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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端一杯岑参的酒，看将士建功立业，看朝堂风起云涌
展一卷杜甫的诗，看古城贫富转换，看乡间百态人生
随王维隐居深山，看文人苦寻出路，看仕子问佛求仙
跟李白遍访各地，看游侠仗剑行走，看青梅等待竹马
听白居易讲故事，看街上鲜衣红妆，看坊间百戏千舞
⋯⋯
读唐诗，看唐史，解唐事
本书选取了上百首最为优美、最有代表性的唐诗，讲述了每一首唐诗背后的故事。
通过这些诗写到的历史事件与社会生活，反映整个唐朝的细微与辽阔、风尚与厚积。

书中的每一篇文章不是普通的诗词赏析和内容介绍，而是一篇篇精致的文史随笔，讲述了唐代的方方
面面，包括：大唐雄壮的一生、大唐聚梦的城市、大唐学子的酸甜苦、大唐女子的白富美、大唐高阶
文化生活、大唐风尚志、大唐玩赏志、大唐的精神境界。
作者参考众多历史典籍，以唐诗为切入点，用生动有趣的笔触构造出整个豪迈辽阔的大唐，让人读懂
唐朝，读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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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磊号珺献，1983年生，作家、书评人；曾做过编辑、教师、记者；著有长篇小说《还阳》、笔记体
小说集《燕都怪谈》、文史图书《唐诗中的大唐》《宋词中的大宋》等；热衷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
考古，随梁伯健先生学习训诂、文字学，随张卫东先生学习昆曲、诗词吟诵等，另从事文物和北京史
地民俗的研究，为中国文物学会会员、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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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落第长安常　建家园好在尚留秦，耻作明时失路人。
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
大意：我的家园那么好，我还是要留在长安不回去，因为我落榜了，在这圣明的时代考不上进士真是
我的耻辱啊。
我要是回老家，那里的花草树木连带小鸟都要笑话我，我还是忍了，在长安再待一年吧。
这哥们儿够丧的！
在唐朝，读书人也是要找工作的，既是为解决生计，也是为实现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政治理想。
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而做官的途径仅仅有三种：推举、科举、从军。
古代交通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很多来京赶考的举子一路上骑不起马或驴，都是走着来。
如果家在巴蜀甚至岭南，那路上要走两三个月，来回就是五六个月，这样到家待不了俩月又要出门，
他们索性在长安不回去了。
长安城里常年都寄居着赶考的举子们。
隋唐以前选拔人才都是通过推举制度，从汉代开始就举孝廉，但这样能选拔的人才毕竟是极少数名气
很大的人。
李白就是因写诗名气太大而直接被召入宫的，但更多的人还是要通过考试。
如果没有科举制度，那么做官还会像魏晋南北朝那样，“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唐代的科举主要分为明经和进士两科。
明经科主要考儒家经典，这一科考的往往是人的记忆能力，考生能背书就行，考上了也只能担任一些
文职小官。
整个唐朝“重进士，轻明经”，一般有抱负的人都不屑于考明经。
诗人元稹是明经科出身，为此他一生都被人诟病。
进士一科在初唐时要考策论，中唐开始加考帖经、诗赋，考诗赋的时候会限定题目、字数和韵律，这
样能让考生展示才学。
后来考试越来越看重诗赋，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科举太难考的一个原因在于：录取人数太少了。
包括“诗圣”杜甫在内的很多大诗人，一生都没考上进士。
唐代报名参加科考的人多达数千，但每一科也就录取二三十人，平均录取率为百分之一二，而明代的
平均录取率大约为百分之八点五，清代中后期的录取率大约为三十分之一。
因此唐代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一说，即考明经科三十岁就算老的，而考进士五十还算年轻
。
在发榜的前一晚，举子们都异常紧张，几乎没有人能够安睡，不是在酒肆里喝得大醉，就是去长安的
平康里找妓女。
《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情景，早在唐代就埋下了根苗。
在唐天复元年（公元901年），有五位年龄很大的考生同时中举，其中曹松五十四岁，王希羽七十三岁
，刘象七十岁，柯崇六十四岁，郑希颜五十九岁，五个人加起来有几百岁，时称“五老榜”，也不知
是赞扬还是讽刺了。
在清代编辑的《全唐诗》中，还把曹松的年纪误记为七十一岁，是嫌他中举时还不够老。
不过，曹松倒是有一句诗传世：“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出自他的《己亥岁》。
诗人钱起在落第后写过一首《长安落第》：“花繁柳暗九门深，对饮悲歌泪满襟。
数日莺花皆落羽，一回春至一伤心。
”含义与常建的诗近似，就像一对难兄难弟在隔空唱和一样。
开元十五年，常建终于同王昌龄一起中举，有“大历十才子”之称，但平生仍不得志，长期隐居山林
，只做过盱眙尉这样不大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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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盱眙这地方，现在已经是一个小龙虾的盛产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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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后记：大唐是一种辽阔我们从小学习读古书，所采用的方式都是从今往古读，先读四大名著，然后读
唐诗宋词，一直读到先秦散文。
上大学后被告知错了，应该从古往今读，古代文学史的教学是从古往今的。
后来发现更是大谬，文章是包罗万象的，古人是不分学科的，只从文学的角度来读古书实在辱没古人
。
古人读书，考科举的，上来读《孝经》《千字文》《论语》《五经》，进而读到《十三经》等，宋代
以后才有了《四书》。
除了必讲的经典以外，很多书只读不讲，因为读通了必讲的经典，其他书就不用讲了。
书读多了才发现，我们和古典文明之间，既不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
不是什么继承、发扬之类的关系，而是彻底不同的两码事。
从服饰、典章、制度到饮食、娱乐、文化，我们生活中，究竟还剩下多少古人遗留给我们的东西？
 唐代的历史遗迹存世的已经不多了，最具代表性的木结构建筑，全国只剩下四处半—山西四处，河北
半处；全国现存的唐代古塔也就一百三十多处。
唐代现存的绘画真迹争议颇多，数量无法确认，但也不过数十卷，还有不少都在国外。
唐代的寺庙大殿有七开间的，进深五开间，用巨型斗拱和整根的大柱子；唐代帝王陵墓都是开山为陵
，站满了石人石马的神道长达四公里；唐代版图在不断向外扩张，唐人把突厥打到了欧洲，灭高昌，
平百济，间接灭吐谷浑，活捉龟兹王，攻契丹、南诏，一直打到大食（今伊朗），还和吐蕃打了两百
多年。
而这一切都会被湮灭在历史中，无声无息。
这时候才想起了唐诗。
其实我们对于唐诗的定位，一直都有些问题。
对皓首穷经的古人来说，诗根本算不上学问，只是才情的显现，是长沙窑上的装饰，或者干脆就是语
言的形式。
他们觉得用五言、七言比用白话更为简洁有力，言简意赅。
以前文化人最为基础的修养，现在我们都当做学问来研究了。
民国时还特意把王梵志的诗提出来定为白话诗的先驱，古人并不这么看待，只认为他太过俚俗。
唐诗只是古人生活中的佐料，是我们和古人都熟悉的东西。
他们穿越千年，就是要告诉后人什么是生活。
当我多年出门在外，坐火车回到故乡时，透过车窗看到北京城的东南角楼，听到车厢内的人满口京音
京语，我才想起故乡的口音—这就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当我走进胡同，走到自
家大街门门口，刚刚穿过门洞抬起头来时，院子里跑出来个小屁孩，奶声奶气地笑着问我：“你找谁
呀？
”—这就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现在都改了，看到网上的帖子，人们都说：“少小离家老大回，我音未改乡音改。
儿童相见不相识，何人将我家乡卖！
”拿首宋诗来说也一样：坐长途车到南京长江大桥上，一望北边是京口古渡，南边是瓜洲古渡—“京
口瓜洲一水间”；一扭头—“钟山只隔数重山”；再看江南的植被比江北茂盛—“春风又绿江南岸”
；再抬头看看月亮—“明月何时照我还”？
可如今，城墙没了，老街老巷没了，江南也不再那么古朴典雅，到处都是旅游景点，却没有什么真正
的人文和风景。
这时候，我只剩下唐诗了。
越是熟悉的东西，猛然回头间，就越觉得陌生。
换句话说，被电视剧拍得越多的朝代越是搞不懂。
大唐就是这样，李白、杜甫都读熟了，反而觉得讲不出个一二三来。
有一位日本学者，名字忘记了，他一生最为崇敬、酷爱的就是杜甫，他立志要把杜甫一千四百多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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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背下来。
写文章记录这件事的时候，他已经背了一百八十多首，还在文中不停地自责，说自己太不用功了。
我们研究杜甫的学者，有多少能背下一百八十首杜甫诗呢？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位教大字的老师，他十分喜欢古诗词，每节课上来都让我们比赛背唐诗。
有位同学嘡嘡嘡地一口气背下《木兰辞》，引得我羡慕不止，也私下里比赛般背了一些，不少诗都是
那时候记下的。
现在才发现这种能供我们贫穷饥饿时意淫“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的句子，这种即便不
懂文言，没有文化也能懂的诗，能像唐代连接起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一样，供我们连接古今。
当大唐的太阳照耀世界三百年的时候，读读唐诗，多少感受到一点那昔年落日的余温吧。
由此，我开始像复习功课一样，努力写这本《唐诗中的大唐》。
在此感谢梁伯健、张卫东二位不同时期的有夫子气的老师，正是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有了一颗慕古之
心；感谢出版、媒体界众多朋友多年来的帮助，我总是在和大家的交谈中找到灵感或发现错误；感谢
本书的策划编辑王聪，正是她努力促成了本书的出版，并鼓励我接着写了《宋词中的大宋》。
特别感谢夏女士对本书出版的帮助和支持，没有她的指点和鼓励，我是难以选择写作这条路并坚持下
去的。
大唐给我的印象是辽阔的，辽阔的不仅是国土，更是那个时代人们的心胸。
那时没有太多的禁锢，尽管古代社会很不发达，但人们自由自在，心无芥蒂，祥和快乐。
我想通过唐诗来讲讲唐朝时的事，表现大唐的精神面貌与人文情怀，但也是挂一漏万，错漏肯定不少
，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但愿《全唐诗》那五万首左右篇章，留给我们些追忆辽阔唐朝的素材吧。
侯磊2012年1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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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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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第一部以唐诗讲唐史的精妙历史读本看尽唐朝的命运起伏，说尽唐时的风物习俗，品尽唐人的哀乐喜
怒我们不挠历史的痒痒，我们进入历史深处读懂唐史，非此莫属吴均尧  徐晋如  李冬君   诚意推荐台
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作序）、 北京清华国学院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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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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