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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

内容概要

《中国诗学(增订版)》是中国古典诗学、比较文学领域的泰斗叶维廉先生的经典代表作。十几年来，
无论在大陆还是在海外，都已成为普及性的经典读本。此书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即成为大中学
生学习、理解中国古典诗、现代诗的必读入门书、教辅读物，以及一些大学中文系的考研参考书。此
次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推出的增订版，在原版的基础上新收入了叶维廉先生的序言以及三篇最新诗论、
美学文章《空故纳万境：云山烟水与冥无的美学》、《重涉禅悟在宋代思域中的灵动神思》、《台湾
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两种文化错位的现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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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

作者简介

叶维廉  (l937—)

广东中山人，先后在中国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取得英国文学学士、硕士学位。1963年赴美，
于1964年以英文诗作获爱荷华大学美学硕士。1967年自普林斯顿大学完成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一直
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任教至今，曾任比较文学系主任凡十年，并曾协助中国台湾大学、香港
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发展比较文学。
叶氏著作四十余种。包括诗集《赋格》《愁渡》《醒之边缘》《野花的故事》《花开的声音》《松鸟
的传说》《惊驰》《三十年诗》《留不住的航渡》《移向成熟的年龄》《叶维廉诗选(杨匡汉编)》《
冰河的超越》等，批评和理论《中国诗学》《比较诗学》《历史、传释与美学》《道家美学与西方文
化》《解读现代后现代》《秩序的生长》等，散文集《一个中国的海》《欧罗巴的芦笛》《寻索 ：艺
术与人生》《红叶的追寻》《幽悠细味普罗旺斯》，画论《与当代艺术家的对话》，童诗《孩子的季
节》《树妈妈》《网一把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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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

书籍目录

　　增订版序　　古典部分　　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略论　　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　　言无言：道
家知识论　　秘响旁通：文意的派生与交相引发　　中国古典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　　严羽与宋
人诗论　　重涉禅悟在宁代思域中的灵动神思　　空故纳万境：云山烟水与冥无的美学　　传意与释
意　　与作品对话——传释学初探　　“出位之思”：媒体及超媒体的美学　　历史整体性与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之省思　　现代部分　　文化错位：中国现代诗的美学议程　　台湾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
代初两种文化错位的现代诗　　中国现代诗的语言问题　　危机文学的理路　　漏网之鱼：维廉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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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

章节摘录

　　苏东坡是中国少有的士人，他不但是个傲骨的政治家，为理想生命抗争数度流放而始终未失其道
家逍遥之心，所谓“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聊为山水行，遂此麋鹿性”，“平生寓物不留物
，在家学得忘家禅” 。他在诗文之外，在绘画，书法（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是领百代风骚、扭转风味
、品味的人物。而恰恰他同时也是王维的烟雨图和宋迪（首创《潇湘晚景图》打开亦以云山烟水为表
达主体的《潇湘八景》的传统）的诠释者。后者牵涉了比较复杂的脉络，我们先寻索前者的迹线。我
们用两段大家熟知的话开始，“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
王维吴道子画》），“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这里面有几
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王维艺术高于吴道子是因为他的自然自发不刻意无匠气。“有如仙翮谢笼樊
”，不为笔困，不为墨囚，可以说是最高境界的评价。第二个话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里面的
画是烟雨图，所以画中有诗的境界应该是王维的“山色有无中”这类感觉，王维的真迹已经看不到，
我们可以在他的诗中或苏东坡的诗中找出蛛丝马迹。第三个话题，诗是文字的建构，文字是释义的媒
介，画如何说话，能不能说话，是西方东方都需要分辨的美学问题，我曾在《出位之思:媒体及超媒体
的美学》一文中细论过，在这里，在适当的地方会再度提起。第四个话题，苏东坡与司空图的关系，
因为“象外”和“味”都出自司空图。苏东坡对云山烟水的着迷，随处可见：1、唐人王摩诘、李思
训之流，画山川峰峦，自成变态，虽萧然有出尘之姿，然颇以云物间之，作浮云杳霭与孤鸿落照，灭
没于江天之外，举世宗之。《又跋汉杰画山二首》2、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
红/长记平山堂上，猗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
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董州快哉亭赠张屋全》3、云山烟水苦难亲/野
草幽花各自春/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单同年德兴俞氏聚远楼三首》之一、江上愁心千
叠山/ 浮空积翠如云烟/山耶云耶远莫知/烟空云散山依然/但见两崖苍苍暗绝谷/中有百道飞来泉/萦林络
石隐复见/下赴谷口为奔川/川平山开林麓断/小桥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乔木外/渔舟一叶江吞天/⋯⋯君
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春风摇江天漠漠/暮云卷雨山娟娟/丹枫翻鸦伴水宿/长松落雪惊
昼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尽神仙/江山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还君此画三太息/山中故人/应
有招我《归来篇》　 《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这些段落里充满了王维的回响，“楚塞三湘接，荆
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留醉与山翁”（《汉江临泛》）事实上，在第（2）例的诗
里，“山色有无中”整句照录。意境是“旷望荡心目，澹荡动云天”（见王维《晦日游大理韦卿城南
别业》），在第（3）例的诗里，他要达至云山烟水的境界的欲求跃然于纸。王维在《渡河到清河作
》的视野也是苏东坡要印认的：泛舟大河里/ 积水穷天涯/天波忽开拆/郡邑千万家/行复见城市/宛然有
桑麻/回瞻旧乡国/淼漫连云霞王维这首诗，先是平远的旷望“积水穷天涯”，是天水一色的无尽，才
有“天波”的意象，舟进而“天波忽开拆”，再进见城市，再进“宛然有桑麻”，此时回头看旧乡国
，“淼漫连云霞”，步步如电影镜头的转换，视觉经验如身临，而“积水穷天涯”“淼漫连云霞”都
是引向玄远的冥思。我们记得苏东坡的《前赤壁赋》里泛舟不久，在一种独特状态的瞬间，能一触而
发，做无限空间的延展，使经验和感受因之被提升到某种高度、某种浓度，使我们与物冥契，使我们
仿佛神与物游：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
其所止⋯至此，我们不难想起马远、夏圭、牧溪、玉涧以至日本承接发展的水墨山水画（包括潇湘八
景的传统）所呈现的视觉展张的意味。P15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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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

媒体关注与评论

　　叶维廉是著名的诗人，又是杰出的理论家。他非常“新”，始终置身于最新的文艺思潮和理论前
沿；他又非常“旧”，毕生徜徉于中国诗学、道家美学、中国古典诗歌的领域而卓有建树。⋯⋯他的
创作冲动、对文字的敏感、作为一个诗人所有的内在的灵视，决定了他无可取代的学术研究特色。他
对中国道家美学、古典诗学、比较文学、中西比较诗学的贡献至今无人企及。　　——北京大学　乐
黛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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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

编辑推荐

　　唐诗、宋词独特的美感、韵味在哪里？应该从什么角度进行审美解读才能确保其百分之百的诗意
不会丧失？该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读视角，读后才知道，我们一直以来对唐诗宋词的误读已经使古
典诗的美感大打折扣！叶维廉对中国道家美学、古典诗学、比较文学、中西比较诗学的贡献至今无人
企及；他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评论，也是分析入微，发人思深，极富创意。作为"台湾十大诗人"之一，
叶维廉先生也是"用诗一样浓烈的情感投入中国特有的诗学、美学的寻索。"　　《中国诗学》（增订
版）分为古典部分、传意与释意、现代部分三个板块，采用的不是教科书的写法，而是用通透、空灵
、诗意之笔，超越中西的视界，揭示了中国古典诗歌、现代诗歌（包括台湾诗歌）、道家美学的奥妙
与机枢。该书将学者的严谨和缜密和作家、诗人的优雅、灵性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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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

精彩短评

1、用道家哲学来做古典诗的阐释好有意思。细思之下好多禅意。
2、不好懂，感觉自己只懂了作者翻来覆去讲的那一点。
3、里面的观点和例子重复得蛮多的
4、nothing new
5、0608
6、台湾那边的学者，多有些融汇东西的味道，底子是国学的，又有了西方的视角观照，新发明还是
有不少的。尤其是那些中西比较的章节，很能启发人：）
7、无比惊讶地意识到我最初读这本书到现在已经快有18年了。如此识货，小骄傲。
8、鞭辟入里
9、叶维廉在比较诗学和道家美学的开拓性阐释，至今仍具代表性。
10、浏览
11、如饮甘醴
12、具体论述上有可看之处，但太过重复，古典部分诸篇不外乎名教与自然，辑录成书，难免显得虚
弱单调；旧体诗的意象并置和西方诗歌的分析性，今天看来确实不新鲜，试图分出高下的做法也很可
疑，但并不应当苛责。看到现代部分时，惊觉许多问题被自己低估了。
13、中国比较文学经典？不只，更是诗学的经典。
14、看过这里关于王维的几篇论文。大二开始学习古代文学，真正写论文的时候才不知道如何上手，
上学期学了很多西方文论但是难以应用，这本书恰好有比较文学的视野
15、非常难得的精品，迄今国内学界无出其右。
16、在比较文学老师推荐的书单里，大致的翻了翻
17、叶维廉学跨中西，对两边的诗学理论都有较深研究，且自身也是创作主体，他对汉语的古典诗学
理解透彻深刻，写来条理有序，尤其在辨析古代诗词的用辞特点以及意境的镜头化上直指问题核心，
进而指认中国的审美跟它传统的哲学理念是贯穿在一起的，其倡导人是道理物性的部分而非相反。
18、我的启蒙读物。
19、秘响旁通。。道家与现象学对话
20、心情鬱結時能予我緩解的書。讀過3/13篇。
21、整体把握，知微见著，通人语
22、需要静下来细细再看。
理想的诗人应该担当起改造语言的责任，使它能适应新的感受面。
23、3.7吧。写得没想象中好，偶尔几段化简为繁的分析，后面多是炒冷菜了...
24、空无纳万境，总结得实在精彩。
25、只看懂了一小部分，说古诗的翻译那些挺有意思
26、主要介绍了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略论、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中国古典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
变、历史整体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省思等。
 
中国批评的方式：“点、悟”式的批评有赖于“机遇”，一如禅宗里公案的禅机：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
        答：春来草自青
 

27、完美
28、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没有系统，其实我倒觉得这本书逻辑非常分明，是一篇标准的论文，有理有
据。
29、六年前没读完的一本书，打算重新读⋯
30、“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31、震撼。
32、只是看过而已 很深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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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

33、同义反复太多，而真令人领受当头棒喝
34、终于他妈读完了 感觉灵魂受了洗礼 从此 我的世界只有屎和远方
35、哎~~很玄== OTL
36、高屋建瓴，具体而微，受益匪浅。
37、我有时嘴上硬，但建议还是听进心里去了，读书速度果真有所加快，有所取舍了。
38、诗意
39、必读。
40、有些见解很不错。但！太啰嗦！可能因为是论文集的原因吧，一个例子一个观点出现五六次什么
的⋯⋯
41、盐务大臣的骆队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湄走着，二嬷嬷的盲瞳里一束藻草也没有过。她只叫着一句话
：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嬉笑着把雪摇给她。
42、对道家美学开拓性的阐释现在看也很有借鉴。讨论画的那一章比高居翰的还要好，真正抓住了文
化的精要所在。前面古典部分的论述真不错，对沧浪诗话的解读和周裕锴的论文可堪对读。现代部分
对抒情传统的讨论还行，就是毕竟不是史学家，对时代背景的概述有点空。对苏轼、王维的解读很好
。最后的漏网之鱼维廉诗话有好几篇有意思，是前面某些论文的凝练。两个问题，一篇篇的论文毕竟
有点散，作为一整本书，各个部分间的呼应不太是紧密；他常常以自己的诗为例子来解读，我总觉得
并不如他自己解读的那么好，应该不是我的判断有问题。
43、2011年买的，2014年才开始看，时过境迁，已经没有耐心看理论性这么强的书了。就看过的部分
而言，这是我目前所知最好的中西文论结合/对比的书
44、好多不认识的外语！好久不写书评了，看着师弟、妹们的文字，觉得自己好幸福。不过还有论文
要做，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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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

精彩书评

1、作为一个诗人，来解读中国古典诗歌，的确有许多精辟入里的见解。对于中国诗歌的美学追求和
起源，有很深刻和清晰地解读。只是由于诗人自己太了解也太沉醉在这些特点中了，全书只是相当于
一篇篇的读后感，没有系统，对于他所批评的那些诗论，并不能做出有力量的批驳辩解。他尊崇道家
美学，言无言，自己也没螚翻越这篱障，故文中感悟式的说法多一些！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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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

章节试读

1、《中国诗学》的笔记-第353页

        现代诗有许多奇诡险绝之句，其中以洛夫的《石室之死亡》最多惊人处：
我以目光扫过那座石壁
上面即凿成两道血槽
这两句有诗鬼李贺的感觉。
凄凄古血生铜花

2、《中国诗学》的笔记-中国古典诗的传释

        第二章思维导图

3、《中国诗学》的笔记-第22页

        “空外”（镜头向上）“一鸷鸟”（镜头拉近鸟），“河间”（镜头向下）“双白鸥”（镜头拉
近白鸥）
“大漠”（横阔开展的镜头）“孤烟”（集中在无垠中一点一线）“直”（雕塑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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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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