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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些地方说过了。
2、朱自清真是態度分明，你不會分析就談不上什麼欣賞。隋樹森集古人釋文，朱自清和馬茂元算是
現代的兩家，但可看到其中李善註是在太重要。
3、做研究来看不错，很重考据
4、松华山中，若干年前。
5、马先生的解读有些地方带有时代烙印，但这不是他的错，相比而言，成书于解放前的朱先生的解
读就没这问题。讲诗到这份才是正路，不哗众取宠套用西方理论又只是贴标签。
6、这本书借来后，就真的不想还给图书馆了。。。
7、楼下的那一棵桃花树开花了，真的像是瞬间就满枝满朵着跑出来。想起小时候背苏轼的诗，“竹
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那个时候只是觉得这句子可爱有趣，桃花是桃花，鸭子是鸭子⋯
⋯可现在再看到桃花，真有“故人不知何处去”的感慨，哪里都不一样了，可桃花仍和故乡看到的一
样⋯⋯我也终于可以读到古诗十九首里的苍凉——“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8、真难得，满分好评。
9、看了朱自清部分，很喜欢
10、大一
11、终于让我找到这本书了。朱自清部分真赞，可惜只释了九首，毕竟是作家，诗意阐释得也就更活
泼自由，“世间是有'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的女人，她有她的身份，有她的想头，有她的行径。
这些跟《伯兮》里的女人满不一样，但别恨离愁却一样。”专业部分也让人大开眼界，以前说《古诗
十九首》好在纯朴，怎么个“纯朴”法不懂，看了这本书才知道这些“短语长情”的诗拆开竟然有那
么大的世界。马茂元部分就标准赏析一点，他批评朱自清附会的地方我觉得可以作为另一种尝试，倒
是他受时代影响，把“牵牛织女”的典故联系成劳动人民，还有居然能找到“牵牛没有偿还从天帝那
借来作为聘礼的钱”这种记载来说明反映了阶级剥削严重⋯⋯
12、太棒了
13、嘿嘿！古诗十九首，一看就能喜欢上的。
14、诗美，注善，析雅
15、条理清晰，详略得当。
16、偶读‘人生’句，至于泣下
17、这才是古典文本细读
18、古诗十九首是我最喜欢的一组古典诗歌
19、重读还是好
20、“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21、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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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萧统《文选》，一般认为非一时一人之作，创作时间多在东汉末年，内
容以客愁、别离、及时行乐、人生无常为主，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极其重要地位，历代评论家都给予
高度评价。叶嘉莹先生谈及《古诗十九首》时，没有拿“五言之冠冕”这样的评语唬人，而是举了个
例子，说曾有女子听到李商隐的《燕台四首》时，发出奇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而她读古诗
十九首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惊叹：“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能够写出这么奇妙的一组作品来呢？
”显然这是被征服后自觉发出的心声。于是，“谁人有此？谁人为是？”成了许多人面对《古诗十九
首》时表现出来的疑问、惊喜和倾慕。朱自清以散文闻名于世，但这样的文名反而让人忽略了他作为
学者的另一面。多年前一位学者朋友评论现代学人时，认为朱自清的学术成就还达不到相当的高度，
其缺少支撑自己声名的学术巨帙。这话不假，但有一点不容忽视，如果朱自清没有深厚的学术修养，
在清华和西南联大那样大师辈出的高等学府里担任中文系主任，恐非易事。只不过朱自清作为白话文
运动的坚定执行者，所走的是一条普及、推广传统文化的路子，即把深奥的传统经典以白话文的形式
表达出来，《古诗十九首释》便是一部这样的著作。《古诗十九首释》作于1941-1942年间，共9首，
最初发表在《国文月刊》上，该刊宗旨是“不想登载高深的学术研究论文，却欢迎国学专家为本刊写
些深入浅出的文章，介绍中国语言文字及文学上的基本知识给青年读者。”这符合朱自清一贯的学术
追求。《古诗十九首释》开篇说：“诗是精粹的语言。因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
，更多的吟味；许多人觉得诗难懂，便是为此。但诗究竟是‘语言’，并没有真的神秘；语言，包括
说的和写的，是可以分析的；诗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这些普通得
不能再普通的口语一下就找到了诗的本质，显然不是简单的情感抒发，而是建立在认真周密的思考之
上。《古诗十九首释》的体例先是原文，然后注解，接下来就是释文，释文是重点。像《行行重行行
》中，释文讲“诗中引用《诗经》《楚辞》，可见作者是文人”，又说“‘生别离’和‘阻且长’是
用成辞”，“‘浮云蔽白日’也是个套句”，“本诗有些复沓的句子。如既说‘相去万余里’，又说
‘道路阻且长’，又说‘相去日已远’，反复说一个意思，但颇有增变。⋯⋯这些回环复沓，是歌谣
的生命；许多歌谣没有韵，专靠这种组织来建筑它们的体格，表现那强度的情感。”读起来，完全是
闲适的语体文，入微入里，不紧不慢，释典、释事，恰到好处。吴小如感叹到：“当年朱自清和俞平
伯两位先生都撰写过分析《古诗十九首》的文章，他们不仅讲出了原作的精彩处和本人各自的体会，
而且文章本身就像一首抒情诗，给人以美的享受。这才是讲析古典诗词最理想的成就。”这应该是比
较公允的看法。依附于经典的注解刊行于世的不乏其书，而独立于经典，让释读经典的语体文字成为
经典却不多见，《古诗十九首释》做到了。可惜直到朱自清去世前的六年间，都没有补全剩下的十首
，终成憾事。倘若假以天年，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十九首，或许还有更多让人怦然心动的语体文学术佳
作。——by 三晋读书第一人·小企鹅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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