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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画外话唐诗》

前言

胡克夫    《走进国学·现代释读》丛书，是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和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共同策划、分
门别类组织编写和出版的国学读本系列丛书。首先与读者朋友们见面的是《画里画外话诗经》、《画
里画外话楚辞》、《画里画外话唐诗》、《画里画外话宋词》。    丛书编写宗旨，力求在继承和弘扬
中国传统注释学理论及方法、话语规则与书写经验的基础上，以现代文化和学术视角以及个性化的话
语解构方式，对国学经典文本加以现代释读，以最宽泛的自由度去阐释国学经典文本所含有的特定写
作背景、文本风格，思想和美学、文化意义指向，社会历史及其逻辑意义指向，最大限度地凸显国学
经典的时代文化语境；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面向读者对国学经典的个性化、细分化、精致化的阅读
需求，致力于创造一种有别于传统的全新话语阅读体验。    人类文化中所谓的经典之独特意义就在于
它是人类精神生活与艺术经验恒久表现力、创造力和永动生命力的再现，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明主体
意识、文化主体意识和民族精神主体意识，故在任何一个文化系统中都具有绝对的崇高地位，也是这
个文化系统得以传承、演变、发展和兴旺的根基与源流。古往今来，代有兴废。每一个时代的文化和
思想都要随着时代的前行而不断发展，不断变化，并对经典生发出不同以往的富含新的时代思想意义
和时代文化内涵的释义。    国学乃中华文化之传统，之典范，之学问，其主体可概括为经、史、子、
集，或曰“六艺之学”。然而，国学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文化开放系统，乃为包罗至广的中国历史上传
统文化的通称。其主要特点是可分为章句之学与义理之学，所谓章句之学，是指一章一句一字地读懂
典籍，亦称“考据之学”或“训诂之学”；所谓义理之学，是指“由训诂而推求义理”，“执义理而
后能考核”，旨在探求典籍所蕴含的大义和道理，亦称“大道之学”。前者古人称之为“小学”，后
者古人称之为“大学”，二者共同构成中国传统学问之根基。由此可知，了解国学须从整体上把握其
精神，精心考证，细心体悟，深入研究，精确分析，才能避免断章取义，曲解本意，以达至确切无疑
的阐释和论述。因而，所谓现代释读即是把前人对典籍的考证、研究分析与推理阐释，经过消化、理
解和吸收之后，从中抽绎引出现代语言学词义和现代解释学释义及其独有的文化意义，以避免对经典
文本形成某些误解误读或过度阐释。在这样一种理念下的国学经典现代释读，其主旨是引导读者回归
对经典文本的多读、细读、精读，激发起阅读国学经典的兴趣及个性化的体验和体悟：一则可以无间
距地深刻感受古代典籍文章和诗词曲赋的思想、文体、气韵、风致、文华，陶冶情趣，涵养品行，如
孔子所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则掩卷沉思，如见良师益友，学有所得，如孔子所云：“好
古，敏以求之者也。”一则多读、细读、精读经典，人生视野和眼界自然而然开阔，彻悟澄明，如苟
子所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跛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    “河水洋
洋，北流活活。”（《诗经·卫风·硕人》）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浩浩汤汤。人类文明社会未来历史
的走向完全取决于文化，也只有文化可以决定和改变世界。展望未来，21世纪是中国走向民族伟大复
兴和成为世界现代化强国、建设美丽中国的新纪元，中国博大精深的国学早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
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最佳门径，也是中国人以更加开放的文化心态和自信走
向无比广阔的世界文明舞台，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力量源泉。因而，将国学经典从学术殿堂、
从象牙塔书斋中请出来，带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走进每位读者的视线和书案，实现国学的普及化
、大众化，人人读之习之，善化世风，寄托心灵，于无形中化为我们这个现代民主、文明、和谐社会
人文终极关怀的福祉。如是善哉，功莫大焉！    在丛书出版之际，衷心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领导对编
写和出版这套丛书的全力倾心支持，尤为感谢这套丛书的总策划和总编审、对外合作编辑室主任袁淑
萍女士，以及蒋海燕、马海霞、王福仓、赵磊、高群英、刘书芳、姬璐璐、赵菲等编辑，丛书封面和
版式设计徐占博先生，丛书营销策划符向阳先生、李晨女士。    先哲有言，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至
德至刚，至美至纯。漫步国学经典书林，愿人人走进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国学经典世界——轻展书
卷，静心品读《走进国学·现代释读》丛书，一同畅游人文历史阅读之旅，心灵智慧美学之旅，精神
家园环游之旅⋯⋯    衷心希望这套丛书成为每位读者朋友的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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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画外话唐诗》

内容概要

胡克夫编著的《画里画外话唐诗》精选28首唐诗，进行现代解读，挖掘诗歌里蕴藏的最纯真、最原初
的情感，引起读者的共鸣和心灵感动。对于现代社会人的情感缺失给予诗化的真善美疏导，回归人的
情感的真与善与美。《画里画外话唐诗》主题以解读人生社会的真情实感为主，各篇或以情取胜，或
以情说理，或以情见长，在总体上凸显大善大美，在思想性上以小见大，以小见真，弘扬中华文化传
统美德，回归中华文化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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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画外话唐诗》

作者简介

胡克夫，1954年生，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燕赵文化》丛书编辑部主任，河
北省茶文化学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河北省文史资料
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近、当代史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燕赵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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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画外话唐诗》

书籍目录

于易水送人一绝  骆宾王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王勃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杜审言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春江
花月夜  张若虚次北固山下  王湾送梁六白洞庭山  张说望月怀远  张九龄凉州词  王之涣与诸子登岘首  
孟浩然出寒二首·其一  王昌龄竹里馆  王维黄鹤楼  崔颢琴歌  李颀赠汪伦  李白桃花溪  张旭别董大二
首·其一  高適江南曲四首·其三  储光羲饯别王十一南游  刘长卿春望  杜甫望夫石  王建竹枝词二首·
其一  刘禹锡赋得古原草送别  白居易江雪  柳宗元题金陵渡  张祜谢亭送别  许浑泊秦淮  杜牧夜雨寄北  
李商隐

Page 5



《画里画外话唐诗》

章节摘录

东汉末、三国时期，骆氏家族曾出了盛名一时的文臣武将和志行俊士骆俊、骆统、骆秀一门祖孙三人
，此后代有才人。在骆宾王出生之前，骆氏家族虽已衰落，然诗书传家。骆宾王七岁即景作《咏鹅》
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一时被乡间誉为神童，《咏鹅》诗传
诵至今。    骆宾王因从军和任低级官员，曾游历幽燕、蜀中及西北、东南各地，所以平生志向、诗歌
创作和生活道路与那些宫廷诗人不同，在文学创作上革新初唐浮靡诗风，在政治上亦颇有抱负，但一
生怀才不遇，故其诗多为哀怨之作。孔子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
阳货》）诗可以怨，即言诗可以批评、指责执政得失，抒发对苛政之怨。骆宾王任侍御史时，因上疏
触忤武则天，“以贡疏被愆”而下狱，写下那首千古名篇《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那
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后来，骆宾王遇赦
，被贬为临海丞。    唐中宗李显嗣圣元年（684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引矢志弃官的骆
宾王做府属，军中书檄皆出其手。徐敬业兵败后，骆宾王被杀（一说逃亡为僧）。武则天见到骆宾王
所书《代李敬业讨武氏檄》中云：“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
志安社稷⋯⋯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惋惜骆宾王才高志远，不为己用，曾有“宰相因
何失如此之人”的喟叹。    骆宾王年轻时即以擅长诗文著名，其诗歌创作长于七言歌行，《帝京篇》
当时以为绝唱。其所作七言“缀锦贯珠，汪洋恣肆”，多为悲愤之作，“五言气象雄杰，构思精沉”
（吴之器《骆丞列传》）。唐中宗时，诏求其文，得数百篇，编为十卷，其诗幸得流传。    读唐诗，
贵在“体悟”唐诗之意境上下工夫。《于易水送人一绝》（明清间江西临川人王相选注《新镌五言千
家诗》题为《易水送别》），音调雄浑，开有唐一代送别诗之新风。诗题为“送人”，全诗却未见叙
离别的情景，而是借天下尽知的战国末易水河畔曾演绎的那幕慷慨悲歌、名灼千古的历史活剧，曲折
地抒发了诗人对武则天统治不满的激愤情绪。司马迁《史记·荆轲列传》载，战国末，使荆轲刺秦王
政的燕太子丹等着白衣冠与荆轲送别于易水边，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
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慷慨激昂，“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
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清人毛先舒《诗辩坻》评说此诗：“临海《易水送别》借轲、丹事，用一
‘别’字映出题面，余作凭吊，而神理已足。二十字中而游刃如此，何等高笔！”    诗人笔下所摹写
的正是与他相隔九百年前的感天动地的那一刻，燕太子丹等与荆轲在易水河畔壮别的场景。在诗人的
心中，荆轲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化身，他咏荆轲，正像西汉文学家贾谊凭吊屈原一样，是借古咏今，以
见己志，一舒积于胸中的郁郁不平之气。诗人不容于当朝者，反被诬而下狱。当他身临易水河畔送别
友人时，深切感受到“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的荆轲所怀的不成功、便成仁的誓死决心，恨自己
生不逢“燕丹”——明君，故与友人以“壮士发冲冠”互致心中的期许，欲仿效荆轲刺秦王力图挽救
秦一扫六合之势，以必死之心来对抗武则天的专制擅权，志安社稷，杀身以成仁——铸就大丈夫的千
秋伟业。    王相《新镌五言千家诗笺注·易水送别》注曰：“宾王于此地别友，感荆轲之事而咏之。
日昔年荆轲曾于此地与燕太子别也，慷慨悲歌，其发上冲，直指于冠矣。此人已没，此水至今犹寒。
千秋英烈之气，犹可见也。”此评说可谓字字一针见血。    据说，武则天见到骆宾王的《代李敬业讨
武氏檄》，曾想将他留为己用，可当她看到骆宾王的《易水送别》诗，则知骆宾王已抱必死之心。想
那武则天也是一代女中豪杰，擅长宫中权术，却无奈骆宾王宁死不屈的人生选择。    当年骆宾王在易
水送别的友人，其生平事迹无考。由骆宾王的身世生平和当时的社会情境推想，很可能是一位侠友。
唐诗人钱起《逢侠者》诗云：“燕赵悲歌士，相逢剧孟家。寸心不尽言，前路日将邪。”《千家诗》
注曰：“燕赵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如荆轲、聂政之流，至唐犹盛也。起路逢剑侠之士，因作诗以赠之
。”可为佐证。    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送别的这一刻，也许就标志着将是一生的永别——诗人以
“壮士发冲冠”自诩，慷慨激怀。放眼天下，只有骆宾王与那位侠友，才有如此这般义重如山的友情
；剑指环宇，只有肝胆相照、相知似海的知己，才能达至“壮士愤兮绝天维，北斗戾兮太山夷”（宋
玉《大言赋》）——这样的激昂壮别的境界。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如此一别，何等悲壮
，肝断魂绝。一吟，双泪流！再吟，断人肠！    ——离别，终了是痛苦的。空有凌云之志的诗人骆宾
王情不自禁悲天低吟：“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铮铮铁骨男儿纵然于此时多了几丝柔情，不过
，已悄悄置换了诗歌话语的叙事空间。骆宾王曾随薛仁贵出征边塞，又游宦蜀地多年。自云：“夫在
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有不得尽言，言有不得尽意。”（《夏日游德州赠高四并序》）曾作《送郑少
府入辽共赋侠客远从戎》：“边烽警榆塞，侠客度桑乾。柳叶开银镝，桃花照玉鞍。满月临弓影，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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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画外话唐诗》

星人剑端。不学燕丹客，空歌易水寒。”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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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画里画外话唐诗》是古典诗词爱好者了解、熟悉古典诗词艺术源流及演变的有益读本，而且每
首诗词选篇注释和释读均可直接用于古典诗词课堂教学实践。文笔优美，图文并茂，装帧精美，充分
展现古典诗词内容与形式完美、经典的永恒魅力。    作者胡克夫精选唐诗中涉及真情、亲情、友情、
爱情、恩情、田园山水情的经典篇目，对文本的注释包含诗人、词者小传，词语和特殊名词注释，生
僻字词注音或读音。作者在对文本注释的基础上，吸收学术研究成果，以现代诠释与解读来挖掘诗词
文本中所蕴涵的最原初、纯真的情感和艺术表现力，以诗化的心灵散步方式引发读者产生审美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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