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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讲唐代诗文》

内容概要

本书卖点：
启功书画成就斐然，但其主业是文史。本书是启功先生讲唐代诗文的讲稿，深入浅出，言约意丰。书
中对唐诗和唐代文学的讲述，以时间为线，以人物为纬基于作品的特点来品鉴诗人，提出了很多精辟
而独到的观点，对于专业研究者很有启发。
书中插配了一些唐诗诗图和对应的唐诗。讲稿中提到的一些知识点或减省的诗词有相关链接，有助于
普通读者更好地领略讲稿的内容。
书前有10面启功先生手书的讲课提纲的彩插，既可具象地见到提纲的内容，也能一窥启功先生书法的
风采。
内容提要：
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代文学空前繁荣。而唐代诗歌作为唐代文学的代表，题材广泛，数量巨大，风格
多样，其成就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启功先生概述了唐代诗文的成就并略论了初唐、盛
唐、晚唐诗歌的特色，并从李白、杜甫等诗人的作品特点出发品评立论。语句精辟、观点独到，深入
浅出，对于专业研究者和一般读者都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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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唐代诗文概述第二讲：初唐、盛唐诗歌略论第三讲：李白和杜甫第四讲：丰富多彩的中晚唐
诗歌第五讲：唐代的民间文学附录一：启功讲唐代诗文附录二：启功论唐诗绝句（八首）整理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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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唐代诗文概述　　一、 如何研究唐代文学　　在具体讲唐代诗文之前，先要谈一谈如何
进一步研究唐代文学的问题。我的想法是：　　第一，现行的几种古代文学史教材有一定的局限，因
此虽不可不读，也不可“太”读。只读这些个教材，不看那些作家的全部作品是不行的。我们要真正
了解一个时代，了解作家及流派，要读文学史教材以外的东西，才能大有所为。　　第二，要居高临
下，不要被某些人的议论所吓住。研究作家作品，要总的来看这个作家在这个时代起了什么作用？和
前代、后代发生什么关系？“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不看六朝诗、宋元诗，就没法评论唐诗，例如“
初唐四杰”在诗歌史上的地位。　　第三，“时代背景”与文学艺术的成就非常有关，但究竟是怎么
一个关系？背景上一些事情并非当时所能奏效、就会有所反映的。有些非经过一段“消化”才能反映
出来。现在所编的文学史（教材）很容易处理不好题材所反映的背景与当时的消化程度的关系。　　
第四，题材的反映是当时的，而艺术成就、艺术手法却不是当时即能奏效的。这是一个施肥、开花、
结果的关系，结果了，而土壤中的肥料已经看不见了。杜甫反映安史之乱的诗篇大家称“诗史”，但
杜甫能写出这样的诗来是汉魏六朝、初唐给了他一次又一次的肥料，他一次又一次地消化。决非安、
史一乱，杜甫就写（得出来）。　　第五，一个段落、一个时期的文学，有一个时代的风格问题。但
“段落”可能不宜“一刀两断”。尤其是唐代文学，不宜截然来分什么“初唐”、“盛唐”。初、盛
、中、晚，是封建王朝政治上的盛衰，与文学有关，但绝非“同步”，关系是复杂的。“盛”时，并
不见得那些人（作家）立刻就可以写出来。一个动荡、祸害的时期，当时反映出来较容易些，所谓“
穷而后工”；而和平、舒适的生活，则不容易写出好东西来。所以李、杜写安史之乱相对容易。　　
但是艺术手法的发展则需要积累的过程。五代、隋末动乱平息了，唐统一了天下，而初唐人文化教养
的成就却是隋统一的功劳。故盛唐的李、杜是隋+初唐酝酿出来的。盛唐的浇灌则反而使晚唐的人得
到好处。白居易、韩愈都是明显的例子。韩愈诗所反映的情况正是唐代二次统一后的大气魄，从某种
角度来看，他的诗比他的文还要高明。当时有韩诗那样成就的作家有几个？白居易的诗能做到“老妪
能解”，也是经过了多少过滤、沉淀，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把《元氏长庆集》和《白氏长庆集》一
比较，前者混杂如一锅杂米粥，什么都有；后者则如滤清之糖水，绝少渣滓。正如民间曲艺艺人“皮
儿厚、皮儿薄”之行话——皮儿薄则一听就明白，反之就隔了一层乃至多层了。　　杜甫的《三吏》
、《三别》等写愁苦之事与情，很动人；写高兴的只有一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因为表达了一种
希望，故充满了欢愉之辞。而韩愈、白居易也有不少是反映实际生活的。过去的批评家轻视中、晚唐
文学，我以为是不对的。晚唐诗写得非常细腻，如赵嘏、许浑、司空图，诗的“精密度”已达到了很
高成就，这正是安史之乱后再度一统开出来的花。故而我说初、盛、中、晚的“段落”不宜死板地看
。　　我曾写有一条笔记：“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
后诗是仿出来的。”嚷者，声宏实大，出于无心；想者，熟虑深思，行笔有忌。而晚唐的许多诗也已
经经过了周密思虑，如赵嘏的诗句：“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两句诗的最后三个字的
平仄为两仄夹一平（∣―∣）和两平夹一仄（―∣―），即在熟练的律诗基础上来了一联常用的拗句
。又如许浑的诗句：“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两句最后三字亦是两仄夹一平和两平夹
一仄。他们不做古体，却要留一点拗句。他们的确也“想”了，可见晚唐人做诗是如何细腻。　　司
空图的《诗品》虽系文学批评，其实本身就是诗，24首四言诗。　　宋以后诗盛行模拟之风，什么笑
话都出。如汉乐府有《鼓吹铙歌》，其中的“衣乌鲁支邪（ya）”是衬字，但是明朝人（前、后七子
）仿作乐府《铙歌》，连这些衬字也模拟，难怪要被钱谦益一个个臭骂一通。　　二、 关于唐文　　
关于唐文，我简略地讲四个问题。　　1.唐朝的駢体文　　大家知道，駢体文在汉魏六朝盛行。汉赋
求大，往往过分堆砌辞藻。六朝小赋则灵便得多。到了唐代，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场景、事理均运用
自如。四六体逐渐成熟，律赋也定型了。在《文苑英华》中有大量的这类唐赋。为什么能这么繁盛呢
？许多书用“形式主义”、“宫体”一笔抹煞。有的则说是“因为皇帝喜欢”。其实，那些赋皇帝也
未见得懂。駢体文在唐朝为什么那么盛？有什么好处？还值得推究。　　六朝以来有“文”、“笔”
之分。“文”是图案、纹饰，说明有装饰性，才能叫“文”。文章除了表达思想、交通语言外，还要
有装饰，所谓“踵实增华”，但逐渐积累，越积越多，不免累赘。为什么要四、六对称呢？古代著文
，并无标点。汉代读书，文边有√号，表示是一句，但大多并无句逗。四六对称，自然停顿，则有代
替标点的作用。可见在作为“交通工具”上也有便利作用。此外，駢体文又有它（形式）美的一个方
面，念起来自然得到美的感受，而不是人为的。　　宋朝有“品字笺”，是官僚往来的官样駢体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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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附一个简帖、一个名帖，因三个叠在一起成品字形，故称。（见之于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
）于是，駢体文的优越性又被它的大量流弊所掩盖，也就逐渐衰败了，故韩愈讲要“文起八代之衰”
。以“笔”救“文”，“笔”也就起来了。“笔”，即散体文。最初，“笔”是不能与“文”相比的
，后来它起来了，摆落浮华，这是好的，可是又有许多不便的地方，许多艰涩的东西。经过韩、柳等
人的努力，逐渐规整、圆熟，成为后人称颂的“唐宋八大家”。但是到了清末，又形成了著名的“桐
城派”，被人推崇，又渐趋僵化，又被人骂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至此，“文”、“笔”的末
流都不行了，被“五四”运动所反对，因为它们又成了另一个套子、框框了。　　在唐朝，另外还有
一类文章，一般文学史很少提及，在唐初就有，看似駢体形式，但非四六相对，实际上是骈、散两者
的折衷，对后世有影响。如刘知几的《史通》就是这样的文章，有骈文的形式，散文的作用，两者之
折衷。又有孙过庭的《书谱》，也是这样的文章。既概括又透彻，这就厉害了，非常纯熟。到了晚唐
，陆贽有《陆宣公奏议》，比《史通》又解放一些，句子更活，更浅易，但有上句必有下句。这种文
章一直到近代还有人在做。它也被明清的八股文所吸收。不了解八股文，没法了解明清文章。我们不
能否认它的历史作用。这不仅是形式的问题，因为当时有需要。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　　2.古文
运动　　古文运动与前、后均有关系，并不是一下冒出来的东西。唐前期的陈子昂、独孤及、元结已
有这样的文章，带有复古的企图。为什么要“复古”？有人说是“以复古当革新”，那为什么要这样
呢？我觉得有人是有意识地以复古来革新，有的并非一定有意识。唐初有的作家也模拟《尚书》、《
左传》等；也有的人认为骈四俪六不庄重。北周的苏绰为皇帝模拟《大诰》，文字太古奥，不知所云
了。唐朝樊宗师也是这样，韩愈称赞他“惟古于辞必己出”，而这恰恰是樊文最失败处。他的文章原
有一百卷，现在只留下了两篇半（见《樊绍述集》）。这才是真正的复古，但恰是自取灭亡。后来有
的是模古、拟古，客观上起了否定当时流弊的作用。　　韩愈有意识推尊樊宗师，说明他未必没有复
古意图，但他不敢照那样办理，否则，他的“谀墓金”也得不到了。他稍微注意到群众，注意到别人
能否看懂。可见“复古派”未必有意识真要复古，而有些真正复古的人则不能真复得了（像韩愈，未
尝不想复古，但又不能或不敢那样去复古）。我们要恰当地评价“古文运动”，这是件很细致的事。
它的效应很大。它的原始企图如樊宗师，做不到便成了韩愈，这样反倒好了。　　3.唐传奇　　现代
陈寅恪先生在解放前写了许多文章，也讲了唐传奇。他讲唐代传奇这么盛，是因为进士考试的“温卷
”（第二次交给主试官的卷子）都用次一等的作品，这就使传奇盛行。这种解释不够全面。唐代正统
文章是碑、传、墓志一类的官样文章或大篇的赋，而真正反映社会生活真实情况的则用一种轻松的或
祭祀的文章来担任，就往往用小说体（似乎是不太负责任的传说，反倒真实），这就是传奇。它不受
约束。这是传奇流行的主要原因。它的故事传说又往往来自民间（有说唱），真实、活泼、生动，这
是一种很重要的成就。传奇的文章也不是没有吸取古代好的东西，进士温卷要让考官看出“史才”、
“文才”，但也不全是如此，因为写传奇者并不都那样官迷心窍，又因为他要写的事情也不能用那些
官样文章来表达。当然官修史书里也有“史才”、“史笔”之说。如南北朝史中大都是官样文章，其
中有些好的，被《资治通鉴》吸收去，使《资治通鉴》成为“故事汇编”。中国古代小说的精华都在
史书之中，要看二十四史，更首先要看《资治通鉴》。如其中写李泌，实际上是从一篇《邺侯家传》
的传奇而来。传奇与史书有关，是在于它吸取了《左传》、《史记》、《汉书》中写人物的文学手法
。《聊斋》就是有意模拟《左传》、《史记》的。这类作品，除鲁迅先生整理的《唐宋传奇集》之外
，还可以搜集、补充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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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启功书画成就斐然，但其主业是文史。《启功讲唐代诗文》是启功先生讲唐代诗文的讲稿，深入
浅出，言约意丰。书中对唐诗和唐代文学的讲述，以时间为线，以人物为纬基于作品的特点来品鉴诗
人，提出了很多精辟而独到的观点，对于专业研究者很有启发。　　书中插配了一些唐诗诗图和对应
的唐诗。讲稿中提到的一些知识点或减省的诗词有相关链接，有助于普通读者更好地领略讲稿的内容
。　　书前有10面启功先生手书的讲课提纲的彩插，既可具象地见到提纲的内容，也能一窥启功先生
书法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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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可惜书皮较脏，望当当网改进!
2、深入淺出，融會貫通，時有創見，但存左傾遺風。
3、虽然还没看，但一口气买了好几本启功老先生的书，希望能受到启发
4、上午在新华书店看的。
5、听启功讲唐诗，有不一样的感觉
6、简单地翻阅，由于是演讲录，所以还是比较好懂。格律这一块又跳过去了，什么时候把这一块补
一下。
7、“行文簡淺顯”
8、史家意味，值得细想。
9、前面有兩張啟功老人的照片，接著是老人家的提綱手稿照片。書的內容不多，共五講，83頁而已，
中間還有插圖、古詩占去兩頁，幾幅插圖幾首詩，還有相關鏈接，剩下的是很精要的了，但愈是精要
的於是顯得珍貴。老人家旁徵博引，講得很精當。有時間要細看。
10、  其实启功先生不主张完全按历史的吻合顺序分文学发展就是文学批评里面的文学的滞后性。
11、启功先生文字活泼，“入乎其内，超乎其外”的解读方式让人受益颇深。
12、在茫茫书海中能够看到启功先生的作品真的是十分之感动。
启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头牌人物。所谓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启功先生的真实写照。
在本书中，我看到一个亲切的启功。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高高在上，而是很慈祥的感觉，读启功先
生的书犹如正在聆听启功先生讲话一样，如沐春风。
这本书是他的学生帮他整理的。书中的观点我很喜欢。启功先生确实很有一套。
唐人的诗各有特点，但是也不尽如我们平常说的那样。
比如李白杜甫，通过启功先生，可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也许许多人都被李白诗仙的名号镇住了
。
文化确实是可以传承的，我也相信，启功先生的这些作品能够永久的流传于人们中间。
庄子曰，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信哉。
13、唐代诗文研究入门第一本~
14、左眄澄江湘——南击越南，北抗苏联，退还奖品，回到家园
15、可爱老夫子
16、这本书对喜爱文学史的朋友们值得阅读
讲唐诗的时代划分和演变
17、还没细读，喜欢文章
18、皇族后裔爱新觉罗.启功原来对诗歌也有很高造诣，以往只知道他是大书法家和古董大家。这本小
册子是他的学生根据其读书笔记和先生的备课大纲整体而成，读起来不那么费劲，犹如先生于课堂上
娓娓道来。其综论是：“唐以前诗次第长，三唐气壮脱口嚷。宋人句句出深思，元明一下全凭仿。”
此外，李杜二家俱有爱国忧民之心，李是继往的终结，非无创新，杜是开新的起始，非无继往。
19、启夫子的书好！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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