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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百年武汉大学，走过的是学术传承、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辉煌路程；世纪珞珈山水，承沐的是
学者大师们学术风范、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的润泽。
在武汉大学发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
他们在学术上精品、上品纷呈，有的在继承传统中开创新论，有的集众家之说而独成一派，也有的学
贯中西而独领风骚，还有的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开学术学科先河。
所有这些，构成了武汉大学百年学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学术底蕴。
　　武汉大学历年累积的学术精品、上品，不仅凸现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
风格和学术风范，而且也丰富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不仅
深刻反映了武汉大学有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从多方面映现了20世
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高等学府，自当以学者为敬，以学术为尊，以学风为重；自当在尊重不同学术成就中增进学术繁荣，
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中提升学术品质。
为此，我们纵览武汉大学百年学术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华，结集出版，是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
　　“根深叶茂，实大声洪。
山高水长，流风甚美。
”这是董必武同志1963年11月为武汉大学校庆题写的诗句，长期以来为武汉大学师生传颂。
我们以此诗句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的封面题词，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留存的那些泽被当时、惠及后
人的学术精品、上品，能在现时代得到更为广泛的发扬和传承；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百年名典》这一
恢宏的出版工程，能为中华优秀文化的积累和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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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闻一多先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全书站在全新的角度，以历史的眼光分析唐诗的结晶，从诗人的角度研究诗歌。
内容涉及文章体裁、诗人年谱以及诗歌的翻译等，对类书与诗的优劣、官体诗的自赎、年谱的整理与
考订、唐朝著名诗人的诗歌成就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文章论述精辟，用饱含情韵的语言传达出诗的哲理、情思、韵味之美，极具知识性和趣味性，是一部
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开拓性著作，在唐诗研究领域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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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闻一多（1899～1946），本名闻家骅，号友三，湖北浠水人。
我国著名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战士。
1922年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1925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
1928年秋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为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很多贡献。
闻一多先生一生著作颇丰，有诗集《红烛》、《死水》，诗歌评论《冬夜草儿评论》，学术著作《楚
辞校补》、《诗选与校笺》，学术论文集《神话与诗》、《唐诗杂论》等。
综观闻一多先生的一生，历经诗人、学者、斗士三个阶段，最终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最壮丽的诗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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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类书与诗　　检讨的范围是唐代开国后约略五十年，从高祖受禅（618）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权
（660）止。
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地把“江左余风”收束了，同时新时代的先驱，四杰及
杜审言，刚刚走进创作的年华，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纱，露出自
家的面目。
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
　　寻常我们提起六朝，只记得它的文学，不知道那时期对于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
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这一点。
这时期如果在文学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为它在文学本身上有多少价值，而是因为它对于文学的
研究特别热心，一方面把文学当作学术来研究，同时又用一种偏向于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其余的学术。
给前一方面举个例，便是曹宪、李善等的“选学”（这回文学的研究真是在学术中正式地分占了一席
）。
后一方面的例，最好举史学。
许是因为他们有种特殊的文学观念（即《文选》所代表的文学观念），唐初的人们对于《汉书》的爱
好，远在爱好《史记》之上。
在研究《汉书》时，他们的对象不仅是历史，而且是记载历史的文字。
便拿李善来讲，他是注过《文选》的，也撰过一部《汉书辨惑》，《文选》与《汉书》，在李善眼里
，恐怕真是同样性质，具有同样功用的物件，都是给文学家供驱使的材料。
他这态度可以代表那整个时代。
这种现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
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藻——尤其是《晋书》的著
者！
至于音韵学与文学的姻缘，更是显著，不用多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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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28-1930年，闻一多先生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首任院长兼国文系主任期间，开始致力于中国古典
文学研究。
后来收入《唐诗杂论》的论文《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就发表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卷1期至4期上，
这是他在武汉大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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