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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快要出版了，他约我写几句话。
因为我这些年也在作一点义宁陈氏的研究，又提前看过此书的初稿，这才壮起胆子答应下来。
想说三个问题。
　　一，义宁陈氏数代皆能诗擅文，为什么偏偏陈寅恪的诗特别需要笺注？
　　从陈宝箴的父亲陈伟琳算起，至陈宝箴的曾孙陈封怀、曾孙女陈小从，确凿可信的诗人至少有五
代，诗文世家绝非浪得虚名。
五代诗人当中，诗名最盛、作品流传最广的当然要数陈三立。
陈寅恪的诗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即便是在家族诗人群中也称不上最有代表性，偏偏是他的诗最
需要笺注。
　　解释这个问题，不妨先打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陈宝箴之诗，堪称政治家之诗；陈三立之诗，
更似文学家之诗；陈寅恪之诗，则是史家之诗。
史家之诗，所谓“诗史”也，原本不以胸襟气度见长，也不以诗情文采取胜，诗人自己和后来人更为
看重的都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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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寅恪诗是陈寅恪研究中最有意趣的课题，透露出陈氏专业学术背后的精神世界，既是陈氏本人的“
心史”，也可视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心史”。
不仅如此，陈诗还是一位最擅长“以诗证史”的学人的“诗史”，是一位有充分史学自觉的通儒对现
代历史的观照和理解，代表了他那个古今纠缠、文化与政治交织的思想世界。
陈寅恪诗是陈寅恪研究中最有意趣的课题，透露出陈氏专业学术背后的精神世界，既是陈氏本人的“
心史”，也可视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心史”。
不仅如此，陈诗还是一位最擅长“以诗证史”的学人的“诗史”，是一位有充分史学自觉的通儒对现
代历史的观照和理解，代表了他那个古今纠缠、文化与政治交织的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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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10年（宣统二年庚戌）　　朝鲜亡国　　王政君即西汉元帝皇后，姓王名政君，王莽之姑，其
子成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哀帝即位尊为太皇太后；成帝时元后兄弟已垄断朝政，于平帝时元后临朝称
制，并委政于王莽。
以后王莽篡汉，元后被迫接受。
友人罗韬指出以上两句用《汉书?元后传》：“自莽篡位后，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无不为然，
愈不说。
莽更汉家黑貂，著黄貂；又改汉正朔、伏腊日。
太后令其官属黑貂，至汉家正腊日，与其左右相对饮酒食。
”元后不接受王莽新订的官服、历法制度，而仍保持汉室原来的黑貂官服及旧历法的伏、腊日，此即
陈诗“腊日黑貂独饮酒”之典。
元后虽眷恋汉室，但汉室的倾覆实亦元后之罪责，故王夫之《读通鉴论》评日：“亡西汉者，元后之
罪通于天矣。
论者徒见其吝玺不予、流涕汉庙、用汉伏腊而怜之，妇人小不妨之仁，恶足以盖其亡汉之大憝哉！
”此似亦陈诗以上两句用意。
　　按：陈诗此处当借汉元后比拟慈禧。
慈禧亦以皇太后身份临朝训政，故以元后为此。
西汉亡于元后，而清朝实亦衰于慈禧，故陈氏讥笑其无能。
　　长陵鬼馁汉社屋　　区区节物复何有　　长陵，汉高祖葬地；鬼馁，无人为先祖祭扫，群鬼则无
所食；汉社屋，《礼记?郊特性》：“是故丧国之社屋之，不受阳也。
”指国家覆亡；节物，似指上述“腊月黑貂”之类应时的制度。
此处当谓清朝统治大厦将倾，仅在形式上守护制度又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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