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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上世纪60年代初，当《唐诗小札》面世，广州新华书店竟然出现了排队争购的场面。
从此它一纸风行，风靡了大江南北!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唐诗小札》哺育了几代人的中国古典
诗歌修养和爱好。
　　其实，以类似小札这样的形式谈诗词，并非《唐诗小札》首创，在它之前，已经有人使用过它。
有趣的是，近几十年来，受《唐诗小札》启示而发扬光大的各种&ldquo;鉴赏辞典&rdquo;，吸引了更
多人前来一试身手，但是，却还没有谁能够把《唐诗小札》比下去。
　　《唐诗小札》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
　　对于它何以能够成功，尚吟先生指出两条：一是作者对于唐诗具有&ldquo;深入&rdquo;的理解，
二是其优美&ldquo;如散文诗&rdquo;的文笔。
说得都对，但我以为还可以补充一条，就是它的富于&ldquo;知识性&rdquo;与&ldquo;趣味性&rdquo;。
　　&ldquo;知识性&rdquo;和&ldquo;趣味性&rdquo;对于《唐诗小札》其实相当重要。
因为通俗地谈篇幅短小而不算深奥的唐诗，要敷衍成篇并不容易，而要做到各篇自具面目，使人读数
十篇而不生雷同之感，欲罢不能，更是谈何容易!单凭疏解文义和优美文笔，是办不到的，这就要发
挥&ldquo;知识性&rdquo;与&ldquo;趣味性&rdquo;的长处。
照我看，《唐诗小札》的成功，一半有赖于此。
这里所谓&ldquo;知识性&rdquo;并不等于有知识，读书人往往并不缺少知识，但容易受知识所拘囿，
成了知识的奴隶，他的知识不能够和自己的文笔融为一体，只是些死知识。
逸堂老人则不然。
丰富庞杂的知识贮藏在他脑中，他是主人，知识则好比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仆，他运用知识，挥
洒自如地引领读者出入古今，上天下地，纵横四海，而绝无掉书袋、说名理的冬烘气。
　　&ldquo;趣味性&rdquo;除了有个高低问题，对通俗读物作者来说，更要紧的是，对现实社会、对
周围的生活，有没有息息相通的广泛的兴趣。
把握不到现代人、一般读者的趣味所在，就无法吸引他们，更谈不上把他们的趣味提高。
哪怕作者有再高的品位，对望望然去之的读者，也只有徒唤奈何。
而要了解读者的兴趣，他们所以&ldquo;喜闻乐见&rdquo;，就只有靠实践，从长期经验积累中悟得，
舍此别无他途。
逸堂老人置身新闻界而多年从事副刊工作，使他具备了对&ldquo;趣味性&rdquo;这说来有些虚无缥缈
之物的敏锐触觉。
老人曾经追述他在羊城晚报副刊工作的经历，其中就说到：&ldquo;在快满九年的时间里，经我的手，
在《晚会》总共发表了两万多篇长短不齐的文章、诗词、漫画、照片、剪纸、谜语&hellip;&hellip;之类
。
《晚会》的宗旨，读者一看就明白，用那时的话来说，就是&lsquo;寓共产主义教育于谈天说地之
中&rsquo;，强调了它的&lsquo;知识性、趣味性&rsquo;的特点。
内容自然是古今中外，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飞潜动植，文武百工，无所不包。
在近九年之间，确实也绞了不少脑汁，费了不少气力。
&rdquo;　　我想，如果逸堂老人早就在大学当教授，或者没有进入新闻界，或者进入了新闻界却没有
到《羊城晚报》主持《晚会》副刊，对&ldquo;知识性&rdquo;和&ldquo;趣味性&rdquo;积累了深刻的了
解，真不知道他能否写得出《唐诗小札》这样成功的作品?　　老人晚年曾把他的&ldquo;小札&rdquo;
与《唐诗三百首》相比，评价它们对唐诗普及的功劳。
无疑地，无论在选诗的眼光，还是诗歌的审美和解诗的&ldquo;深入浅出&rdquo;上，&ldquo;小
札&rdquo;是大大超过了后者的。
《唐诗小札》自1961年出版，到今天仍然在再版，跨越了从&ldquo;文革&rdquo;前到&ldquo;改革开
放&rdquo;后这样巨大的社会发展变化，而作者并不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这表明它的确葆有不受时移
世易淘汰的金刚不坏身。
而这一点是与《唐诗三百首》差可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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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斯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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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诗小札》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唐诗入门读物。
全书精选唐诗108首，选诗眼光独到，解诗深入浅出。
篇篇小札面目生动，文笔优美，丰富的知识性、趣味性，让唐诗精微已然尽出，读来余味无穷，欲罢
不能。
本书于1961年出版，面世即风靡大江南北。
几十年来，长盛不衰，影响了几代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认知。
对于今天的广大青少年来说，《唐诗小札》仍不可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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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逸生（1917—2001），原名刘日波，号逸堂老人，广东中山人。
著名古典文学专家、诗人。
他刻苦自学，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普及，“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
生，以人生诠释人性”。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以《唐诗小札》享誉学界和民间，陆续出版有《宋词小札》《三国小札》《史林
小札》《艺林小札》《事林小札》等，主编有《中国历代诗人选集》《中国古典小说漫话丛书》等。
在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方面，贡献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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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陈子昂现存的诗篇中，《感遇》三十八首自然是他的重要作品。
在这些篇章里，作者比较直截地抒述了自己对许多问题的想法和看法。
这对于研究陈子昂来说，自然是很重要的材料；可是，就其他一些看来不大重要的诗篇上，在作者偶
然透露的思想闪光中，也未尝不可以看出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并且不失为评价作者生平
为人的参考材料。
这里选取他的《酬晖上人秋夜山亭有赠》，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并且借此窥看作者在抒情小诗中的
艺术造诣。
　　诗是酬答一位叫晖的和尚而写的。
晖和尚赠给他一首诗，大抵写的是秋夜山亭的景色（诗已失存）。
诗人于是回答了一首。
看来那时候诗人也是住在僧寺里面。
　　开头两句便已是一幅很美的秋夜景色。
“皎皎白林”，写出寒林的萧瑟以及它在月光照射之下反映出来的一片皓白。
再用“秋”字点出节令。
——这是画图中的近景。
第二句“微微翠山”则是画图中的远景了。
因为是在月光底下，所以远山才显得轮廓朦胧，看上去不十分真切，所以句中下了“微微”二字。
最后一个“静”字，又不仅达出远山之神，而且还烘托出夜里的气氛。
这两句写山中的秋夜，写秋夜有月，形象幽美，耐人体味。
　　三、四两句转到自己身上。
自己住在山寺里，看见满眼秋色，感到节气已经变换了。
但第三句包含的感情内容并不如此简单。
从整首诗来看，可以体会出诗人由于景物的变化，产生了许多感想。
因为想得很多，心情有点烦乱，后来索性打开门扇，独个儿坐在那里，呆呆地看，呆呆地想。
第四句的“独坐开轩屏”，便是在这种烦乱的感想底下，像有目的又像没有目的的一种行动。
进入五、六句，又是一种境界。
它看来还是写景，不过，已经更多地渗进了诗人的主观感情在内。
上面说过，诗人开门独坐，目的并不在于欣赏眼前的景色，所以这时候，耳畔的风声和泉声，忽起忽
落，有时两种声响又交织成一片，很杂乱，听起来就仿佛同自己心里的思潮混合在一起，很不容易分
别开来。
至于满地的月色和草上的露珠，又朦胧，又闪烁，看上去使人平添一股寒意。
这寒意，在诗人心上也特别感受得敏锐。
这些，都和诗人无可奈何的隐居生活所带来的复杂心情有一定程度的应和。
所以说，这两句写景是更多地带有诗人主观方面的色彩，同开头两句写景并不完全一样。
　　正因为自己虽然僻处山中，仍然未能忘怀世事，对于晖和尚在诗中表露的“忘机”（淡然忘情，
与世无争）的襟抱，就有不同的看法。
诗人最后这样说：“多谢忘机人，尘忧未能整。
”由于自己未能扫除作为尘世中人的种种忧虑，读了晖和尚的佳作，只好感到惭愧了。
点出了酬答的意思，也表示了自己不同的态度。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诗人虽然幽居山中，并且也和一些方外的人往还，可是，这颗心却没有
因此就变得宁静，许多所谓“尘忧”（包括对于国家的、社会的和个人身世的种种想念）仍然盘绕胸
际，摆脱不开。
因此就在一首酬和的诗中，也不期而然地闪露了出来。
这是一种热爱社会、热爱生活的积极人世的态度，应该值得肯定。
　　这首诗在艺术处理上也有相当高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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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景的精练，造句的秀整，以及情景的穿插、融汇，比起后来的盛唐名家，并不见得逊色。
诗人在创作实践上力追“汉魏风骨”所取得的成就，从这首诗也可以窥见一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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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ldquo;名家品经典&rdquo;系列为现当代著名学者鉴赏、品读中国古典诗、词、文、小说的著作
集成，旨在提高广大青少年的文学素养和鉴赏水平。
本系列作者均为现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专家和权威，学养深厚，眼力独具；所鉴赏品读的对象均为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经典作品。
收入本系列的图书，均为学习中国古典诗、词、文、小说的入门和基础读物。
这些读物在现当代产生过广泛影响，对今天的青少年学习古典文学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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