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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民权(1980-)，男，汉族，湖北监利人。2003年毕业于湖北三峡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
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师从李春青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与诗学。当前供职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曾在《光明日报
》、《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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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夺胎换骨”则偏重于吸收前人作品中好的诗意。黄庭坚以为，不仅自己创造语言很困难，而
且想要创造新的诗意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因而，完全借用前人好的诗意而去掉前人的语言，用自己的
语言来表达，就能达到脱胎换骨的效果。　　对于黄庭坚“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江西诗派奉
为圭臬，但在后代却常遭人诟病。金人王若虚《滹南诗话》云：“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
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①这一说法虽然偏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
揭示出黄庭坚“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的缺陷。“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确实是学习前人的
一种有效方式。但其最终目的应该是融会贯通，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语言和意境，形成自己的独特
风格。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只注意在语词等表面形式上吸收前人的作品，就会变成纯粹的文字游戏
与学问炫耀，没有多大意义。黄庭坚本身的创作既有“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后的优秀作品，
也有不少一味以学问为诗的作品。江西诗派在学习这一做法的时候，往往暴露出剽窃的弊病。　　虽
然黄庭坚并没有开山立派的想法，但由于他喜欢教导后辈写作，并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学习方法，
因而很快在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到了南宋，师法黄庭坚的文人逐渐形成群体，被称为江西诗派，
由此形成了宋代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大文学流派。　　四、黄庭坚对其家族文人的影响　　黄庭坚
在宋代诗歌史上十分重要。他与苏轼双峰并立，成为后世效仿的对象。《后村诗话》云：“元祜后，
诗人迭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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