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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庵诗话》

内容概要

《驼庵诗话》是叶嘉莹教授根据40年代在辅仁大学听顾随讲课的笔记整理而出，初节选刊发在《河北
大学学报》(1984年)上，后编入《顾随文集》，同时其增补部分也在《河北大学学报》(1986年)刊登。
《驼庵诗话》采用中国古代的诗话体，即，其通常不以系统严密的理论分析见长，而代之以三言五语
为一则发表对创作和艺术规律等问题直接性的感受与意见；这些特点都在《驼庵诗话》中得到了体现
。《驼庵诗话》分为总论和分论两大部分，每部分又分若干章节。总论中涉及写诗、内容、技巧、评
论、欣赏、生活、为人等诸多方面；《分论》中从评议《诗经》、《离骚》开始，着重论说唐诗宋词
兼及近人之作。涉及方面颇广，从中系统归纳作者的诗歌思想与理论似有难度。如书中对于“诗心”
的强调、对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对王国维“境界说”的发展，近年来也都为学界关注；尤其一段段诗
话文字妙论层出，许多判断都来自作者对诗歌的强烈感受力，会给读者以很好的启发。这也是我们重
点推介本书的原因所在。
本次《驼庵诗话》在三联重版，顾之京、高献红两位学者对其进行了精心的修订，改正了原版大量的
错误，这使得本书的面貌大大区别于过去各种通行的《驼庵诗话》版本，应能达到后出转精的效果。
她们又不厌其烦地做了很多普及性的注释工作，为的都是让更多普通读者能够更好地阅读顾随、阅读
《驼庵诗话》。叶嘉莹教授在书后做了“附记”，对自己与这本书的关系做了说明，由此也可见老一
代学人对待师长和学问的情谊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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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庵诗话》

书籍目录

一、总论之部
二、分论之部
三、补编
附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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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庵诗话》

精彩短评

1、果然大家。
2、真乃大师
3、举重若轻，轻轻点拨后，似乎对许多习以为常朗朗上口的古诗词更亲切，更欢喜。
4、最近的公交读物，感觉课堂笔记还是太散了，期待较为完整的课堂讲录
5、君如姑娘的评论甚合心(melodielee.lofter.com/post/3b2642_8063b19)
6、本书不如《文学回忆录》系统，但顾随确如木心一样，善于感发，讲诗词，其实也是讲文学，甚
而讲人生，可以一读再读。
7、充满了妙语箴言（真知灼见？）的一本小书。
8、连易安词都嫌弃, 唉....
9、特别真诚特别好看的书，观点见仁见智吧，但不妨碍相见恨晚相谈甚欢对月把酒泛舟湖上。
10、大家小书。还需多读古诗。
11、顾随的见识不错，虽然都是只言片语，但显出其品味和根底。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徒弟，不传
香火可传灯。
12、从这部书看，顾随与木心很像，几些弟子，围绕身边聆听教训，述而不作，温文尔雅，言传身教
，春风化雨，让若我等无缘分者，只能透过文字了解其人，隔已。
13、深奥
14、顾随诗话，总让我想起木心。书中一些字句，甚至有胡兰成的味道。
15、书是好书 但无奈读书的人底子太薄 糟蹋了顾先生的满腹经纶。
16、要的就是这个爱憎分明有感而发
17、果然大师!精妙!
给小朋友讲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暄”。不是出世，亦非入世，而是蜕化。
18、当今之计，在于读陶。
19、怎么会看起来这么费解？
20、如庭间捕蝶，忽而高低，欲脱然得见，必步步紧随，15年中，只是第一遍。
21、顾随先生爱陶渊明的平凡，爱老杜的怪力，三观正，语言精简妙趣，写得真好。我买这本书是因
为在知乎搜木心的相关评价发现的，但觉两人没有可比性。木心广而偏西化，顾随虽有西方话语介入
其根本却仍是古典的中国的。
22、零金碎玉，胜过今人连篇累牍
23、重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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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庵诗话》

精彩书评

1、我学过太极拳，大约用了一两个月，学了二十四式的架子。几年间因为工作变迁，没有机会同那
一群大爷大妈们联系，都荒疏了。本周下了一个二十四式的视频，少女的身法，一招一式，让人欣喜
，让人震惊，欣喜的是动作的美感，震惊的是自己从未体会到的招式的细节处理。世间万物，大凡能
够达到文艺这种程度的，其种种细节已经几乎超出了人力所能认识的范畴。有些杰作，你初看几眼，
似乎懂了，然而，过了几年，它似乎离你更远了些。这几乎已经是夺了造化之功。顾随的这本书，前
面几十页我看得很吃力，中途接近百页的时候，看得快了些。我现在还无法评判他的看法的正确性，
但是听到别人如此一板一眼地在你眼前梳理诗词的种种诀窍，终究是一件太值得花上一夜一夜的时间
去做的事情。非常感谢这本书的问世，它确实推开了一扇门。这本书列入中学文库，不过我觉得对于
中文系的教授，只怕读了仍会有启发和教益。
2、在野草书店偶然发现它的时候，是去年夏天。此前完全没读过叶嘉莹的书，自然也不知道顾随是
她老师。本以为是民国老学究的诗论，但翻了几页，有些意外，不是想象中的文人柔弱之气。顾随先
生特别强调诗中的“力”。在看到“世法皆诗法”时，我认为是老生常谈。毕竟这种玄妙的概括，被
后来的武侠小说用烂了。等看到“雅不足以救俗，唯力救之”时，心头一颤。以往心里只有雅与俗，
想不到“力”这一层，顾随点破了。“以力救俗”，这的确不仅是诗法，也是世法。单纯从诗来说。
世法和诗法的不同是，世法还要讲办法，所谓how。对待诗法和世法的矛盾与调和的不同态度成就了
不同的诗人。陶渊明写出的是自然的调和。杜甫是把矛盾写进诗，还成为诗。至于顾随说的“没前程
”的诗人，则抛弃了俗的世法，在诗文世界里搭空中楼阁。我以往读诗，特别是中国古典诗词，就有
点沉浸于这种空中楼阁式的文雅、伤感、纤弱。尤其爱宋词，比如李后主、晏殊的词，音乐性好，哀
怨唯美，不能自拔。而顾随的书，打开了另一类格局。这种饱含“力”的诗以前也不是没读过。杜甫
的三吏三别，还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都是高中的必备篇目。那会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真
是震撼无言，但当时小，也不知好在哪里。就直觉来说，更喜欢天马行空，神采飞扬的李白，读了很
畅快，羡慕世界竟有如此天才。这次算是见识了杜甫、曹操和陶渊明，当然远不能说多懂。顾随在这
本书里展现了对诗歌、诗人的多层次的欣赏角度。诗歌、诗人可以以作品伟大而论，也可以以态度而
论。陆游和辛弃疾两人是让我最印象深刻的诗人。特别是陆游，简直是“重新认识”。和顾随的感受
相同，我从来不觉得陆游的诗多好。所以除了他和唐婉的爱情纠葛外，其人生故事基本被我忽略。但
顾随口里的陆游令我动容、既佩服又有点同情：他说放翁是个最真实的诗人，因为感情过于丰富，不
懂沉淀，所以诗的品格不高。但我们喜欢他，因为他是我们一伙儿。这个点评实在精妙，无关诗，关
于人。三言两语勾勒出一种典型的性格。也不知我当时想到了谁。这段是在高铁上看的，结果不顾其
他乘客，眼泪一发不可收拾。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时时感觉顾随会挑拨一下我的神经，或者在这里开
一扇窗，在那里敲一下钟。这得益于“诗话”这种文体。不是系统地阐释什么，而是如对话一般，以
三五精炼之语道出最直观地感受。虽然不成体系，但正适合我这种“不为学术而读诗”的人。前后偶
有重复，但也都变成一种回环的诗歌音乐之美。比起构建一个庞杂的框架，这种轻盈而意味深长的点
拨方式，别有一番趣味。我常常看着看着，从字里行间就看到了这位剃圆寸，戴圆框眼镜的瘦弱先生
。他国文好，西文也好。他说：style这种东西不好翻译，最难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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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庵诗话》

章节试读

1、《驼庵诗话》的笔记-第38页

        唯力可以去俗，雅不足以救俗，去俗亦不足成雅，雅要有力。

2、《驼庵诗话》的笔记-第228页

              最易引起人爱的是鲜，而最不耐久的也是鲜。如果藕、鲜菱，实在没什么可吃，没有回甘。作
品要耐咀嚼，非有成人思想不可。纳兰除去伤感之外，没有一点什么；除去鲜，没有一点回甘。新鲜
是好的，同时我们还要晓得苍秀。

3、《驼庵诗话》的笔记-第54页

              伤感最没用⋯⋯人要做事，便当努力去做事，有理说理，有力办事，何必伤感？何必愤慨？见
花落而哭，于花何补？于人何益？
      一个大思想家、宗教家之伟大，都有其痛苦，而与常人不同者便是他不借外力来打破。禅宗语录有
言：或问赵州和尚：“佛有烦恼么？”曰：“有”曰：“如何免得？”曰：“用免作？”这真厉害。
平常人总是想免。
     人对烦恼苦痛，可分三等：第一等人，不去苦痛，不免烦恼，“不断烦恼而入菩提”。烦恼是人的
境界，菩提是佛的境界，唯佛能之。烦恼、苦痛在这种人身上，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力量、动机
。第二等人，能借外来事物减少或免除苦痛烦恼。《庄子·养生主》：技
也，近乎道矣！如王羲之写字，一肚子牢骚不平之气、失败的悲哀，都集中在写字上了；八大山人的
画亦然。第三等人，终天生活在苦痛烦恼之中，整个人恶这种洪流所淹没⋯⋯

4、《驼庵诗话》的笔记-第100页

        有的用典只成为一种符号，一为炫学，一为文陋，炫学也不免文陋。用典该是重生，不是再现，
重生就是要活起来。翻译当用外国句法创造中国句法，一面不失外国精神，一面替中国语文开一条新
路。

5、《驼庵诗话》的笔记-第64页

        “观”必须有余裕。
诗人必须养成无论在任何匆忙境界中皆能有余裕。
孔子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6、《驼庵诗话》的笔记-第66页

        要写什么，你同你写的人、事、物要保持一相当距离，才能写得好。

7、《驼庵诗话》的笔记-第44页

        诗的成分：觉、情、思。
诗中最要紧的是情，直觉直感的情，无委屈相。

8、《驼庵诗话》的笔记-第35页

        诗短而有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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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庵诗话》

凡事留有余味是中国人常情

9、《驼庵诗话》的笔记-第107页

        喜欢是自觉的先兆，开发之先声。

10、《驼庵诗话》的笔记-第89页

        创造新词并非使用没使过的字，只是使得新鲜这新鲜就是现在常说的“陌生化”吧

11、《驼庵诗话》的笔记-第18页

        想之极，不见之见，是为“真见”，是“心眼之见”，肉眼之见不真切。

12、《驼庵诗话》的笔记-第23页

        批阅文章注意言中之物，物外之言。
言中之物，质言之即作品的内容。

13、《驼庵诗话》的笔记-第5页

        生的色彩才能动人。第一须有“生的享乐”。此非世人所谓享乐，乃施为，生的力量的活跃。
第二须有生的憎恨。憎恨是不满，没有一个文学艺术家时满意于眼前的现实的，唯其不满，故有创造
。
此外还要有“生的欣赏”。
诗之好，在于有力。
有力，然：一、不可勉强（勉强便成叫嚣），不勉强即非外来的；二、不可计较。

14、《驼庵诗话》的笔记-总论1

        恋爱是牺牲自己为了保全别人，故恋爱是给予而非取得，是义务不是权利。恋爱如此，整个人生
亦然，要准备为别人牺牲自己，这才是最伟大的诗人。

15、《驼庵诗话》的笔记-第42页

        平常心与物总是不合，所谓不满意皆由内心与外物不调和。大诗人最痛苦的是内心与外物不调和
，在这种情形下出来的是真正的力。生之力与生之趣亦二而为一，无力便无趣，唯在心、物一如时多
生“趣”，心、物矛盾时则生“力”。

16、《驼庵诗话》的笔记-总论2

        世上都是无常，都是灭，而诗是不灭，能与天地造化争一日之短长。万物皆有坏，而诗是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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