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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三论》

内容概要

本书辑录了海外著名学者高友工、梅祖麟于1968至1978年间共同撰写的三篇研究唐诗的经典论文：《
杜甫的<秋兴>：语言学批评的实践.》《唐诗的句法、用字与意象》《唐诗的语义、隐喻和典故》。
两位作者从语言学角度，运用结构主义批评方法研究唐诗，对诗歌的语义变化、节奏转换、繁复意象
及错综语汇进行了细致详实的分析，并在论述过程中对中西诗歌作了精湛的比较研究，为我们揭示了
一条进入中国古典诗歌世界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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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三论》

作者简介

高友工
1929年生。1952年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赴美，196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9月起执教于普林斯
顿大学东亚研究学系，至1999年6月荣休。对“中国抒情传统学派”理论有奠基之功，著有《美典：中
国文学研究论集》。
梅祖麟
1933年生。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文学和哲学教授。在汉语语法史和汉藏语言比较研究领域卓有建树，
著有《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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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三论》

书籍目录

杜甫的《秋兴》：语言学批评的尝试
唐诗的句法、用字与意象
一、导言
二、名词和简单意象
三、动词和动态意象
四、推论和统一性句法
五、唐诗的语言
唐诗的语意、隐喻和典故
一、意义和对等原则
二、隐喻和隐喻关系
三、典故和历史原型
四、隐喻语言和分析语言
跋/梅祖麟
译后记
新版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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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三论》

精彩短评

1、技術化，主要用西方理論，卻還是從近體詩的語言特征入手修正，可為鑒照。
2、很贴切的诗歌批评
3、《唐诗的魅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新版。我的问题在于译者为什么改了名字？另外，图书
馆的书我已经校过，把葛瑞汉当成高本汉什么的不想多说了⋯⋯
4、好书
5、出乎意料的受启发与享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实践典范。虽然某些音型的论证不太恰当，但对秋
兴其五其六其七的解读真是绝妙。逻辑一以贯之，思维也很严谨。梅祖麟先生的跋也很值得读，学人
的志意优雅都在里面了。部分引诗不规范，略憾。多次开卷，今日终于卒章，真是难言的愉悦。要再
多读几遍。
6、听G先生谈过一些两位作者的事，致敬之书。
7、为了写论文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文学批评是我很不喜欢的方法论之一。
8、三年前李老师在课上一腔激情推荐《唐诗的魅力》，却到现在才看。读的时候常常想到那半年李
老师的唐诗课，哪怕到现在，都是我听过的最好的。
9、从语言学的角度创造性地解释了唐诗传统审美习惯的来由，非常具有启发性，毫不犹豫给五星。
10、颜值高。
11、新批评的手法吧，看不进
12、這書把結構主義語言學改良為詩歌研究的工具，一般讀者不易消化，但全書靈光處處，語言分析
精微得不可思議，直指近體詩的美學核心。第一篇的〈秋興〉分析比較普通，第二三篇則對我這種偏
愛新詩的讀者啟發甚多。力薦！
13、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方法下的唐诗研究，必不可少的方法论。
14、专业方向并非语言学或文艺学，对Structuralism的了解仅限于常识，高友工、梅祖麟先生都是很令
人敬佩的汉学家，以下意见算是一个外行人的感发，未足道也。
1.语言学批评范式的尝试——能将古典诗歌创作中许多隐而未发的“潜规则”条分缕析地呈现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极具参考价值的。西方汉学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之处也往往在此。
2.经验与套路——然而，中国律诗的规则是在长期摸索中形成的经验性的规则，不具有绝对性。诚然
，杜甫是一位工于格律的优秀诗人，很大程度上适用于结构主义批评，但其结论难以推广，更何况从
具体作品出发。
3.一个漏洞——知悉高友工先生为了学习音韵学很是下功夫，但私以为，选用目前任何一套古音的拟
音系统都不可作为某种精确分析的依据。何况还有方言因素难以在处理古音问题时考虑周
15、如有所悟
16、有些对偶问题过度解读了吧
17、很有收获，力荐！
18、拿华兹华斯整首《水仙》与李白“梨花白雪香”一句进行对比而忽略同样富含细节的近体咏物诗
这一点不能让人信服。另，引文错误实在太多，校对太马虎。
19、新视野
20、杜诗唐诗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三篇论文，研究方法很有突破性。
21、装帧雅洁，读之畅惬。对比研究需要克服沟通不同系统的困难，高氏（和梅氏）移植结构主义诗
学以分析近体诗的成功就在于他清晰地认识到了理论本身的局限（当然近体诗本身就很适合用结构主
义方法去分析），不作扭捏含混语，整个修整的过程条脉分明（考察雅格布森所谓的诗的作用是将对
等原则从选择过程带入组合过程，拈出意象语言/推论语言—隐喻语言/分析语言），而由此对其的批
评也能方便地循次展开。另：校对出错太多！
22、不是太懂 值得二刷
23、经典。主要是研究方法有突破。但具体的研究还可以深入细化下去，比如陌生化理论。
24、第二篇没怎么看明白。感觉一些地方没必要这样说。
25、方法在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上还蛮有启发性的。只是用英文写就的唐诗论文，再从英文翻译成中
文，表达上难免叫人打转之处。有时间再细读一遍吧。
26、新年第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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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三论》

27、这个书读得我真是得意啊，简直像是找到了论文里推论的证据。
28、一论有意思，时时有精彩之论，理论运用纯熟，富有教益，叶嘉莹先生想必在此书中获益良多。
29、《唐诗的魅力》以前读过，此书也算是重读，在汉学著作中还是很扎实的。解读的部分偶有过度
阐释，尤其是谈节奏和格律的部分，疑心作者并无古诗词的创作经验，所以有些隔膜。另外就是引诗
的规范问题了，所引大多为唐诗名句，随便一过眼，错误不下十处，可惜了——这大抵是译者的粗心
，所以这一星主要是扣的翻译的分。而且几次混淆杜甫和杜牧。。。
30、终于出新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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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三论》

精彩书评

1、这个封面很喜欢，尤其是题词，出版者没有说明这个题签者。本书撤去了叶嘉莹的旧序，旧序只
是说明了翻译经过，撤去是可以的。翻译者的名字上古版是李世耀，改成了李世跃。上古版有武菲校
，新版也删去了，这个似乎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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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三论》

章节试读

1、《唐诗三论》的笔记-第132页

        推论语言在英语诗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在近体诗中，几乎所有的尾联都是用推论语言写
的。

2、《唐诗三论》的笔记-第194页

        我们可以说，人类的行为是在永恒的历史背景上发生的，而且，正是这种背景给人类的行为赋予
了道德意义。

3、《唐诗三论》的笔记-第188页

        如果诗人想在近体诗中表现某个人的道德行为，他就必须借助于典故；诗人若把自己局限在隐喻
的范围内，他将无法表现人类行为的主题。

4、《唐诗三论》的笔记-第121页

        一个意象的作用是在头脑中绘出一幅画面或引发某种感觉，它是表现而不是判断，它诉诸于我们
的想象而回避理解。

5、《唐诗三论》的笔记-第59页

        至于究竟是阳光冷了青松，还是阳光在青松中变冷，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也无须回答的，因为我
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意象上了。

6、《唐诗三论》的笔记-第71页

        人们首先看到的是生动的色彩，然后才是表现对象的模糊轮廓。

7、《唐诗三论》的笔记-第47页

        它包括声音、快慢节奏、词的联系所产生的氛围、由纯事实引起的幻觉或与由刹那幻觉联想到的
熟悉事实所造成的意外吸引。

8、《唐诗三论》的笔记-第139页

        我们在把近体诗语言区分为意象语言与推论语言时，我们把指称意义作为一种区分标准，也就是
说，使感觉意义与概念意义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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