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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诗杂论》是现代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唐诗研究的经典之作，内容涉及唐代诗歌的多个方面，对唐
代著名诗人，如“初唐四杰”、孟浩然、贾岛、岑参、杜甫、李白等人的诗歌成就有独到而深刻的评
论与分析。
全书论述精辟，行文优美流畅，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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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类书与诗　　检讨的范围是唐代开国后约略五十年，从高祖受禅（六一八）起，到高宗武后交割
政权（六六〇）止。
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的把“江左余风”收束了，同时新时代的先驱，四杰及
杜审言，刚刚走进创作的年华，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纱，露出
自家的面目。
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
　　寻常我们提起六朝，只记得它的文学，不知道那时期对于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
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这一点。
这时期如果在文学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为它在文学本身上有多少价值，而是因为它对于文学的
研究特别热心，一方面把文学当作学术来研究，同时又用一种偏向于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其余的学术。
给前一方面举个例，便是曹宪、李善等的“选学”（这回文学的研究真是在学术中正式的分占了一席
）。
后一方面的例，最好举史学。
许是因为他们有种特殊的文学观念（即《文选》所代表文学观念），唐初的人们对于《汉书》的爱好
，远在爱好《史记》之上，在研究《汉书》时，他们的对象不仅是历史，而且是记载历史的文字。
便拿李善来讲，他是注过《文选》的，也撰过一部《汉书辨惑》；《文选》与《汉书》，在李善眼里
，恐怕真是同样性质、具有同样功用的物件，都是给文学家供驱使的材料。
他这态度可以代表那整个时代。
这种现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
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藻——尤其是《晋书》的著
者！
至于音韵学与文学的姻缘，更是显著，不用多讲了。
　　当时的著述物中，还有一个可以称为第三种性质的东西，那便是类书，它既不全是文学，又不全
是学术，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东西，或是说兼有二者的混合体。
这种畸形的产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种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了。
所以我们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学，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学和类书排在一起打量。
　　现存的类书，如《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在当时所制造的这类出品中，只占极小部分。
此外，太宗时编的，还有一千卷的《文思博要》，后来从龙朔到开元，中间又有官修的《累璧》六百
三十卷、《瑶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增广皇览》及《文思博要》）、《芳树
要览》三百卷、《事类》一百三十卷、《初学记》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碧玉芳林》四
百五十卷、《玉藻琼林》一百卷，《笔海》十卷。
这里除《初学记》之外，如今都不存在。
内中是否有分类的总集，像《文馆词林》似的，我们不知道。
但是《文馆词林》的性质，离《北堂书钞》虽较远，离《艺文类聚》却接近些了。
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里说是嫌“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的办法
不妥，他们（《艺文类聚》的编者不只他一人）才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体例。
这可见《艺文类聚》是兼有总集（流别《文选》）与类书（《皇览》遍略）的性质，也可见他们看待
总集与看待类书的态度差不多。
文馆词林是和流别《文选》一类的书，在他们眼里，当然也和《皇览》遍略差不多了。
再退一步讲，《文馆词林》的性质与《艺文类聚》一半相同，后者既是类书，前者起码也有一半类书
的资格。
　　上面所举的书名，不过是就新旧《唐书》和《唐会要》等书中随便摘下来的，也许还有遗漏。
但只看这里所列的，已足令人惊诧了。
特别是官修的占大多数，真令人不解。
如果它们是《通典》一类的，或《大英百科全书》一类的性质，也许我们还会嫌它们的数量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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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们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
一个国家的政府从百忙中抽调出许多第一流人才来编了那许多的《兔园册子》（太宗时，房玄龄、魏
徵、岑文本、许敬宗等都参与过这种工作），这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岂不滑稽？
不，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学的方法，而他所谓的文学，用这样的方法提倡。
也是很对的。
沉思翰藻谓之文的主张，由来已久，加之六朝以来有文学嗜好的帝王特别多，文学要求其与帝王们的
身分相称，自然觉得沉思翰藻的主义最适合他们的条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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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创造自己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
诗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散文如《唐诗杂论》，可惜只有五篇，那经济的字句，那完密而短小的篇
幅，简直是诗。
　　——朱自清　　他的《唐诗杂论》⋯⋯都是精彩逼人之作。
这里不但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且创造了诗样精粹的风格，读起来句句耐人寻味。
　　——朱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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