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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松林教授序

刘炜评同志主编了一套 《唐诗宝鉴》，即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宝

鉴”的策划者和编写者们，希望我为这套书写几句话。

“宝鉴”，本是镜子的美称，后常用为书名，取足可借鉴之意。这套书总名

“唐诗宝鉴”，既生动、准确地象征了唐诗的文化品貌，又寓托了编写者们飨读

者们以文学精神食粮、为民族文化复兴添薪助火的美好愿望。

唐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一，其保存、传播与接受，有赖于多种方式和途

径，而以诗家别集、合集、总集的产生和流传最为重要。大量总集，又可分为

“总汇”和 “精选”两类，分别以清编 《全唐诗》与 《唐诗三百首》为代表，

前者收诗近五万首，可称唐诗的 “海洋”；后者收诗三百一十篇，相当于唐诗

的 “海洋馆”。习惯上，人们称精选类唐诗总集为 “唐诗选本”。历代社会传播

面、传播量最大的唐诗，正是这一类读物。

历代唐诗选本的影响之大，是人所共知的。其所以影响大，概而言之，原

因有三：一、它最为人民群众所欢迎，因而成为唐诗文化基层普及的最重要的

形式；二、它是唐诗鉴赏、批评的重要手段，在历代选本的校注、批点、评析

中，产生了许多十分精辟的见解；三、唐诗中那些流传万口的名篇，主要通过

选本的 “选”和 “传”而产生、确定。

事实上，唐诗选本，在唐时即已出现，且数量匪小。元结的 《箧中集》、

殷璠的 《河岳英灵集》、芮挺章的 《国秀集》、高仲武的 《中兴间气集》、姚合

的 《极玄集》等即其代表。

唐代而后，选本的数量和类型更多，从五代韦縠的 《才调集》、宋代刘克

庄的 《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元代方回的 《瀛奎律髓》，到明代高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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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品汇》、清代沈德潜的 《唐诗别裁》、近代高步瀛的 《唐宋诗举要》、当代

马茂元的 《唐诗选》等，形成了一个前后呼应、蔚为大观的诗学传承体系。同

时，由社会文化背景、文学思潮的变迁以及编选者的动机、趣味的差异所决

定，诸多唐诗选本也呈现出不同的个性特点。

唐诗的价值和魅力，可谓探之弥多，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祖先的遗产，

应该充分挖掘和利用，使之发扬光大，在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推动社会精神文

明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但就唐诗的接受而言，专业研究群体和普通读者群体的兴趣点、需要面是

有所不同的。对后者来说，遍阅卷帙浩繁的 《全唐诗》，既不大可能，也不太

必要。古代如此，当代亦如此。

这套 《唐诗宝鉴》是为２１世纪的普通读者群体编选的。总的来说，这套

书的特点是在保证所选诗的内容丰富性、艺术代表性、阅读趣味性的前提下，

最大程度地考虑了当代普通读者的古典文化修养水平、旧体诗的接受能力和实

际的需求。比如第一辑的接受对象，主要定位为一般读者，以满足他们的好奇

心并培养他们的读诗兴趣。第二辑突出实用价值以满足家长望子成龙、学生提

高文学修养、书画家信手拈来用为 “笔助”、旅行者随身携带用为 “景助”并

驱除寂寞的需要。第三辑的读者对象，则主要确定为唐诗爱好者。至于赏评文

字的要言不烦、诗评选辑的取舍得当等等，也都值得肯定。

真诚希望这套唐诗选本面世后，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喜爱。

是为序。

霍松林

２００９年８月于唐音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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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唐诗，便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中

最美好的部分之一。

中国享有 “诗的国度”的美誉。但征诸事实，可以肯定地说，“诗国”真正名

实相符，是在唐代完成的。因为，中国诗歌，尽管已有至少三千多年的发生、演变

史，然而在唐以前，总体上说，还没有形成洋洋大观的格局。唐人的诗歌艺术创造

力及其实绩，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有充分的、生动的彰显。以前者言，据清康熙

年间所编的 《全唐诗》的不完全统计，有唐一代２８９年中，至少产生了诗人二千二

百多位，创作诗篇近五万首。这个规模，比自周至隋一千六七百年间所遗留的诗歌

总数还要超出两到三倍。以后者论，其时诗坛之生机盎然，才士辈出，流派纷呈，

诗作之内容广博，意象鲜妍，风格多样，以及各种诗体的臻于完备和成熟等等，都

可称绝对的 “空前”。

马克思曾经盛赞希腊文学：“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企及的范

本。”① 在中国韵文学史上，唐诗的地位，亦大约如此。的确，唐诗文化内涵之

丰厚、美学气象之宏大、艺术质地之精良，常常让后人感到不可思议。鲁迅先生

致友人信中尝言：“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

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② 钱锺书先生也说：“有唐人做榜样是宋人的大幸，

①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１１４页。
鲁迅：《致杨霁云》，《鲁迅著作全编》第４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

６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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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宋人的大不幸。”① 二位大师并如是说，都在于感慨唐诗成就之大，委实令

后人不易超越。

但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固本拓新，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乃是一切事业发

展、提升的 “人间正道”。唐以后迄今的历代诗歌，之所以各有其成就，亦各

有其面目，都与唐诗的 “导夫先路”有多方面的关系。换句话说，皆是后人积

极地、不断地习诵、研读、承变唐诗的结果。

因此，大量唐诗选本的产生和流传，就自是情理中事。据今人孙琴安先生

研究，自唐至清，唐诗的各种选本，竟有六百种以上之多。 “许多脍炙人口的

唐诗名篇，实际上就赖各种唐诗选本的多次收选而被广为流传，如果没有唐诗

选本，许多唐诗就难以流传至今……至于唐诗选本中的选目、序跋，或对作家

作品的评点批语，更是研究唐诗的一份极其珍贵的思想材料。”② 举世所知的

《唐诗三百首》，即其中代表之一。２０世纪以来的唐诗选本，数量亦颇为可观。

这些选本，既展示了唐诗品貌，凸显了唐诗魅力，又于满足历代读者的精神需

求的过程中，弘扬了中华传统诗歌文化，并由兹以启发、激励后人开拓民族诗

歌创作更为宏阔、盛旺、美好的前景。

《唐诗宝鉴》是我们为当代读者奉献的一套唐诗选本。我们期望这套书的

质量，能够做到两个 “对得起”———对得起唐代诗人，对得起当代读者。因

此，在编写之前，我们既认真地讨论了古今各种唐诗选本的优劣得失，又深入

地调研了当下读者的迫切需求。

我们以为，在国力日盛、国学复兴的今天，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唐诗选本已

不尽适应时代的要求。我们完全有理由编选、出版一套与当代国力更吻合、与

当代国情更适合、与当代读者需要更契合的新选本唐诗。

为此，《唐诗宝鉴》将遵循以下原则编选诗作：其一，能折射唐代诗家杰

出的艺术创造力；其二，能展现唐代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典型、生动情景；其

三，能体现唐代文化的开放、包容气度；其四，能满足２１世纪不同读者群体

①
②

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１页。
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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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阅读需求。其五，荟萃精华，具有长久珍藏价值。其六，每部选诗二百首左

右，篇幅适中。

《唐诗宝鉴》拟编选、出版十八部，分为三个单元：

第一辑———经典欣赏六部，读者对象为一般读者，选诗侧重经典型、多样

性与可读性的统一。其中包括：

１．鉴古察今卷，选诗主要为咏史、怀古、时事、时评、风俗类等。

２．壮志凌云卷，选诗主要为边塞、述志、壮行、颂功类等。

３．山水田园卷，选诗主要为山水、田园、旅行、乡思类等。

４．至爱真情卷，选诗主要为婚恋、悼亡、友情、闺情、宫怨类等。

５．闲情逸致卷，选诗主要为咏物、绘景、隐逸、题画类等。

６．禅思哲理卷，选诗主要为禅理、事理、物理、游仙类等。

第二辑———案头必备六部，读者对象为家长、学生、书画家和旅行者。既

为学写古体诗和近体诗的莘莘学子提供范本，又方便社会特殊读者群体的应

用、实用之需。其中包括：

１．小家庭读本。

２．小学生读本。

３．中学生读本。

４．大学生读本。

５．书画家读本。

６．旅行者读本。

第三辑———名流荟萃六部，读者对象为对唐诗既有广泛欣赏兴致，又有

“焦点访谈”偏好的读者。选收代表性诗人或创作群体、阶层的佳作单本成册，

以呈示唐诗成就的最华灿部分。其中包括：

１．诗仙李白诗精选。

２．诗圣杜甫诗精选。

３．初唐四杰诗精选。

４．帝王将相诗精选。

５．边塞诗人诗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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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才子佳人诗精选。

凡 “宝鉴”所选诗，俱以清编 《全唐诗》为蓝本，参以国内外正式出版的

各种唐诗别集。文字有出入者，大多在注释中予以简要说明。各册内容依次

为：原作、注释、诗本事、赏评、诗评选辑。需要特别说明者如下：

一、作者简介均置于注释①。一书中作者两次及以上复见者，自第二首

起，以 “见某某诗”予以标示，以免重复。

二、关于字、词、语的注释力求简明，一般不引旁证。必要引证时，取其至

要者。冷僻字需注音时，一律用汉语拼音。释词、释句两需者，释词在前，释句

置后。

三、凡诗本事，主要联系诗题简要介绍其诗创作缘由。有异说者，适当并

陈。部分诗因发生背景不可考，诗本事阙如。

四、凡诗作赏评，主要是对作品意蕴、结构、意境、表现手法等的点评，

力求吸收唐诗研究的新成果，并注重文字表述要言不烦，避免面面俱到。

五、诗评选辑一般不超过六则。所列诸条，出于历代诗选、诗话、笔记或

其他著作，依时代顺序排列。所述义理，多与诗本事、赏评有所呼应。部分诗

因相关资料不足或评说不佳，诗评选辑阙如。

六、各册所选诗作，尽量避重。但个别作品的交叉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此类诗的赏评，角度均有所不同。

霍松林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唐诗研究专家、诗人。先生和

一批当代博学鸿儒撰写的 《唐诗鉴赏辞典》① 以及先生独撰的 《唐宋名篇

品鉴》②等著作，对我们学习、读解唐诗的引领、示范、启发甚多。《唐诗宝鉴》

即将付梓之际，先生又惠赐美序。我们向先生表示诚挚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陕西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孔明先生是 《唐诗宝鉴》的策划人。本丛书的体

例，由孔明和我共同确定。各卷诗的编选、注释和赏评，主要由一批年轻的古

代文学研究者承担。统稿、定稿工作，由我负责。由于我们学养所限，本丛书

①
②

《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霍松林：《唐宋名篇品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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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免存在编选、注释、读解等方面的不足、不当甚至错误，敬祈专家和读者们

批评、指教。

刘炜评

２００９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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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王征君洞庭有怀 张　谓 （１２４）…………………………………………………

次北固山下 王　湾 （１２６）…………………………………………………………

碛中作 岑　参 （１２８）………………………………………………………………

长安秋夕 戎　昱 （１３０）……………………………………………………………

夕次盱眙县 韦应物 （１３２）…………………………………………………………

秋思 张　籍 （１３４）…………………………………………………………………

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 王　建 （１３６）………………………………………………

宿龙宫滩 韩　愈 （１３８）……………………………………………………………

邯郸冬至夜思家 白居易 （１４０）……………………………………………………

答春 白居易 （１４２）…………………………………………………………………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柳宗元 （１４３）……………………………………

零陵早春 柳宗元 （１４５）……………………………………………………………

旅行 殷尧藩 （１４７）…………………………………………………………………

谪岭南道中作 李德裕 （１４９）………………………………………………………

旅宿 杜　牧 （１５１）…………………………………………………………………



４　　　　

睦州四韵 杜　牧 （１５３）……………………………………………………………

秋浦途中 杜　牧 （１５５）……………………………………………………………

登九峰楼 杜　牧 （１５７）……………………………………………………………

凉思 李商隐 （１５９）…………………………………………………………………

灞上秋居 马　戴 （１６１）……………………………………………………………

落日怅望 马　戴 （１６３）……………………………………………………………

除夜有怀 崔　涂 （１６５）……………………………………………………………

春夕 崔　涂 （１６７）…………………………………………………………………

杂诗 无名氏 （１６９）…………………………………………………………………

商山早行 温庭筠 （１７１）……………………………………………………………

旅次洋州寓居郝氏林亭 方　干 （１７４）……………………………………………

南海旅次 曹　松 （１７６）……………………………………………………………

途中见杏花 吴　融 （１７８）…………………………………………………………

江行无题 钱　珝 （１８０）……………………………………………………………

?流连田园篇

赠王九 孟浩然 （１８１）………………………………………………………………

夏日南亭怀辛大 孟浩然 （１８２）……………………………………………………

过故人庄 孟浩然 （１８５）……………………………………………………………

渭川田家 王　维 （１８８）……………………………………………………………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王　维 （１９０）………………………………………………

莲花坞 王　维 （１９２）………………………………………………………………

田园乐七首 （之四） 王　维 （１９４）………………………………………………

田园乐七首 （之五） 王　维 （１９６）………………………………………………

田园乐七首 （之六） 王　维 （１９８）………………………………………………

新晴野望 王　维 （２００）……………………………………………………………

中峰居喜见苗发 祖　咏 （２０２）……………………………………………………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李　白 （２０４）………………………………………



５　　　　

南邻 杜　甫 （２０６）…………………………………………………………………

寻陆鸿渐不遇 皎　然 （２０８）………………………………………………………

题邻居 于　鹄 （２１０）………………………………………………………………

雨过山村 王　建 （２１２）……………………………………………………………

村行 杜　牧 （２１４）…………………………………………………………………

山行 项　斯 （２１６）…………………………………………………………………

溪居即事 崔道融 （２１８）……………………………………………………………

田上 崔道融 （２１９）…………………………………………………………………

?风光独唱篇

自洛之越 孟浩然 （２２０）……………………………………………………………

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孟浩然 （２２２）………………………………………………

渡浙江问舟中人 孟浩然 （２２４）……………………………………………………

归嵩山作 王　维 （２２５）……………………………………………………………

终南山 王　维 （２２７）………………………………………………………………

汉江临眺 王　维 （２３０）……………………………………………………………

泛前陂 王　维 （２３２）………………………………………………………………

终南望余雪 祖　咏 （２３４）…………………………………………………………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李　白 （２３６）…………………………………………………

峨眉山月歌 李　白 （２３８）…………………………………………………………

渡扬子江 丁仙芝 （２４０）……………………………………………………………

泛茅山东溪 储光羲 （２４２）…………………………………………………………

春行即兴 李　华 （２４４）……………………………………………………………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刘长卿 （２４６）…………………………………………………

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 韦应物 （２４８）………………………………

滁州西涧 韦应物 （２５０）……………………………………………………………

东郊 韦应物 （２５３）…………………………………………………………………

兰溪棹歌 戴叔伦 （２５５）……………………………………………………………



６　　　　

同题仙游观 韩　翃 （２５７）…………………………………………………………

宿石邑山中 韩　翃 （２５９）…………………………………………………………

江村即事 司空曙 （２６１）……………………………………………………………

成都曲 张　籍 （２６３）………………………………………………………………

大林寺桃花 白居易 （２６４）…………………………………………………………

暮江吟 白居易 （２６６）………………………………………………………………

钱塘湖春行 白居易 （２６８）…………………………………………………………

望洞庭 刘禹锡 （２７０）………………………………………………………………

题金陵渡 张　祜 （２７２）……………………………………………………………

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 许　浑 （２７４）………………………………………………

江南春 杜　牧 （２７６）………………………………………………………………

山行 杜　牧 （２７８）…………………………………………………………………

秋晚与沈十七舍人期游樊川不至 杜　牧 （２８０）…………………………………

利州南渡 温庭筠 （２８２）……………………………………………………………

咸阳值雨 温庭筠 （２８４）……………………………………………………………

塞露初晴 雍　陶 （２８６）……………………………………………………………

九子坂闻鹧鸪 李群玉 （２８８）………………………………………………………

楚江怀古 马　戴 （２９０）……………………………………………………………

洞庭阻风 张　泌 （２９２）……………………………………………………………

溪上遇雨 崔道融 （２９４）……………………………………………………………

?后记 王　欣 （２９６）………………………………………………………………



１　　　　

探幽访胜篇

野　望

王　绩①

东皋薄暮望②，徙倚欲何依③。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④。

牧人驱犊返⑤，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⑥。

? 【注释】

①王绩 （约５８９—６４４），字无功，自号东皋子，绛州龙门 （今山西河津县）人。

隋末文中子王通之弟。早年有济世志，后弃官归东皋著书。集五卷，今编诗一卷。其

诗多以田园山水为题材，透露出全身远害的避世思想。在闲适情趣的抒写中，也屡屡

寄寓抑郁不平的感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说：“气格遒健，皆能涤初唐排偶板滞

之习。”

②东皋：诗人隐居游眺的地方，在今山西省河津县东皋村。

③徙倚：犹言低回、彷徨。欲何依：心情无所着落。

④ “山山”句：夕阳偏照每个山峰，给人以冷漠荒凉之感。

⑤牧人：一作 “牧童”。犊：小牛。

⑥ “长歌”句：殷朝亡后，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作歌曰：“登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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