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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三百篇”涵义所在，也不外乎“情操”二字。要了解

《诗》，便不得不理会“情操”二字。《诗》者，就是最好的情操。也

无怪吾国之诗教是温柔敦厚，无论在“情操”二字消极方面的意义（操

守），或积极方面的意义（操练），皆与此相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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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在昭学姊与我相识于1939年之秋，那时我正

在北京市立第二女中读书。当我读到高中二年级的开

学之际，班上来了一位插班的同学，那就是后来与我

成为最密切的好友的刘在昭。她比我年长三岁，因身

体不好，曾休学数年。她插班进来时因教室排位以身

量高低为准，我身量较高，排在后面，她排在前面，

所以开始并不熟识。其后不久，我就发现了她的才华

出众，中、英文俱佳，而且工于小楷，数理成绩也很

好；其后又发现她家的地址与我家相邻近，每天早

上，当我搭乘电车去上学时也往往与她相遇。于是，

我们的交往渐密。高中毕业前，我们曾相互讨论过报

考大学时选读科系的问题。我与她也有一个共同的想

法，就是报考当时教会私立的辅仁大学的中文系或北

京大学的医学院。辅仁招生在前，我们俩人都考上

了。当时，我伯父因为我小时他就教我读诗写诗，以

为我在这方面颇有天赋，支持我上辅仁的中文系，所

以就没有再报考北大。在昭的家长则因为辅大是私立

的，学费较贵，所以就鼓励她再去参加北大医学院的

考试。她也考上了，但最后她还是决定读辅大的中文

系了。据她说是因为她去参加北大考试时，不喜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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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北大的气氛。因为当时在沦陷时期，北大已经在敌

伪控制之下，而辅仁则因为是私立的教会学校，比较

不受敌伪控制。那时有很多有节气的学者都转到辅大

来任教了，当时辅大的校长是陈援庵，中文系主任是

余嘉锡，任教的老师中有沈兼士、英千里、陆颖明、

刘盼遂、赵万里、周祖谟和顾随等诸位先生，都是著

名的学者。我们新生的口试是由中文系主任余嘉锡先

生亲自主持的，虽然他满口湖南腔的话，我们听起来

颇为吃力，但是他的严正端雅的风度使在昭学姊极为

倾倒，所以后来她还是决定放弃了北大医学院来读辅

仁的中文系了，从此以后我们遂成为了朝夕与共的切

磋研读的密友。

毕业后，我们分别被安排到中学去任教。其后两

年我就因赴南方结婚离开了北京，由北京而南京而上

海，而最后随外子工作的调动去了台湾。从此一别将

近三十年之久，我在台湾遭遇了白色恐怖的迫害，她

在大陆当然也受到了文革的冲击。等到1979年国内

局势改变，我回国来教书时，因为发现老师顾随先生

身后竟然没有一册遗著留存下来，遂发愿整理老师的

遗著，并将我多年所携带在身边的大量听课笔记交给

顾之京师妹去整理。这时，我也曾多次邀约在昭学姊

一起来整理老师的笔记，但由于种种原因，她终于未

能参与。在昭学姊的女儿名叫吴晓枫，在河北科技大

学艺术学院任教。晓枫颇有才气，写文作画，设计服

装，都有不错的表现。晓枫与我交往较多，直到现在

也经常有书信往来。前些时曾写信告诉我说，她父母

都去世以后，她整理家中旧物，发现了她母亲当年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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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随先生讲课的一些笔记。我请她交给之京师妹去整

理，最近已经整理出来，即将出版。在昭学姊的笔记

补充了老师文集中所没有的内容，这实在是一件极为

可喜的事情。

记得前年之京师妹邀我去北京参加老师顾随先生

的学术讨论会，在会场中拿到了之京师妹所编写的

《顾随与叶嘉莹》一书，当时我曾写了一篇题为《经

历了死生离别的师生情谊》的读后感。在这篇读后感

中，我曾经叙写说我对于之京师妹一直怀有一种感激

之意，正是由于之京师妹不断的整理和编辑，才能使

老师的德业文章不断彰显于世。如今更幸而得到在昭

学姊的女儿吴晓枫在她母亲的遗物中寻检到她母亲当

年听顾随先生讲课的一些笔记，现在已由之京师妹整

理出来即将发表，使我恍如又回到了六十多年前与在

昭学姊一同听老师讲课的日子。在昭学姊才气过人，

而其有生之年未能一展所学，一直有一种遭时遇人不

淑的心结，我经常对此感到无限怅惘。如今在其身后

能有她的女儿发现了这些笔记，并由之京师妹整理出

来刊行问世，则在昭学姊的心结可解。同时，老师如

在天有灵，也必将感到无限欣慰。之京师妹要我为这

一册笔记写几句话，故为之叙写六十年前在昭学姊与

我同学共读之往事如上。

壬辰之春八九老人叶嘉莹写于南开大学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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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选讲·一a

a《诗经》选讲·一，据叶嘉莹

听课笔记整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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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有六义：风、雅、颂，赋、

比、兴。前三项，《诗》之性质；后三

项，《诗》之作法。

诗人富幻想者好用比，如李白；老

杜偏于赋，煌煌大篇，直陈其事，故有

“诗史”之称。太白号称仙才，以其

富于幻想、联想，天才，多用比也。

其实，兴，凑韵而已，没讲儿。“小蚂

蚱，土里生。前腿爬，后腿蹬。长个

翅，翅棱棱。”——赋也。“小板凳，

朝 前 挪 。 爹 喝 酒 ， 娘 陪 着 。 ” ——兴

也。兴，只有儿歌中保有的最古、最幼

稚。

“三百篇”好，而苦于文字障，先

须打破文字障碍，才能了解其诗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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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国风》

篇一《周南·汝坟》

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

饥。

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

弃。

鲂鱼赪尾，王室如燬。虽则如燬，父母孔

迩。

有关《汝墳》诗旨，《诗序》a云：“道化行也。

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

a《诗序》，《毛诗序》之简称，为汉人解诗之作，有大

序、小序之分。《毛诗》各篇篇前均有一段阐述该诗作者或介绍

时代背景之文字，称为小序；首篇《关雎》小序之后有一概论

《诗经》艺术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方法与社会功用等问题之

长文，称为大序。大序总结了先秦儒家诗论，为古代文论中一篇

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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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也。”《韩诗外传》a云：“贤士欲成其名，二亲不

待，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诗曰：‘虽则如燬，父母

孔迩。’此之谓也。”以《韩诗外传》较近情理，当为

乱世所作。

首章：“遵彼汝坟”，“坟”，毛传b：“大防

也。”《说文》c：“坟，墓也。”又：“坋，大防

也。”毛诗盖以“坟”为“坋”，防者犹今言堤防之

防。防、坊通。《礼记》言礼者“大为之坊”（《坊

记》），坊、范双声。或曰：“坟”，即坟水也。余

以为不然，“坟”盖即堤也。从“贲”皆有“大”义

（“坟”，繁体作“坟”，故云“贲”。）；亦如“骨

朵”之音，多有“小”义。

“惄如调饥”，“惄”，毛传：“饥意也。”郑

笺d：“思也。”《说文》“惄”下：“一曰忧也。”

韩诗作“愵”，《说文》：“愵，忧貌。”《方言》：

a西汉经学家韩婴所传《诗》人称《韩诗》，今仅存《韩诗

外传》。《韩诗外传》凡360条，一般每条均以一《诗经》引文作

结论，以支持政事或论辩观点，某种意义上是对《诗经》的注释

和阐发。以下凡说“韩诗”即指《韩诗外传》。

b毛传，即《毛诗训诂传》，大抵以解释《诗经》字义

为主，现代一般根据郑玄《诗谱》和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

疏》，定为西汉鲁人毛亨（大毛公）所作。

c《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东汉文字学家许慎所著，

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之书。

d郑笺，东汉经学家郑玄对《毛诗训诂传》所作注解。郑玄

（127-200），字康成，东汉著名经学家，著有《毛诗笺》《三

礼注》《论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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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愵，忧也。”“调”，毛传：“朝也。”《释文》a

本又作“辋”。按：韩诗多今本，《说文》二徐本b注

只作“朝”。

第三章：“鲂鱼赪尾”，《陈风·衡门》有“岂其

食鱼，必河之鲂”、“岂其食鱼，必河之鲤”之句。毛

传云：“鱼劳则尾赤。”这未免望文生义。郑笺：“君

子仕于乱世，其颜色瘦病，如鱼劳则尾赤。所以然者，

畏王室之酷烈。是时纣存。”余以为：“鲂鱼赪尾”，

兴也，与下句义无关。

“王室如燬”，“燬”，毛传：“火也。”韩诗

多今本，《说文》引俱作“ ”，《尔雅·释言》c：

“燬，火也。”《说文》：“火， 也。”按：火、

燬、 ，一声之转。此句正是《论语》所谓“危邦不

入，乱邦不居”（《泰伯》）。

“父母孔迩”，郑笺：“辟此勤劳之处，或时得

罪，父母甚近，当念之，以免于害，不能为疏远者计

也。”然此与诗何关？或曰：父母谓文王也。尚合。

a《释文》，即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为解释儒家经典文

字音义之书。

b南唐徐铉（917—992）、徐锴（920—974）兄弟，人称

“二徐”，又称“大徐、小徐”。二人皆精于小学，皆校订《说

文解字》，经徐铉校订的本子人称“大徐本”，经徐锴校订的本

子人称“小徐本”，合称“二徐本”。

c《尔雅》，我国最早一部解释词义之专著，亦是第一部按

义类编纂的词典。《尔雅》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未载

作者姓名，整理成书在西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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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周南·麟之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趾》如《汉广》，不可讲。

诗之美是最大真实，而虚无缥缈、不可捉摸，可意

会不可言传。

诗无达诂。（董仲舒《春秋繁露·精

华》）

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

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文是表现美的，辞以明志。孔子曰：

兴于诗。（《论语·泰伯》）

诗是感发。或曰：看花下泪，大煞风景。（李商隐

《义山杂纂》）“看花下泪”正有其不得不然者。“看

花下泪”，与指其为“大煞风景”，都不对，亦都对，

不可以客观批评。下泪不是为花开，正如饮酒也不是为

花开呀！既可“看花饮酒”，何妨“看花下泪”！“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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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天下之正味”a，此正董氏所谓“诗无达诂”。强人

同己，乃大不通。饮酒、下泪，皆是花所给之“兴”。

“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贯休《咏吟》）二语，

或曰指作诗，或曰指寻猫。b若谓之讲诗，则客观条件

不能成立。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麟之趾……麟之定……

麟之角……”，一好百好，不必以辞害意。

首章毛传于“麟趾”下曰：“趾，足也。麟信而

应礼，以足至者也。”郑笺亦曰：“与礼相应。”第

三章“麟角”下毛传则曰：“所以表其徳也。”郑笺

则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然第二章

之“麟定”，毛无传，郑无笺，不谓之词穷不可也。

“定”，顶也。一本作“ ”。顶、颠，《诗》“有马

白颠”（《秦风·车邻》）之“颠”，即“麟之定”之

“定”。又如“题”字，亦“颠”字一声之转，有在前

之意。

“振振公姓”，“公姓”，《礼记》郑注：“言子

姓者，子之所生。”又：“子姓，谓众子孙也。”疑为

俗所谓外孙也。此或为外孙，故从女。

“振振公子”、“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每

个都好。

a《庄子·齐物论》：“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

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

b欧阳修《六一诗话》：“圣俞尝云：诗句义理虽通，语渉

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赠渔父》一联云‘眼前不见市

朝事，耳畔惟闻风水声’，说者云：‘患肝肾风。’又有《咏诗

者》云‘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本谓诗之好句难得尔，而

说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儿诗。’人皆以为笑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