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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迦陵说诗·系列序言 北京中华书局最近将出版我的六册讲演集，编为“迦陵说诗”系列，要 
我写一篇总序。
这六册书如果按所讲授的诗歌之时代为顺序，则其先后次第 应排列如下： 一、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 
二、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 三、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 四、叶嘉莹说唐诗 五、好诗共欣赏 六、
叶嘉莹说诗讲稿 这六册书中的第二种及第五种，在1997及1998年先后出版时，我都曾为之写 过《前言
》，对于讲演之时间、地点与整理讲稿之人的姓名都已做过简单的 说明，自然不需在此更为辞费。
至于第一种《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与第四 种《叶嘉莹说唐诗》，现在虽然分别被编为两本书，但其
讲演之时地则同出 于一源。
二者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在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 学讲授古典诗歌时的录音记录，只
不过整理成书的年代不同，整理讲稿的人 也不同。
前者是九十年代中期由天津的三位友人安易、徐晓莉和杨爱娣所整 理写定的，后者则是近年始由南开
大学硕士班的曾庆雨同学写定的。
后者还 未曾出版过，而前者则在2000年初已曾由台湾之桂冠图书公司出版，收入在 《叶嘉莹作品集》
的第二辑《诗词讲录》中，而且是该专辑中的第一册，所 以在书前曾写有一篇长序，不仅提及这一册
书的成书经过，而且对这一辑内 所收录的其他五册讲录也都做了简单的介绍。
其中也包括了现在中华书局即 将出版的《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和《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诗》，但却
未包 括现在所收录的陶渊明的《拟古》诗，那是因为“饮酒”与“拟古”两组诗 讲授的时地并不相
同，因而整理人及成书的时代也不相同。
前者是于1984年 及1993年先后在加拿大温哥华的金佛寺与美国加州的万佛城陆续所做的两次 讲演，整
理录音人则仍是为我整理《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的三位友人。
因 此也曾被桂冠图书公司收入在他们2000年所出版的《叶嘉莹作品集》的《诗 词讲录》一辑之中。
至于后一种“拟古”诗，则是晚至2003年我在温哥华为 岭南长者学院所做的一次系列讲演，而整理讲
稿的人则是南开大学博士班的 汪梦川同学，所以此一部分陶诗的讲录也未曾出版过。
 回顾以上所述及的五种讲录，其时代最早的应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我 在台湾为教育电台播讲大学
国文时所讲的一组阮籍的“咏怀”诗，这册讲录 也是我最早出版的一册《讲录》。
至于时代最晚的则应是前所提及的2003年 在温哥华所讲的陶渊明的“拟古”诗。
综观这五册书所收录的讲演录音，其 时间跨度盖已有四十年以上之久，而空间跨度则包括了台湾、美
国、加拿大 及大陆四个不同的地区。
不过这五册书所收录的讲演却仍都不失为一时、一 地的系列讲演，凌乱中仍有一定的系统。
至于第六册《叶嘉莹说诗讲稿》则 是此一系列讲录中内容最为驳杂的一册书。
因为这一册书所收的都是不成系 列的分别在不同的时地为不同的学校所做的一次性的个别讲演，当时
我大多 是奔波于旅途之中，随身既未携带任何参考书籍，而且我又一向不准备讲稿 ，都是临时拟定
一个题目，临时就上台去讲。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免会出现了 不少问题。
其一是所讲的内容往往不免有重复之处，其二是我讲演时所引用 的一些资料，既完全未经查检，但凭
自己之记忆，自不免有许多失误。
何况 讲演之时地不定，整理讲稿之人的程度不定，而且各地听讲之人的水平也不 整齐，所以其内容
之驳杂凌乱，自是必然之结果。
此次中华书局所拟收录的 《叶嘉莹说诗讲稿》原有十三篇之多，计为： 1、从中西诗论的结合谈中国
古典诗歌的评赏(这是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初在四川成都所做的一次讲演，由缪元朗整理，讲稿曾被
收入在河北教育出 版社所出版的《古典诗词讲演集》） 2、从几首诗例谈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
之关系(这是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初我在天津师范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由徐晓莉整理，讲稿亦曾收入
在 《古典诗词讲演集》） 3、从形象号隋意之关系看三首小诗(这是1984年在北京经济学院所做的 一次
讲演，由杨彬整理，讲稿亦曾被收入《古典诗词讲演集》） 4、旧诗的批评与欣赏(这是我在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中在南开大学所做的 一次讲演，此稿未曾被收入我的任何文集） 5、从比较现代的观点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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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旧诗(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我在台湾大 学为“海洋诗社”的同学们所做的一次讲演，讲稿曾被
收入台湾桂冠图书公 司所出版的《迦陵说诗讲稿》） 6、漫谈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感发作用(这应是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末或九十 年代初的一次讲演，时地已不能确记，此稿以前未曾出版） 7、从中西文论谈
赋比兴(这是2004一年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次讲演，曾 被收入香港城市大学出版之《叶嘉莹说诗谈词
》） 8、古诗十九首的多义性(这也是2003年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次讲演，曾 被收入《叶嘉莹说诗谈词
》） 9、诗歌吟诵的古老传统(同上） 10、杜甫诗在写实中的象喻l生(同上） 11、从西方文论看李商隐
的几首诗(这是2001年我在南开大学所做的一 次讲演，未曾收入我的任何文集） 12、一位晚清诗人的
几首落花诗(这也是2003年在香港城市大学所做的 一次讲演，曾被收入《叶嘉莹说诗谈词》） 13、阅
读视野与诗词评赏(这是2004年我在一次会议中的发言稿，未曾 收入我的任何文集） 以上十三篇，只
从讲演之时地来看，其杂乱之情形已可概见，故其内容自不 免有许多重复之处。
此次重新编印，曾经做了相当的删节。
即如前所列举的 第一、第二、第四与第五诸篇，就已经被删定为一篇，题目也改了一个新题 ，题为
《结合中西诗论看几首中国旧诗中的形象与情意之关系》；另外第六 与第七两篇，也被删节成了一篇
，题目也改成了一个新题，题为《从“赋比 兴”谈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
我之所以把原来十三篇的内容及出版情况 详细列出，又把删节改编之情况与新定的篇题也详细列出，
主要是为了向读 者做个交代，以便与旧日所出版的篇目做个比对。
而这些篇目之所以易于重 复，主要盖由于这些讲稿都是在各地所做的一次性的讲演，每次讲演我都首
先想把中国诗歌源头的“赋比兴”之说介绍给听众，举例时自然也不免谈到 形象与情意之关系。
而谈到形象与情意之关系时，又不免经常举引大家所熟 悉的一些诗例，因此自然难以避免地有了许多
重复之处。
然而一般而言，我 每次讲演都从来没有写过讲稿，所以严格说起来，我每次讲演的内容即使有 相近
之处，但也从来没有过两篇完全一样的内容。
只是举例既有重复，自然 应该删节才是。
至于其他各篇，如《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叶嘉莹说唐 诗》、《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叶嘉
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等，则 都是自成系列的讲稿，如此当然就不会有重复之处了。
 除去重复之缺点外，我在校读中还发现了其中引文往往有失误之处。
这 一则是因为我的讲演一向不准备讲稿，所有引文都但凭一己的背诵，而背诵 有时自不免有失误，
此其致误的原因之一。
再则这些讲稿都是经由友人根据 录音整理出来的，一切记录都依声音写成，而声音往往有时又不够清
晰，此 其致误的原因之二。
三则一般说来，古诗之语言自然与口语有所不同，所以 出版时之排印也往往有许多错字，此其致误的
原因之三。
此次校读中，虽然 对以前的诸多错误都曾尽力做了校正，但失误也仍然不免，这是我极感愧疚 的。
 回首数十年来我一直站立在讲堂上讲授古典诗词，盖皆由于我自幼养成 的对于诗词中之感发生命的
一种不能自已的深情的共鸣。
早在1996年，当河 北教育出版社为我出版《迦陵文集》时，在其所收录的《我的诗词道路》一 书的前
言中，我就曾经写有一段话说：“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未能成为一个 很好的诗人，在研究的道路上，
我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那是因为我 在这两条道路上，都并未能做出全心的投入。
至于在教学的道路上，则我纵 然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却确实为教学的工作投注了我大部
分的 生命。
”关于我一生教学的历程，以及我何以在讲课时开始了录音的记录， 则我在1997年天津教育出版社为
我出版《阮籍(咏怀）诗讲录》一书及2000年 台湾桂冠图书公司为我出版《诗词讲录》一辑的首册《
汉魏六朝诗讲录》一 书时都曾先后写过序言，而此两册书现在也都被北京中华书局编入了我的“ 迦
陵说诗”系列之中。
序言具在，读者自可参看。
回顾我自1945年开始了教 书的生涯，至于今日盖已有六十一年之久。
如今我已是八十三岁的老人，仍 然坚持站在讲台上讲课，未曾停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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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在1979年第一次回国教书时 ，曾经写有“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两句诗。
我现在仍愿以这 二句诗做为我的《迦陵说诗》六种之序言的结尾，是诗歌中生生不已的生命 使我对
诗歌的讲授乐此不疲的。
 是为序。
 叶嘉莹 二○○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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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诗词鉴赏大家叶嘉莹对汉魏六朝时期代表性诗人及其作品的鉴赏评点，叶先生从具体的个体诗
人入手，通过对其代表作品的讲解评析，阐述了历史时代、社会现状和诗人个体的身份地位、品性才
情对其作品的深刻影响，展示了整个汉魏六朝时期文学的整体风貌以及这一时期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
所占的地位和其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
叶女士学识渊博，极富才情，善用生动优美的语言，独特细腻的兴发感受，跨越时空阻隔，去体味挖
掘那一特定历史时期诗人复杂敏感的内心世界，带领现代读者与古代诗人做了一次心灵层面的交流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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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嘉莹，号迦陵。
1924年生于燕京旧家。
1945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
自1954年开始，任教生涯已长达五十余年。
曾先后被美国、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多所大学以及大陆数十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及访
问教授。
 　　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
士。
此外，还受聘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及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并获得香港岭南大学荣誉博士、
台湾辅仁大学杰出校友奖与斐陶斐杰出成就奖。
 　　在数十年教学生涯中培养了大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人材。
在国内率先提出振兴传统文化提高国民品质要从幼儿园和虽小学做起的建议，得到江泽民主席的支持
。
　 　　著作有：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唐宋
词十七讲》等多种著作，影响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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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诗歌的感发之一　第二节　诗歌的感发之二　第三节　诗歌中形象与情意的
关系之一　第四节　诗歌中形象与情意的关系之二　第五节　诗体的演变之一　第六节　诗体的演变
之二　第七节　诗体的演变之三　第八节　诗体的演变之四第二章　古诗十九首　　第一节　概论　
　第二节　《行行重行行》　第三节　《青青河畔草》、《今日良宴会》　第四节　《西北有高楼》
　第五节　《东城高且长》第三章　建安诗歌　第一节　概论　　第二节　曹操之一　第三节　曹操
之一　第四节　乐府叙事诗、悲愤诗、四愁诗　第五节　曹丕之一　第六节　曹丕之二　第七节　曹
植之一　第八节　曹植之二　第九节　曹植之三　第十节　王粲第四章　正始诗歌　第一节　概论　
　第二节　阮籍之一　第三节　阮籍之二　第四节　阮籍之三　第五节　阮籍之四　第六节　阮籍之
五　第七节　阮籍之六　第八节　嵇康之一　第九节　嵇康之二　第十节　嵇康之三第五章　太康诗
歌第六章　时代风气以外的两位诗人第七章　永嘉诗歌第八章　元嘉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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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汉书》记载，汉武帝听了李延年的这首歌之后就叹息说：“世上难道真有这么美的人吗？
”于是就有人告诉武帝，说李延年有个妹妹就是这么美。
武帝把她召来一看，果然“妙丽善舞”，这就是有名的李夫人。
李夫人最得武帝宠幸，但年纪轻轻就得病死去了。
她得病卧床时武帝来探望她，但她每次都用被子把脸遮住，不让武帝看到。
因为她知道，武帝喜欢她的美丽，所以才宠爱她而且重用她的兄弟。
因此她绝不可让皇帝见到自己现在这种憔悴的样子，才能够使皇帝心中保留对自己的美好印象，将来
才会顾念自己的兄弟。
后来李夫人死了，武帝果然非常想念她，总是希望再见她一面。
　　现在我们来看李延年的这首诗，第一句是“北方有佳人”。
在中国诗歌的传统中，经常有这一类句子。
例如以后我们要讲的建安诗人曹植的《杂诗》中有一句“南国有佳人”，正始诗人阮籍的《咏怀》诗
中也有一句“西方有佳人”。
对这些看似相同的句子，我们一定要注意它们实质上的区别和细微处的不同。
　　李延年的这首诗是没有寄托的，因为他为汉武帝唱这首诗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荐自己的妹妹进宫
去做嫔妃。
曹植和阮籍的两首诗都有寄托。
曹植的那首诗说，南国有一位佳人，美丽得像春日的桃李，但却漂泊无依。
因为现在时俗已经不懂得欣赏真正的美貌了，没有人值得她为之露齿一笑，或者为之唱一首歌。
青春年华很快就要过去了，她的理想和才华最后都要落空。
阮籍的那一首说，西方有一位佳人光彩夺目，她是能够在空中自由飞翔的。
当她飞过我身边的时候，转过那美丽的目光对我看了一眼，我立即就喜欢上她了。
可是我们始终没有得到交谈的机会，因此使得我非常感伤。
　　我认为，判断一首诗有没有喻托，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时代的背景，一个是作者的
身世，一个是本文中叙写的口吻。
阮籍生活的正始时代，是一个黑暗的、篡逆的时代，他本身处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之中，既要保存自己
的生命，又不肯完全放弃自己的理想，内心藏有太多的悲伤和痛苦，那个西方的佳人，也许就是他心
里那份高远的理想。
他能感觉到她的存在，却不能真的得到她。
曹植有强烈的建功立业之心，却受到他的兄长曹丕的压制和打击，后半生郁郁不得志，他的那个南国
佳人，也许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化身。
美人得不到欣赏，她的青春美貌转眼就要过去了；而一个才智之士得不到发挥才能的机会，很快也就
会衰老死亡。
这和屈原《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喻托含义是一致的。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一首诗叙写的口吻、所用的形象等等一切细微的结构，都要共同传达出作
者的那一份感发，才是一首好诗。
比如曹植那一首诗为什么说“南国有佳人”？
因为中国南方气候较热，可以暗示一种活泼的、热烈的感情。
曹植心里充满了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这一番激情当然是很热烈的，所以要说“南国有佳人”。
阮籍为什么说“西方有佳人”呢？
这是用了一个典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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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诗词鉴赏大家叶嘉莹对汉魏六朝时期代表性诗人及其作品的鉴赏评点，叶先生从具体的个
体诗人入手，通过对其代表作品的讲解评析，阐述了历史时代、社会现状和诗人个体的身份地位、品
性才情对其作品的深刻影响，展示了整个汉魏六朝时期文学的整体风貌以及这一时期诗歌在中国文学
史上所占的地位和其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
叶女士学识渊博，极富才情，善用生动优美的语言，独特细腻的兴发感受，跨越时空阻隔，去体味挖
掘那一特定历史时期诗人复杂敏感的内心世界，带领现代读者与古代诗人做了一次心灵层面的交流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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