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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如何甄品

陈才智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作为中国诗歌的天花板，唐诗距今已有千年之遥远。如何跨越时空，与遥远的审美对象取得共振，我们

一直并存着专业和普及两个战线。尽管中间也有走出学术象牙塔的各类选本、教材、鉴赏辞典、百科全书等这样的交叉，但大多时

候是各自为政。以上四种交叉性成果在专业研究领域，也远不如论文、专著和古籍整理更被认可。怎样能像白乐天的诗歌一样雅俗

共赏，始终是摆在两条战线不同作者读者面前的一个问题。

　　王志清教授的《唐诗甄品》（河北人民出版社即出），给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思路。这部著作，是在其《盛唐生态

诗学》《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研究》《纵横论王维》《王维诗传》《盛世读王维》《王维诗选》《白居易诗选》《唐诗十家精讲》

《唐诗别解》《审美阅读》之后，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部雅俗共赏的唐诗研究著作，既兼得熟参之功与妙悟之趣，同时也兼备学术

性和可读性，体现出一种独具特色的著述品格。

　　“唐诗甄品”之命名，值得品味。与高棅《唐诗品汇》意在汇集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馀响、旁流之

唐诗九品不同，也有别于锺嵘《诗品》评骘诗人的上中下三品，《唐诗甄品》的用意，是围绕公元618年至907年这将近三百年间的

唐代诗歌，加以别裁鉴赏而涵咏滋味。甄品者，甄别品评也，昔人所谓“陶甄品汇”“甄品详谛”也。而《唐诗甄品》之“甄”，

别裁鉴赏也；“品”者，涵咏滋味也。三口为品，众多之谓也；陶人作瓦为甄，鉴别选拔之谓也。未来的唐诗研究史，恐怕要给这

一崭新而独特的品目留下足够章节。

　　在众多优秀的唐诗作品作家中，全书甄选十六桩个案，分章加以品评鉴赏。其主要特色在于，独抒己见，大胆论断；很多结

论，颇具颠覆前人知见的看点，令人联想到“甄读为震，震动之意”（段玉裁语）。不过，这些看点，绝非片面迎合媒体热点，故

作翻案，而是在没有学术压力的自由情形之下，于慢品细读中，静思熟参之后的有机成果。咋看起来，有些或许与学界的常见常识

常论并不相同，但也正因如此，才更具有一隅之反的参考价值，与《诗品序》所谓“直寻”可谓一脉相承，亦禅家所谓“现量”之

意也。在这个意义上，笔者非常欣赏著者率真耿直的学术个性——走自己的路，而非人云亦云，独与唐诗唐人精神相往来，然不傲

倪于学界已有成果，以臻于“充实不可以已”之境。

　　算起来，现代意义上的唐诗研究已过百年，甄别品评唐诗的路数虽百花齐放，但重要者基本上不外乎文献、理论、感悟三种，

正可分别对应着真的追求、善的追求、美的追求。笔者从上个世纪末的1997年开始撰写隋唐五代文学综述，从纸本到电子本，由前

知网时代至数字化时代，已连续撰写20多年，相对于综述的研究对象——李唐王朝的三百载而言，笔者所亲历的廿载，只是历史长

河中的一丝微澜，但对研究者而言，却着实可称是承旧启新的重要阶段。在唐诗研究可资利用的文献和史料基本完备的今天，诗史

与分期、空间与地域、流派与思潮、接受与传播、因革与动力、原点与特质、生态与文化等综合研究，作家与作品、题材与体裁等

个案研究，唐诗学体系建构、唐诗理论研究、艺术规律探索等宏观研究，相对而言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但是，环顾每年蒸蒸日上的唐诗研究成果，笔者最大的感触就是，像闻一多《唐诗杂论》那样体现个性、熔铸性灵或情趣的研

究，已经近乎绝迹，触目都是符合学术规范的力著，大多还都填补空白。与民国学者纵比，与国外汉学家横比，眼下此地是视研究

为事业（有时是产业），著书所谋，或为学位，或为课题，或为所谓学术，稻粱味浓，烟火气重，愈来愈远离兴趣。对此，十二年

前，王志清教授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唐诗研究成果时，也曾在综述的基础上，专门就学界研究的得失利弊加以剖析，指出不足与

缺憾。

　　因此，《唐诗甄品》正可视为著者在指出向上一路的研究方向的基础上，具有实践性质的研究成果。这一成果，显然未取陈尚

君先生擅长的文献整理的路数，也有别于董乃斌先生擅长的理论建构，而更接近赵昌平先生擅长的艺术感悟。志清教授多年来始终

致力于在直接感知与整体把握中直面唐代诗人诗作，注重直觉判断，强调情感参与，颇具审美自信，其风范有些接近陶文鹏老师

——同样擅长旧体诗创作的一位可敬可爱的前辈。相信读者《唐诗甄品》从每章结尾的七绝诗中，可验此言不虚。

　　放眼今日学界，能够创作与研究兼善的学者可谓屈指可数。眼下的中国，可能是最缺少诗意的年代——消费时代，传媒时代，

网络时代……世界渐小，而诗意渐远；交流愈便，而情谊愈淡。商业化，城市化，数字化，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生态失衡……眼

前变化之快之巨之广，已远超任何诗意的想象。早些时候文论学界的失语症，曾如癌蔓延，之后有人宣称文学理论（包括诗歌理

论）已死，乃至文学（包括诗歌）亦亡，而文学史（包括诗歌史）有限论与无限论的辩争还未及展开，E考据、机器人作诗，已接

踵而来。诗歌何为？ 诗史何为？ 诗歌研究何为？

　　不妨停下匆匆脚步，回望唐诗的远空，遥忆曾温暖我们心田的唐诗之梦。就算明晨世界毁灭，眼下依然需要可以淡然坦然怡然

面对春花秋月的清澈之心、皎然之眸。唐诗，并非万能药，也难以催眠一切，但唐诗的灵与感，不亚于哲人之思，禅者之悟，有时

也能改变乾坤；风的颜色雨知道，月的温柔云可晓，心的深广，唐诗或许最明瞭。正如林庚先生所说：“中国被称为是一个诗的国

度，唐诗就是这国度中最绚丽的花朵。它的丰富的创造性、新鲜的认识感，是祖国古代灿烂文化中永远值得自豪的艺术成就。我们

今天读唐诗当然不是打算去摹仿唐诗，摹仿是永远也不会让人感到新鲜的……我们读唐诗，正是要让自己的精神状态新鲜有力，富

有生气，这种精神状态将有助于我们自己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而世界的认识却是无限的。唐诗因此正如一切美好的古典艺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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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它启发着历代一切的人们。”（《唐诗综论·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唐诗——代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确实，唐诗不仅

是华夏民族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岁月沧桑，物质性的存在终将消逝，而作为精神财富的唐诗当会永存，持续地

“昭烛三才，煇丽万有”（锺嵘《诗品序》）。辉煌而丰神独具的唐诗，不仅是美育和文学教养的经典，哺育了伟大的诗歌传统，

同时也是其他艺术创作挹之不竭的灵感源泉。

　　展阅《唐诗甄品》，与唐代诗人对话；慢品王志清教授笔下的十六桩唐诗公案，与唐人和唐诗心灵交流。汉语是一种富有诗意

的语言。数量有限的汉字，组合为意蕴无限的唐诗诗意之美。无论如拾级而上的律诗，还是沿着自然之坡原展开的古体，必有一种

节奏，一帧画面，一缕情思，一段感悟，堪与世间唯一的你，有情有意的读者朋友，共鸣相应。而每首唐诗背后的本事、异文、争

议等，更会随着书中娓娓道来的辨析赏评，令你得到深入浅出的阅读享受。这种享受，在前辈中，可追溯至金性尧（1916-

2007）、栗斯（1930-2012）、肖文苑（1933-2002）、李元洛等，而当代作家中，则有江弱水、西川、汗漫、潘向黎、六神磊磊

等。当然，体貌相似而神情迥别，因为像志清教授这样古今打通、创论兼善者的学者，可谓独一无二。

　　由此联想到钱锺书先生。王水照老师在接受戴燕教授采访时，曾经说：“钱锺书那一代是从研读大量的原典入手的，相比之

下，我们则有些‘先天不足’。从面对文献的身份而言，他们既作为一个研究者，也是一位鉴赏者，又是一位古典诗词的创造者，

这三种身份是合一的。”（见《王水照访谈：文学史谈往》，收入戴燕《陟彼景山：十一位中外学者访谈录》，中华书局2017年

版）可以说志清教授也是这样研究者、鉴赏者和旧体诗作者三位一体的稀有之才。这种三位一体，与苏轼那种文人、学者和官员的

三位一体，也是貌相似而神不同。

　　苏轼《记三养》，有安分以养福，宽胃以养气，省费以养财，志清教授的斋号，恰巧也是三养斋，但不同于的是养志、养心、

养身，并取博采众长、广为汲取之意。敝乡前贤马忠骏（1870-1957），曾自辟田园，结遁园吟社，日事吟咏，率子女课耕课读于

内，他也自称三养斋斋主，以养心、养德、养身为三养，与志清教授大同小异。志清教授所在的南通，和笔者所居之京华通州，正

所谓“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而三养，无论具体内容如何，其目的无非是钱默存先生所倡导之打通，打通四部，打通

古今，贯通中外，沟通研创，融通雅俗，互通文献、文化、文学三维学术境地，兼备学人、文人与诗人三重风范。这个理想的境

界，正是《唐诗甄品》所带给我们的期待。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王维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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