文略》八总集类等著录。穆宗长庆二年七月，白居易 自中书舍人出为杭州刺史。次年八月，元稹 自 

① 陈尚君先生已指出此点，见其《唐代文学丛考》，208页。案此诗《文苑英华》卷 245已误，《全唐诗》卷 473袭之。 

② 见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宋刊本《刘宾客集》，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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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州调任浙东观察使 、越州刺史 ，经苏州、杭州，与苏州刺史李谅 、杭州刺史白居易相晤。因三州邻 

近，时相唱和，常常一诗兼寄二州。长庆四年，白居易迁太子左庶子 ，分司东都 ，遂结为此集。原书 

已佚 ，今元、白唱和之作部分见于二人集中(《元氏长庆集》卷二二、《白氏长庆集》卷二三等)。李谅 

诗《全唐诗》卷四六三仅存 1首，《苏州元 日郡斋感怀寄越州元相公杭州白舍人》(白注：时长庆四年 

也)，即为集中之诗。 

十九、《刘 白唱和集》五卷，唐阿龟编 

刘禹锡、白居易唱和诗集。初为二卷 ，白行简之子阿龟编。时在文宗大和三年，收大和元年至 

三年春以来刘、白在长安、洛阳往来唱和诗 138首。三年三月，自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五年， 

刘禹锡由礼部郎中、集贤学士迁苏州刺史 ，路经洛阳，唱和多日，刘禹锡至苏州任后，往来唱和仍多。 

次年遂增编一卷，名日《刘白吴洛寄和卷》。武宗会昌五年，白居易在《白氏长庆集后序》中又记此 

集，有“《刘 白唱和集》五卷”云云，已增编为五卷。据贾晋华考证，所增第四卷即刘、白自大和八年至 

开成二年的唱和诗集《汝洛集》，第五卷则为白开成三年至会 昌二年刘、白(牛僧孺、王起、裴度等人 

亦曾参与)的唱和诗集《洛中集55o。此书《崇文总目》卷十一“总集类”著录一卷、《新唐书》卷六十 

《艺文志》“总集类”、《通志》卷七十“总集类”等则著录为三卷。对于与刘禹锡的唱和，白居易曾说 ： 

“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诗敌之勃者，非梦得而谁。前后相答 ，彼此非一。彼虽无虚可击 ，此亦非利不 

行。但止交绥，未尝失律，然得隽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尝能发也，所以辄 自 

爱重。今复编而次焉，以附前集。合前三卷，题此卷为下，迁前下为中，命日《刘白吴洛寄和卷》。白 

大和六年冬送梦得之任之作始。” 第 册，卷 与刘苏州扒 在《刘白唱和集解 》中他又说：“梦得 ，梦得， 

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 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 

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岂惟两家子侄秘藏 

而已。” 第 ，卷 刘白明和集解 ”白居易的这些话，对二人的诗歌唱和尤其是对刘禹锡的诗作了中肯 

的评价，也道出了他自己诗歌创作的得失，颇值得玩味。此集原书南宋后佚失，二人唱和之作，刘诗 

多见于《刘禹锡集 ·外集》，为北宋时宋敏求从集中辑出，计 107首，联句 8②；白诗多见于《白居易 

集》卷二四等。 

二+、《汝洛集》一卷 ，唐刘禹锡编 

刘禹锡、自居易唱和诗集。刘禹锡编。文宗大和八年 ，刘禹锡 白苏州改汝州刺史，白居易以太 

子宾客分司东都，二人时有唱和。至开成元年，刘禹锡亦改官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与白居易 日夕相 

处 ，唱和更多，因编 自汝州 以来二人唱和诗为一卷，亦 附刘 禹锡与裴度等人唱和诗，名《汝洛 

集》 ]外集卷 汝洛集引},p1500。《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著录此书，注“裴度、刘禹锡唱和”。贾 

晋华考订其后来又编为《刘白唱和集》第四卷。是书南宋时犹存。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六引蔡宽 

夫《诗史》日：“苏子容爱元、白、刘宾客辈诗，如《汝洛唱和》，皆往往成诵 ，苦不爱太白辈诗。曾诵《汝 

洛集 ·九日送人》云：‘清秋方落帽，子夏正离群。’以为假对工夫 ，无及此联。”③原集已佚，宋敏求从 

中辑出刘禹锡诗 27首，联句 3，编入《刘宾客集 ·外集》，白诗亦部分见于集中。贾晋华合刘、白集 

中诗辑得诗 66首、断句 1，见《唐代集会总集七种辑校》。 

二十一、《洛中集》一卷 。刘禹锡编 

① 贾晋华．《汝洛集》、《洛中集》及《洛 F游赏集》与大和至会昌东都闲适诗人群 ．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103 107页 ． 

② 据宋敏求《刘宾客外集后序》。又，《直斋书录解题》卷 1G“别集类”著录日：“《刘宾客集》==_三十卷《外集》f‘卷，唐检校礼部尚书、 

兼太子宾客中山刘禹锡梦得撰。集本四十卷，逸其十卷，常山宋次道裒辑其遗文，得诗四百七篇，杂文二十二篇，为外集，然未必皆十卷 

所逸也 。” 

③ 阮阅《诗话 总龟 》前集卷 6，人民文学 出版社 ，1 987年，63页 。贾晋华曾指 出，所谓《九日送人》，非刘 禹锡 诗，而是张贲《贲 中间 

有吴门旅泊之什多垂见和更作一章以伸酬谢》中诗句，见《松陵集》卷 9(《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106页)，当是苏颂误记。然其喜 

爱元、白、刘唱和之诗 ，则是没有 问题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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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白居易等人唱和诗集。刘禹锡编。宋敏求《刘宾客外集后序》已提及此书，《宋史》卷二 

百九《艺文志》八总集类著录。是书收开成三年至会 昌二年刘、白(牛僧孺、王起、裴度等人亦曾参 

与)唱和诗 ，后又编为《刘白唱和集》第五卷。原书已佚，宋敏求从中辑刘禹锡诗 30首、联句 5人《刘 

宾客外集》。贾晋华合刘、白集中诗辑得诗 147首、断句 6，见《唐代集会总集七种辑校》。 

二十二、《洛下游赏宴集》十卷。自居易编 

白居易、徐凝等人唱和诗集。白居易编。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后序》谓 ，又有“《洛下游赏宴集》 

十卷 ，其文尽在大集内录出，别行于世” ]第 册 集卷下棚 。删 。陈尚君认为此书“应为居易退居香山 

后，与诸友游赏宴会之集”Ⅲ】3_ “，甚是。集中涵括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期间与诸多文士唱和的大 

部分作品。参与唱和之人，据贾晋华考，有徐凝、崔玄亮、李绅、裴度、牛僧孺 、皇甫曙、胡呆、吉皎、刘 

真、郑据、卢贞、张浑等人 ，其诗诸别集 、总集中所存，尚有诗 223首、断句 9，贾晋华收入《唐人集会 

总集七种辑校》。 

二十三、《彭阳唱和集》三卷。刘禹锡编 

令狐楚、刘禹锡唱和诗集。刘禹锡编。刘禹锡与令狐楚订交在宪宗元和末，至文宗开成二年令 

狐楚卒 ，前后交往近 20年，时相唱酬。文宗大和七年，令狐楚因见《刘白唱和集》，遂致书刘禹锡 ，建 

议将其二人唱和之作结集成书。刘禹锡编成此书，收诗歌百余篇，勒成二卷，以令狐楚封“彭阳郡 

公”，故名《彭阳唱和集》。开成二年令狐楚卒后，刘禹锡又取大和七年以来二人唱和诗，编为一卷。 

合计三卷㈨ 外集卷九 彭阳唱和集引 、 彭阳唱和集后引 ' 。 制 。《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通志》卷七十 

《艺文略》八“总集类”等著录。原书已佚 ，刘禹锡诗今多见于其外集卷三，令狐楚诗《全唐诗》卷三三 

四仅存一卷，其中与刘禹锡唱和者数首而已。卞孝萱曾撰《令狐楚、刘禹锡 (彭阳唱和集)复原》①， 

录刘禹锡诗 63首、令狐楚诗 56首(今存 7首)，附白居易和作 12首、杨巨源和作 2首、裴度及刘禹 

锡等人联句 1。陈尚君据《古今岁时杂咏》补令狐楚诗《九 日黄白二菊花开对怀刘二十八》一首 _2 。 

二十四、《吴蜀集》一卷 。刘禹锡编 

刘禹锡、李德裕唱和诗集。刘禹锡编。穆宗长庆 四年，刘禹锡为和州刺史，李德裕出任浙西节 

度使，镇润州，二人始相唱和。至文宗大和四年 ，李德裕改任西川节度使，仍与刘禹锡时有唱和，遂 

成此集。刘禹锡《吴蜀集引》云：“凡酬唱，始于江南 ，而终于剑外，故以吴蜀为 目。”̈21_外集卷。 蚰《新唐 

书》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著录。原书已佚，宋敏求辑刘禹锡诗 17首人《刘宾客外集》卷七。李 

德裕《会昌一品集 ·别集》卷三《述梦诗》四十韵、卷四《重题汉州月夕游房太尉西湖》、《房公旧竹亭 

闻琴缅慕风流神期如在因重题此作》等，《全唐诗》卷四七五《上已忆江南禊事》、《北固怀古》等，皆为 

原集中诗。 

二十五、《名公唱和集》二十二卷 ，编者不详 

刘禹锡等人唱和诗集，编者不详。宋敏求《刘宾客外集后序》谓 自此集辑录刘禹锡诗 86首，今 

见于刘集卷五、卷六。从诗歌题目看，涉及唱和者有武元衡、元稹、李景俭、灵澈、韩愈、窦常、吕温、 

杨凭、马聪、杨於陵、李程、郑覃 、杨归厚 、王涯、温造、杨巨源、崔立之、冯宿、唐扶、韩泰、张籍、崔玄 

亮、王瑶、严休复、裴度、郑瀚 、李绅、牛僧孺、皇甫曙等 3o余人，皆一时名流。《通志》卷七十《艺文 

略》八“总集类”等著录。诸人多有诗存世，与他人唱和而见于《全唐诗》者尚不在少数 ，如元稹、韩 

愈、张籍等，此不赘举。 

二十六、《荆潭唱和集》一卷 。唐裴均、杨凭编 

裴均、杨凭唱和诗集。裴均，字思齐，河东闻喜人，裴光庭之孙，以明经为诸暨尉，德宗时历仕河 

南府参军 、长水尉、膳部郎中、荆南节度使，宪宗元和中仕至山南东道节度使，封郇 国公。《新唐书》 

① 中华文史论丛 ，1980(第 1辑)．卞孝萱文集：第 2册 ．凤凰出版社，2010：123一i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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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著录其《寿阳唱咏集》十卷、《渚宫唱和集》二十卷、《岘山唱咏集》八卷等， 

亦擅诗。《新唐书》卷一百八有传。杨凭，字虚受，弘农人，代宗大历九年进士第一，历仕德宗、顺宗、 

宪宗数朝，元和时官至京兆尹。与其弟凝、凌俱有文名，号称“三杨”。两《唐书》有传。德宗贞元十 

八年，杨凭以太常少卿出为湖南观察使。次年，裴均以膳部郎中出为荆南节度使行军司马，继升任 

节度使。公事之余往复唱和，两府部属亦有参与唱和者 ，因编成此书，韩愈为《荆潭唱和诗序》。《新 

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等著录。原书已佚，裴均诗今亦不可见，杨凭诗《全唐诗》卷二八几 

编为一卷，其中《春情》、《赠马炼师》①、《送客往荆州》、《湘江泛舟》等数首，疑为集中诗。此集虽久 

佚，但因韩愈为之作序，在文学史上十分著名，韩愈序本身更是以“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 

欢愉之辞难1二，而穷苦之言易好”之论 ，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 。 

二十七、《盛山十二诗联卷》，唐韦处厚编 

韦处厚等人诗歌唱和集。韦处厚编。韦处厚。字德载，京兆人 ，元和元年进士，同年登才识兼并 

茂科，授集贤殿校书郎，历秘书省校书郎直史馆、右拾遗等。元和十一年以党韦贯之贬开州刺史。 

元和十四年回朝 ，任户部郎中，迁中书舍人。穆宗长庆二年加史馆修撰 ，三年权兵部侍郎、知制诰。 

敬宗宝历二年拜相。文宗太和二年封灵昌郡公 ，卒。《旧唐书》卷一五九本传谓其“通五经，博览史 

籍，而文思赡逸”。是集即作于其出任开州刺史时。开州有盛山，隋称盛山县，唐天宝元年曾改盛山 

郡。山在州西北 ，风景秀丽。韦处厚至开州后 ，与属官漫游山水，作《盛山十二诗》，题咏山水 ，依次 

有宿云亭、梅溪、茶岭、流杯渠、盘石磴、桃坞、竹岩、琵琶台、胡芦沼、隐月岫、绣衣石榻、上士泉瓶 12 

处名胜 。诗皆五绝 ，风格清丽。时温造自监察御史出任开州司马，为作《盛山宿云亭记》⑧并有和 

诗。此后，韦处厚以诗分赠友人，多有和者。至穆宗长庆二年，时已回京任中书舍人、史馆修撰的韦 

处厚，遂将前后 1O人所和结集成编，请韩愈作序。序云：“有以韦侯所为十二诗遗余者。其意方且 

以入溪谷 ，上岩石，追逐云月不足，Et为事读而咏歌之。令人欲弃百事往而与之游。(中略)于时应 

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 ，韦侯为中书舍人 ，侍讲六经禁中，名处厚。和者通州元司马名稹为宰相，洋 

州许使君名康佐为京兆 ，忠州白使君居易为中书舍人，李使君景俭为谏议大夫，黔府严中丞谟为秘 

书监，温司马造为起居舍人 ，皆集阙下。于是《盛山十二诗》与其和者，大行于时，联为大卷，家有之 

焉。慕而为者，将 日益多，则分为别卷。韦侯俾余题其首。”[=2 2_卷l ,t}1 23 5 1 236和者 10人，韩愈仅举 出 6 

人 ，其余 4人今可知者有张籍。韦处厚原作今存 ，和诗则除张籍《和韦开州盛山十二首》尚存外，余 

皆已不可见 。 

二十八、《汉上题襟集》十卷，唐段成式编 

段成式、温庭筠、余知古唱和诗集。段成式编。宋王尧臣等《崇文总 目》卷十一、《新唐书》卷六 

十《艺文志》、《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总集类，皆著录是书。《通志》注：“段成式、温庭筠、余知古酬 

答诗、笺。”《郡斋读书志》卷二十亦云：“《汉上题襟集》十卷 ，右唐段成式辑其与温庭筠、余知古酬和 

诗笔笺题。”_2『{截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总集类著录此书仅三卷 ，谓：“唐段成式、温庭 

① 洪迈 ．万首唐人绝旬 ：卷 35作《戏赠马炼师》(影 印文渊 阁《四库全书》本，第 l349册 ，页 291)，可从 。 

② 此处 】2诗，据宋魏仲举《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卷 21韩愈《开卅I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后所附韦诗与张籍和作顺序。《全唐诗》 

卷479所收韦处厚诗，与此顺序不同。从唱和的习惯看，和作一般应与原唱顺序一致。故当依张籍和作及韩集所附韦诗之序(张籍诗据 

《张籍集系年校注》本，徐礼节、余恕减校注，中华书局，2ö 年)。又，朱王象之《舆地碑记 目》卷 4载“开州碑记”中，有“《盛山宿云亭记》 
”

，云：“在州西北三里，唐元和 卜j三年，刺史韦处厚诗，温造撰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682册，571页)亦可证《宿云亭》一诗应 

为组涛之首。 

③ 韦处厚《盛山十二诗》其十一·《绣衣石榻》题下自注：“为温侍御置。”(其十二《上士泉瓶》题下又有“为柳律师置”，亦必为当时盛 

山之僧)陶敏先生据王象之《舆地碑记目》，考温侍御即温造，此从之(《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m版社，l996年，708 709页)。而 

宋魏仲举《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卷二 十一引樊汝霖注日：“温造时 为武 陵司马，今 诸本皆亡卅『名，亦疑脱误 。”(影 印文渊阁《四库全 书》本 ， 

第 1074册，361页)温造贬朗卅【刺史，在穆宗长庆元年十二月，史有明文，不言其为司马，且时间在韦处厚任开州刺史之后，不但与涛中所 

云“为温侍御置” 符 ，也与乇象之所载温造所记并刻石事不合 ，故樊注不可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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筠、庭皓、余知古、韦蟾、徐商等倡和诗什、往来简牍，盖在襄阳时也。”_7。卷̈ “。徐商镇襄阳，在宣宗大 

中十年至十四年。时段成式因事免官，退居襄阳。温庭筠 、庭皓兄弟等亦游处幕府。先后参与唱和 

之人，除上述段成式等六人外，尚有掌书记韦蟾、观察判官王传 、副使李骘，庭皓、卢鄯、元繇等①。 

其诗文多为唱和赠答之作 ，内容则“大抵多闺闼中情昵之事”l_24 慌卷 “ 上题 ”棚∞，风格绮丽。此书 

清初尚存②，贾晋华辑得诗 48首、断句 1O、赋 1篇、连珠 2首、书简 19篇，收入《唐代集会总集七种 

辑校》。 

二十九、《松陵集》十卷 。唐陆龟蒙编 

皮 日休、陆龟蒙等唱和诗集 。陆龟蒙编，皮 日休序。松陵即吴江，属苏州。《新唐书》卷六十《艺 

文志》、《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总集类”等 

皆著录。懿宗咸通十年(869)，崔璞以谏议大夫出任苏州刺史，辟皮 日休为从事 ，陆龟蒙以诗谒之， 

遂与皮往复唱和 ，长达一年，得诗 658首，编成十卷，崔璞 、进士颜萱、前广文博士张贲、进士郑璧、司 

马都 、浙东观察推官李毅、前进士崔璐及处士魏朴、羊昭业等，亦偶相随唱和，因亦附人。其唱和之 

作 ，或壮怀激烈，抒写用世之心；或感慨现实，发不平之鸣；或记录隐逸生活，描写吴地山水 ，如皮 日 

休所说 ，二人“道义志气，穷达是非 ，莫不见于是”⑧。诗歌风格或奇崛瘦劲，或清丽雅淡，不拘～格。 

韩、孟、元、白之后 ，苏、黄之前 ，皮、陆为唱和诗之巨擘，影响颇大。此集今有陶氏涉园影宋本 ，最佳。 

通行本则有明弘治间刘济民刊、都元敬校本。 

三十、《(高辇)唱和集》。五代后唐高辇编 

高辇、李从荣等唱和诗集。高辇编。李从荣，五代后唐明宗次子，天成 四年(929年)，为河南 

尹。史称其喜为诗，“与从事高辇等更相 唱和。自谓章句独步于一 峙，有诗千余首，号日《紫府 

集》。”[z5]巷5】 宗扔 时高辇为谘议参军，因编成此集。长兴中，秦王李从荣以本官充天下兵马大 

元帅。后以谋反被杀，高辇亦坐诛。齐己早见此集 ，《白莲集》卷四《谢高辇先辈寄新唱和集》日：“敢 

谓神仙手 ，多怀老比丘。编联来鹿野 ，酬唱在龙楼。洛浦精灵慑 ，邙山鬼魅愁。二南风雅道，从此化 

东周。”̈2 ]卷 。 卷三又有《寄还阙下高辇先辈卷》诗。李从荣诗今皆不存 ，高辇诗今《全唐诗》仅存 

《棋》诗一首 ，《唐诗纪事》卷七五谓高辇依附李从荣 ，并引其《棋》诗句，疑即原集中诗。 

以上所录唐五代唱和诗词总集 30种(其中唱和诗歌总集 28种，诗词合编者与唱和词集各 1 

种)，虽不能说已将唐五代唱和诗词集包罗殆尽 ，然最主要的唱和总集皆已在其中，其结集之多，士 

人所重 ，为后代所不及，充分反映出唐五代唱和诗词面貌及唱和之风的兴盛。且这些总集几乎都是 

当日参与唱和者所编 ，即使其 中一部分已不完整 ，无疑已将唐五代诗歌总集研究的领域和范围扩展 

了许多。从唱和诗总集多有明确的编纂宗旨和体例来看，唱和诗歌总集亦应属唐人选唐诗中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现存唐人选唐诗不过 13种_2 ，且亦有残缺不全者。那么，数量是现存唐人选 

唐诗两倍多的唱和诗歌总集 ，又岂是研究者可轻易忽略的? 

在上述 3O种唱和诗词总集中，属于君臣唱和者 6种 ，州郡府主与幕僚的唱和集 9种 ，诗友唱酬 

者 14种 。其中君臣、州郡府主、幕僚之间的唱和，与酒朋诗友之间的唱和，在数量上大致各 占一半， 

时间上则前者(主要是君臣唱和)多出现在初盛唐 ，后者多在中晚唐。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君臣唱和 

在诗词唱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君臣唱和诗要求作得华美、典雅，要有富贵雍容之态，不露浅 

薄衰飒之象。能符合这一要求的诗体，在初唐非新体、近体诗莫属。因为这一体裁最讲究辞藻、声 

① 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 ．天津古籍出版社，I 994：307．贾晋华 ．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146一I49页 ． 

② 王士稹《居易录》卷 2日：“《汉上题襟集》，今潜江莫进士与先家有之，予托门人朱载震借钞，则云携游江右，寄鄱阳人家，失之 

矣。”(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869册，323页) 

③ 《松陵集序》，见陶氏涉园影宋本《松陵集》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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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对偶等。如唐太宗与许敬宗、颜师古等人的唱和，就几乎都是新体，并且有些诗五言八句，又讲 

究声律，已很接近律诗。像颜师古《奉和正 Et临朝》、唐太宗《饯中书侍郎来济》、许敬宗《奉和初春登 

楼即目应诏》等都是。到唐高宗、中宗、玄宗之时，这种诗更多 ，律诗更多。再如被称为律诗之功臣 

的上官仪、沈俭期、宋之问等人的诗 ，三分之一以上(以今存诗计算)是新体或近于律诗的奉和应制 

诗。其中上官仪的诗几乎都是应制诗，杜审言今存五七言律诗 28首，与君王等唱和的作品就占了 

17首。而且，那些被推为初唐律诗代表作的，也多是奉和应制诗。由此可见君臣唱和之有功于律 

诗的发展和完善。 

从诗友唱和总集的数量和出现的时间看 ，又可看出，诗词唱和 自中唐以后已逐渐成为士人文学 

艺术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其对彼此双方诗词创作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文学创 

作的进步，也是不言 自明的。比如元稹与自居易关于新题乐府诗的唱和，元和五年春元稹被贬江陵 

途中与白居易的诗歌唱和，韩愈与孟郊贞元后期在汴州的唱和等，都是通过彼此的诗歌唱和，相互 

学习，从同立异，竞相超越的显例。笔者另有专文讨论 ，这里就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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