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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代文学研究：识小集》载人大小文章凡50篇，三十年间写成，年均不到两篇，就数量而论，
不算多产。
这首先是因为阎琦做文章坚持要有“真知、新见”，同时，在我看来，也与他为人行事的“低调”有
关。
他平日只是从容做事而不事张扬，他甚至很鄙弃那种“张扬”的作派。
但他又是很自信的，每做成一件事，做得满意了，也会有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读他的《跋》，不难感受到这一点。
退休以来，他常常说“今后什么都不干了”一类话，似乎真如跋语所说要退出“人生的竞技场”，但
其实并没有闲下来。
近些年他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主编了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三编（隋
唐五代部分），作为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的配套教材，有周期地印刷，发行量十分可观。
做成这件事，于“沾溉后学”自然是不小的“功德”，同时，也给他带来了精神满足、包括每年都能
得到一笔不菲的版税（“不菲”的标准，当然是对我们这个阶层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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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千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展望20世纪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的回顾长安：唐代诗坛的中心说闻一多“
诗唐”说中国古代散文和《古文观止》关于李白的户籍、婚姻及科举的余论李白在安陆、东鲁的亲族
臆考李白家室述证李白的入仕道路和他的幽愤李白入越考李白卒年刍议再论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李白
《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漫议李白与三峡简论李白乐府旧题诗“盛唐气象”与李白诗歌的艺
术特点漫议李白诗歌与比兴传统读《李白集》丛札《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后记韩愈籍贯、郡望考关于
韩愈的生母韩愈的“阳山之贬”析关于韩愈待命郴州的几个问题元和末年韩愈与佛教关系之探讨韩愈
“服硫黄”考论说《韩集》的几篇佚文《韩昌黎集》“外集”及“遗文”考辨试论韩愈的人生价值取
向——从几篇韩愈少作谈起韩诗的议论和以议论为诗《韩昌黎文集注释》后记杜甫华州罢官西行秦州
考论唐诗中的长安侠少和“恶少”李翱生平及其古文写作李商隐“择婚王氏，就幕泾原，情也，亦势
也”解——谈谈李商隐就婚王氏前的几首诗《锦瑟》新解史的卓识和诗的“弁冕”——简论李商隐《
韩碑》新罗诗人崔致远崔致远佚诗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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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已故历史学家黄云眉先生在谈到韩愈阳山之贬时说：“当时的王叔文集团，已获得太子（顺宗）
一定的信任，如果柳宗元为了交情，打算替韩愈说话，也未尝不可以通过太子的营救，中止韩愈之贬
，而柳宗元没有这样做；柳宗元的所以没有这样做，我们以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这种不为，就柳宗元来说，是不能算作‘抱友朋之愧’的。
因为柳宗元深切地了解了韩愈是他文学上的朋友，而不是政治上的朋友，韩愈的官御史，是会给予王
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以较大的阻碍的。
”（《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5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这段话基本未顾及历史事实。
王叔文未执政前，一面广交朝官，笼络人力，一面戒劝太子（顺宗）深自韬晦，不要过问朝廷政事，
免得引起德宗疑心，动摇太子将来的地位。
《通鉴》载：“太子尝与诸侍读及叔文等论及宫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极言之。
’众皆称赞，独叔文无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谓曰：‘向者君独无言，岂有意耶？
’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见，敢不以闻？
太子职，当视膳问安，不宜言外事。
陛下（指德宗）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
’太子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
’遂大爱幸。
”（卷二三六，唐纪五二）韩愈被贬，太子岂能为之力争？
另外，顺宗即位前，柳、刘只是单方面与王叔文交结，史籍未载此时柳、刘与太子有直接关系。
韩愈被贬，柳宗元绝不可能面请太子去中止韩愈之贬。
正因为是王叔文打击了韩愈，使柳、刘处在进退皆难的境地中，柳、刘的不解救韩愈，非不为也，乃
不能也。
黄云眉先生是抑韩扬柳的，他企图从革新的觉悟上拔高柳宗元，事实上却先陷柳宗元于不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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