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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年以前，与几位诗歌爱好者谈天说地，谈现代诗歌也谈古诗。
在谈到唐代诗歌时，我说李贺是唐诗的“现代派”，朋友们会意地笑了，大家都喜欢李贺诗歌的那种
隐晦曲折的表现方式、丰富的想象以及独特诗境的开拓，这与现代派诗歌有许多相似之处。
那时，我还没有读过余光中先生的《从象牙塔到白玉楼》一文，余先生在该文中说，李贺诗歌的风格
，“和现代诗是呼吸于同一种艺术的气候的”。
　　后来，教古代文学，兴趣尤在唐诗。
读钱钟书先生《谈艺录》，发现钱先生以较大的篇幅全面地讨论李贺诗歌，激发了我对李贺诗歌的兴
趣，让我对一些问题作长时间的思考。
岁月流逝，阅历也逐渐丰富，对社会历史有进一步的认识，对生活乃至生命本身也有新的体验和感受
，这些都帮助我学习李贺的诗歌，让我逐渐能与这位唐代诗人进行跨时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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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就诗歌发展本身而言，诗至盛唐而极，唐诗还要继续发展，就必须创新图变，所谓“诗到元和体
变新”。
文坛领袖韩愈继承了屈原以来“发愤抒情”的文学传统，提出了“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提倡文学
话语的重构——“惟陈言之务去”，韩孟一派形成了奇崛瑰诡的诗风。
韩愈连骑造门，面试咏诗，特著《讳辩》，以期进取，对李贺的嘉许与推引，一时传为佳话。
李贺完全认同韩愈的文学主张，他是韩愈文学主张的实践者，他的诗歌创作致力于新的表现方式探索
、新的诗境的开拓以及新的诗歌话语的建构。
他从屈原、鲍照、李白、杜甫、韩愈等诗人的诗作中挹取营养，寻求表现激烈动荡情感的艺术方式，
在对优秀文学遗产的接受中更多地孕育着创新，诗人对仙界、冥界的丰富想象与幻想，诗人将人间的
生活与情感向想象世界的移入，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方式，开拓了新的诗境，同时也建构了新的
诗歌话语。
李贺诗歌的独创价值一直受到诗家的称许，如刘昀称其诗歌：“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
，当时文士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
”宋祁也称其诗歌：“辞尚奇诡，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
”刘克庄称其诗歌：“长吉歌行，新意语险，自苍生以来所绝无者。
”李贺诗歌想象奇特、色彩瑰丽、韵调幽冷、骨力劲拔，超越凡近而惊世骇俗。
　　李贺才华超迈而天年不永，二十七的人生，的确太短暂了，但是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不能用时间的
长短来衡量。
短短的二十七年，对诗歌的表现形式与新的诗境的开拓进行了大胆的探索；短的二十七年，诗人为我
们留下了让人回味无穷的华美诗章；短短的二十七年，留给我们太多的启示与鞭策。
诗人已逝，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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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李贺的家世、成长环境以及艺术偏好　　一 家世与出生　　李贺的祖籍在陇西，与陇西
李氏有着血亲关系，也就是说李贺与唐王朝有着特殊的关系。
李贺在他的诗歌中称自己为唐诸王孙，他在《金铜仙人辞汉歌》序中这样写到：。
“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
乃潸然泪下。
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
”诗人在这里直接称自己为唐诸王孙。
李贺在他的诗歌里也谈到自己与陇西李氏的关系，《仁和里杂叙皇甫浞》有这样的诗句：“宗人贷宅
荒厥垣”、“宗孙不调为谁怜”，《许公子郑姬歌》又有“为谒皇孙请曹植”之句，“宗人”、“宗
孙”、“皇孙”、“曹植”皆自谓也，《酒罢，张大彻索赠诗。
时张初效潞幕》有“陇西长吉摧颓客”之句，说出自己与陇西李氏的关系。
李贺在这里确有夸耀世系的动机，然而，这是有一定依据的。
《新唐书》载：“李贺字长吉，系出郑王后。
”《旧唐书》载：“李贺字长吉，宗室郑王之后。
”都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确证。
李贺出生在昌谷，死后，其坟墓也迁葬在陇西（地在今甘肃陇西县城南袁家湾，俗称“学士坟”）。
这些事实都足以证明李贺唐诸王孙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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