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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依存于人的生活。
当一个民族经历着一百多年的生死挣扎，一心只想着救亡图存，其文化心态当然也就很难平衡，总是
大起大落，大取大舍，矫枉过正。
到了21世纪，大多数人都认识到向西方传统学习的必要，但激进者却一定要喊出“全盘西化”；大多
数人都不会反对保存固有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但国粹派却一定要提倡“尊孔读经”；大多数人都了解
应该汲取多元中外文化传统的滋养，但在文化论坛上却仍能听到“打倒孔家店”、“崇洋媚外”、“
推翻吃人的礼教”、“痛打帝国主义的文化走狗”这样的充满激情与暴力的偏执口号，交叉喊话，来
回挑衅。
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角度来看，近两个世纪的环境不但恶劣，而且充满了摧残生机的陷坑与风暴。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心灵，也就难免畸形，充满了戾气与不平衡的心态，以为“除旧布新”、“
破旧立新”可以开创美好的未来。
更以口诛笔伐的手段来排除异己，建立舆论权威。
不仅一般社会中弥漫着“推倒重来”的文化态度，连学术界的研究也急功近利，甚至配合政治运动，
实践“矫枉必须过正”的荒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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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景旧曾谙：叶嘉莹谈诗论词》为叶嘉莹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期间的演讲稿结集，作者提
纲挈领地阐述了中国古典诗学的脉络，深入浅出地讲授如何读诗词、如何懂诗词，如何联系诗词与人
生等主题。
《风景旧曾谙：叶嘉莹谈诗论词》的特点在于，根据讲演录音整理，文字生动，有现场感。
叶嘉莹教授已有几十年的古典诗词的教学和研究经验，古典诗词已经融入了她的生命当中。
经她挑选的十个题目，于古典诗词初学者或者感兴趣者而言，是基础而重要的十点，而也通过这十个
方面的讲授，叶嘉莹教授向我们展示了中国诗词丰美多姿的想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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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嘉莹（1924— ），古典诗词专家，先后任教于台湾大学、台湾淡江大学、辅仁大学，应聘为美
国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密西根、明尼苏达等大学客座教授及访问教授，并应邀讲学于北京、复旦
等数十所大学。
1969 年迁居加拿大温哥华，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0 年获颁“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着有 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合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灵溪词说》、《中国词学的现代
观》、《唐宋词十七讲》、《词学古今谈》、《清词选讲》等三十多种，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学术影
响，而其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普及尤其贡献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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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推荐序第一讲 从中西文论谈赋、比、兴第二讲 《古诗十九首》的多义性第三讲 诗歌吟诵的
古老传统第四讲 杜甫诗在写实中的象喻性第五讲 一位晚清诗人的几首落花诗第六讲 双重性别——论
“花间词”的美感特质第七讲 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境界说第八讲 几位不同风格的女性词人——从
李清照到贺双卿（上）第九讲 几位不同风格的女性词人——从李清照到贺双卿（下）第十讲 爱情变
成了历史——晚清的史词第十一讲 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附录 诗之美斯之美——专访叶嘉莹教授编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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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讲 一位晚清诗人的几首落花诗《诗经》是我国最早、最纯朴的诗歌，那个时候写诗，有所谓
‘t比兴”之说，像什么“关关雎鸠”、“桃之天天”，都是非常简单的，看见什么就写什么，用以引
起一首诗的兴发感动。
而且用的都是最简单的形容词。
“关关”就是鸟叫的声音，是雎鸠鸟在叫；‘‘天天’’是少好之貌，看到鲜艳的桃花因而联想到女
子年轻而美好的样子。
可是诗、慢慢地演进下来，后来就有了《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是中国从最简单最纯朴的四
言诗，发展到五言诗开始成熟时候的作品，所以它真是“婉转附物，怊怅切情”（《文心雕龙·明诗
》），写得如此之婉转，低回反复。
五言后来就进步到七言了，而中国诗歌在演进之中形成的最为精美的一个体式，应该是七言律诗。
我以前曾经简单地介绍过，我说大家都以为中国旧诗的形式、格律，既讲求平仄，又要押韵，好像是
很繁琐的，其实不然。
我曾经给大家归纳成两个基本的体式。
一个就是A式：“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再一个就是B式：“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绝诗和律诗就是以这两种形式组合而成。
（详见本书第三讲）这种平仄的形式，就是在齐梁之间，由于佛教传入，大家学习佛经的梵唱，才注
意到拼音的反切，注意到四声，觉得这样念起来才好听，文学的演进总是伴随着这些作者自己对文学
体式的反省。
通过这种反省，结果他们不但发现我们中国的语言有平上去入的四声，而且发现我们的语言是独体单
音的。
因为是单音，所以我们要讲求平仄；因为是独体，所以我们可以讲求对句。
以前有李笠翁的对句，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等等。
怎么样叫对呢？
就是词性要相同，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
“天”是一个大自然的名词，“地”也是大自然的名词，“天”与“地”，词性相同。
除了词性相同以外，平仄还要相反。
“天”是第一声，是平声；“地”是第四声，是仄声，平仄相反。
“雨”是大自然的一个现象，“风”也是大自然的一个现象，词性是相同的；“雨”是仄声，“风”
是平声，平仄是相反的。
“大陆”，一个形容词一个名词，这两个字都是仄声；“长空”也是一个形容词一个名词，两个字都
是平声。
我先讲这个，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七言律诗，律诗的中间两联，一定要求是对句。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位晚清诗人的落花诗，它的体式就是七言律诗。
律诗每两句叫作一联，开头两句是第一联，也叫“首联”；第三句跟第四句是第二联，我们管它叫作
“颔联”；第五句跟第六句是第三联，我们管它叫“颈联”；最后两句是第四联，叫“尾联”。
中间的两联，就是“颔联”和“颈联”，都要求是对句。
所以这是我们中国诗里边最为精美、要求最严格的一种体式。
而这个精美的严格的要求不是强加在我们的语言文字之上的，而是我们中国独体单音的这种语言本身
的特色，我们的语言文字本身就容易形成这样的美感特质。
我们一般说的律诗都是八句，五个字一句的就是五言律诗，简称“五律”；七个字一句的就是七言律
诗，简称“七律”。
那有没有句数更多的呢？
十句，十二句，十四句，十六句，或更多句，当它们两句两句都对起来，是不是也可以呢？
可以。
这样长篇的如果都对起来，就叫作“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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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是那么长，而且都要平仄相反，都要词性相同，那就要求得过分严格，让人觉得太死板了，
就运转不动了，呆滞了，所以在长短上要要求适中。
在中国诗歌的体裁形式之中，最为精美的就是七言律诗。
而晚清时代，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旧体诗歌发展到最为精美的一个阶段。
因为有过去那么多的作品可以吸收，可以参考，可以继承，所以是它最精美的一个阶段。
再以后我们就有了五四的文学革命，新文学开始了，写旧诗的人就减少了。
如果还继续写下去，中国的旧体诗会不会有更新的成就？
这个已经是不能假设、难以想象的了。
晚清的时候，诗歌就有两个方向的发展，在同治、光绪年间发展起来的一类旧诗，我们就叫作“同光
体”。
什么是“同光体”呢？
“同光体”这个名字初见于陈衍给沈乙庵（曾植）的诗集写的一篇序言（见《石遗室文集》卷九）。
陈衍就是晚清著名诗人陈石遗，他曾提出来所谓“三元”之说（见《石遗室诗话》卷一）。
“三元”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开元”，盛唐的开元年间，李白、杜甫都是开元时代的；“元和”，中唐的“元和”年间
，像韩愈这些诗人的时代；“元祜”，北宋“元祜”年间，苏东坡、黄山谷这些人的时代。
所以我们从他提出“同光体”，而且提出所谓“三元”说，我们就知道他们追求的是一个融汇唐宋，
兼有两个时代诗歌之长，而同时在继承之中还有所创新的这样一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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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聆听叶嘉莹教授的款款饼解；畅游中国诗词古典艺术世界。
《风景旧曾谙：叶嘉莹谈诗论词》不单是解释字义典故，也不止于介绍学术研究的成果，而是把她对
人生的热爱、对生命的讴歌、对生离死别的同情、对豪情壮志的敬佩，对忠义气节的推崇．对淡泊超
逸的景仰熔铸入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的讲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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