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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唐一代，气象恢弘，似乎总让人激情进发，血脉贲张，然究其实，诚如史学家钱穆所言，“唐
代社会乃为一诗家的社会。
诗之为用，抒私人之情怀，发私人之哀怨，则有余；阐扬圣君贤相周公孔子之治平大道，则不足”，
这正应了北宋文学家苏辙的话：“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
”有宋一朝，实为中国历史上之文艺复兴时代。
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
”想想李唐思想家寥若晨星，看看赵宋思想家接踵而至，就觉得静安先生所言不虚。
　　就文学而言，唐诗宋词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各擅一代文学之胜的华彩乐段，已成为民族历史
文化中最精粹的一部分，沉潜于我们的精神血脉之中，涵养和塑造着我们的心灵世界。
不过，以“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主要是元代以降边缘文人的观点，其实是远离文学史原
生态的，正统文人多以“唐诗宋文”代表“一代之文学”。
“唐诗宋词”虽然并提，其实并不“等值”。
唐朝是诗的时代，而宋朝不是词的时代。
唐朝是以诗取士，而宋朝不是以词取士。
唐人做诗功利性强，宋人填词则娱乐性强。
唐人写诗是专业，宋人赋词是业余。
唐诗宋词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性质都没有可比性。
“唐诗宋词”并提，只有限定于韵文系统内进行文体自身纵向比较特别是与后代比较，才最具合理性
。
近代学者以从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改造“唐诗宋词”说，使此说上升为现代主流学术观念，但胡适
以为“唐诗宋词”胜过同时代其他文体的现代解读，其实是一种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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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诗宋词乃中国古典文苑之瑰宝，历经千年依然脍炙人口。
本书以精要的文字条陈唐诗宋词之渊源流变，并就唐诗与禅宗、音乐、商业、疾病之关系，宋词与江
南文化、城市生活、园林艺术、恢复情结之联结，从社会、文化、心理诸层面作了深入浅出的解读与
阐释，通识与独见并存，学理与感悟俱现，脉络明晰，文笔流畅，于众多学术著作与游戏笔墨中别出
蹊径，洵可为高等学校人文教育之教材，亦可为古典诗词文化赏读之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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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唐诗的繁荣　　隋唐五代是前后相续的几个不同的朝代，在这几个朝代中，隋代是在魏晋
南北朝长期战乱分裂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统一王朝，但它却只存活了38年（581～618）时间。
五代又称五代十国，是在大唐王朝灭亡后天下陷入混乱状态下建立起来的几个割据分裂的短命王朝，
在中原，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走马灯似的转换更替，在南方，还有吴、南
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北汉十个小国轮番上阵或同时并存，其中只有北汉建
都于太原，但是五代十国加起来前后也只不过维持了半个多世纪（907～979）。
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的生命都犹如流星般一闪即逝。
只有唐王朝强盛繁荣，延年益寿，存活了近300年之久（618～907），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推上了鼎
盛的最高峰。
与威赫长寿的大唐帝国相比，隋代和五代十国显得是那样微不足道，但是，因为它们一居唐头，一处
唐尾，所以历史不能不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文学史把隋唐五代放在一段里讲述，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其实，隋代几乎没有自己的文学，它只不过是对南北朝文学向唐朝文学的发展起了一点过渡作用
。
五代十国也只有词体文学的发展较为兴盛，而且主要限于西南和江南地区，其他文学形式的创作则成
就甚微。
只有唐代文学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兴盛景象。
唐代不仅是中国古代散文和古典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出现了风行当时、影响深远的“古
文运动”，产生了被后代尊崇和效法的“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和柳宗元，出现了由以志鬼神之怪为
主转向以传人事之奇为主的传奇小说，而且还从民间产生了“曲子词”这样一种新型的音乐文学形式
，民间歌谣、变文、俗赋、说话等通俗文学的发展也很兴盛。
更重要的是，唐代乃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唐诗代表了中国古代诗歌繁荣的最高峰，唐诗
也代表了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
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王国维就是把唐诗作为唐代的代表文学，作为唐代最擅长而后世难以为继的“一代文学”看待的。
鲁迅先生也这样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
大可不必动手。
”（《鲁迅书信集》）鲁迅先生所言，也大体符合实际。
唐诗乃是中国古代最好的诗，唐前固然不无好诗，但从总体而言未能达到唐诗的高度。
唐以后也固然不无能翻出如来佛掌心的“齐天大圣”，然而就整体来看也终于未能超出唐诗。
　　唐诗自它产生之日起，千余年来一直备受我国人民的喜爱。
宋、元、明、清各代的诗人受唐诗的影响，学习唐诗，攀拟唐诗，几至于亦步亦趋，自不必说。
就是宋元戏曲、明清传奇和小说的创作，也无不受到唐诗的滋润和哺育。
从唐代开始，研究唐诗的风气便日甚一日，编选唐诗的、注解唐诗的、批点唐诗的、评论唐诗的，人
数众多，形式多样，令人眼花缭乱。
各种唐诗本纷纷出世，尤其是像《唐诗三百首》（编选者为清人孙洙，号蘅塘，晚号退士）这样的选
本更是广泛流传，家喻户晓。
一种体裁，一代文学，魅力如此巨大，影响如此深远，恐怕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
唐诗不仅备受中国人民的喜爱，而且也在全世界广为流传。
早在唐代，唐诗就流传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
目前，世界上已有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等几十个国家几十种文
字翻译、选编和出版了唐诗集和唐诗研究的著作，唐诗对法国象征派诗歌和英美意象派诗歌的创作都
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一、唐诗繁荣的表现　　唐诗繁荣昌盛的壮观景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主要方面：　　首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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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唐诗创作队伍庞大，创作成果丰硕。
唐代诗人和诗作究竟有多少，我们今天恐怕已难以准确统计出来。
早在宋代，赵孟奎就曾编纂过一部《分门纂类唐歌诗》，据其序言称，凡录1353家，诗40791首，可算
是第一部较像样的唐诗总集了。
以一人之力去编纂“一代文学”之总集，其勇力自然可嘉，但其成就也难免受到局限。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该书所收唐诗并不完全，但其所录诗人和诗作的数量却已相当可观。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彭定求等四库馆臣奉皇帝之命编成《全唐诗》，凡900卷，诗人2 200余家，诗作48
900余首。
这就是古人对于唐诗的一个总结集。
然而，《全唐诗》虽以“全”命名，但其所收也并不全面，比如，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刘希
夷集10卷，令孤楚集l30卷，可《全唐诗》所收两人诗作都不过几十首，可见唐诗散佚失传数量之多。
今人王重民、孙望、童养年、陈尚君等，在清人所做工作的基础上，又对《全唐诗》进行了补辑，其
中以陈尚君的《全唐诗补编》为集大成之作，共补辑诗人1000余家、诗作6000余首。
这样，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唐诗总数已达54 900余首，已知的唐代诗人总数为3200余家，即使除去其中
重出互见或误收误题的诗人诗作，我们也完全可以确认，今存唐代诗人诗作的总数至少有3千余家、5
万余首。
尽管我们不排除还有大量的唐代诗人诗作已经散佚失传的可能性，但是以上统计已是迄今为止最为完
备的数据了，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出了先唐各个时代，甚至是先唐各代诗人诗作的总和。
唐代诗歌创作所取得的空前丰硕的成果，从一个方面有力地反映了唐诗的繁盛气象。
就创作队伍来看，唐诗的作者大部分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有一小部分是劳动人民。
上至皇帝、后妃、宦官、宫女，下至儿童、妇女、僧道、歌妓、士兵以及农民起义者，都留下了各自
的诗篇。
无论是官署、旅途、客店、闺阁、市井、娼肆、酒楼，还是江湖、山林、田园、边塞、战场、庙宇，
到处都能听到吟咏的声音，可见唐代作诗风气之甚，诗人队伍之庞大，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其他各朝所
不能相比的，而且也是世界其他国家所罕见的。
　　其次表现在唐诗体裁大备，名家辈出，流派众多，风格各异。
唐诗的诗体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各体，有古诗、歌行、乐府、新乐府、律诗、绝
句各类，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的诗歌体裁，尤其是律诗和绝句，乃是唐代才发展成熟的格律诗体
，并且从此后一直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体裁。
在唐代3千余名诗人中，有很多“名家”和“大家”，如“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
王）、“沈宋”（沈俭期、宋之问）、陈子昂、张若虚、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
、杜甫、刘长卿、韦应物、孟郊、韩愈、贾岛、李贺、元稹、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杜牧、李商
隐、温庭筠、皮日休、聂夷中、杜苟鹤、罗隐、许浑、韦庄等，均堪称“名家”或“大家”。
不仅“名家，，辈出，“大家”如林，而且流派众多风格各异，呈现出姹紫嫣红、百花争艳的景象，
有田园山水诗派，也有边塞诗派；有通俗诗派，也有险怪诗派；有豪放飘逸者，也有沉郁顿挫者；有
雄浑悲壮者，也有典雅平淡者；有真率通俗者，也有瑰奇险怪者；有清新明丽者，也有绮丽浓艳者。
正如《全唐诗》序言所说“诗盈数万，格调各殊”，“精思独悟，不屑为苟同”。
诗体、作家、流派、风格，是衡量一个时代的文学繁荣与否的几个重要“参数”，唐诗在这几个方面
都呈现出空前的盛况，共同构成唐诗繁荣的一个重要表征。
　　二、唐诗繁荣的原因　　唐诗为什么会形成不仅空前而且绝后的繁盛景象呢？
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复杂的问题，是历代以来人们长期思考而未能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
综合历代研究的各种成果和意见，人们对有关唐诗繁荣原因的探讨和解释，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
方面。
　　1.丰裕的经济基础　　经济繁荣为诗歌兴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
唐初，社会经济凋敝。
经过隋朝后期的暴虐统治和随之而来的战乱，“东起海岱，西至伊洛，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
闻，道路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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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唐统治者接受了隋朝短期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政策，旨在缓
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经济。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颁布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
均田令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授田一百亩，老男残疾者授田四十亩，寡妻寡妾授田三十亩。
租庸调制规定：受田农民，租，每丁纳谷二石；庸，每丁年役二十日，或以绢、布代役；调，随乡土
所出，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千。
隋末农民战争中，地主逃散，死亡很多，他们遗留下来的田地，有的转移到农民手中，有的成为国家
控制的荒地。
唐均田令的实施，不仅承认了农民占田的合法性，而且使无地、少地的农民依法请授荒田，造就了大
批自耕农。
租庸调制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经济、劳役负担，“以庸代役”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从
事生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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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阐述　　唐诗中的诗酒风流　　第三重境界——造就人生　　宋人体现的江南气质　　宋词呈现的
江南风光　　宋词与城市生活　　商业为基质的城市生活　　世俗为基质的宋词内容　　一勺水亦有
曲处　　文化心理诠释：忆君主，胡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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