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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年前，我曾在《（杜甫研究）再版漫题》一诗中说：“嗟予幼学杜，今已逾古稀。
岂无分寸功，所得亦已微。
虽名日研究，其实无发挥。
赋此聊志愧，非敢望解颐。
”这是我的心里话。
我始终不愿意谈自己的什么治学经验这类问题，因为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搞出什么成果，没有什么可谈
的。
有些共同性的东西，人所共晓，也用不着重复。
因此有同志来采访，我向不多谈。
现在光乾应约写我的传略，坚持要我说一下治学的体会。
粗粗想来，大概有这么几点。
第一，注重理论的学习和运用。
在治学上这是个首要问题，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是行不通，也搞不好的。
如果说我那本写于解放前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还不无可取之处，那也是由于得到《文心雕龙》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两句话的启发。
因此，解放初期，我感到迫切需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关于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
这方面的学习使我眼界大为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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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古典文学大家萧涤非先生有关汉魏六朝隋唐宋以及当代风诗名篇的鉴赏文字，按照散文、诗话
、笺注三种体式，分为正文、附录一、附录二三个部分。
正文为历代风诗欣赏，按萧涤非先生当初发表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东电台播讲的原稿编入。
附录一为历代风诗话，长长短短，灵活多样，准确透彻，意趣昂然。
附录二为萧涤非风诗笺注，以见风诗在当代的延续，以显示创作与鉴赏相辅相成的关系。
 　　萧涤非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词章优美，我们从中可以见识他的史才与文才。
而且萧涤非先生由于他本人特殊的人生阅历，常常能情感移入，即设身处地、推心置腹地与诗人做思
想情感的交流，让风诗的倩影，在今人的心赏中鲜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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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涤非（1906—1991），江西临川人。
山东大学教授、博导。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黄节。
曾执教于四川大学、西南联大等高校。
1990年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出版有《萧涤非说乐府》《萧涤非文选》《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等。
所著《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被称为是可以传之久远的最佳乐府通史；《杜甫研究》（含《杜甫诗选
注》）是建国三十年来杜甫研究界的代表著作和最高成就；《有是斋诗草》堪称现代中国学者的诗史
。
另著有《乐府诗词论薮》《读诗三札记》，并参与执笔主编《中国文学史》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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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非敢望解颐（代前言）例言追求生存尊严的绝唱——谈汉乐府《东门行》（本词）孤儿遇生命独当苦
——说汉乐府《孤儿行》一反传统尽情烘托——谈汉乐府民歌《陌上桑》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珠—
—谈左思《娇女诗》清淡之诗韵味隽永——谈张九龄的《耒阳溪夜行》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谈杜甫《望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谈杜甫及其诗《春望》痛并奉献着：平民伟大的爱国主义
的悲壮诗史——谈杜甫“三吏”中的《石壕吏》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谈杜甫“三别”中的《新
婚别》投杖出门为国殇——谈杜甫“三别”中的《垂老别》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谈杜
甫《蜀相》忧国愿年丰好雨润无声——谈杜甫《春夜喜雨》不是爱花即欲死：爱美的颠狂之歌——谈
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对祖国的无限关怀：每依北斗望京华——谈杜甫《秋兴八首》（其二）
故国平居有所思——谈杜甫《秋兴八首》（其四）不眠忧战伐——谈杜甫《阁夜》堂前扑枣任西邻：
充满伟大的人道精神的心曲——谈杜甫《又呈吴郎》人生苦旅苍凉之吟——谈杜甫《登高》群英零落
盛会难再——谈刘禹锡《洛中送韩七中丞之吴兴》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谈刘禹锡《金陵怀古》
⋯⋯附录一　历代风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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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追求生存尊严的绝唱——谈汉乐府《东门行》（本词）　　出东门，不顾归。
来入门，怅欲悲。
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
拔剑东门去。
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铺糜。
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
”“今非咄行，吾去为迟。
白发时下难久居！
”　　这首汉乐府民歌《东门行》本词，是风诗精英中的精英，是写实诗歌传统的奇葩，是追求生存
尊严的绝唱。
字字干钧，撼人心魄。
　　汉乐府民歌继承并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创了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为特色的
现实主义诗歌传统。
通过汉乐府民歌，我们可以听到当时人民自己的声音，可以看见当时人民的生活图画，可以想到当时
社会全面真实的现实状况。
汉代社会土地兼并剧烈，一方面富贵人家生活奢华，另一方面广大农民受到的剥削和压迫又极惨重，
生活异常痛苦。
《汉书?食货志》就有“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的记载。
这首《东门行》正是通过叙述一个下层平民家庭的悲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这种不平和民生
疾苦的现实。
它写的是一个善良本分却陷于生活绝境的穷汉子，为求生存，求告无门，忍无可忍，被迫“犯上作乱
”，起来反抗的过程。
　　全诗十五句，七十八个字。
字字血泪，语语至情。
中心就是“拔剑东门去”。
全诗围绕着这一中心事件展开。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把它分为三层。
　　第一层前七旬，是起因。
点题旨。
运用叙述的语言，和动作、环境的描写，形象地揭示了这个穷汉子作为丈夫从一再反复，犹豫不决到
终于面对无以为生的现实，决心选择铤而走险起来反抗的曲折过程。
　　开头四句，一出一来，写丈夫的犹豫和反复。
这种心理矛盾，折射的是家庭存亡的两难抉择的现实。
出，走出。
《诗·郑风》：“出其东门。
”不顾，义不反顾，在道义上只可勇往直前，不容徘徊退缩。
所以说“不顾归”。
《史记·司马相如传》：“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
”来，回来。
“怅欲悲”，惆怅失望，悲痛欲绝。
为什么呢？
因为现实的冷酷与感情的热切，实在反差太大了，令人难以承受。
他本来出于道义不计后果，愤然而出走，为生计而要去冒险寻找活路。
但在感情上又实在放心不下家中妻儿，所以又再转身回家看看，或许还可能有活下去的别的方法。
可是回来一进家门，失望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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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怅欲悲”这一句便隐含了丈夫懊悔自己犹豫不前再回来的苦衷。
　　“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
”这一细节的描写，表现这个家庭已然无食无衣，饥寒交迫，陷入绝境。
这两句很重要。
是主人公走上反抗道路的正义性和作品思想性的现实基础。
盎，口小腹大的瓦器。
米罐里没有一点裹腹充饥的米，衣架上没一件遮体御寒的衣，真是一贫如洗，家徒四壁，空空如也，
毫无着落。
这般穷困，一家子还能活吗？
　　丈夫的懊悔和自责更为强烈，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不禁怒火中烧，忍无可忍，愤然“拔剑东门去”！
要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妻儿找一条活路，要向这不公平的社会讨一个公道。
丈夫由迟疑转而坚定，痛下反抗的决心。
注意，这里不说携剑、带剑，而说“拔剑”。
拔剑，就是抽剑出鞘。
《史记·项羽本纪》：“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
”《战国策·韩策》：“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
”杜甫诗：“拔剑击大荒。
”这是一个壮怀激烈的举动。
寓含着丈夫身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竟然落到不能养家糊口这凄惨地步的强烈义愤。
在结构上，“拔剑东门去”这一句，不仅是诗眼，全诗的点题之句，也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句。
可以属上，也可以属下。
以往皆属下，这里为便于理解属上文。
这一出一来又一拔，一连串的行动正表现出丈夫内心的激烈矛盾和巨大变化，恰到好处地引起下文，
妻子的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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