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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品全译》

前言

　　自东汉末至六朝.是我国文学的觉醒时期，亦为人的觉醒时期。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开始从文化
学术中脱胎出来，逐渐争得独立地位；这时期的人也朦胧地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地位。相传出现
于汉末的（古诗十九首），其中的某些诗句，已隐隐约约地透露出若干信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
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人
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长苦辛。”“人生非金石，岂能
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生命的宝贵，爱情的难得，地位的重要，享受的急需等种种人
的欲望，已从混沌状态中萌生出来，并大量反映在文学作品之中。面对这样一些诗句，以往的评论总
是从消极人生观方面加以谴责，而没有看到积极的人性呼唤，人性受到环境压制下的呼唤。没有人的
觉醒并与之相应的文学作品的问世，便不会有自觉的文学批评著作的出现。　　人的觉醒的一个突出
标帜，是对人的个性、才具、学问、品貌的认识和重视。流行于汉末延续到两晋的品评人物的风气，
就是最好的说明。例如：“天下和雍郭林宗”，“五经无双许叔重”，“问事不休贾长头”，“居今
行古任定祖”。《世说新语·德行》称郭林宗评黄叔度云：“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不清，扰之
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该书《赏誉》云：“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公孙度目邴原
，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容止》云：“时人目夏侯泰初，朗朗如日月之人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嵇康身长
七尺八寸，风姿特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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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品全译》

内容概要

《诗品》，亦名《诗评》，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五言诗的理论批评专著，也是我国诗话的开山祖。
全书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为诗歌理论；另一部分为诗歌批评。就诗歌理论来说，涉及到这样几
个方面：第一，诗歌的产生和功用；第二，五言诗发展史；第三，滋味说；第四，用典和声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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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诗品》的作者为梁代钟嵘。钟嵘生于公元468年，卒于公元518年，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
县）人，晋侍中钟雅七世孙，从祖钟宪，任南齐正员郎，父亲钟蹈为齐中军参军。钟嵘幼而好学，师
从齐永明卫将军王俭，因“有思理”．“明《周易》”，举为本州秀才。历任南康王侍郎、抚军行参
军、司徒行参军等职。衡阳王萧元简出任会稽太守，引为记室，专掌文书典籍，后又任晋安王、西中
郎萧纲记室，故世有钟记室之称。《梁书》《南吏》均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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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诗品卷上　　古诗　　【题解】　　古诗，是南北朝时代的文论家对两汉以来无名氏五言诗的概
称。梁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
采而推，两汉之作乎?”钟嵘《诗品序》认为：“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
衰周之倡也。”梁萧统编纂《昭明文选》，选定十九首古诗，编为一组，始有《古诗十九首》之名称
。陈代徐陵编《玉台新咏》一书，首列《古诗八首》，另有枚乘《杂诗》九首，篇目大同小异，而又
互有出入。可以推想，当时流传的古诗为数尚多，各家择其善者编次入书。关于古诗的内容，清沈德
潜在《古诗源》中说：“大率逐臣弃妇，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反复低回，抑
扬不尽，使读者悲感无端，油然善入。”《古诗十九首》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成就上，都
堪称为古诗的代表作。　　【原文】　　其体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
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
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桔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　　
注释　　其体源出于国风：“《诗经》三百，若以体裁分，则可分为风、雅、颂三类。风，即国风，
共有十五国风。国风中的绝大多数诗篇来自民间，故其诗自然，朴实，富有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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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比周振甫先生的《诗品译注》要好
　　  注释准确，译文流畅。
　　  粗看一遍，发现正文多次出现把“创作”印成“刨作”的印刷错误，显然是由于责编校对不精
，除此之外似乎没什么大的毛病。
　　  总之，瑕不掩瑜，书的质量比中华书局出的《诗品译注》要高，尤其是译文质量非常高。
　　
2、嘿嘿，的确，很多地方简直一塌糊涂
    兔子说了我心里想说又没有说的话
    其实，我还是很推崇周先生的.......
3、太好了解以前不知道这本书，看了书的名字和说明才下决心购，到手之后便打开研读。作者是钟
嵘，南北朝时人士，入仕南朝梁。诗品》，亦名《诗评》，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五言诗的理论批评
专著，也是我国诗话的开山祖。全书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为诗歌理论；另一部分为诗歌批评。
好书！古代文献，收藏！
4、版本并不太好，但是魏晋时期的五言真是风雅极了。
5、曹子建、刘公干、王仲宣诗为上品，毫无异议，阅完方知“建安七子”非以诗闻名于世。然陶渊
明诗归于中品，不能释怀。曹孟德只算下品，亦是疑问。
6、三星半。注释采摭颇多，尚可。偶尔小错。如序：“子卿双凫”，子卿当作少卿，参见车柱环考
证，钱钟书先生《管锥编》（1445-1446）之论不可取。又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当为“文多
凄怆，怨者之流”。又曹植“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被”当从《御览》作“备”，兼、备对言。
又陆机“尚规矩，不贵绮错”，“不”字当系衍文。又注左思”文典以怨“，“怨”读为蕴，非。《
诗品》重哀怨之作。序中所谓“离群托诗以怨”、“诗可以怨”是也，文中论古诗十九首，意悲而远
，虽多哀怨，颇为总杂，论李陵诗，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论班婕妤诗“怨深文绮”，均可为证。
7、周振甫的《诗经译注》完全是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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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比周振甫先生的《诗品译注》要好注释准确，译文流畅。粗看一遍，发现正文多次出现把“创作
”印成“刨作”的印刷错误，显然是由于责编校对不精，除此之外似乎没什么大的毛病。总之，瑕不
掩瑜，书的质量比中华书局出的《诗品译注》要高，尤其是译文质量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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