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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考索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前言

百年武汉大学，走过的是学术传承、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辉煌路程；世纪珞珈山水，承沐的是学者
大师们学术风范、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的润泽。在武汉大学发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学者和学术
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们在学术上精品、上品纷呈，有的在继承传统中开创
新论，有的集众家之说而独成一派，也有的学贯中西而独领风骚，还有的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开学
术学科先河。所有这些，构成了武汉大学百年学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学术底蕴。武汉大学历年累积的
学术精品、上品，不仅凸现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风范，而且也
丰富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不仅深刻反映了武汉大学有过
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从多方面映现了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
然科学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高等学府，自当以学者为敬，以学术为尊，以学风为重；自当
在尊重不同学术成就中增进学术繁荣，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中提升学术品质。为此，我们纵览武汉大
学百年学术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华，结集出版，是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根深叶茂，实大
声洪。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这是董必武同志1963年11月为武汉大学校庆题写的诗句，长期以来为
武汉大学师生传颂。我们以此诗句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的封面题词，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留存的那
些泽被当时、惠及后人的学术精品、上品，能在现时代得到更为广泛的发扬和传承；实是希望《武汉
大学百年名典》这一恢宏的出版工程，能为中华优秀文化的积累和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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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考索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内容概要

《古诗考索: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由著名文史学家程千帆先生的代表作《古诗考索》与《唐代进士行
卷与文学》合刊而成。《古诗考索》收录了程千帆先生关于古典诗歌研究的三十二篇代表性文章，按
照写作时间、行文体式的不同，分为上、下两辑。《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全面考察了唐代行卷之风
的由来、具体内容以及对唐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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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考索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作者简介

程千帆（1913—2000），原名逢会，字伯吴，四十以后，别号闲堂。“千帆”是其曾用过的许多笔名
之一。湖南宁乡人，文史学家、教育家，九三学社社员。著有《校雠广义》、《史通笺记》、《文论
十笺》、《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两宋文学史》、《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闲堂文薮》、《古
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古诗精选》、《读宋诗随笔》等。他也是一位诗人，存世作品有
《闲堂诗文合钞》、《新诗少作》，其中五言、七言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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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先生更引申说，这是诗人显示“面对无穷宇宙，深切感受到的是自己青春的短促和生命的有限。它
是走向成熟期的青少年时代对人生、宇宙的初醒觉的‘自我意识’：对广大世界、自然美景和自身存
在的深切感受和珍视，对自身存在的有限性的无可奈何的感伤、惆怅和留恋”。这都是一些微至之谈
，但从我们所研究的角度来说，诗人之所以能够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表现得如此的完美，正因为他以似
乎是凝固的、永恒的、超时间的月和不断在时间中变化的自然界的新陈代谢、人事上的离合悲欢进行
了对比；用闻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月的无限、无情、永恒与其他种种的有限、有情、短暂对比，月代
表永恒，是一，其他均属短暂，是多。一始终是控制着、笼罩着多，这就使诗人不能不产生所谓无可
奈何之感了。《春江花月夜》中的月代表着凝固的时间，而李白《峨眉山月歌》中的月则代表着具体
的空间。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王世贞在《艺
苑卮言》卷四中说：“此是太白佳境，然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使后人
为之，不胜痕迹矣。益见此老炉锤之妙。”而沈德潜在《唐诗别裁》卷二十中则认为：“月在清溪、
三峡之间，半轮亦不复见矣。‘君’字即指月。”沈德潜这个解释，乍看似乎有清代常州派说词的所
谓“作者何必然，读者何必不然”①之嫌，但我们熟玩全诗，这个“君”字如果不照沈德潜的解释，
实在也没有着落，因此我们还是同意沈的见解。李白的构思是在以孤悬空中的月与自己所要随着江水
东下而经过的许多地方对比，来展现自己乘流而下的轻快心情。正因为他所经过的地方有的可以看到
月光，有的则看不到，或现或隐，并不单调，所以才不显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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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为之而买的那部分年前用几个睡前的时间翻完了。再次强调文史不可偏废and程先生学问态度之审
慎。
2、老一辈的学者，扎实的基本功，总让后辈望尘莫及。
3、批评与考据结合的方法。
4、作者很用心的一本书～
5、可为论文写作之法式，可为专著写作之样本。
以简驭繁，精义纷呈，反复读之，可悟学问之本。
6、我就是由于受到程夫子《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响，才走上古典文学的道路的
7、功力深厚，时见绮思。
8、初读马列一系列以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其实任谁用理论套都很难副。读到后面才觉得不错，将
文献分析和诗论结合起来对中国传统诗学进行现代阐释确实很精彩，貌似叶嘉莹也是用的这个套路。
9、还不错，做学术参考价值比较高，一般的看，也需要静下心来吧。当收藏了，就是包装不太好，
书角破了，郁闷
10、今天的学者写书，多半是为了追求和实现名利欲望，这样的写书过程，恐怕很累、很痛苦。程千
帆先生做了十八年右派，“劳动改造”之余，仍然不辍读书和写作，对他自己来说，当时没有什么名
利可以追求，不过是在近乎绝望的环境中给自己解闷罢了，这是给自己排解痛苦的研究和写作。阅读
的时候总是在想：究竟什么才是学术呢？是要给自己、给别人创造幸福呢，还是制造麻烦和痛苦？
11、行卷写得还蛮有意思，小专著，但总觉得篇幅可以更大一些。古诗考索就真的是悲伤感充溢。所
谓文献学与文艺学的结合，谁都无法否认作者在文献学方面的深厚功底，但文艺学只有马克思主义美
学，这未免也太贫弱而僵硬。纯以批评而言，也有几篇是生拉硬扯。然而考据功底实在太强，遥不可
及。
12、哦让书单的进度快一点吧（渺小的愿望）
13、莫砺锋老师研究生课的素材
14、有趣的研究
15、好书！就是没时间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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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程千帆先生《古诗考索》乃程先生平生诗学论文和笔记的精选。既然是单篇论文的集结，自然不
必强行从中归纳出程先生一以贯之的“诗学思想”。如果一定要归纳，那么程先生所提倡的治古代文
学应该“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据莫砺锋先生所述）也许能够体现出本书的一个重要的侧面。下
面不妨现就这两点来看看《古诗考索》中程先生所撰论文。从之前读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到《
古诗考索》中的文章，有一个很鲜明的印象：程先生非常注重对于文献材料的搜集和整理，但同时，
不论是《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还是《古诗考索》中的很多篇章，都有明显的没有直接文献材料支撑
的“推测性质结论”。其实，这正是那一带学人的“不得已”。他们虽然有着远远超过今人的文献意
识和对于基础文献的记忆基础，但不得不承认，由于时代所限，对于材料的搜集相较于今天互联网和
电子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依然有太多不便。只是现在很多学者却极少有着程先生这种文献功底和文
献意识，令人唏嘘。我想，文献意识、文献功底和当代电子技术的结合，是身处当代治古典文学的唯
一选择。而对于“文艺学”方面，程先生虽然很努力地学习、接受、尝试运用新的文学理论，但依然
由于时代的限制，除了古典文学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以外，程先生几乎很难再有其他的理论利器。
而对于马克思文学理论的运用，对于这位旧学功力深厚的大师来说，在今天开来，的确显出一种令人
尴尬的状况。尤以《读冯至先生&lt;杜甫传&gt;》最为明显。我并不是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如孙老师对于辩证法的运用是相当灵活和精彩的），只是想说，程先生在运用马列文论的时候，其水
准相较于其考证、辨析的功力，相较甚远。想来应该是由于旧学之功底是在程先生学习和治学以来一
以贯之的，而马克思主义文论于程先生而言是后来“嫁接”的，因此似乎有些“先天不足”。我猜测
，莫砺锋先生正是看到了他老师在这方面的缺陷，所以在其后的治学中，他应该是有意识地继承了程
先生文献学方面的教导，而对于文艺学，尤其是西方文论，采取的是大部分否定的态度。（虽然莫先
生也有运用西方文论的尝试，但那些也仅仅只是尝试，而未能成为莫先生治学之旨归）但不得不说，
《古诗考索》中还是有好几篇文章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如《古典诗歌描写与
结构中的一与多》、《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张若虚&lt;春江花月夜&gt;的被
理解和被误解》、《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李颀&lt;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gt;
诗题校释》、《从唐温如&lt;题龙阳县青草湖&gt;看诗人的独创性》，这些文章所提供的研究方法各不
相同，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力量，应该反复精读，作为自己写作之典范
。201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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