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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一本中国古典文献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以唐人选唐诗中的《才调集》一书为研究对象，系
统地整理研究了有关该书编者、版本源流、文献价值、成书过程及编纂思想等问题。
这里我想谈谈写作本书时我的一些具体研究方法和实践这些方法时获得的成果和体会；另外，对读者
阅读本书提出一些建议。
　　当我在博士一年级确定了这一课题后，首先做的两件事就是：一、查阅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文献
资料，做文献综述；二、寻找在可及范围内能找到的所有《才调集》版本，通读并作汇校。
　　做文献综述的好处在于，能使自己全盘掌握本课题的研究截至写作本书前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
从而确定自己的研究角度和可以实现的目标。
这就使提出的观点、作出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不会蹈袭前人旧说，且能在前人基础上有所补充、修正
、发挥和创见。
比如，在拜读我国当代著名古典文学、文献学研究大家傅璇琮先生的《才调集考》一文时，我并未盲
从傅先生所提出的对《才调集》一书的诟病和质疑，而是在他的观点的启发下，带着问题去寻找证据
和答案。
这些问题就是我在本书绪论中提出的六个问题：第一，此书在版本及文献方面的问题是否已得到充分
清理？
第二，此书是否有严谨的编排体例？
择诗标准是否明确？
第三，《才调集》所选诗的时代、作者、题材、体裁的侧重体现了编者的何种艺术追求？
第四，此书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出现，并迅速、广泛、持续地传播，是否与当时的诗坛风尚有关
？
从中我们是否能看到从晚唐五代到宋初这一过渡时期诗歌审美风尚的某种趋势？
第五，将此书与此前唐人选唐诗和后人选唐诗作比较，是否可以看到唐诗学的演进轨迹以及晚唐五代
在整个唐诗学发展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第六，此书对后世诗歌创作和批评有着怎样的影响？
有了这些问题作指引，我的研究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就不会陷入盲目堆垛材料和文浮于辞、空
话连篇的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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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才调集〉研究》是一本中国古典文献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以唐人选唐诗中的《才调集》一书
为研究对象，系统地整理研究了有关该书编者、版本源流、文献价值、成书过程及编纂思想等问题。
 希望《〈才调集〉研究》的出版能为当代唐人选唐诗研究和唐诗学研究增添一抹亮色，也希望有兴趣
的读者和学界同仁能从书有所收获和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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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民间抄录的诗人专集。
如敦煌写卷中，王梵志诗歌抄本多达近三十种，刘希夷《白头翁》抄本有四种，韦庄《秦妇吟》抄本
有十种，还有被后人命名为“高适诗集”、“敦煌本白居易诗”的诸家写卷。
这类写本是当时诗人专集抄本形态中传播最广的一种。
　　第三，民间抄写的以个人诵读为功用的诗歌读本。
如敦煌诗歌写卷中被后人冠以“唐诗丛钞”之名的诗歌写本，这类写本亦被学界视作唐人选唐诗的一
个类型①。
但学界既名之日“丛钞”，也就表示它在时代、题材、体裁、风格上比较芜杂，最初抄录者的动机可
能只是为了供个人阅读，而并非体现、宣传、倡导其审美旨趣和诗学观念。
正如徐俊先生所说，这类选本的特点是：　　因为以抄写者个人阅读为目的，所以只在很小的范围内
流通。
又因为受个人文学视野、认知程度和阅读兴趣的限制，作为社会下层普通读者群中文学传播载体的诗
歌写本，大多表现出明显的偶然性和随机性的特征。
正规的诗文集定本通常不是它们的直接来源，诗人创作与诗歌写本之间的连接点已经远远消退在这些
文本的背后。
②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类“唐诗丛钞”不能算是唐人诗选，但它们对唐诗选本的编撰提供
了最基本的材料来源。
　　第四，诗人间各种往来的诗卷写本。
其中有用以切磋诗艺的唱和诗、用以交流感情的寄赠诗、用以酬酢应对的游宴诗等等，检《全唐诗》
，其中诗题标以“寄某”、“赠某”、“呈某”、“示某”、“和某”等字样的作品相当多，可见当
时诗坛这几种创作风气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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