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迦陵论诗丛稿》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迦陵论诗丛稿》

13位ISBN编号：9787543429468

10位ISBN编号：7543429462

出版时间：1997-07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作者：叶嘉莹

页数：332 页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迦陵论诗丛稿》

内容概要

叶君生长燕都，少承家学，卒业名痒，其后在国内外各大学讲授中国古典诗词者垂三十年，所著书已
刊行者五种。博览今古，融贯中西，含英咀华，冥心孤往，以深沉之思，发新创之见，评论诗歌，独
造精微，自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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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陵论诗丛稿》

书籍目录

题记中国诗体之演进谈《古诗十九首》之时代问题——兼论李善注之三点错误一组易懂而难解的好诗
从“豪华落尽见真淳”论陶渊时之“任真”与“固穷”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
秋兴八首集说》代序说杜甫《赠李白》诗一首——谈李杜之交谊与天才之寂寞从李义山《嫦娥》诗谈
起旧诗新演——李义山《燕台四首》李义山《海上谣》与桂林山水及当日政局从比较现代的观点看几
首中国旧诗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由《人间

Page 3



《迦陵论诗丛稿》

精彩短评

1、叶大娘告诉我们，僵化的结构主义是行不通的.
2、为己与为人。心有戚戚。我明显在满满的为己的阶段（会不会“进步”到为人的阶段，未可知）
，喜欢并感动于《赠李白》《咏花》《嫦娥》和后记几篇。先生把这些遥远的诗人都当真实的人来读
来看。（摩诘居士、静安先生、义山的称谓细节，真是几乎落泪）。我本来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却
慢慢发现事实上似乎并不是。刻薄而极端地想，那些一开始不为己而读书（生活）的人，究竟有什么
意思。
3、有人在标签里用了“祖师婆婆”，可爱。
4、主情派能坐下来细致讨论诗歌体式转变，仅用两三千字就说明，大师手笔就是精简~~
5、兴发感动，生生不已。叶先生的剖析真正让人感受到了诗中的美。叹息自己底蕴单薄，缺乏好奇
和细读的耐心啊。
6、论文参考书
7、读完叶先生这本书，感触很深，像重新打开了一扇窗，明白古诗之美在何处。叶先生的文章最见
其性情的是讲李义山《嫦娥》一篇，她纯粹以意兴的感发诠释诗歌的美，从感性的角度去体会诗人的
情绪，因为她主张诗歌是寄托人生命的情感，则最宝贵的乃是感发生命之本质，所以对诗歌的欣赏即
在于对意象和感情要有真实的体味。这也是我为何会很有感触的点。上学时，我们读古诗，只在记和
应付考试，而老师教授时大都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来教习，除了要求背诵于心，就是对诗所表现或表达
的感情和思想死记。再则，也因为年龄经历的匮乏，没有欣赏感受古诗之美的能力，这也是叶先生所
说的不能“感通古诗中生命感觉的本质”。正因她品诗从情感出发，所以读几篇“感性”之作，才觉
得她为义山，渊明之知己，我也才有醍醐灌顶的感受。
8、作者是少有的现存国宝了。
9、后半部分过得匆忙。叶老师讲文学史很好，细致周全，清白明了。不过在读诗上和我评价体系不
大相同，特别是以作者个性去论谢灵运和王摩诘，我不大能接受。最后，叶老师的风格最适合讲李义
山，非考据党不可为之。燕台四首罢了，海上谣考得好。干货。迦陵系列最后一本，其他几本不看了
。
10、耳目一新，但相当地啰嗦，读起来很烦。。。
11、燃起了我品诗的兴趣
12、2013年1月閱讀書目
13、前面缪钺先生的题记看起来显得有些热情啊~
14、中国诗难论，叶嘉莹以细腻，丰富的传统评诗手段去评，也算微有创新了吧
15、诗是不能快读的，每一个字都内有一宇宙。真美啊，感情深厚幽微，欲辨已忘言。
16、静下心来看这些平平仄仄，禁不住念出声来，这种亲近感，幼时读散诗，不成体系，如今愿意看
文学评论与文学史，就像把小时候不经意间拾捡的珠子串在了一起，更加绚丽。当然，唐诗之于我更
有的是pathos。非常喜欢这样的解读方式，作者旁征博引，大家风范！幼年不经意熟读吟诵培养了自
己对诗歌的直感
17、假期有时而尽，安乐止乎其身，两者并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假期终于把这本书啃完，
方觉多少诗词原来都是白读。。掩卷慨然，窃以为老太太所偏爱的诗人，陶渊明、杜甫、李商隐都有
一种寂寞风骨和遗世独立的帅气，这也是她所以怜爱汪精卫之有“精卫情结”的缘由罢。
18、大一的时候看叶嘉莹最多了
19、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
20、高山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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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我是个爱疑惑的人，可能是因为想的少，也可能是因为想得多。就比如有时候我经常想不通
读研是为了什么，就比如有时候经常想不通学古代文学是为了什么。寒假将完，这本书也早就看过了
，可是读书笔记却迟迟没有下笔，太懒造成的。　　很早就听过《迦陵论诗丛稿》，很早就知道叶嘉
莹先生。有幸拜读书看完，也确实有些收获。叶先生读诗的点点心得，些许体会，凝聚成一本论诗的
丛稿，你若认为是宝，则必有可以找到学习的地方；你若认为没用，那大概于你而言确实一文不值。
幸好，看过之后，也能发现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也能有所感触。　　第一，关于比兴的区分和联系
。这一点是我从这本书最大的收获，以前读书，关于赋比兴的定义现在还不曾忘记。比是以此物比彼
物，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这两句话或许很好的界定了比和兴的定义，却并没有交代清楚二
者的区别。叶先生创建性的提出，兴是一种感动，是你见到这个事物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另外一个。比
如见到关关雎鸠就能想到窈窕淑女，这是兴，而先写硕鼠，再写贪官，我们不会有硕鼠和贪官的自觉
，这大概就是比了。我想着，大概比和兴之间有一种主动和被动的区别。兴是主动的，它能自然的带
动内心深处的共鸣，而比是被动的，你说他俩像之后，我们才也觉得如此。现在很多时候都将比兴混
为一谈，大概也是一种误解。兴，真的太难得了。而只有兴，才能让我们内心的世界也真正的震荡与
启迪。寒假有背诗的任务，大多背的都是杜甫的诗。对于老杜，我既知道他在中国诗坛无与伦比的地
位，也恨自己很难真正意义上读懂他的作品，体会到他的境界。如果说忧国忧民是老一辈学者先生由
“兴”而来的体会，到了我们这一代，大概是因为被动的“比”的灌输而接受的概念。对于老杜绝大
多数的诗，我知道他心系何处，意旨所在，却无法真正感动。而近日，读到《述怀》中的那句，“反
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却是真正湿润了眼眶。老杜寄出的家书，十个月都没有回音，正逢战乱的时
代，这十个月的等待消息会是多么的一种煎熬。会不会出事？是不是真的出事了？这种心理下的诗人
绝对很害怕十个月后再收到回信。因为没有消息，反而有希望；如若消息来了，是坏的绝对会断了一
切念想。为什么不会是好消息，和平年代十月无信都让人担心，何况战争年代。其次，我想大概亲人
之间会有一种感应。想想前年伯父去世前的半年，以前会经常给他打打电话，会经常问爸妈他的消息
。可是就像有感应一样，那半年我打一次电话发现他停机之后，给父母打电话就再也没有问过伯父的
消息。果然，回家的第一个晚上，爸妈就问我，为什么在学校打电话时不问伯父的情况，那时他已去
世许久了，真是反畏消息来。所以，这两句带给我的是一种深深的感动和共鸣，这是兴。　　第二，
关于文本细读。兔叔一直说这点我很需要加强，确实如此，看看叶先生一首《赠李白》都可以搞上个
几十页，一组《秋兴八首》可以编成一本厚厚的学术著作，我拿到一首诗，绝对写不了三行。其实开
始的时候，对她的这种做法很有抵触，总觉得文学这个东西吧，没有逻辑，不需论证，你扯得多，只
要能圆住，就是对的。所以，她写的多，却不一定就是完全正确的，也肯定有牵强和附会。然而，突
然想到，换做自己，我连扯都扯不出来，我连牵强牵到哪里都不知道。以前我怀疑读诗背诗的作用，
怀疑写论文的作用，现在却真心觉得背诗大大有用，最大的益处是兴，是感动，是其他东西带不来的
体会；而不济的话也能比，从这里扯到那里，然后再绕回来，肚子里没有货还真是不行。叶先生信手
拈来的几首诗歌，可以组成一篇人人称道的论文，真的是知识储备太太丰富了吧。其实文本细读，我
想强调的是，这也是一个自我感悟的过程，读了不少诗话，论诗的，讲诗的，文本细读，读的都是别
人的。我若没有想法，没有感触，没有对于诗歌文本自己的体会，那么完全没有太大的意义。思考，
背诵需要功夫。感悟，和感动是需要灵感和运气的。　　最后，还是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懒惰和懈怠，
毕竟这本书去年就看了，拖到现在才写笔记，也肯定还是少了很多当时的体会。
2、《说杜甫《赠李白》诗一首—— 谈李杜之交谊与天才之寂寞》，单言其一篇。最近重读叶先生的
书，便看到这个题目。先是叹息一下，上一次读是何时呢。我从小便是李白的粉丝吧，所以看郭沫若
的 李白与杜甫 真是上蹿下跳，后来才知道那不止是我。记得第一次看人讲 秋兴八首 依旧不以为然，
但是买了叶先生的书来读，读得真是黯然神伤。这个有些如莫扎特和贝多芬，我想真正的喜欢便不会
去想哪一个更好的问题，譬如我很喜欢写李白的一句 天子呼来不上船，我觉得如果写李白的评论，这
一句可以做标题，做纲目，做主旨，而这一句则是杜甫写的。天才之寂寞是我反反复复喜欢沉溺的一
个主题，起初自然是自诩为天才，后来是真觉得这种寂寞如跗骨之蛆。《梅兰芳》里有句台词我是很
喜欢的，虽然被孙红雷读出来有种尴尬的空落：谁毁了梅兰芳的孤单就毁了梅兰芳的艺术。可梅兰芳
什么时候孤单过呢？李白有的，李白曾有一句诗叫做 为君谈笑静胡沙说起来，千古以来文人最喜际遇
不平之叹，可有些叹息是那么的深沉，深沉的原因在于真的有东西沉甸甸地压在他们的骨头上，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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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或是腐烂，或是烂醉如泥。李白说 相看两不忘 的时候该是欢愉的，一片灿烂的未知，他可曾
知道自己最后摘月蹈水，谁也无法让他上船了，可是又是什么让他下船的呢？至少他也许会愿意为杜
甫下船喝一杯酒。叶嘉莹先生的学识是令人景仰的，但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她真的为自己说描述的古
代中国世界所陶醉，所支撑。看她曾经讲述自己初到台湾的困境，正合那一句，人大可以痛苦，但不
可以庸俗。但真是谈何容易。得意固然忘形，失意何止忘形，真的恰逢其会，胸中所读之书汩汩而出
，究竟能轻轻翻过几页呢？还是来看文章：“体察到洋溢其他对象中的生命⋯⋯欣赏其他心灵中的风
采”读这样的句子颇有恍同隔世的感觉，第一次被美丽的句子所倾倒，第一次被美丽的影像所炫目，
第一次的那种新鲜感觉被太多的误读和植入，“喜欢”这种感觉究竟搔在了我们身上什么地方。秋来
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杜甫《赠李白》读这样的句子就
会令人无比地骄傲，骄傲自己的母语是汉语，而我们可以号称我们是属于这样的国度。其实揣测杜甫
相轻李白是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逻辑：文字是用来互相伤害的，什么时候言外之意会没有负面的意思
呢。记得博尔赫斯说 嘲讽 的词根就是用剑刺人，而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用剑把头砍下，这样才保险安
稳：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多么得“有用”？而仅仅这二十八个字便做到了：遗貌取神:“萧飒之
气，落拓之悲”，由摇落之姿而言李白如狂云一朵。云用来比喻是因为风更难以琢磨，云便是风雕出
的影子，你抓住云的时候，也许也终于看到了风。李白寂寞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几乎整个盛唐。可就
在盛唐这匹炫目的锦缎上，他又是多么寂寞地在开放着：他其实就是一个弄臣，一个伶人，一个被随
时把握的案头清供。他要的是安顿天下，可他又在何处安顿自己呢？在那越来越深的酒里，在那越来
越狂的诗里，终于他便不再是云，而是那无处可见的风。而杜甫，则是捕风的人。“妾拟将身嫁与一
生休。”多少情语，惊心动魄之处不过就是因为一个 无处安放 啊。“曾怀着极为天真的一份浪漫之
狂想——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李白永王之乱的时候也是五十六岁的人了，五十六年的孤单，欲
求毁之而不得之，悲夫，惨乎。李白喜欢神仙一直是被讥讽的一件事情，其实用马致远的话很好解释
：“抬头天外觑,无我一般人”。世间可悲，眼里面还能看些什么呢？千古沉哀，唯有有杜甫之山依托
，李白如云也才有荡胸而生的一席之地，叶先生讲“痛”字，讲“狂”字，每读于此，总觉得什么东
西已经不重要了，或是不存在了。“空度日”三字我想到的是田中芳树在提到《史记》里的“唯两骑
耳”，都是古战场的肃杀惨烈，都是只有失败没有胜利的辉煌和骄傲。“吾固知其世不仅无如此相知
相赏之人，抑且无如此之江湖与如此之乡野也。”以上为全文最末一句。寂寞是什么呢，寂寞便是这
世间真有知己，你却连那个境界都没有遇到。
3、缪钺讲，叶女士的学问贯通中西，我倒不这么认为。叶嘉莹讲诗词，仍然走的是传统一路，还是
在使用风骨、气韵、意境这些闪烁而含糊的名词，以及人名+形容词的简单判断句结构（像李白飘逸
而杜甫雄浑）。如果说学贯中西就是分析中古诗词是能插进几句英文单词的话，如今的中小学生要厉
害得多了。叶嘉莹的优势根本不在治学方法上，而是在其小说家般体察人物的细腻心思，就是说，她
在固有的知人论世这条路上，以其敏感和细致走得更远了些。譬如她分析杜甫赠李白的一首绝句，就
洋洋洒洒上万字，读者看到篇幅会猜想一定有来自西学训练下文章的体系、严密的逻辑，肯定大别于
传统诗话琐屑破碎的念头零星。其实呢？正好相反，这篇文章跟西方的新批评或者结构主义结构主义
的文学批评论文全无相关，她只不过将诗话这种言说方式的篇幅扯大，完整，流畅，体察细腻，但仍
然是诗话，仍然是读过后叫人对原诗拍案叫好，可掩卷而思时仍然不知道好在哪里的传统诗话。我倒
不是说西学方法比传统的好，只不过想声明，对这一代人学贯中西的评价似乎有些泛滥。学贯中西这
四个字是误导，因为既没有标志出西学的特点出来，也没有体现传统方法的优势。这种学术评价，只
说明批评者及不通西也不贯中，实在是狗屁不通。再回到原书，经叶女士这样一梳理，诗词阅读中很
多膈仄处便通畅了；这种梳理必然是借着自己的许多发明，都很有意思。大概中国历来缺少这样心思
细腻的的女学问家吧，所以传统的文学批评没走几步，就再也使不上力气了。
4、经了许多曲折，终于把河北教育版的这套“迦陵文集”迎回来，十本摆开，心情已如偶得绝佳之
句般大好。一口气读完此书，感觉迦陵之名非虚，于诗一道确有其独见之处，而又绝不造难懂之句，
反而有真情真力把逼仄处铲平，使观者即使不能全数接纳仍有豁然开朗之感。迦陵对陶杜用力确实极
实，然从本书看来，其对李义山其人其诗的了解实在已经到了幽微的境界，只恨相隔千年无缘面晤了
。自小能诵的几首诗经她一解竟有了全然不同的模样。待文集读毕再细论之。两年前迦陵曾来海大做
演讲，当时老马似乎去了，我未得机会，憾甚。“不管别人欣赏与否，知道与否，我们都要在自己的
心中遍栽翠竹，开出烂漫红桃。同时也要学会欣赏别人的翠竹与红桃⋯⋯”只能空想一下她的风姿了
⋯⋯附其此行所做《蝶恋花》一首：爱上高楼凝望眼，海阔天遥，一片沧波远。仿佛神山如有见，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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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便拟追寻遍。明月多情来枕畔，九畹滋兰，难忘芳菲愿。消息故园春意晚，花期日日心头算。
5、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出「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
。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造境」與「寫境」是分別所
謂的浪漫主義與寫實主義。細究之下，浪漫主義與寫實主義都各有其產生和發展背景，所以，想像與
寫實兩個理念，都分別被對方支持者所排拒，即使兩者不論在概念上或實際的寫作情況上，都應是並
行不悖，作者甚至往往在書寫間是駢馳而為的。朱光潛在〈想像與寫實〉（朱光潛〈想像與寫實〉，
《談文學》，上海：開明書店，1948年，頁183至191。下簡稱《談》。）一文中，與王氏持相同看法
，對兩者作陳述時，為王氏「造境」「寫境」之辨作了相當的補充，亦充份說明了兩者的辯證關係。
對作者而言，實無必要要求絕對的想像與寫實，讀者評價作品得失時，亦應如此。一是如朱氏所言，
想像不是單純的存在於幻想中，亦必建基於舊有的現實經驗作為基礎，二是極端的寫實主義以為作品
應該「忠實地保存人生經驗的本來面目」而不涉任何「主觀想像」都是子虛烏有，不過是作為作品「
流於雜亂無章」的藉口（《談》頁185至186）。事實上，作為讀者也確實無法在文學作品，去劃分想
像和寫實的比例多寡，不少佳作更往往是寫實與想像的高度結合的。杜甫〈秋興八首〉是一個好例子
。葉嘉瑩在〈從比較現代的觀點看幾首中國舊詩〉（詳見《迦陵論詩叢稿》，山東：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12月，頁69至96。下簡稱《叢稿》）一文中，曾提及杜甫〈秋興八首〉。葉氏對杜詩的讚賞
，主要在於「寫現實而同時具有意象化的特色」（《叢稿》頁85）。這個所謂「意象化」，也就是屬
於「集舊經驗加以新綜合」的「想像」範疇（《談》頁185）。杜甫一般最為人稱頌的，是其作品內容
中有很重要的寫實意義，能普遍反映當時人民生活。葉氏在記述細讀〈秋興八首〉時，羅列了不少注
家的評述，很多注解，都是從現實史地的考據去說明，如〈秋興〉第七首最後兩句：「關塞極天惟鳥
道，江湖滿地一漁翁」，葉氏對於前人對「關塞」與「鳥道」不同說法，只是輕輕繞過，而直指是杜
甫對秦蜀道路隔絕險阻，及長安難返的慨嘆。對於「江湖滿地」四字，葉氏亦沒有說出那個說法較為
可取，而視之為杜氏乘舟下峽時的現實反映，同時亦可象喻為「天下滔滔、神州沉陸」的悲慨。杜甫
在這篇作品中詩藝的成就，不但見於其用字、章法的設計，亦在於從現實生活中擷取的場面，踏實得
來，卻又能引發想像，最為人拍案，是更能充份體現出詩人心靈與現實交感無隔的一剎。這裏且不討
論是否由於傳統中國文學評論中「以人論文」的方法，以致多有「以史證詩」的評注傾向，以及這方
法的得失，但是葉氏這個陳述模式──即使不作任何考據，其內容亦是附合現實的邏輯，而這個片段
更有一個基於想像作為引申機制的象喻意義──是要突出杜詩藝術中的象喻特質，既反映文學本身，
是帶有人為的觀點或主觀情感的必然，更重要是點出這是文學以及任何藝術形式中最為重要一環，因
此，評價文學藝術的高低得失，也應該是在這個層面上去討論，而不是在於內容是否與現實相附。就
其現實上，並不是必然要作具體細節和證據的搜羅，就其想像處，又是否合乎所要達的情感。
6、之前去图书馆没借到这本书，无意看到坦子书桌上放着这本书，有幸借过来拜读。作为一名女性
，叶嘉莹对古典诗歌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领悟，从她对诗歌的论述以及赏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
特有的感性的一面，而在感性之中又流露出她严谨，理性的一面。叶先生认为，诗歌是一种感发的生
命，这种生命孕育并产生于诗人对外物的感动，传达并完成于读者的解读和被感动。她在《中国古典
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例说》中说到：“诗歌之所以异于散文，除去外表的声律之美外，更在于诗
歌特别具有一种感发的质素。诗歌是诉之于人之感情的，而不是诉之于人之知性的。”接着她又说“
《毛诗。大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歌的创作首先需要内心有所感发而觉得有所欲言，
这便是诗歌之孕育的开始。”她认为诗歌的感发作用，是最为符合诗之特点的。如果诗歌不能让人感
动，不能感动自己，也不能感动他人，则读之无味，也就很难称其为好诗。因此她最终得出结论：“
诗歌之评价，则当以其所传达出来的感发生命之浅深厚薄之质量，为品第之标准。”       这里存在一
个问题，本来作者写的是很有深意的，有韵味的，但是你对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平生，写诗的缘由和
心情不了解，则你就体会不到那种幽眇难言婉转悱恻的感受，不能与作者产生共鸣，则读不懂这样的
诗歌。叶先生所讲授的欣赏诗歌的方法，就是让你一步步地接近、走进诗歌的殿堂，让你不知不觉间
感受诗歌的美好。她在分析曹丕《燕歌行》诗中“援琴呜弦发清商”和“明月皎皎照我床”两句诗时
，从作者所传达的情意和意境出发，同时引用北方俗语“银河掉角，要穿棉袄”，由此展示了一幅秋
色图：秋风萧瑟， 草木零落， 白露为霜，候鸟南飞⋯⋯这样萧条的景色牵出思妇的怀人之情，映照
出她内心的寂寞；进而解读出“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诗中女主人公在秋日夜晚满怀相
思之情和遥望星空而倍感惆怅的独特感受 。叶先生这种独特的视角，使得她对古典诗歌的评赏独具一
格且亲切有味，能使读者与古人心灵相通，走进古人内心的世界。像这样类似的分析遍布于叶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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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又如她评李商隐《燕台四首》：“面对如此幽微窈眇的诗篇，我们所见的只是一片心灵之光影
与彩色的闪烁，一切言荃在这种光彩中都早已成为糟粕。这种在作品好象是一种在梦幻中的心灵之呓
语，原来就不属于人类理性之解说分析的范畴之内。”她用几句诗意的语言，恰好把李商隐这几首诗
的特点概括了出来。但叶先生并没有就此而止，而是进一步从意象、句法等方面对春，夏，秋，冬四
首诗进行了理性和富于逻辑性的分析。她说“关于《燕台》四诗之时，地与人，还有不少其他的猜测
。”接着她还列出“以人而言”“以地而言”“春夏秋冬之章法而言”等等数种说法，在此不一一列
举，最后分别对春夏秋冬四首诗歌进行详细论述，可见其考证之周详，论述之严谨。在最后总结的时
候她说“‘蜡烛啼红怨天曙’，义山以此一句为《燕台》四诗之总结，从章首的‘风光冉冉东西陌’
之生意的萌发，经过多少深情苦恋的向往追求，缠绵往复，最后却只落得一片啼红的临终哀怨。”义
山这种对生命对情感的感悟，也引出了叶先生对理性对真理的领悟，她说“义山这四首诗真是写尽了
宇宙间所长存的某一种长怀憾恨的心灵境界。这种境界该是只可以相类似的心灵去感触和探寻，而并
不可也不必以某一人或某一事加以拘限之解说。”最后她又以自己有感而发的一首小诗作为总结：信
有姮娥偏耐冷，休从宋玉觅微辞。千年沧海遗珠泪，未许人笺锦瑟诗。叶先生的评赏古典诗歌就不仅
具有古典诗论重视体验和感受，同时也具有细密的分析和严密的论述，避免了古典诗论因偏于感悟式
论断而缺乏理性的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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