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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商隐(8l1—859)，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
怀州河内(今为河南省沁阳、博爱二市)人。
他一生中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作为唐朝政府的一名官吏，他的政治地位可以说十分卑微。
可是，如果我们把目光集注于文学创作方面的话，那么，李商隐的贡献就绝不能说是微不足道的了。
他在晚唐诗坛乃至整个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是引人注目的。
作为诗人，李商隐在当时就已经享有盛名。
他和杜牧并称“李杜”。
为了区别于李白、杜甫，又称为“小李杜”。
他和温庭筠并称“温李”；再加上另一个作家段成式，又被当时人誉为“三卜六体”——他们三人作
文风格都倾向于繁缛华丽，恰巧在本家族中，各人又都排行十六。
    但是，李商隐又是历来遭到很深误解和不公正评价的一个作家。
《旧唐书‘李商隐传》说他和温庭筠两人“俱无特操，恃才诡激”；《新唐书‘李商隐传》则把令狐
绚攻讦他的“背恩”、“无行”之言进一步推衍渲染成“忘家恩，放利偷合”。
在两《唐书》编者笔下，李商隐只能算是一个有才华的无行文人。
直到清人冯浩作《玉溪生年谱》，一面尽管同情商隐的坎坷遭际，一面却还是认为他“植品论交，两
无定守”，在最后总结道：“其无行诚不能解免。
”仿佛“无行”二字已成了李商隐的定评。
近人张采田在《玉溪生年谱会笺》中甚至有这样的说法：“义山笃于情者，一不得当，则烦冤莫诉，
如醉如迷；偶假颜色，则又将喜将惧，急自剖白。
”这样描绘李商隐，正如后人指出的：“直如小孩哭笑，刻画得不成样子。
”(岑仲勉《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导言》)在建国后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和研究论文中，李商隐的身价也
曾有过很大的起落。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他曾被打入“反现实主义”、“唯美主义”的逆流之中，受到严厉的批判；
匕F‘年代中，却又被“四人帮”的舆论工具赐予“法家诗人”的桂冠，获得许多不虞之誉。
    李商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他的思想、性格、气质是什么样子？
他的诗歌作品具有什么特色？
他进行创作的客观背景和内在动力是什么？
总之，李商隐其人其诗与他所处的时代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到底应该如何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正确评价其创作成就和局限？
这一系列问题显然都是很值得探讨的，也都是为了比较准确透彻地理解李商隐诗所必须研究的。
这也可以说是所谓“知人论世”的功夫。
    为了比较系统、具体地阐明上述种种问题，传记体裁似乎是一种方便有利的形式。
因为这种体裁允许展开一定的历史画面，允许采用夹叙夹议和适当的文学描写，便于做到寓分析说理
于描绘叙述之中，因此也就比较易于写出传主的形象和精神面貌，使读者得到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印
象。
这就是本书作者明知自己学殖浅薄，水平很低，还是勉力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
如果熟悉李商隐的读者在读完这本书之后，觉得它对这位晚唐重要诗人的刻画和评价距离事实还不算
太远；如果更多的人因为这本书而引起进一步研读李商隐诗歌的兴趣，作者的心愿就满足了——然而
，同这本小书实际达到的水平相比，恐怕已经近于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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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商隐，晚唐著名诗人，兼长诗、古文、四六诸体。
唐代皇室日薄西山，朝廷上下朋党比出，出身寒微的诗人不幸被历史的洪流裹挟而愈显命运坎坷。
没落混乱的时局与凄凉悲愤的身世交织出诗人华丽凄美的篇章。
《李商隐传》从诗人生平史料和丰富的诗文创作出发，以文学的笔调向我们讲述诗人在其“人生初程
”的初恋与初仕，十年京师的“樊南穷冻”，以及晚年幕僚生涯的丧妻之痛和无定漫游。
《李商隐传》是一本兼顾文学性和学术性的人物传记：作者早年从事过与李商隐有关的文学创作，后
来又专事李商隐及唐代文学研究，故本书资料可靠翔实，笔调随诗人生世浮沉而变换多端，其中间或
引用诗人名篇佳什，更有独到精深的赏析。
对于希望了解李商隐的读者来说，是书颇可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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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乃斌，男，籍贯江苏扬州，1942年出生于上海。
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为该所研究员，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历任研究
室主任、副所长，兼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1年调上海大学，现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兼任《文学评论》
编委，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
　　学术专长为唐代文学及文学史学研究，出版有《李商隐传》、《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中国古
典小说的文体独立》、《文化紊流中的文士与文学》、《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与程
蔷合作）、《流金岁月》、《近世名家与古典文学研究》等专著及学术随笔《陋室之鸣》。
发表论文百余篇。
自1981年以来，多次参与并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主编有《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宏
观文学史丛书》、《中华文学通览》等，主编并撰写有《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唐代文学史》、
《唐代文化？
文学篇》、《中国文学史学史》、《文学史学原理研究》、《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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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李商隐的一生中，唐朝皇帝的改朝换代总共发生过五次，即宪宗李纯——穆宗李恒——敬宗李湛—
—文宗李昂——武宗李漉——宣宗李忱。
宪、穆交替是其中的第一次。
当时李商隐还是个来人世的孩童，所以这种改朝换代对他的影响不大——不像后来文、武和武、宣两
次交替对他的政治生涯发生那样直接的影响。
不过，有的历史学家，例如范文澜先生，对宪宗被宦官杀死、穆宗由宦官扶立这件事比较重视。
他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一个皇帝被宦官杀死，朝官不敢追问，宫中朝上相安无事，说明宦
官势力大到可以进退皇帝，从此掌握唐朝政权的人，不是皇帝而是宦官。
”并且认为“宦官掌握政权，加上朝官与宦官间的斗争和朝官间朋党的斗争，构成唐后期政局的特征
”。
于是，他便把宪、穆交替看成划分中晚唐的一个标志，指出“唐后期的政治概况，实际上是从820年(
即唐宪宗死)开始”。
这个观点如果就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面来看，基本上是正确的。
晚唐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大规模农民起义酝酿成熟之前，确实主要表现在统治阶级内部。
而南北司(南司指朝官、北司指宦官)之争和朋党之争又确实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李商隐一生在政治上的浮沉就同这两种斗争(特别是后者)有着密切的关联。
由此看来，宪、穆交替不但对于李商隐，而且对于每一个晚唐人，至少是晚唐每一个知识分子都不是
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不过生逢其时的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往往不如后人那样清醒而深刻罢了；何况李商隐当时毕竟还是
个少不更事的儿童。
    对于和自己父亲差不多同时去世的唐宪宗，李商隐当时是并不关心的。
李商隐在《韩碑》诗中歌颂元和年间平藩的武功，把宪宗称为“圣皇”，在《过景陵》诗中又批评宪
宗服药求长生的迷信行为，那都是他成人以后的事情。
当李商隐年方十岁，他那幼小的心灵还整个儿沉浸在丧父的悲痛之中时，他自然还不可能想得那么多
、那么深。
对于这位未来诗人的气质、性格等心理特征的形成和变化来说，父亲之死、家庭变故所产生的影响，
显然远比皇帝的死和社会上的种种矛盾来得直接而重要。
    是的，商隐是在父亲早死、家境困顿的艰难条件下渐渐成长起来的。
他自小从父母那儿听到家族衰微的历史，又亲眼看到他父亲在奔波和劳碌中默默无闻地死去。
他和母亲、弟妹一起扶柩还乡，更使他产生“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既柑故丘，便同逋
骇”的强烈感受。
这一切发生在他的儿童时期，即其气质，特别是性格正在形成、尚未定型的时期，自然不能不产生极
为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他的资质聪慧，感情细腻，沉静多思，喜欢观察，接受力强，特别是在语言文字方面具有超人
的模仿力和创造性等等，还可以说与先天的遗传有较大关系，那么，他气质和性格中的另一些重要特
征，内向而多愁，忧郁而偏于感伤，就显然与后天环境的影响关系更为密切。
    作为一个家庭的长子，又从小失去了父亲，这种客观地位必然使商隐更早地领略人生、懂得世事，
必然使他更早地成熟起来，并培养起一种自觉的责任感。
这责任感起初是对于家庭的，即对于母亲和弟妹的，后来便发展为对妻子儿女、对整个家族乃至对整
个社会。
从李商隐会昌三、四年间(843—844)为两位姐姐、一位侄女和一位本家叔叔迁墓修坟和长期照顾他们
遗族的实际行动，从他为这些亲人撰写的《志文状》、《祭文》中所抒发的感慨，都可以看出李商隐
是自认对整个家族负有责任的。
从他在弘农尉任上不惜触怒上司而坚持“活狱”(救活犯人)之举，从他一系列对国事、朝政发表意见
的诗歌创作，又可以看到，作为大唐的一个臣民，李商隐在承担对社会、国家、人民的责任方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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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相当的自觉性。
他的一生中受到许多磨难和冷遇，但他并不改变为国效劳的初衷。
这反映了他世界观中进步、积极的一面，而这种积极精神正是他从小就养成的自觉负责精神的进一步
发展。
    门第的寒微、家境的困窘、“内无强近，外乏因依”的客观条件，使年幼的李商隐在内心深处潜藏
着一种难以排除的自卑感。
他的实际处境确实处处不如人，但这种处境反而激发了他发愤图强的志向。
他在心中确信自己的才能决不比任何人差，不过是境遇不好罢了。
于是，自卑感一反而为清高孤傲和自尊自信。
他咬紧牙关在困境中奋斗，决心凭自己的才力改变处境，实现宏大的抱负。
李商隐在学习儒家经典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抱负，这种诉诸理性的认
识，又因为他在孤寒身世中养成的奋斗精神而得到加强。
这是值得重视的。
客观形势虽迫使他不得不出入权贵之门，不得不接受人家的恩惠赐予，但在心理上，他竭力维护着自
己的独立人格——实质上是生怕别人瞧他不起。
当他在博学宏词试中被削落名籍，在弘农尉任上受到上司无理呵斥时，他的反应是那样强烈：或在致
友人信中尽情嘲刺，或者干脆掼纱帽要求辞职。
他之所以会这样，无非是因为感到受了侮辱和压迫，个人尊严受了挑战和侵犯。
李商隐在成年后的这些表现，如果追根溯源，与他幼年的遭际似乎不无关系。
    也许多愁善感的根苗早就存在于李商隐先天带来的素质之中，但这种素质的固定和强化，发展成为
一种明显内向、遇事易生悲感的性格特征和感情倾向，却又跟他幼年生活少有欢乐，少有喜事，精神
常处于压抑状态有某种关联。
这种气质和性格对李商隐诗歌创作影响至巨。
他的诗常弥漫着一种悲剧气氛，常常是将诗人由外物所触发的悲感，以很强的主观色彩寄寓到所吟咏
的对象上去，形成一种忧郁悲凄的主观化特色，其内在原因即在于此。
总之，李商隐终于成为一个愤世而感伤的抒情诗人，固然主要取决于他成年之后的坎坷生涯和晚唐社
会生活不景气的特点，可是，他幼年的生活经历，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生活永远是最严厉、最无情的教师，永远是塑造人、改造人的最强大而不可抗拒的力量。
P11-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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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李商隐传》是我写的第一本书。
之所以会写此书，一是因为研究李商隐，读多了他的诗篇，了解了他的身世，仿佛与这位古人有了一
点心灵感应  二是在复且学习时，受老师影响，对朱东润先生的传记文学写作非常崇慕。
三是觉得学术论文不能尽情体现我对李商隐及其时代的理解，文学性较强的传记有其方便之处。
恰好当时又有时间，于是，便率尔操觚了。
光阴飞驰，一晃竟已三十多年。
      日前重读此书，仍能忆及当年读书写作的情景，忆及程蔷帮着我一遍遍重抄书稿的劳碌(那时年轻
，似不觉累)。
特别难忘的，是书成之后谋求出版的艰辛和多年等待的焦虑。
这里，我应该特别感谢推荐此书给陕西人民出版社的西北大学教授刘建军先生，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
赵炳坤(冰昆)先生和陕西人民出版社。
我在1974年底至1978年初，为了解决那个时代特有而普遍的“两地生活问题”，曾和程蔷一起到西北
大学任教，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朋友，得到他们多方面的帮助和关怀。
《李商隐传》完成，他们知道了，建议拿到陕西出版，我们当然满心欢喜，欣然同意，便于1980年把
书稿送到了陕西人民出版社。
不过，后来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幸亏赵炳坤先生最后出手，才使它于1985年出版问世。
通过编辑来往，我们和赵先生也成了好朋友。
他不但足个好编辑，而且是个勤奋的小说家，曾因《李商隐传》中柳枝故事触发灵感而写出小说。
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则定能编出、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此书出版后，学术前辈吴调公先生、我的同门师兄弟刘扬忠、周建国先生，还有文学所的同事袁良
骏先生特予青睐，曾作文评介和指教。
这也是我十分感激的一这次重印，我对全书做了一些修订，他们的一些意！
我当然会尽可能汲取。
    《李商隐传》是一本兼顾文学性和学术性的传记，后来写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则是朝学术著作
方向努力的。
二书所写的对象相同，虽写法不同，风格也不同，内容上却紧密相关，有的地方还可互补。
所以，当上海占籍出版社奚彤云主任建议重出《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一书时，我就很冒昧地提出把《
李商隐传》也一起重印的请求。
《李商隐传》出版至今已二十六年，版权方面不成问题。
在审读过书稿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同意了我的请求。
这样，它们真的可以成为姊妹书了。
我谨对上海古籍出版社、奚彤云主任和本书责任编辑刘赛致以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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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商隐传》编著者董乃斌。
    李商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他的思想、性格、气质是什么样子？
他的诗歌作品具有什么特色？
他进行创作的客观背景和内在动力是什么？
总之，李商隐其人其诗与他所处的时代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到底应该如何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正确评价其创作成就和局限？
这一系列问题显然都是很值得探讨的，也都是为了比较准确透彻地理解李商隐诗所必须研究的。
这也可以说是所谓“知人论世”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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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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