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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场所谓“文革”的浩劫，打乱了我在北大中文系的学业，却也使我意外地得到了一次与唐人相仿的
出塞经历，分配至内蒙军垦，途经居庸关时不禁吟出：“冻云迷塞北，落日照长城。
”我自幼喜爱唐诗．而从此以后，诵读唐诗，在我更有了百代相照，切肤关心的感受。
从诗篇的音节藻绘之中，我渐渐更能体会到一部唐诗史中蕴涵着四唐文士的心史，先秦以来中国士人
最主要的性格心理特征，此时有了最丰富的表现与融合；而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心态与思维形态上
，仍经常地重奏着千载前先辈的曲调，历来说，唐诗是中国诗歌艺术的顶峰，我以为这应当不仅是指
诗格诗艺上的集前代之大成，开后世之法门；也应当包含唐人心态在中华民族心理历程上的典型意义
。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成熟期，也是民族心理的长成期，而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因着这种感觉．在“文革”结束后，我选定了唐代文学专业，师从华东师大施蛰存教授，开始了对唐
诗的系统研究。
学术研究固然是一种个性特征极强的活动，但又总与一定时期的文化氛围，与此一学科的历史状况相
联系。
为此，在阐述我的有关看法前，应先对“文革”以来，中国大陆唐诗研究的基本动向作一概略性的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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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重视感觉这一点上我与语言学批评的观念相当接近，但对如何去感觉，看法却颇有不同。
近现代语言学诗歌批评的标的是近现代印象派之类诗歌，而唐诗，即使是外观上最接近印象派的晚唐
温李一路的诗歌，在本质上也只是接近于我们土生土长的国画而绝非与马蒂斯、塞尚同品。
明确中国诗与西方近现代诗歌的内质区别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对语言学批评的观念也只能借鉴而不能
照搬，我的有关观念、详见《意兴、意象、意脉》一文（《唐代文学研究》1992年第3期），这里只能
挈其要点。
    语言学批评所谓“原初的萌动”，在唐诗中也有极生动的表现，但却有所不同，这最鲜明地体现于
唐人有关意兴的说法之中。
兴即兴起，是诗人为外物所偶然引动而突然产生的创作冲动。
其表层是一时一地的直觉的感受，而深层则是诗人长期以来积郁的情思。
所以唐人论“兴”必与“意”相关，即所谓“兴发意生”，“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而进入一种
特定的创作境界。
由于抒情言志观念的根深蒂固与因佛教思维介入而更为强化了的中国人的证悟式的艺术思维形态，唐
人在“兴发意生”后，不是任由感情冲涌以成篇章，而总是通过潜心观照，求得心物相印、传神写照
的妙合境地。
这就是所谓“精炼意魄”与“凝心击物”（以心意对物象进行筛选）二者融一的过程。
于是原初朦胧直觉中的潜在意念伴随着精选的物象而逐渐趋向意旨化。
在唐人诗论中这便是所谓因象立意的“取境”过程。
片断的景象，在图画中是平面地展开，而以意韵为灵魂；在诗中则是线性地延展，而贯串其中的便是
所谓意脉。
意兴是灵魂，意脉是血脉，意脉流注’于物象之中，使物象升华而具有意象的品格。
意脉通俗点说是覆盖于片断景象下的似断而续的感情线，是经过“文体开阖作用”（结构功夫）而艺
术化了的感情线。
一方面是意立气生，气动为势，以气势主导文体开阖；另一方面，反过来看，便是借文体开闺作用以
显气势，于萦回盘礴，草蛇灰线之中隐见作者之措意。
这便是唐人创作论之精髓。
而唐诗的魅力正在于那种意旨性与朦胧性，具体性与性质化并存，富于味外之味的境界。
在对片断景象的赏味中，玩索那似断实续的意脉从而体味诗人的意兴，便是阅读唐诗文本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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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昌平，浙江上虞人，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生于上海。
一九六八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本科毕业。
一九八二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施蛰存先生唐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现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编审。
主攻唐诗研究，兼攻古代诗论并汉魏六朝诗。
有《唐诗选》、《庄子说》等论著、吉籍整理著作八种，《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等论文三十余篇，
并其他杂著，计约二百八十万字。
目前正撰写《唐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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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从初、盛唐七古的演进看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上官体及其历史承担
开元十五年前后——论盛唐诗的形成与分期盛唐北地士风与崔颢李颀王昌龄三家诗王维与山水诗由主
玄趣向主禅趣的转化“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从王维到皎然——贞元前后诗风演变与禅风转化的关系
韦柳异同与元和诗变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郑谷年谱八代自然崇尚和骈俪体诗文
的关系意兴、意象、意脉——兼论唐诗研究中现代语言学批评的得失谢灵运与山水诗起源主要著述一
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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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沿用传统的山水诗的意象组合方法而对所取意象稍作变化，着意营造一种空澄
孤清的境界，如常建诗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是孤舟明月，空江琴音，从中表现了当时才俊之士失意落
寞而希望于禅悟中找到解脱的心态。
在此类意象中又常常掺以佛语，颇近于玄趣山水诗之玄言结尾。
此外更有通篇谈禅而可称为“禅言诗”的创作。
后一种倾向在王维本人尤其突出，如集中《胡居士卧病遗米》诸作即其例。
前一种倾向终王维一生也始终存在，如《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与苏卢两员外期游方丈寺》诗
都属于此类问参、多参佛语的作品。
这些作品都可以视为初级的主禅的山水诗，并非上乘之作，甚至有着“非诗”的倾向，但却恰恰说明
了山水诗新体势出现的诗坛背景与必由之路。
由于盛唐时期山水诗创作已有约三百余年的经验，当时诗坛，已完成由初唐中朝诗之着重镂刻错婉到
当时注重总体意境提炼的背景转换；更由于禅的本质其实是非无非有，离空有二相，因而反对文字禅
，在要求不落言诠上比玄学更为彻底，因此盛唐那些主禅的作品的主流并不流而为晋代那种玄言诗之
一统天下的局面，而必然由对传统体式的借用走向更成熟的高度。
王维的特殊心境，其对禅学的精深造诣及对无声诗——画、无形诗——音乐的深厚修养，使他适能担
当起这一任务。
如果说常建的孤舟明月、空江琴音仍较多地直接借用佛典中的意象来作了初步尝试；那末王维则进而
做到了以即时即地的兴悟，透过对象的原初面貌，而构成不即不离，似有若无．难以言诠的空灵境界
。
这种新的体格，可以其开元末天宝初初入终南的《终南山》、《终南别业》为开始，至较后《辋川绝
句》的创作而臻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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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赵昌平自选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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