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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诗》宇文所安 著  贾晋华 译

 

      《初唐诗》宇文所安 著 贾晋华  译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 0 0 4年 1 2月第 1版  

     丛书名： 宇文所安作品系列  

      

     《初唐诗》《盛唐诗》三联版序言  

     英文版的《初唐诗》和《盛唐诗》大约是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出版的。那时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界和现在十分不

同。那时，我们拥有基本的原材料，虽然王绩的五卷本诗文集直到 1 9 8 7年，也就是《初唐诗》出版十年之  

     后才面世；那时，很多诗文集的笺注本都还没有问世，我们也还没有傅璇琮等学者就作者生平和诗歌编年作出的重要

研究成果。现在的电子文献把检索字词变得非常容易，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而在二十五年前，这一切都是不可想

像的。那时，我们缺乏现有的种种研究工具，只能依赖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学术成就，最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中

国学术获得了长足发展，唐代研究领域精彩纷呈，令人欣慰和鼓舞。  

     《初唐诗》、《盛唐诗》有它们的局限、错误和缺点。如果能够重写，它们一定会很不一样。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

所利用和借鉴的学术研究，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即使在多年之后，我相信书中的一些基本论点和对文学史采取的

视角仍然不无其有效之处。  

     文学史不是“名家。的历史。文学史必须包括名家，但是文学史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理解变化中的文学实践，把当时

的文学实践作为理解名家的语境，我们不应对一个长达百年的时期进行大刀阔斧的概括，而应该检视较短的时期，作家群

体，不同的区域。这样一来，传统的学术研究，比如说交游考、年谱，就会和文学史写作以及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从而获得

崭新的意义。文学史试图把具体细节和对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联系在一起，而整体的复杂性总是使简单的概括显出不足。  

     在对诗歌的研究里，学术工作的惟一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具体的诗篇。好的文学史总是回到诗作本身，让我

们清楚地看到诗人笔下那些令人讶异的、优美的、大胆的创造。  

     最后，我要向这两本书的译者贾晋华教授表示衷心感谢：如果三联书店认为这两本著作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值得在

中国再版，那么，功劳有一半属于贾教授。  

     2 0 0 4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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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文所安简介  

     宇文所安，又名斯蒂芬·欧文。 1 9 4 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长天美国南方小城。 1 9 5 9年移居巴尔的摩 。

在巴尔的摩公立图书馆里沉湎于诗歌阅读，并初次接触中国诗，虽然中是中文翻译，但他迅速决定与其发生恋爱，至今犹



然。 1 9 7 2年获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随既执教耶鲁大学。二十年后应聘哈佛，任教东亚系，比较文学系，现为詹姆斯

·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有著作数种，论文多篇。其人也，性乐烟酒，心好诗歌。简脱不持仪形，喜徘谐。自言其父

尝忧其业中国诗无以谋生，而后竟得自立，实属侥幸尔。  

      

     如果我们撇开盛唐神话，就会发现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代表。后代读者往往满足于李白和杜甫的这一形

象；他们不仅被视为诗歌的顶点，而且被视为诗歌个性的两种对立典范。但是，同时代诗歌的背景却使我们对李白和杜甫有

了殊为不同的眼光，这种眼光能使我们看出他们的独创性的本质和程度。——《盛唐诗·导读》  

      

     唐诗的黄金时代  

     书摘·宇文所安  

      

       中国的批评家在划分文学史时期时，通常采用年号、朝代的名称，或诸如“初”、“中”、“晚”的朝代细分期名

称。可是，当他们回顾唐代时，却将一个源于植物生长周期的新名称插入“初唐”和“中唐”之间。这一名称的采用，是文

学史家超出平常的冷静而惊叹不已的表现：“盛唐”——“唐朝的黄金时代”，没有一个朝代的诗歌曾经如此称呼。在后世

读者看来，以玄宗朝为中心的这一时代，闪耀着独一无二、辉煌壮丽的光彩，是文化繁盛与文学天才幸运地巧合的时刻。他

们的敬畏是有道理的：至少三位伟大诗人和十余位重要诗人的作品流光漾彩，使得任何读者都无法忽视。然而，这种特别的

光彩也遮盖了这一时期文学史的庐山真面目：一个持续变化的复杂过程，却被看成是天才和多样化风格如同雨后太阳突现，

而且其消失也如同出现一样迅速，留下后来的时代为获取其余辉而努力奋斗。  

       将盛唐看成中国诗歌顶峰的信念，出现于九世纪，发展于宋代，牢固地植根于所有后来者的心中。后代诗人面对

盛唐的催璨光辉，悲叹自己的黯淡晦昧。他们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它，就是激烈地反叛它，声称将忽视它，并按照自己的内

在本性自由地抒写。但是在中国诗歌史上，盛唐始终保持着固定不变的中心位置，规定着所有后代诗人的地位。  

       如果我们想对这一时代及其诗歌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就必须将这种辉煌绚丽的神话撇在一旁。王维的一些诗篇

蕴含着一种寓意：山寺的自然美的存在，是为了将访客引向隐藏在诱人外表后面的真理。与此相似，诗歌黄金时代的神话也

不是其本身的目标，而是为了诱使人们进入这一时代并认识其真实本质。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从远处观察它，就不能充分赏

识其蓬勃生机和多彩丰姿：诗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被曲解了，这一时代深植于过去诗歌中的根被切断了，一系列简单化的、陈

旧的词语被用来描绘这一时代的风格特征。  

       要坚持盛唐是诗歌黄金时代的神话，就必须对三个重要方面加以注意。首先，不能将这一时代等同于李白和杜

甫，两位被后代读者看成是这一时代占主导地位的诗人。文学史并不能包括主要天才的全部，较为谨慎的做法是将天才安置

于其基本背景之下。如果我们撇开盛唐神话，就会发现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代表。后代读者往往满足于李白和

杜甫的这一形象：他们不仅被视为诗歌的顶点，而且被视为诗歌个性的两种对立典范。但是，同时代诗歌的背景却使我们对

李白和杜甫有了殊为不同的眼光，这种眼光能使我们看出他们独创性的本质和程度。王维和孟浩然由于对隐逸主题的共同爱

好而经常被后代读者联系在一起。但是，当时诗坛的背景却表明这两位诗人相去甚远，他们在诗歌修养、感觉和才性方面都

是很不相同的。因此，我们的目标不是用主要天才来界定时代，而是用那一时代的实际标准来理解其最伟大的诗人。  

       其次是关于时代风格的一般问题。保守的文学史家幻想时代风格是一种完全一致的实体，具有方便的固定年代。

另外一些人则不相信任何时代的标志，认为其中存在着不利于真正的诗歌鉴赏的东西。但时代风格是实际存在的：没有一位

敏感的中文诗或英文诗读者，能够摆脱语言、风格及文学背景所体现的历史感，这是阅读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令人愉悦的组

成部分。然而，时代风格又是无形的、多侧面的、相互渗透的实体，并不容易界定。它们在分界处体现得最明显：新的观

念、有影响的诗人或各种再发现能够在短短几年中引起诗歌的普遍变化。这些分界线是高度渗透的：新风格的起源和旧风格

的延续在这里最清晰地显现。大约在 7 1 5年至 7 2 5年间初具规模的盛唐诗，显然衍生于初唐风格；同时，这一期间所发生的

各种变化，正是基于许多初唐诗人对自己时代诗歌的不满。在分界线的另一端，盛唐最后一位主要天才杜甫去世后，盛唐风

格仍余音不绝。直到八世纪九十年代初，对复古的关注重新兴起，这才真正进入了中唐。但这一分界线决不是绝对的：保守

的诗人继续写着王昌龄风格的边塞诗，而激进的革新者在形成新诗歌的同时，仍然盯着李白和杜甫。  



       其三，盛唐神话的最严重危险是被切断其内在发展过程，变成一个光辉灿烂、多姿多彩的瞬间。盛唐诗的丰富多

彩一部分确实是由于诗人个性的不同造成的，但另一部分却是七十多年历程中文学发展演变的结果。成熟于八世纪二十年代

的诗人对于诗歌和诗歌传统的观念，与成熟于八世纪四十年代的诗人是迥然不同的。在八世纪二十年代，诗歌是一种优美圆

熟的技巧，从理论上说可以用来激发深刻的道德和文化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几世纪来没有出现过无可争议的大诗人，

这就给天才的出现留下了宽广的空间。而成熟于八世纪四十年代的诗人，却面对着二十年来所创造的宏丽遗产。因此，杜甫

面对其直接前驱者的特殊体验，是年辈较早的孟浩然从未有过的。  

       除了单纯的描述职责，文学史还应当研究诗歌的各种标准和变化过程。我不打算用一系列新特征来界定时代风

格，而是设立几个普遍性的关注范畴，以之贯穿整部书。这些关注范畴大致地将盛唐与其前后的时期区别开来，同时又容纳

各种促使盛唐风格多样化的个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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