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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诗的国度。
唐诗是中国诗歌之巅峰，可谓名家辈出、精品如林、盛况空前、后难为继。
宋诗在唐诗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对后世也颇有影响。
唐宋诗共同永载中华诗歌艺术史册，流芳百世。
唐代从七世纪初到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前一百多年间，经济一直是上升的。
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文化的繁荣。
即使在安史之乱后，由于南方的开发与南北交通保持畅通，经济和文化增长的势头也未停下来。
且唐人思想比较活泼，言行较少拘束，这也为诗歌创作和流行提供了方便，从而形成了唐诗的群众性
基础。
唐帝国建立后的最初三十多年，诗坛上仍弥漫着梁陈余风。
武则天当政时期，王勃、卢照邻、骆宾王、沈佺期、宋之问和杜审言等陆续登坛。
经过他们的努力，唐诗的题材和主题由宫廷的淫靡改为都市的繁华和正常的男女之爱，由台阁应制扩
大到江山之美和边塞之情，风格较为明快清新。
同时，陈子昂从汉魏风骨中汲取素养来开辟唐诗的疆域。
他把握住对超现实的向往和对现实的执着这一基本矛盾，用新的语言和形象在诗中加以表现，上承阮
籍、曹植，下开李白、杜甫。
从玄宗即位起的半个世纪为盛唐时期。
这一时期，因不同的生活道路与不同的生活态度，诗人们或者成为高蹈的退守者，如孟浩然、常建、
储光羲等，或者成为热情的进取者，如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或者因时变化，两者兼之，如
王维等。
安史之乱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界标，也是唐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乱前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乱后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双峰对峙，在诗歌创作方面，显示了盛
唐之所以为盛。
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
这种已被现实牢笼束缚但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
风习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
这也就是李白的独特性，和杜甫始终以严肃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和反映祖国人民的命运那种现实主
义精神是相反而相成的。
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哀乐而歌唱。
杜诗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都是旁人难以企及的。
这就是后人尊李白为诗仙，尊杜甫为诗圣的理由。
代宗大历时期（766-779）的诗人，生活在一个遭受了极大破坏以至物质精神都贫乏的社会里。
这一时期，钱起、李端、韦应物、司空曙、卢纶、戴叔伦、李益等的作品，着力于时序的迁流、节物
的变化、人事的升沉离合等方面的描绘。
其中，韦应物之澄澹、李益之悲慨，尤为后人所称赏。
宪宗元和时期（806-820），一度中衰的诗坛重又兴盛。
此时期有两个源出于杜甫的诗派：一派以白居易为首，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为代表，对杜甫的
继承侧重于敢于正视现实、抨击黑暗，并努力使自己的语言更通俗流畅、生动感人。
另一派以韩愈为首，孟郊、贾岛、卢仝、李贺等为代表，继承了杜甫在艺术上刻意求新、富于创造性
的精神，多写险怪、幽僻、苦涩、冷艳，且以散文句法入诗。
文宗到宣宗（827-858）的三十余年里，最为活跃的诗人是杜牧和李商隐。
杜牧出于杜、韩。
他将清新峻拔熔为一炉，表达诗中较为丰富的政治抱负和激情。
李商隐长于七律。
他以精心的结构、瑰丽的语言、沉郁的风格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宗国之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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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宗即位至唐亡（860-006），诗人不少，成就不大。
到了北宋，五七言古今体诗才又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
唐代为我国诗之盛世，唐人以种种因缘，在诗坛上留下空蓟的伟绩，宋人欲求树立，不得不自出机杼
，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尽。
宋代诗坛流派纷呈，风格迥异，有颇近唐音的，也有别具面目的。
最称大家的是苏轼、黄庭坚和陆游，其次则是梅尧臣、王安石、陈师道、陈与义、范成大、杨万里诸
家。
苏轼始学刘禹锡，晚学李白，黄庭坚宗杜甫。
宋诗之有苏黄，犹唐诗之有李杜。
诗本以言情，情不能直达，寄于景物，情景交融，故有境界，似空而实，似疏而密，优柔善入，这正
是唐人之所长。
唐诗以情景为主，即叙事说理，亦寓于情景之中，出以唱叹含蓄。
宋人则略唐人之所详，详唐人之所略，将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皆写入诗中，务求充实
密粟。
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就技巧论，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
不过，宋诗内容虽增扩，然情味却不及唐诗之醇厚；虽尽事理之精微，而乏兴象之华妙。
因此，唐诗与宋诗各具特色，宋诗非能胜于唐诗，仅异于唐诗而已。
当然，唐诗之中也有下开宋派者，宋诗之中也有酷肖唐人者。
由于时代的不同，唐诗和宋诗确有风格的差异。
大体说来，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
唐诗之美在情辞，故繁丽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澄澈瘦劲，实则各有千秋。
《唐宋诗鉴赏辞典》正是我们在学习、借鉴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博采众长，网罗唐宋名家各种流
派杰作四百多首，精华毕呈。
本书编撰体例安排除原诗外，特有诗人简介、注释、鉴赏及插图。
“诗人简介”力求言简意赅；“注释”疏通诗义，求其简洁准确；“鉴赏”文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
，优美精当，有助于读友掌握原诗的美学内涵，陶冶性情；适量的“插图”则以视觉形象与诗境交相
辉映，触发读友的通感。
另外，我们还汇编了精当实用的附录。
其中“诗体诗律词语简释”能为读友提供一条了解中国诗歌体律常识的捷径，而“名句索引”则能让
读友在最短时间内乌瞰唐宋诗之千古绝唱，可谓事半功倍。
愿我们精心编撰的这部《唐宋诗鉴赏辞典》，能帮助读者朋友们更好地欣赏唐宋诗名篇佳作，领略唐
宋诗的隽永神韵。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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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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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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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古从军行李颀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①。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②。
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③。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注释】①烽火：古代边关战事的一种瞀报。
②公主琵琶：汉武帝以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嫁乌孙国王昆莫，恐其途中烦闷，故命人弹琵琶以娱之。
③“闻道”两句：汉武帝曾命李广利攻大宛，欲至贰师城取良马，战不利。
广利上书请罢兵回国，武帝大怒，发使至玉门关，日：“军有敢入，斩之！
”两句意谓边战还在进行，只得随着将军提着性命苦撑。
【鉴赏】此诗是唐代边塞诗中的名篇。
边塞诗有很多种主题，如思乡、勇猛、苦寒等，此诗的主题是反战。
诗是以前线一个战士的口吻与视角写的，抒发的是战士在前线苦寒环境中的苦寒心态，目的是揭示战
争的残酷，表达了作者的反战情绪。
第一联是说战士一天的艰苦生活，点明了时间与地点。
白天与黄昏两个词向读者暗示整个一天，甚至可能是每一天，战士的生活就是骑着马在边塞上巡边，
单调而艰辛。
第二联和第三联，营造的是边塞恶劣的环境。
其中第二联是以行人与公主作为主体来衬托边关的风沙之厉和心情之悲。
第三联则是通过自然风景的描绘，展示了边塞的空旷和荒芜，这样写的目的是为反战主题服务：如此
荒凉的地方，朝廷有什么必要让战士们来到这里战死沙场呢？
第四联以北地固有之物（胡雁）与人（胡儿）对边地生活环境的失望来进一步感染读者，空寂无人的
边地又有什么可以让人拼命相争的呢？
最后两联是引用典故来揭示主题。
第五联是批评汉代朝廷为了边战不顾将士们的性命。
尾联通过一个人们熟悉的事实，来批评边战给中原带来的战利品只不过是一种植物，而它的代价却是
成千上万将士们的性命！
在艺术上，此诗有三点值得注意之处。
首先，诗的结构运用了赋体的形式，即层层铺叙，步步递进。
先交待时间、背景、人物，再讲别人（行人与公主）的感受，然后才正面写到边地的环境。
妙处有二。
一是反衬法。
胡雁和胡儿本是生活在边塞，按理说他们已经适应了那种恶劣的生活环境，但是他们也为之哀鸣和落
泪，衬托出边塞地域上的苦寒。
二是对比法。
尾联以葡萄这种无足轻重的植物来和人的生命进行不对称的对比，激起读者对战争的厌恶和反对。
其次，要理解这首诗，还必须将它放在历代边塞诗的发展中去把握。
汉代边塞诗有许多是歌颂战争中将士的勇猛和中原军威的。
时至盛唐，诗人对战争态度的转变正是反映在这首诗里。
这首诗与杜甫《兵车行》的主题比较接近，但杜甫的诗因为着墨更浓，所以艺术感染力也更强。
不过李颀的诗却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李颀的生活年代略早于杜甫）。
再次，唐人写诗都有所谓“汉代情结”，表面上写的是汉代，其实要说的话都是针对唐朝的。
一方面是将自己的时代比拟汉代的强盛，另一方面这也是艺术上借代手法的使用。
刺古是为了讽今，不直接批评唐代，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同时也可能是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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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陈章甫李颀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长。
青山朝别暮还见，嘶马出门思旧乡。
陈侯立身何坦荡，虬须虎眉仍大颡①。
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
东门沽酒饮我曹，心轻万事皆鸿毛②。
醉卧不知白日暮，有时空望孤云高。
长河浪头连天黑，口停舟渡不得。
郑国游人未及家，洛阳行子空叹息。
闻道故林相识多，罢官昨日今如何③？
【注释】①虬：卷曲。
颡：脑门子。
②饮：使喝。
皆：一作“如”。
③故林：犹故乡。
【鉴赏】这是一首送别诗，送别主题在唐诗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所以要写出新意并不容易，李颀这首
送别诗就有它的新意所在。
与其他叙事性的诗歌一样，前两联是交待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
诗歌先用了几种常见的意象提供这些信息。
南风、大麦、枣花、桐叶营造出初夏的季节。
第二联是说送人还乡。
三、四两联正面描写陈章甫其人心胸坦荡、形象高伟、满腹经纶和志操高远的品质。
五、六两联才写到送别之前的情景，两人饮酒作别时，作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陈章甫的不甘风尘、高
洁无伦的节操。
七、八两联直写送别，以黄河之浪和渡口之险象征人生路途的艰难。
第八联的意思是，作者对陈章甫离别归家的一种感伤，“郑国游人”指陈章甫，“洛阳行子”指作者
自己，其实这两句是互文的手法，他们两人都是客游郑、洛（是同一个地方）的游子，归去的虽然是
陈章甫，而作者何尝没有此意！
叹息的虽是作者，而陈章甫难道没有叹息！
作者借送别落魄之客抒写自己的不遇之悲。
最后一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也是此诗有别于其他送别诗的地方，它是说，听说因为不得志而被迫辞
官归隐家乡的老朋友很多，而他们归去之后，现在的处境和心情又该如何呢？
言外之意是，有才能者（与作者相识的朋友们自然都是才学满腹的）的理想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只好
纷纷退隐山林，他们罢官了，真能纵情山水，忘忧解愁吗？
但愿如此，希望失意的陈章甫真正能找到精神的归宿，也暗示自己虽然现在还在寻找机会，但将来也
必然要走上这条退隐之路。
此诗在结构上很清晰，除末句外，都是两联为一组，表达的意思也是一层一层展开的。
理解这首诗要掌握两个关键。
一个是古人尤其是唐代人对政治理想充满高涨的热情，一般读书人所走的路是“读书——漫游——科
举”，一部分入仕的人走上为官之道，另一部分失意之人流落江湖，最后只好退居山林，似乎没有第
三条路可走。
此诗送别的地点在洛阳，说明他们是在政治中心寻找发展的机会，但是一直都是怀才不遇、愤懑伴随
着这些读书人。
此诗要表达的其实正是这种不遇之悲。
第二，此诗运用了一种主客体互相照应的写作方式，即凡是写到对象时，都是一面镜子，从对象身上
正可见作者自己的影像。
陈章甫不得志，其实也是说作者自己不得志；对象的心胸、学识和节操其实也是作者自己品质的写照
；陈章甫要归隐旧林，是说自己也有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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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虽说是送别诗，其实也是明志诗，这就是此诗的妙处所在。
听安万善吹譬篥歌李颀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①。
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
傍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
世人解听不解赏，长飙风中自来往②。
枯桑老柏寒飕飕，九雏鸣凤乱啾啾。
龙吟虎啸一时发，万籁百泉相与秋。
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③。
变调如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
岁夜高堂列明烛，美酒一杯声一曲。
【注释】①龟兹：今新疆库车。
②长飙：喻乐声的急骤。
③渔阳掺：曲调名。
【鉴赏】李颀有三首涉及音乐的诗歌，分别是《琴歌》《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和这首《听
安万善吹觱篥歌》。
其中，《琴歌》从动静处着笔，主要交代音乐的背景，也有明志之意。
《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正写胡笳，同时也赞颂懂得欣赏音乐的人的高尚品格。
这首诗写觱篥，以赏音为全诗经脉。
纯写音乐。
正面着墨，含蕴深长。
最难能可贵的是，诗人把三首极易混淆的音乐欣赏诗写得各具情态，让人赞叹。
这首诗主要表达的是乐者高超的演奏技艺，同时表明自己对他所奏之曲的准确理解。
前两联说明此曲虽出自北方少数民族，但在汉地流播以来，“曲转奇”，是说演奏技艺更加复杂与繁
难。
第三联展示了听者“叹息”、“泪垂”的情感效果。
但是第四联笔调一转，“世人解听不解赏”，是说听者虽然觉得动听悠扬、难免感伤动情，可是他们
从来都不能真正理解乐师演奏的妙处之所在。
于是乐师只好像风一样穿梭于尘世之间，寻觅解人。
第五至八联写诗人对乐师之曲的准确把握，他才是乐师的一个知音，简直是惟一的知音！
其曲先抑后扬，先奏狂荡悲壮之音，后有一重要的变调，变调后忽见春光明媚，繁花似锦！
一首乐曲能奏出多重境界，是乐师的高妙之处。
末联是说自己与众不同的高超鉴赏水平，致使产生了对乐师之曲的爱好和满足。
此诗运用了对比的手法。
傍邻和远人成为自己高超鉴赏水平的对照，他们虽然也能为之动情，却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这样更加衬托出自己理解能力之强，同时也间接说明了世上知音难求的道理。
P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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