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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钟锦于2002年考入我的博士班，如他在《后记》中所言，他之报考我的博士生，本来只是想要认识我
的一个藉口而已，他的本志原在研读西方哲学，而且也已经报考了复旦大学的哲学系，其后竟被两校
同时录取，而且更没想到的是，在他已经顺利地取得了复旦哲学系的博士学位后，他的论文还竟然被
我要求改了三稿，才获得了我的仍不尽满意的勉强通过。
我想钟锦定然理解，我之要他把论文多次加以修改，并非因他的不成材，而正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之
材的缘故。
如今他要出版的这一本书，事实上已经是他在论文的基础上改写出来的第五稿。
今年暑期，他打电话到我温哥华的家，要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并郑重地要求我说，不要像一般人
一样在序言中只写赞美的话。
我以为钟锦之所以要我写这篇序言，是因为我对他在撰写中的艰苦有深切之了解的缘故，并非要我写
空言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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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既唐诗衰微之后而兴起的宋词词体，兴衰流变千年有余，作者认为这其中定有词不同于诗的无可取代
之独特美感深动人心。
作者试图在详尽占有材料、深心玩味词意的基础上借用中国传统的词学理论以及康德的美学理论来给
以这种美感以理论化的表达。
借助理性理论的清晰助我们达致词学意境的幽微隐深。
     本书通过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宏观考查，确定了词体美感在其中的独特为止，同时在与康德美学的会
通视野中，对这种美感进行了思辨性极强的哲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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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钟锦是个天性就喜欢读书的人，真可以说是爱书成癖，只要知道了有好书，就必然要得之读之而后快
。
他在少年时代就曾因喜爱稼轩词而无法购得，竟然把《稼轩词》全部抄录了一遍。
而且如他自己在《后记》中所言，他也曾因为喜爱陈廷焯的《词则》和《白雨斋词话》的手稿影印本
，将之视为“不离左右的爱物”，而当时他只不过是个十几岁的中学生而已。
所以当他来到我的班上不久，就展现出了他的博学强识和思维敏捷、辩说纵横的才气。
只不过因为他的博学多才而不免有些恃才傲物，如黄山谷评秦少游之所言“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之轻
重”。
而我个人则是一个自幼诵读“圣贤书”而长大的颇为拘谨之人，所以也常常在为人方面给他一些要谦
退的忠告。
不过钟锦虽然恃才傲物，但也有极重感情讲义气的一面，只是尚未能得其中道而已。
至于在为学方面，则虽恃才傲物，却也颇能虚心受教，所以我虽要求他把论文修改多次，他也未尝稍
有怨言。
对于他过去所熟读记诵的一些诗句和词句，每当我指出他理解中的某些错误，他不仅能够一点即透，
而且更能别具会心，加以灵活的运用。
所以虽然在为人方面他颇有狂士之风，而我则是一个幼读圣贤书的儒家弟子，往往风格上有很大的差
异，但师生之间却也颇有相得之乐。
古语云“铁杵磨成针”，又日“玉不琢不成器”，以钟锦的过人才质，我所望于他的是终有琢玉成器
磨杵成针之一日，而且也相信这一日的到来不会太远。
以上所言，实在都没有触及到他这一本书之内容的一个字。
这主要的缘故是因为我对他的这一本书稿，一直尚未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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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的写成有近因，也有远因。
远因还要追溯到将近二十年前，那时我在读中学。
某年的一个旧历年，父母给了几十元压岁钱，我立刻揣上去了西安南院门的古旧书店。
那个时候我已经爱买书了，只是没有自己的收入，选书总得挑价钱比较便宜的。
那次在书店看到一套精装的陈廷焯手稿影印本，包括《词则》和《白雨斋词话》。
由于已经出版了快五年，三册不到十块钱，正是我买得起的价钱。
加之作者娟秀的书法，让我一时爱不释手，就欣然买了回来。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偶然的事件，却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其实那时我对词也不算陌生，龙榆生的两本名家词选都熟读过，而且自己还填点儿词。
不过，也不知什么原因，词是小道的观念在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头脑里还颇为顽固，总不肯对它痴迷，
宁愿以诗为事业。
谁想《词则》很快就把我这种莫名其妙的念头给击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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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所谓的“词学抉微”，不仅是对幽微深隐的词体美感之抉明，更是使词学走上科学道路之努力。
在词学研究中，这种作法并非没有先例可循，众所周知，王国维通过借鉴叔本华的哲学推动了词体美
感的研究。
我则以康德哲学作为基准，融汇其他哲学之后，确定了一个关于美感研究的基础。
　　——钟锦在这一本书中，可以说处处可见作者对古人诗词读诵有得的融会贯通的光芒之闪现。
　　——叶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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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词学抉微(第2版)》是叶嘉莹先生亲自推荐并作序，以康德学抉明幽微深隐的词体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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