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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代前期北方文人群体的构成

元大都是元代前期北方文化中心，从文学史的角度讲，燕京

在成为元大都之前便已属于元代文学的范畴。金末战乱中，中都

较早被攻占，在此后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已经开始有文学活

动。[1]蒙古1234年灭金，随着整个国土的陷落，很多金代遗民文

人重回燕京或迁入燕金，初步形成了北方的文学中心。元代早期

大都的文人主要为金代遗民，他们见证了金的灭亡，经历了王朝

更替的战火，他们以遗民的视角对大都的书写反映了这一代文人

内心的激荡与感慨，充满悲凉与哀痛。遗民文人的作品延续了金

代的特点，他们的创作奠定了元初北方文学的风格，元大都文学

圈的作品是最能代表这种创作风向的作品。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迁都于中都（即今北京），

1272年将其改名为大都，此后大都逐渐繁荣。元代各个时期大都

文化都较为发达，元大都聚集了大量文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

出于各种原因由外地迁入大都的流寓文人，郝经即为其中之一。

元初北方文坛诗歌继承金诗风格，没有受到宋代江西诗派、江湖

派以及“四灵诗派”的影响，北方文人尊崇苏轼与黄庭坚的诗

文，推崇古朴雄劲的诗风。[2]郝经即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虽然

经历过金末的战乱，但郝经入元时年纪尚轻，与遗民文人们不算

同一代人，遗民文人的作品严格来说还是在延续前朝的文学，而

郝经的创作风格主要是在元初成形，所以其诗文是更具代表性的

元初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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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前期作品更高，是郝经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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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郝经生平及在元初文坛的影响

郝经（1222年—1275年），字伯常，泽州陵川人，金元之际

著名文学家、理学家、政治家。郝经原系金人，生逢金末乱世，

金正大八年（1231年）随父母避乱于河南，次年蒙古军队南下，

郝经又随父母徙居顺天府。1234年元灭金后，北方划入元朝版

图。郝经在经历过金末元初的战乱后，立志“以兴复斯文、道济

天下为己任”。元宪宗二年（1252年），忽必烈于金莲川开府，

郝经受诏入幕府，他推行儒学汉法，向忽必烈提出多项建议，劝

谏蒙元统治者停止征伐、亲善爱民，因其才学受到忽必烈赏识。

自灭金后，蒙古军南下欲图吞并南宋，郝经曾向忽必烈进言劝

阻，忽必烈即汗位后，郝经出使南宋议和，遭贾似道拘禁，被困

南宋十六年，多次拒绝劝降，期间潜心为诗，诗歌风歌有了较大

的变化。

郝经是元代前期北方的诗文大家，他在受诏入幕之前便已有

才名，他的文学成就之高、作品类型之丰富，在北方文人中是非

常突出的。郝经长于诗文，又善辞赋，诗文作品数量较多，作品

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思想深邃。他的诗赋题材多样，无论抒情、

叙事、感遇、唱和均有佳篇，他擅长将个人的政治观点和历史观

融入诗赋之中，风格奇崛高古。师从元好问的郝经在元灭金时年

纪较小，严格来说他的心态与在金代已经成年的遗民文人们不

同，其诗文风格亦是在元代成形和完善的，因此郝经是元代前期

北方文学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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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郝经诗歌的宗唐主张

由于自身经历的原因，郝经前期与后期的诗文风格存在鲜明

的变化，以使宋为界，前期风格积极、入仕，表达出对社会、政

治的关注，充满豪情。使宋被扣留后，郝经的作品不复前期的积

极向上，而是充满凄切哀婉的悲叹。

郝经既是诗人又是学者，他曾师从金元之际著名文人元好

问，其诗歌成就可与元好问比肩。郝经继承并发展了元好问为诗

的手法，他强调“高古”的诗学理论，体现了推崇中唐诗歌的创

作倾向。经历过金末战乱，郝经对残酷的现实有了深刻的认知和

理解，这也让他的诗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性，不同于遗民文人的慷

慨悲慨，郝经的诗更多地表现了理学家的冷静深邃。

郝经的诗文理论崇尚“高古”，与前代文人推崇的高古不同，

郝经阐述的“高古”中带有理学倾向 [3]。他强调诗歌需有深邃的

内涵，风格古朴、浑厚，达到“简静高古”的要求，追求自然、

雅正的诗风。郝经所追求的“雅正”实质上与他的政治主张相

关，是合乎儒家思想的正统观念的表现，包含着他的政治理想。[4]

郝经的诗歌往往在写景中带有怀古，从景物描写中自然生发

怀古之情，进行深层次的理论剖析，提出鲜明的观点，如《贤台

行》[5]：

高台突兀燕山碧，黄金泥多土犹溼。晓日曈昽赤羽旗，燕王

北面亲前席。费尽黄金台始成，一朝拜隗人尽惊。谁知平地几层

土，中有全齐七十城。礼贤复讎燕始霸，隧与诸侯雄并驾。七百

年来不用兵，一战轰然骇天下。二城未了昭王殂，火牛突出骑劫

诛。台上黄金少颜色，惠王空读乐毅书。古来燕赵多奇士，用舍

中间定兴废。还闻赵括代廉颇，败国亡国等儿戏。燕子城南知几

年，台平树老漫荒烟。莫言骐骥能千里，祇重黄金不重贤。

由作品可见，郝经擅长在写景、抒情中穿插怀古的内容，多

用典故，并加入自己对政治的思考和见解，与中唐诗人的风格相

似。郝经的诗有明显的宗唐崇古，在崇古之中又带有冷静的思索

与深刻的论述。他的诗风深沉中带有风雅，虽近唐人风格，但并

非一味的模拟古人之作。郝经对儒学的尊崇塑造了他的诗歌独特

的审美趣味，他对历史的审视以及他的政治观点的表达都以道德

准则为出发点，表现在诗歌中，即为对雅正、古朴诗风的追求。

郝经的作品反映了元初文坛“宗唐得古”的要求，同时也体现出

作者高古风雅的诗歌理论。

四、郝经后期诗文风格的变化

郝经主要的诗作是在南宋被囚期间完成的，这部分诗歌也是

他最好的作品。郝经前期的作品的基调是较为积极的，他的诗歌

包含着儒家入仕、济世的理想，很多作品表现了高远的志向和

深刻的政治思想。在使宋被囚后，郝经精神上承受着极大的痛

苦，他的诗歌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前期那种高扬的格调不复存

在，取而代之的是对自己身世的感怀，诗风变得凄凉哀婉、沉郁 

悲痛。[6]

忽必烈即位后，郝经受到重用，这也是他前期的诗歌多表

现政治理想的重要原因。1260年，忽必烈拜郝经为翰林侍读学

士，同时任命郝经为国信大使，派他出使南宋，探查南宋情况。

由于在宋元对抗中，南宋权相贾似道对内谎称对元作战大捷，获

得朝野的信任，他惧怕谎言被元使戳穿，因而将郝经秘密囚禁在

真州仪真馆长达16年之久。至元十一年（1274）九月，郝经靠

大雁传递秘信，元廷才知道他的下落，忽必烈派伯颜进攻南宋，

贾似道兵溃被贬，死于流放途中。次年二月，南宋朝廷放郝经

返元，郝经于北归途中染病，四月回到大都，仅几个月后便去 

世了。

郝经使宋被扣留囚禁后，人身自由受限令他的心态发生巨大

改变。在被囚期间，郝经潜心钻研儒家经典，著述颇丰。思想的

转变也影响到文学作品的风格，郝经后期诗风亦有了明显变化，

他的作品开始更多地反映个人的命运、情感、心境，诗歌内容充

满对生活细节的描写和真情实感的表达。郝经写于被软禁后的诗

作显现出更加深厚的功底，因个人的遭际而有了“不平则鸣”的

特点，是真实的感遇之作，从风格上能看出对唐代诗人作品的模

仿，反映了作者被囚困时内心的苦闷，表达了诗人对身世的感

怀。如《秋兴五首》其中第三首：

沙冷云平塞外天，霜风掣箭射幽燕。群狐蹀血濡腥尾，一鹘

抟空弄老拳。

白玉楼成贺安在，黄金台废隗犹贤。翩翩精卫休填海，驱石

秦人已断鞭。[7]

诗歌语言苍劲雄浑，诗中描写了苍凉冷寂的景色，引用神话

和典故比喻自身的境遇，充满悲凉的身世之感。整首诗自然流

畅，无艰涩雕饰之感。

郝经的诗歌多是有感而发，发乎真情实感，是真正有倾诉的

需要才愤而成诗，因而他抒发个人感怀的诗歌具有较高的文学价

值，他的这类诗也是元代诗歌中的经典之作。如《老马》即深切

地表达了诗人对自身遭遇的感慨：

百战归来力不任，消磨神骏老駸駸。垂头自惜千金骨，伏枥

仍存万里心。

岁月淹延官路杳，风尘荏苒塞垣秋。短歌声断银壶缺，常记

当年烈士吟。[8]

诗人以老去的战马自比，他一腔赤诚想为国尽忠，但没有得

到机会便已老去，在被囚困的境遇中无所作为，诗中表达出无限

惆怅与无奈。郝经被囚真州16年，这样的经历在元代文人中是罕

见的，经过漫长的囚禁生活，诗人的身心都承受着煎熬，意志被

慢慢消磨，无时无刻不体会到“岁月蹉跎漫客愁”，正因如此他

的感怀诗才更加真实凄切，情感的表达更为沉痛。

郝经后期古体长诗数量较多，但亦有一些律体诗写得比较出

色，如《仪真馆中杂题五首（其三）》：

花落深庭日正长，蜂何撩乱蝶何忙。匡床不下凝尘满，消尽

年光一炷香。[9]

这首诗同样是伤春之作，诗人在惜春的同时也在感叹光阴的

流逝、年华虚度，自己被困仪真馆，身心自由受到严苛的限制，

只能烦闷地看着庭院光景，感慨又是一日的逝去。

郝经后期的作品多是这样的风格，十几年的软禁生活令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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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处于低落消沉的心境中，心灵上受的折磨是最难以忍受的。郝

经前期匡扶天下的志向已无望实现，心中的悲愤无处诉说，只能

诉于笔端，正如他在《狠墙叹》中的呼喊：“置予此中不许出，

虐哉狠墙甚狠石。呜呼何时见天日！”[10]归国无望，郝经在仪真

馆度日如年，“舍馆年年老”[11]，时间在无为中虚掷，长期的压

抑之下，他的愤怒郁结为凄楚和哀伤，诗歌也呈现出历尽沧桑后

的悲凉，《落花》“狼藉满庭君莫扫，且留春色到黄昏”[12]二句含

蓄蕴藉，表现出对逝去光阴的无奈挽留，隐含着不知被囚的生活

何时到头的悲叹。孤寂抑郁中，郝经寄情于景物抒发哀伤之情，

写景咏物诗中多有伤怀之句：“枯肠欲断谁濡沫，击柝声中夜煮

茶。”[13]“落尽好花春又老，依然尘土暗金杠。”[14]作为曾经肩

负重任的使者，郝经没能实现他的抱负，他的心态的绝望而压抑

的，只能观察生活中的细节以打发时间，这使他的写景咏物诗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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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强的感染力 [15]，在元初文坛上是很有价值的作品。

五、结语

郝经是元初文坛上的一位大家，他身兼诗人学者双重身份，

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诗歌宗唐，推崇

“简静高古”的审美，在儒学理论与理学思想的影响下，他的诗风

古雅质朴，意韵深厚。郝经前后期诗歌风格有明显变化，他被囚

后在人身自由受限、精神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开始更多关注自己的

内心，诗歌沉郁凄切，思想性和艺术性比前期作品更高，这部分

诗歌是他的作品中的精华。总之，郝经是元初北方文学圈最有代

表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对元代诗歌的发展有深刻影响，在金

元文学过渡之中起到引领元代诗坛复古风向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