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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欣托居鉴赏四书》是周啸天先生个人撰著的鉴赏中国古代韵文即诗、赋、词、曲，并介绍鉴赏
方法的丛书，共四册，分别是：《先秦八代诗赋鉴赏》，《隋唐五代诗词鉴赏》，《宋元明清诗词曲
鉴赏》，《古典诗词鉴赏方法》。
　　“先秦八代”是古代韵文的发生和发展的时期，诗歌以五言和古体为主，辞赋则经历了从骚体、
大赋到抒情小赋的发展过程；“隋唐五代”是诗歌的繁荣期，诗体大备，无美不臻，同时词体也产生
并开始流行；“宋元明清”是诗歌的衍变期，词曲创作，尤具新意。
《鉴赏四书》的前三种，即循此分为三编，常析名篇。
后一种则专门介绍诗词鉴赏方法，并附赏析示例。
　　《鉴赏四书》各书皆有导言或概说，详细介绍中国各体韵文及诗学的基本范畴，以及其发生、发
展、繁荣及衍变的过程；书中附有韵文作家小传。
置于每位作家入选的第一篇作品之前。
因此，全书实熔诗史、诗学、名篇、鉴赏、方法于一炉，一编在手，读者可从中得到关于中国韵文的
系统知识和鉴赏方法。
　　《鉴赏四书》附有作家人名及作品篇名的笔画索引和音序索引，置于丛书第一种《先秦八代诗赋
鉴赏》书末。
书中名篇文本皆据通行本，有异文者择善而从，不一一注明。
另附主要参考书目，置于丛书第四种《古典诗词鉴赏方法》书末，以便读者检索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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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啸天号欣托，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安徽师范大学诗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长期从事传统诗词
研究及创作，主要著作有：《唐绝句史》、《雍陶诗注》、《唐诗鉴赏辞典补编》、《诗经楚辞鉴赏
集成》、《史记全本导读》、《历代文学读本》、《绝句诗史》、《元明清名诗鉴赏》、《欣托居鉴
赏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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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送杜十四之江南　　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渺茫。
　曰暮征帆何处泊，天涯一望断人肠。
　　这是一首送别诗。
揆之元杨载《诗法家数》：“凡送人多托酒以将意，写一时之景以兴怀，寓相勉之词以致意”，如果
说这是送别诗常见的写法，那么，相形之下，孟浩然这首诗就显得颇为别致了。
　　诗题一作“送杜晃进士之东吴”。
唐时应进士科得第者称“前进士”，而所谓“进士”，实后世所谓举子。
看来，杜晃此去东吴，是落魄的。
　　诗开篇就是“荆吴相接水为乡”(“荆”指荆襄一带，“吴”指东吴)，既未点题意，也不育别情
。
全是送者对行人一种宽解安慰的语气。
“荆吴相接”，恰似说“天涯若比邻”，　“谁道沧江吴楚分”。
说两地，实际已暗关送别之事。
但先作宽慰，超乎送别诗常法。
却别具生活情味：落魄远游的人不是最需要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么?这里就有劝杜晃放开眼量的意思。
长江中下游地区，素称水乡。
不说“水乡”而说“水为乡”，意味隽永：以水为乡的荆吴人对飘泊生活习以为常，不以暂离为憾事
。
这样说来虽含“扁舟暂来去”意。
却又不著一字．造语洗炼、含蓄。
此句初读似倌口而出的常语，细咀其味无穷。
若作“荆吴相接为水乡”，则涛味顿时”死于句下”。
　　“君去春江正渺茫”。
此承“水为乡”况到正题上来。
话仍平淡。
“君去”是眼前事，“春江渺茫”是眼前景，写来几乎不用费心思。
但这寻常之事与寻常之景联系在一起．又产生一种味外之味。
春江渺茫，正好行船。
这是喜“君去”得航行之便呢?是恨“君去”太疾呢?景中有情在，让读者自去体味。
这就是“素处以默。
妙机其微”(司空图《诗品·冲谈》了。
　　到第三句，撇景人情。
朋友刚才出发，便想到“日暮征帆何处泊”，联系上句，这一问来得十分自然。
春江渺茫与征帆一片，形成一个强烈对比。
阔大者愈见阔大，渺小者愈见渺小。
“念去去千里烟波”，真有点担心那征帆晚来找不到停泊的处所。
句中表现出对朋友一片殷切的关心．同时，揣度行踪，可见送者的心追逐友人东去，又表现出一片依
依惜别之情。
这一问实在是情至之文。
　　前三句饱含感情，但又无迹可寻，直是含蓄。
末句则卒章显意：朋友别了，“孤帆远影碧空尽”，送行者放眼天涯，极视无见，不禁心潮汹涌，第
四句将惜别之睛上升到顶点，所谓“不胜歧路之泣”(蒋仲舒评)。
“断人肠”点明别情，却并不伤于尽露。
原因在于前三句已将此情孕育充分，结句点破，恰如水库开闸，感情的洪流一涌而出，源源不断。
若无前三句的蓄势，就达不到这样持久动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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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前三句全出以送者口吻，“其淡如水，其味弥长”，已经具有诗人风神散朗的自我形象。
而末句“天涯一望”四字，更勾画出“解缆君已遥，望君犹伫立”(王维《齐州送祖三诗》)的送者情
态，十分生动。
读者在这里看到的，与其“说是孟浩然的诗。
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闻一多《唐诗杂论》)。
渡浙江问舟中人　　潮落江平未有风，扁舟共济与君同。
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　　孟浩然诗主要以五言擅长。
风格浑融冲淡。
诗人将自己特有的冲淡风格施之七绝，往往“造境飘逸。
初似常语”而“其神甚远”　(陈延杰《论唐人七绝》)。
此诗就是这样的高作。
　　孟浩然于开元初至开元十二三年间，数度出入于张说幕府，但并不得意，于是有吴越之游，开元
十三年(725)秋自洛首途，沿汴河南下。
经广陵渡江至杭州。
然后，渡浙江之越州(绍兴)，诗即作于此时。
　　在杭州时．涛人有句道“今日观溟涨”。
可见渡浙江(钱塘江)前曾遇潮涨。
一旦潮退，舟路已通。
诗人便迫不及待登舟续行。
首句就直陈其事，它山三个片语组成：“潮落”、“江平”、”未有风”。
初似乎平淡淡的常语。
然而细味，这样三顿形成短促的节奏，正成功地写出为潮倌阻留之后重登旅途者的惬意。
可见语凋也有助于表现诗意。
　　钱塘江江面宽阔。
而渡船不大。
一叶”扁舟”，是坐不了许多人的。
“舟中人”当是来自四方的陌生人。
“扁舟共济与君同”．颇似他们见面的寒喧。
这话淡得有味，虽说彼此索昧平生，却在今天走到同条船上来了，“同船过渡三分缘”，一种亲眦之
感在陌生乘客中油然而生。
尤其因舟小客少．更见有同舟共济的亲切感。
所以问姓初见，就倾號如故地以“君”相乎。
这样淡朴的家常话，居然将承平时代那种淳厚世风与人情味维妙维肖地传达出来，谁能说它是一味冲
淡?　　当彼岸Li隐隐约约看得见一带青山，更激起诗人的好奇与猜测。
越中山川多名胜．是前代诗人谢灵运邀游歌咏过的地方，于是。
他不禁时时引领翘望天边：哪儿该是越中一一我向往已久的地方呢?他大约猜不出，只是神往心醉。
这贝并没有穷形极象的景物描写，惟略点“青山”字样，而越中山水之美尽从“时时引领望天末”的
游子的神情中绝妙传出。
可谓外淡内丰，似枯实腴。
　“引领望天末”，本是陆机《拟兰若生朝阳》成句。
诗人信手拈来，加“时时”二字，口语味浓，如自己出，描状生动。
注意吸取前人有口语特点，富于生命力的语汇，加以化用，是孟浩然特擅的本领。
　　“何处青山是越中?”是“问舟中人”，也是诗的结句。
使用问句作结，语意亲切，一问便结，令读者心荡神驰，使意境顿形高远。
全诗运用口语，叙事、写景、抒情全是朴素的叙写笔调，而意境浑融，高远，丰腴，完满。
“寄至味于淡泊”(《古今诗话》引苏轼语，见《宋诗话辑佚》)，对此诗也是确评。
　　李　　颀　　(690-754)　　李颀　河南颍阳(河南登封)一带人，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登进士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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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官新乡尉。
《全唐诗》存诗3卷。
　　别　梁　镗　　梁生倜傥心不羁，途穷气盖长安儿。
回头转眄似雕鹗，有志飞鸣人岂知!虽云四十无禄位，　曾与大军掌书记。
抗辞请刃诛部曲。
作色论兵犯二帅。
一官不合龙额侯，击剑拂衣从此弃。
朝朝饮酒黄公垆，脱帽露顶争叫呼。
庭中犊鼻昔尝挂，怀里琅阡今在无?时人见子多落魄，共笑狂歌非远图。
忽然遣跃紫骝马，还是昂藏一丈夫。
洛阳城头晓霜白，层冰峨峨满川泽。
但闻行路吟新诗，不叹举家无担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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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出版说明　　《欣托居鉴赏四书》(以下简称《鉴赏四书》)是周啸天先生个人撰著的鉴赏中国古
代韵文即诗、赋、词、曲，并介绍鉴赏方法的丛书，共四册，分别是：l、《先秦八代诗赋鉴赏》，2
、《隋唐五代诗词鉴赏》，3、《宋元明清诗词曲鉴赏》，4、《古典诗词鉴赏方法》。
　　周啸天号欣托，四川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传统诗词研究及创作，所作析文“有话即长，无话即短
”，绝无千篇一律之感。
吉明周先生曾在《澳门日报》撰文介绍道：“大凡读过《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的人
，总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周啸天是其中鉴赏稿写得最多的一位，他对唐诗的鉴赏有灵气，有妙悟。
有见地，每每给神游唐诗、希图从中寻幽探胜的人一种艺术美感的点拔和教益。
”谊书贵编汤高才先生著文说：“周啸天为文言简意赅，思路开阔，颇多精辟独到之见，给人印象最
深。
”(《书林》1984年4期)南京师大词学研究中心钟振振教授．在应邀审读上海辞书出版杜《唐宋词鉴赏
辞典》全稿后说：“周啸天不但是写得最多的，也是写得最好的。
别人看不懂的，他看得懂；别人指不出好处的．他指得出；别人指出好处讲不出所以然的，他讲得山
，讲得具体，讲得到位。
所以，他的文字水准是第一流的。
”　　“先秦八代”是古代韵文的发生和发展的时期，诗歌以五言和古体为主，辞赋則经历了从骚体
、大赋别抒情小赋的发展过程；“隋唐五代”是诗歌的繁荣期．诗体大备，无关不臻，冈时词体也产
生并开始流行；　“宋元明清”是诗歌的衍变期，词曲创作，尤具新意。
《鉴赏四书》的前三种，即循此分为三编，赏析名篇。
后一种則专门介绍诗词鉴赏方法。
并附赏析示例。
　　(鉴赏四书)各书皆有导言或概说，详细介绍中国各体韵文及诗学的基本范畴。
以其发生、发展、繁荣及衍变的过程；书中附有韵文作家小传，置于每位作家入选的第一篇作品之前
。
本书唐代诗人生卒年主要依据《唐诗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因此，全书实熔诗史、诗学、名篇、鉴赏、方法于一炉，一编在手，读者可从中得到关于中国韵文的
系统知识和鉴赏方法。
　　《鉴赏四书》附有作家人名及作品篇名的笔画索引和音序索引，置于丛书第一种《先秦八代诗赋
鉴赏》书末。
书中名篇文本皆据通行本，有异文者择善而从，不——注明。
另附主要参考书目，置于丛书第四种《古典诗词鉴赏方法》书末，以便读者检索和参考。
　　编　者　　200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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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鉴赏四书》详细介绍中国各体韵文及诗学的基本范畴，以及其发生、发展、繁荣及衍变的过程
；全书熔诗史、诗学、名篇、鉴赏、方法于一炉，一编在手，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关于中国韵文的系统
知识和鉴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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