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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收录了有关扬州文化的研究性论文21篇，以类相从，主要分为八个部分：清代扬州学派研究
、文选学研究、维扬艺文、邗城史探、扬州名人、书评、广陵琴派研究、典籍选刊等。文章学术性与
普及性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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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两书所收都可以看出，当时人们为了探索和寻求合宜的篇幅，几乎逢双的句数都有试验，而这
种试验又集中在三十句、特别是二十句以内。这种探索和寻求从时代来讲，又主要集中在南朝，特别
是齐梁时代，这从《玉台新咏》所收能更清楚地看出。应当说，《文选》也比较重视对于二十句以内
的较短诗篇的收录，但在收录时似乎并未特别关注齐梁时代，不仅没有四句、六句诗，八句以上、二
十句以下诗也并不是齐梁时代最多，魏及西晋时代反而更显突出。也许，魏及西晋诗人已经在探索写
作短诗的好处，但他们探索的动机显然会与南朝人有所不同，南朝人应主要是从方便运用声律的角度
来进行探索的。二十二句、二十四句、二十六句、三十二句这些较长篇幅的诗作，《文选》所收反以
刘宋诗人为多。而《玉台新咏》所收，短诗则突出地集中在齐梁时代，清楚地反映出了诗坛风气和诗
人们审美趋向的变化。从表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诗歌不仅是在逐渐地由长变短，而且已逐渐趋于定型
，其中以八句式为最多，次为四句式，再次为十句式，这三种句式成为当时新体诗最主要的体式。为
后来近体诗的登台作了重要的奠基工作。　　还值得一提的是，《玉台新咏》第十卷所收全为五言四
句的短诗，共185首。作品产生年代除古绝句四首、贾充三首外，均为东晋南朝的作品，主要是南朝时
期的作品。有的作者作品人选颇多，如梁武帝人选32首，萧纲入选26首，江洪、萧子显都人选7首。其
中不乏语言清新、音调谐和、情致隽永的佳作，如谢眺人选的《玉阶怨》、《金谷聚》、《王孙游》
、《同王主簿有所思》四首，就首首都是精品。这些短诗实为唐人五绝的先导，古绝句四首还直以“
绝句”标题，吴均的四首也名之日“杂绝句”。不少诗就是与唐人绝句相比也并不逊色，沈德潜在评
谢胱《玉阶怨》时就说：“竟是唐人绝句，在唐人中为最上者。”《玉台新咏》将这些作品单独成卷.
显示了编者敏锐的眼光和自觉的意识.他显然看到了这种新兴诗体所具有的独立的体格，所具有的旺盛
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而大胆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三专选“小诗”
，卷前小序云：“小诗之则，盛于唐人，非唐人之独造也。汉晋以来所可传者。迄于陈、隋，亦云富
矣。世或谓之‘绝句’。绝者，谓造句极简，必造其绝云尔。”可见王夫之专列一卷选汉魏六朝时代
的小诗，是因为他充分看到了这些小诗的特点和价值。而《玉台新咏》专列一卷收录小诗的做法。实
早早地为王夫之开出了先河。而且所选数量远远超过了王夫之（王夫之仅选了72首，另有七言小诗6首
），所选也主要是南朝、特别是齐梁时期的作品。如与《文选》相比，这种做法自然显得更加别具一
格。据俞绍初《昭明太子集校注》，萧统现存诗27首，其中有五言四句诗4首，五言六句诗3首，五言
八句诗5首，加起来一共12首，几乎占到全部诗作的一半，说明萧统并不拒绝短诗，甚至可以说抱着相
当欢迎、肯定的态度。但在《文选》中他却只选了少量的五言八句诗，五言四句、五言六句诗一首未
选（诗作入选较多的谢灵运、沈约、谢胱等人也不例外），这说明萧统对短诗所抱的态度是相当审慎
、持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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