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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文字从简的《唐诗三百首》图文本、画册本争奇斗妍的今天，我却仍以这一无图而又详解的本子献
给读者，是否有些不合时宜呢?然而正如秦韬玉笔下那位“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的贫女
一样，“不合”者也自有其可以不合，有以自矜的理由。
这倒不仅因为本书海外版的反馈信息给了我信心，更重要的是，当前的阅读倾向，使我深感，一种认
真而有新意的详解本，实属必须。
    或许因为在唐诗学界小有创获，常有年轻人来问学。
中学生向我谈起他们的困惑:虽然读了不少选本，但中考、高考时，面对一首陌生的诗，往往仍无所措
手足。
青年学人以他们的诗学论文寄我提意见，可惜其常见的通病是由于误读文本，而使立论变成空中楼阁
。
这种情况在我所经目的大量来稿与硕、博论文中也屡见不鲜。
对于以上种种，我开出的药方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味:下工夫去读通，而读通的首务是要知道“诗是怎样
写成的”。
    这自然需要掌握一些诗学的基本知识，对此，我已在海外版原序中有所提挈，并在解诗时随机而发
作了讲析。
这里仅想就时下流行的说法:“读诗只须凭感觉印象，不必详究”，再絮叼几句。
这说法也有些来头，即所谓“以禅喻诗”。
南宗禅倡言以心印心，单刀直入，了然顿悟。
这通于诗学，便是传统的点评。
应当说精到的点评是读诗的高境界，然而略知禅理者又都明白，心印、顿悟，本须有历久的“积学”
为前提。
舍积学而论印心、顿悟，其不堕入“狂禅”恶道者几希。
传统点评精到处不少，但狂禅般的痴人说梦更比比皆是。
更有甚者，评者读不懂某诗，便斥为伪作。
我们那位谪仙人李白的不少名篇，比如入选本书的《宣州谢 楼饯别校书叔云》，就曾遭此厄运。
以作诗为日课的古人尚且如此，今天的读者，如一味谈感觉印象而无视“积学”，其效果当可想而知
。
这道理也简单，老杜说“意匠惨淡经营中”，可见，企望以浮躁之心去印合精微的诗心，要不出错也
难。
也因此，这个详解本的目的就在于，希望为本是学诗初阶的《唐诗三百首》，加上一道比较牢靠的扶
手，使之能更好地发挥入门阶梯的作用。
    对于大陆版，我还是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作了修订，而其中最花工夫的，恰恰是我最不想做的“语
译”。
说不想做，是因为诗本不可译，一译便韵味顿失;又偏偏最花工夫，则是因为语译可起到帮助初学者贯
通诗脉的作用，而贯通诗脉又是读懂的关键:所以也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尽量“为”得好一些
，“为”得有点儿韵味。
由此建议读者对于本书正文外的三部分:注释、语译、赏析，也可以先跳过注释读语译;语译有不明处
，再看相应的注释;最后再进入我“以心印心”的赏析的阅读。
这样读法，也许能更好地达到三方面预期的效果:注释以实其基，广其识;语译以通其脉，顺其气;赏析
以博其趣，撷其神。
    最后要说明的是，我并无意反对文字从简的图文本。
事实上，我也编过这类读本;今后也许还会在详解本的基础上再做一种约简本，也不排斥配图。
但目前，我更愿意将有限的篇幅，留给对读者而言更为急需的讲析。
希望它能帮助读者掌握一些“单刀直入”的刀法，并能举一反三，较从容地自己来鉴赏一首陌生的诗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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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此，则读者当不致因我前面引了秦韬玉的两句诗，而责我自矜“风流高格调”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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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卷一 五言古读张九龄感遇二首其一兰叶春葳蕤②，桂华秋皎洁③。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④。
谁知林栖者⑤，闻风坐相悦⑥。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⑦。
【注释】①九龄《感遇》十二首，本诗第一。
当作于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因李林甫排斥，贬荆州长史期间。
感遇，因所遭遇而感慨．初唐陈子昂有《感遇》三十八首，遂相沿成为五古的一种体式，实上承阮籍
《咏怀》七十二首。
多用比兴，抒写不平。
②兰：兰草，又名春兰，属兰科。
一说为泽兰，属菊科．按：泽兰秋花。
因此当指兰草。
葳蕤（weirui）：花叶繁盛下垂状。
③桂华：“华”通“花”。
秋桂色黄白，故称皎洁。
④自尔：自然而然地。
尔，词尾。
⑤林栖者：即隐士。
⑥坐：因。
⑦美人：喻君王或权要，屈原《离骚》：“恐美人之迟暮”，即指楚怀王。
【语译】春兰叶叶纷披，秋桂分外皎洁。
那欣欣向荣的生命力啊，自然蔚成了美好的时节。
又有谁知道林下栖息的隐士，最钦佩兰桂的风节——与它们相对相悦。
草木自有自然的本性，又何必希求美人来攀折？
（隐士自有他们的操守，又何求他人来荐举？
）【赏析】本诗以春兰秋桂的丰茸皎洁象喻隐居君子的亮节高风。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是全诗关锁，那种出于内质秀美的自生自荣，不为物染的生命力，是诗
中物与人的共通点，因而，诗的脉络由此二句而自物及人，并自然引出全诗的结穴“草木有本心，何
求美人折”。
至此，不求攀折的“本心”是指物还是指人，已浑然不可分辨了。
《楚辞》以芳草美人喻志，本诗承继了这一传统，而由博返约，变瑰丽为清丽。
明胡应麟评九龄《感遇》与前此初唐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说，子昂是“古雅益以气骨”，九龄是
“清淡益以风神”，很精到。
不妨以子昂《感遇》之二与本诗稍作比较。
诗云：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
岁华尽摇落。
芳意竟何成。
（诗中的“若”也是香草，即杜衡，芊蔚是丰茸貌；蕤是花下垂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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