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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兹将近年教学之余，篝灯夜读所得，辑为是编。昔者先民不废刍

荛之询，贤士亦择饾饤詹言。千虑之愚，间有近道。故不辞弇陋之哂，

一旦会心，皆趁意而书。凡庠门思辨，书林杂识及乡邑丽泽诸属，厘为

三卷。浮沤飘世，迍邅无成，冀有脉望传香之万一，则庶乎幸矣！

二〇〇九年仲春于九夷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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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庠门句读

“落花时节”辨识

唐诗《江南逢李龟年》因其“抚今追昔，世境之离乱，人情之聚散，皆寓
其中”（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三），历来被诗界视为杜子美绝句中
最具情韵、最富含蕴的一篇。然对诗中“落花时节”一语的诠释，诸家多作
“满眼凋零的落花时节”，并以此象征“离乱时世和沉沦身世”，与“江南好
风景”之间形成强烈反衬。若仅按此认识，则对“落花时节”的理解未免皮
相。

按“落花”一词除了“花木凋零”的意思之外，尚有“开花”之义。如
《诗·周颂·访落》中“访予落止，率时昭考”句，汉代毛亨《传》释：“落，

始”；宋代朱熹《诗集传》：“落，始”；清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尔雅·

释诂》：‘落，始也。’以落为始，犹之以徂为存，以乱为治，义有反复互训
耳。”又，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落英》：“楚辞云：‘餐秋菊之落英。’释者
云：‘落，始也。如《诗·访落》之落，谓初英也。’”

《江南逢李龟年》作于唐代宗大历五年（７７０年）春，正是江南（钱谦益
《钱注杜诗》谓江潭一带）风光无限之时，若仅以“花木凋零”相扣，似有悖
于事理。而推究杜诗意境，对“落花”一词的理解，则应“花开”与“花谢”二
义同时并举为宜。这一特性，正合钱锺书先生论述古汉语中一字而“虚涵
数意”（这与一字多义，用时只取一义有别）的现象：“赅众理而约为一字，

并行或歧出之分训得以同时合训焉，使不倍者交协，相反者互成。”（《管锥
编·论易之三名》）。故而，对“落花”这一“一体二元”的词，若仅执其一释
义而不扣其两端，必然造成注释的失落。只有当我们浸润于江南大好时
节，在“落花”之象中叠化出花木虽盛开而觉凋零的双重感觉，方可真正理
解杜子美此诗见风韵于字里，寓感慨于行间的精妙。

“今宵酒醒何处”辨识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是宋代词人柳永《雨霖铃》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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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名句，论者多将句中的“何处”一语理解成“什么地方”，似有未当之处。

按古典诗词曲中的“处”字有“……时”、“……际”的意思，其作用与时
间名词略同（参看王瑛《诗词曲语辞例释》）。同样，“何处”一词除了表达
“什么地方（场所）”之外，还可以用来询问时间，义同“何时”。这样的用法
在古典诗词曲中屡见不鲜。例如杜甫《诸将》：“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
处尽尧封？”是询问河北一带什么时候能一统朝廷；李白《秋浦歌》：“不知
明镜里，何处得秋霜？”也是说何时有了白发。又，长孙辅佐《杭州秋日别
故友》：“独随孤棹去，何处更同衾？”晏几道《醉花落魄》：“若问相思何处
歇，相逢便是相思彻。”柳永《少年游》：“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期？”张
抡《菩萨蛮》：“人间何处难忘酒？迟迟暖日群花秀。”均解为“何时”义。

再则从《雨霖铃》的词境来看，为更真切地表达离人所饱受的离别折
磨之痛，无论是上阕的“对长亭晚”、“留恋处（这里的‘处’也正作‘……时
候’解）”（以上是时间的直接呈现）、“寒蝉”、“骤雨初歇”、“执手相看”（以
上是间接呈现），还是下阕的“自古”、“今宵”、“经年（表将来）”（以上直接
呈现），全词对时序的强调十分突出。而“今宵酒醒何处”句中，作者无需
强调在“什么地方”酒醒（“杨柳岸”本身即是表示分离场所的常用之典），

所要着意强调的是因离别之恨而呼酒买醉到何时才醒来，而“杨柳岸，晓
风残月”一句恰恰是对这一询问的回应：倚靠在分手时的杨柳岸上醒来
时，已是晨风拂面，残月斜勾的光景了。词人正是藉此而写出离人的醉之
深、痛之切。

故而，“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中的“何处”一语应作“什
么时候”理解。

解析李白《蜀道难》中的一处句读疑案

李白的名篇《蜀道难》有句诗云：“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这是目

前坊间所能见到的、选录了此诗的各类书册（包括大、中学校的教材）中点
读的句式。但我们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样的点读应该是个病
句：“愁空山”固然可以理解为使动用法，然而是什么“使”“空山”发“愁”

呢？是由“我”的听闻引起的吗？还是因了“子规啼夜月”？总之，将句子
断连，使得句意含糊未明。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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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问题早就有人看出来了。所以，编撰《而庵说唐诗》的徐增
干脆就让它保持古书的原生态，没去做吃力不讨好的断句的事：“又闻子
规啼夜月愁空山。”他为此还进行了一番解释：

“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并无有人迹。空山古木间，日之所见者，但
是悲鸟雌雄成群而飞；夜之所闻，但是子规月下啼血最苦。”

可惜，这番解读，只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清人吴昌祺《删订唐诗
解》、钱良择《唐音审体》则点作五言句：“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这样的解读，得到了施蛰存先生的赞同。他认为“愁空山”不成句，而
歌行体中的三字句一般都是两句连用，很少单独。只因古诗中“子规啼
月”一类的句法往往可见，故而也不敢将“夜月”与“啼”分开。而“夜月愁
空山”一句则可以理解为：“在空山之中，明月之下，使行人为之忧愁。”

他为此找到了李白的另一些作品中与这一句子意境相仿的例子来加
以佐证。比如，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过夜郎西。”

但施先生“在空山之中，明月之下，使行人为之忧愁。”的理解似乎也
太过板滞。这一点徐增说“并无有人迹”反倒来得聪明一些。

其实“夜月愁空山”的用法，在古诗中也有着广泛的运用，并且成为诗
人表情达意的一种惯用技巧。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总结道：

“山水花月皆无情之物，而闲置幽闭，有穷士怨女之恨，即撏扯李贺诗
‘无情有恨’四字，略事陈意可矣。”（参看《管锥编》第１３４９页，中华书局
版）

钱先生照例以排山倒海式的举证，雄辩地揭示出了这一现象：

孔稚珪《北山移文》：“高霞孤映，明月独举，青松落阴，白云谁侣。”；钟
惺《乌龙潭吴太学林碑》：“良辰多下月，闲杀此林丘！”；李贺《北园新笋》：
“无情有恨何人见，露染烟啼千万枝。”；皮日休《白莲》：“无情有恨何人识，

月白风清欲坠时。”；《太平广记》卷三二六《沈警》：“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
宵。”；杜安世《浪淘沙》：“可惜一天无用月，照空为谁明。”；史达祖《临江
仙》：“莫教无用月，来照可怜宵。”；周端成《古断肠曲》：“惆怅一窗无用月，

为谁凉夜晒梧桐。”；西方赋咏如“远海哀呻不息，风林凄吟莫和，遥空白云
飞度，亦无仰望而目送者”（Ｗｈａｔ，ｉ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ｆａｒ　ｏｆｆ，／Ｄｏ　ｍａｋｅ　ｉｔｓ　ｅｎｄｌｅｓｓ
ｍｏａｎ；／Ｗｈａｔ，ｉ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ｆｒｅｅ／Ｄｏ　ｗａｉｌ　ａｌｏｎ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ｃｌｏｕｄｓ
ｓｏａｒ／Ｕｎｔｒａｃｅｄ　ｉｎ　ｈｅａｖｅ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ｓｈｏｒ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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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难》中所描述的因蜀地道途高危险峻，导致人迹罕至，徒留下古
木悲鸟，空山夜月，闲置幽闭，而发其穷士怨女之恨也。———这恰恰是这
类意境的生动展现。虽然钱先生论述中没有提到李白的《蜀道难》这首
诗，但是，钱先生的这一文论观，不啻为解析《蜀道难》这首诗句读疑案的
利器。

关于《梁父吟》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

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

这一节文字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诸葛亮很喜欢吟诵《梁父吟》，常常
把自己比作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和乐毅，却并不被世俗认可。从表面上
看，似乎也并不难理解。然而看了一些赏析文章后却发现大多属隔靴搔
痒。

比如，有的说“诸葛亮喜爱《梁父吟》，不仅是因为三位豪杰的不幸遭
遇打动了诸葛亮的心，诸葛亮对监察院子策划“二桃杀三士”的高超智慧，

肯定是深有感触。也更切身体会到在乱世中求生的艰难。”

也有的说“诸葛亮好为《梁父吟》，表示他对这件事的深刻感受，三勇
士为国家安定不得不被悲惨地牺牲，名宰相晏子几近惨忍的智慧，突显出
政治在崇高美丽口号下的残酷面，对这种深为政治人物不得不然的宿命
论，年轻又有投入政坛的诸葛亮，相信早有彻底的领会和觉悟。”

而宋人姚宽的《西溪丛语》则提出了一种说法：“张衡四愁诗云：‘欲往
从之梁父艰’注云：泰山，东岳也。君有德则封此山，愿辅佐君王致于有
德，而为小人谗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恐
取此义。”到清人仇兆鳌在《杜诗详注》卷一《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
亭》、卷十四《初冬》、卷十九《诸葛庙》等处也沿袭了这一说法：“梁甫吟，人
君有德则封太山。太山喻人君，梁甫喻小人也。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恐取
此意。”而这个说法来源于《文选》所载张衡《四愁诗》李善注：“言王者有德
功成则东封泰山，故思之。太山以喻时君，梁父以喻小人也。……武帝登
封太山之梁。音义曰：梁父，太山下小山也。”

据此，诸葛亮好为梁父吟，即是借以明志，与“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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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应该是比较契合而不觉突兀的。

《祭十二郎文》补笺

讲授韩愈《祭十二郎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上的注解有许

多疏阙不通之处，故为之补笺数则：

１．“年、月、日”

教材注：应为“某年某月某日”。古人起草文章时常省写具体时间，待

誊抄时补上。

按：注解仅从文章用语习惯上解释，而对内容并无解答。理应点出韩
愈写此文的时间是唐德宗贞元十九年（８０３年）五月二十六日。

２．“季父愈闻汝丧七日”

教材注：季父，叔父。古代兄弟排行以伯、仲、叔、季为序。

按：此正可联系下文“吾上有三兄”之语，知韩愈是叔父中最小的。

３．“乃能衔哀致诚”

教材注：衔，含，这里是怀着的意思。

按：这里并非意义的转换，原本即有“怀藏”、“蕴积于中”之意。教材
第９个注引《诗经·小雅·蓼莪》句，其后没有引的两句即是“出则衔恤，

入则靡至”。“衔恤”意为遭父母之丧。而“衔哀”一词也成为祭文的常用
语。

４．“吾少孤”

教材注：少孤，韩愈三岁丧父，故有此说。

按：孤，《说文》：无父也。《孟子》：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

韩愈的父亲是韩仲卿，他和大诗人李白、杜甫都有交谊。在武昌任县
令时，对奸吏豪绅毫不留情。积极开采县内矿产，使县财政大为充裕，县
民收入也日益增加，武昌户口增达三倍。因此极得当地人民的敬爱。代
宗大历五年（７７０年）卒于秘书郎任内。当时韩愈三岁。

韩愈的母亲姓氏不详。自宋以来的韩愈传记年谱，都没有说明他的
母亲之卒年。韩愈出生才二月，其母即逝世，时间约在代宗大历三年（７６８
年）。唐穆宗长庆元年（８２１年），韩愈入朝为国子监祭酒，他的母亲才受追
赠为郡国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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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

教材注：兄嫂，指韩愈的长兄韩会和长嫂郑氏。韩会死在韶州（今广

东韶关）刺史任上，正当中年。

按：韩愈之长兄韩会，为一倡导古文的名家。代宗永泰年间与名士卢
东美、崔造、张正则四人同寄居上元（江苏江宁），被时人认为才德可媲美
后夔。故称四夔。韩会做官，是由浙西都团练观察使李栖筠推荐的。他
视韩会为贤者。元载当国，韩会以有“文学才望”为元载所青睐，任起中书
居舍人。代宗大历十四年（７７９年），因受元载案牵累，由中书起居舍人被
贬韶州（今广东韶关）。德宗建中元年（７８０年 ），韩会于韶州任所病逝。

韩愈时年十三岁，随嫂郑氏护柩北归河阳故里。韩会之妻郑氏荥阳人，韩
愈少孤而由郑氏所抚养。

６．“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

教材注：早世，早死。世，通“逝”，去世。

按：《说文》“世：三十年为一世”。“早世”即指死得很早。韩愈长兄韩
会，简历参上注；次兄韩介，为人孝友，在一度出任率府（太子属官）参军后
就去世了。此外尚有一兄，但是他的名字已不可考了。有人写作韩弁，也
有人以为只有两个兄长，“三”字是误写了（张撝之先生持此说）。

７．“两世一身”

教材注：指韩家子、孙两代都只剩一个男丁。

按：韩愈三位兄长及韩介的另一个儿子百川陆续死去。

８．“吾年十九，始来京城”

教材注：指韩愈在唐德宗贞元二年（７８６年）年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

按：韩愈于贞元二年（７８６年）夏往河中府。他的父亲韩仲卿曾任潞州
铜鞮（今山西省沁县）县尉，那里不但有他的故居，还有他的朋友。所以他
特去访旧。路经中条山，目睹周围山明水秀，风光明媚。突煞产生隐居此
山“柳谷之北”阳城以终老的念头。同年秋天，韩愈苦家贫，衣食不足。于
是决定赴长安求仕。他到长安后，和一些应试于礼部的士子交往，了解进
士考试的情况。十月，韩愈经过县和州两次考试及格后，在月底之前，于
户部集中报名，办理有关进士应试手续。贞元三年二月，参加礼部进士科
考试。由于韩愈无人推荐，因而礼部二月放榜时，自然是名落孙山。根据
规定，士子落第后，又要回到州县重新求举，以便来年应试。但韩愈缺乏
川资，而没有这样做。在他“穷不能自存”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在长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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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拦马拜见马燧求助。马燧了解韩愈生活穷困，就把他带回府第，“轸其
寒饥，赐食与衣”。并召其子马汇、马畅“为之主”。而马畅对韩愈照顾得
特别周到。贞元四年，韩愈决定再应进士考试。但应无人推荐，所以贞元
五年的这次进士考试又再次落第。

９．“其后四年，又归视汝”
［教材注］无注。

按：德宗贞元六年（７９０年），韩愈抱着十分委屈的心情，前往谒见宁
王、河中尹、河中节度使浑瑊。浑瑊因韩愈的堂兄韩弇是在他过去担任
“吐蕃清水会盟使”时的判官，所以对韩愈的来访，他因思念旧情而殷勤接
待。当韩愈离开浑瑊府第后，便回到宣城看望郑氏和侄儿韩老成（十二
郎）。

１０．“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
［教材注］无注。

按：德宗贞元十年（７９４年），韩愈大嫂郑氏卒，葬于河阳。这一年十
月，韩愈再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仍没有被录取。

１１．“又二年，吾佐董丞相幕于汴州”

教材注：在汴州辅佐董丞相。董丞相，名晋，字混成，曾任御史中丞、

御史大夫兼任汴州刺史。汴州，唐代州名，在今河南开封。这时韩愈在董
晋幕府任观察推官。

按：贞元十二年（７９６年）秋，韩愈找到了入仕的门路。在同年七月初
六，朝廷任命七十二岁的东都留守董晋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宋、

毫、颍观察使”。由于董晋的次子董溪“宾接门下，推举人士”，韩愈也受到
董溪的推举，被董晋辟为观察推官，以正九品上校书郎试用奏报。

１２．“汝来省吾，止一岁，请归取其孥。”

教材注：止一岁，住了一年。止，留居。孥，妻子儿女的统称。

按：止，这里应是强调时间之短，故作副词“只，仅仅”解。

岁，《尔雅·释天》：“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贞元十二年（７９６年）七月，韩愈和刘宗经、韦宏景随董晋前往汴州。

韩愈的侄儿韩老成来到汴州。贞元十三年（７９７年）春夏之交时，韩愈的好
友孟郊，作为陆长源的座上宾来到汴州。七月间，韩愈自称有“负薪之
疾”，请假在寓所休息。写了《复志赋》。十月初一，诗人张籍来到汴州。

由于孟郊曾向韩愈说过张籍富有文学才能，一旦相见，非常高兴，就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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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城西的馆舍读书，有时还和他一起持竿在西潭钓鱼。韩老成在汴州
住一年后，向韩愈辞别，相约以后偕同妻子再来。

１３．“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

教材注：薨，唐代二品以上官员去世都称薨。

按：《礼记·曲礼》：“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
人曰死。”韩愈用此字正体现其所创导的“古文”格调。

贞元十五年（７９９）二月，董晋逝世。他临死时嘱咐其子董溪等：“三日
而敛，既敛而行。”韩愈以幕僚身份，护送董晋灵柩至洛阳。当韩愈等离开
汴州四日，汴州发生了动乱，留在汴州城的妻子，避乱径往徐州。因而韩
愈在将董晋灵柩护送至洛阳后，又急忙赶往徐州与妻子团聚。

１４．“汝不果来”

教材注：没有成行。果，成为事实，实现。

按：凡事与预期相合的称果，不合的称不果。这在陶渊明《桃花源记》

已经涉及：“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

１５．“吾又佐戎徐州”

教材注：贞元十五年（７９９年）秋，韩愈任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的节度

推官。佐戎，辅佐军务。

按：韩愈晋谒徐州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因为张氏和他有旧谊，所以除
热情接待外，随即安排他一家人到符离（今安徽省宿县内）睢水之北居住，

并在生活上给予较优厚的照顾。张建封了解他“蹙蹙靡所骋”的困境，便
辟他为节度推官，奏请以太常寺正八品上协律郎试用。此时，他的儿子韩
昶在符离诞生，就根据所居住的地方，命其名为“符”。

１６．“吾又罢去……东亦客也，不可以久；图久远者，莫如西归”

教材注：贞元十六年（８００年）五月，张建封死，韩愈离开徐州。

按：贞元十六年春，韩愈把朝正的事办完，回到徐州，他对“累累随行，

役役逐队”的幕僚生活过不习惯，而他多次向张建封进谏，又未被采纳。

因此，他认为张建封对他缺乏理解，不可长久相处。五月中旬，他离开了
张建封幕府。十三日，张建封去世。十四日，韩愈和妻子启程前往洛阳。

次日，徐州军士数千人作乱，韩愈又一次“复脱祸乱”。

１７．“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升斗之禄”

教材注：旅食京师，客居京城谋生。旅食，在外地谋生。升斗之禄，比

喻微薄的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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