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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品读名作  余香在口    赵学文    2010年秋天，《名作欣赏》度过了它的30周年生日。
    在座谈会上，前几任主编都说，30年来，《名作欣赏》发表了许多高水平的文章，构建起了文学欣
赏的理论框架，许多文章都因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有着长久的生命力，如果能编辑出版《名作欣赏》
名人名篇的精选本，从杂志到书，既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要求，又能对《名作欣赏》有个回
顾总结。
作为现任主编，我很赞成他们的看法，于是，从当年年底开始着手组织力量进行“《名作欣赏》精华
读本”的策划和编辑工作。
    我出生在60年代，曾是《名作欣赏》多年的忠实读者。
从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的品读，再到众多学界名家的赏析品位，《名作欣赏》如一泓清泉沁入我们的
心田，照亮了我们的读书行程，所受教益自然是融汇于血液里，渗透在学养中。
1986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师范学校任教语文，《名作欣赏》又成为我语文讲坛上撷英咀芳
的丰富源泉。
许多年后，我担任了《名作欣赏》的主编，面对这样一份曾经滋养过自己的刊物，我的这种惶恐几近
僧人见到佛祖吧。
    办刊几年来，作为刊物主编，我常常被读者对《名作欣赏》的厚爱所感动。
2010年《名作欣赏》举办30周年社庆，当我们寻找拥有30年全套《名作欣赏》杂志的读者的启事刊出
后，一时间电话、来函充盈编辑部。
30年，对于个人来说可谓岁月漫漫，然而数百读者孜孜订阅，精心呵护，细心收藏，这份执着令我们
办刊人心生温暖，倍感骄傲。
社庆时，我们邀请了西安的杨德盛先生参加，杨先生至今仍一字不落地阅读每期《名作欣赏》，对历
年来的好文章、好作者，如数家珍，令人感佩。
在《名作欣赏》编刊，与学界同仁交流，许多人都说自己是读着《名作欣赏》成长起来的，特别是中
老年学者，几乎无人不知《名作欣赏》。
2012年，杂志社组织了一次“‘80后’作家小说派对”活动，黑龙江儿童文学作家黑鹤推却了很多事
，千里迢迢赶往太原，只为了却一桩心愿，见见《名作欣赏》的编辑。
她的母亲是《名作欣赏》的一位忠实读者，她在母亲的教导下长大，《名作欣赏》在她的成长过程中
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与结实的黑鹤举起原浆汾酒一饮而尽，那种在《名作欣赏》工作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编辑“《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的过程，对于我们，也是重新认识过去，从过去印迹的追寻中重识
《名作欣赏》独特价值的过程。
虽然今天已然是出版过剩、阅读过剩的时代，书店里各种读物应有尽有，轻击键盘便可任意找到各种
经典作品，但惟有作品品读的独有见解是随时的、个别的。
30年的《名作欣赏》留给我们许多名字熠熠生辉的学界大家以名作推介和普及为己任的学人精神，更
留下了他们舍弃八股学术文风的隽永的品读文字和言常人所未言的精辟见解。
这些独特的品质，对《名作欣赏》的老读者来说，仍余香在口；对《名作欣赏》的新读者来说，无疑
是欣赏古今中外经典文学作品的入门之径。
    “《名作欣赏》精华读本”即将与读者见面了，令我们不能不遗憾的是，这个选本远远不能容纳《
名作欣赏》曾经刊出的众多好文章。
那些伟大的古今中外作家和闻名遐迩的当代作家、学者，因其思想艺术的贡献而会被我们铭记。
我们也感谢把半生精力倾注在《名作欣赏》杂志的首任主编张仁健先生。
第二任主编解正德先生、第三任主编原琳先生继往开来，成绩为人称道。
胡晓青先生老骥伏枥，在丛书编辑过程中超负荷工作，个中滋味是不亲历其事者难以想象的。
我的挚友北京大学出版社周雁翎博士对该选题的热情和他身上的北大人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令我敬佩
。
出版精品图书需要的是慢功夫，在历时两年之后，编辑人、出版人付出了很多努力，该丛书终于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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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地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后的释然，对所有参与到这项工作中的人来说都是极好的宽慰。
    谨为序。
    （赵学文，《名作欣赏》杂志社现任社长、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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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名作欣赏》杂志创刊于1980年，以鉴赏中外优秀文学作品、培养文学和艺术欣赏趣味、提升人文素
养为宗旨，以发表名家赏析名著的经典之作为特色。

杂志闻名于全国文化界、文学界、教育界，无数读者说，我们是看着《名作欣赏》长大的，许多业已
功成名就的学者更是说，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在《名作欣赏》上发表的。
这些文章如一泓泓清泉沁入我们的心田，成为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也为许多作者的成长、成才提供
了广阔的平台。

创刊三十余年来，《名作欣赏》获得过无数荣誉，是全国唯一以鉴赏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为内容的大型
期刊，曾蝉联首届、第二届、第三届政府最高奖一国家期刊奖，连续两届被评为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
刊。

丛书荟萃《名作欣赏》杂志三十余年精选篇章，将四百余篇名家所写的赏析中外文学名著的经典文章
，以古今中外为经，以文学体裁为纬，分门别类编辑成书，共十二分册。
《隋唐五代文学名作欣赏》为分册之一。

周汝昌、叶嘉莹
等所著的《隋唐五代文学名作欣赏》所辑篇目，从两万余篇文章中精选而出，名家行文，观点鲜明，
功底深厚，语言生动，不拘一格，有很强的阅读性和欣赏性，值得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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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纵横排界转掉自如
杜诗《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赏析
笔底波澜。
变幻神奇
杜甫《北征》赏析
“当以是为首”
杜甫《望岳》赏析
穷年忧黎元浩歌惊千古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赏析
黄鹤凤凰谁更美
崔颢《黄鹤楼》、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赏析
古来万事东流水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赏析
一曲浩歌万古愁
李白《将进酒》赏析
拨开云雾见青天
唐绝偶评
因象寄兴，情景交融
唐诗赏析三题
景切情挚思深意远
赵嘏《江楼感旧》赏析
超迈古今的想象
贺知章《咏柳》绝句赏析
含蓄蕴藉寄托遥深
张九龄《感遇》二首赏析
壮士拂剑浩然弥哀
司空图《退栖》诗赏析
气高而不怒，力劲而不露
皎然《冬日送颜延之明府抚州觐叔父》赏析
制题之妙
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赏析
超世拔俗的心灵“桃花源”
柳宗元《江雪》赏析
古诗哲理意义的新创造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赏析
借景讽喻寄寓遥深
韩愈《晚春》诗赏析
呕心沥血的苦吟之诗
李贺《李凭箜篌引》赏析
感旧化怀委婉情深
杜牧《张好好诗》赏析
“多采”与“休采”
王维《相思》赏析
虚实得当臻于神境
王维《辋川集》绝句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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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著黄金铸子昂
陈子昂《感遇》（三十四）赏析
超脱、宁静的意趣
孟浩然《春晓》赏析
优婉柔丽。
意味无穷
王昌龄官怨绝句赏析
逐胜归来雨未睛
冯延巳《抛球乐》赏析
一曲心弦两股张力
李商隐《无题》诗二首赏析
春江花月夜的沉思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赏析
芳郊花柳遍。
何处不宜春
王勃五绝三首赏析
天下名楼任神游
唐人鹳雀楼诗赏析
君爱菖蒲花。
妾感苦寒竹
乔知之爱情悲剧诗赏析
吟坛声苑的千古绝唱
《忆秦娥》赏析
人人尽说江南好
韦庄词赏析
特立独行。
力行不惑
韩愈《伯夷颂》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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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使君高义驱今古，寥落三年坐剑州。
    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未封侯。
    路经滟灏双蓬鬓，天入沧浪一钓舟。
    戎马相逢更何日？
春风回首仲宣楼。
    杜甫这首七言律诗，作于唐代宗宝应二年（763）。
李剑州，生平无考。
从诗看，知他当时任剑州刺史，是位有才能而未被朝廷重用的地方官。
前一年，杜甫到过那里，和他有了交谊。
这年，杜甫曾经准备离蜀东行，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在唐代诗人中，杜甫是位“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的各体皆长的全能作家，尤其是
律诗的圣手，这是历来诗论家所一致承认的。
杜甫自己说，“觅句新知律”（《又示宗武》），“遣辞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晚节渐
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
在律诗艺术的锻炼上，他曾经下过呕心沥血的工夫。
    律诗是唐代新兴的诗体。
作为一种文艺形式，它是有自身的特点的。
“律诗取吕律之义，为其和也；取律令之义，为其严也。
”它和古体不同，篇有定句，旬有定字，在声韵和对仗方面有严格的要求。
从这个意义来说，律诗难于古体，而七言律又难于五言律。
因为七言比五言句子长，受到声律和对仗的束缚，就更容易流于板滞平衍，萎弱拖沓，“声谐语俪，
往往易工而难化”。
可是读了这诗之后，它给我们总的感觉是：纵横排再，转掉自如，句句提得起，处处打得通，而在挈
掷飞腾之中，又能见出精细的脉络。
这秘密在哪里呢？
    杜甫的七律是丰富多样的，然而作为他七律风格的基本特征，则是他能在尺幅之中，运之以磅礴飞
动的气势，而这磅礴飞动的气势，又是和精密严整的诗律乳水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工而能化”，“中律而不为律缚”。
杜甫七律高出盛唐其他名家之上，而成为这一诗体百代不祧之宗，乃在于此。
从本文所论之诗，便可窥见其一斑。
    诗的前半篇写李，热情地歌颂了他“能化俗”的政绩，为他的“未封侯”而鸣不平。
然而这不平乃是诗人有感而发的。
就李本人来说，他勤勤恳恳替朝廷办事，哪里计较个人宦途的升沉得失呢？
诗从“高义”和“寥落”生发出这两层意思，从而见出李思想境界之高，使人对他那沉沦州郡的坎坷
遭遇，更加为之惋惜。
“文翁”和“李广”，用的是两个典故。
诗歌中的用典，是借古喻今的一种类比手法。
既然是类比，自然要比得贴切，富有启发性和暗示作用，这是用典的基本要求。
可是诗人的能事，并不仅仅停留在这基本要求上。
文翁的政绩流传蜀中，用以比拟李之官剑州刺史，未封侯的李广，则和李同姓。
“文翁能化俗，李广未封侯”，典故是用得非常贴切的，然而也仅仅贴切而已。
在“文翁能化俗”的上面加上个“但见”，在“李广未封侯”的上面加上个“焉知”，“但见”和“
焉知”，一呼一应，一开一阖，运之以动荡之笔，精神顿出，有如画龙点睛，立即破壁飞去。
不仅如此，在历史上，李广对自己屡立战功，而未能封侯，是时刻耿耿于怀，终身引为恨事的。
这里却推开来，说“焉知李广未封侯”，这就在用典的同时，注入了新的意义，改造了典故，从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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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诗的思想性。
就语言艺术来说，从这种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杜甫是怎样把七言歌行中纵横挥斥的笔意，创造性地运
用、融化于律体之中。
杜甫歌行里，像“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醉时歌》）之类的句子，和这不正是波澜
莫二吗？
    下半篇叙身世之感，离别之情，境界更大，感慨更深。
诗人完全从空际着笔，写的是意想中的自己“将赴荆南”的情景。
    “路经滟预”，见瞿塘风涛之险恶⑤，“天入沧浪”，见江汉烟波之浩渺。
这是他赴荆南途中所经之地。
在这里，诗人并未诉说其迟暮飘零之感，而是以“一钓舟”和“沧浪”、“双蓬鬓”和“滟预”相对
照，构成鲜明的形象，展示出一幅扁舟出峡图。
倘若说，这是诗中之画，那么借用杜甫自己的另外两句诗，“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
楼》）来说明这幅画的画意，是颇为确切的了。
    到了荆南以后又将怎样呢？
尾联用“仲宣楼”轻轻点出。
诗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命运，即使到了那里，也还不是和当年避难荆州的王粲一样，仍
然作客依人，找不到归宿之地。
而在此时，回望蜀中，怀念故人，想到兵戈阻隔，相见无期，那就会更加四顾苍茫，百感交集了。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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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获荣誉无数，以古今中外为经，以文学体裁为纬，分门别类编辑成书，《隋唐五代文学名作欣赏》
为12分册之一。
作者阵容大师云集，群星璀璨，以别样的视角引领读者进入古今中外的文学殿堂。
周汝昌、叶嘉莹 等所著的《隋唐五代文学名作欣赏》所选收文章，主要标准是：被欣赏文章为公认的
名篇；欣赏文章的作者为学术界、文化界知名人士；欣赏文章为言之成理的新观点、在某一学术领域
上的新贡献或在文学欣赏理论上的新创建；文章发表之后得到广泛好评的。
所谓：名篇，名人，名文。
这样更有利于读者阅读、参考和吸收。
当然，这些标准并不需要绝对符合，只是选文时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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