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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颇学阴何苦用心$考论

胡!旭!万一方

摘!要! 杜甫创作上善于学习前人#且独具慧眼#梁-陈诗人何逊-阴铿颇受其推重$ 究其原因#一方面#杜甫与阴-何二
人有相似的生活经历#情感上有很多共鸣'另一方面#阴-何诗的律化程度较高#风格清丽自然#多写生活经历与人生体
验#内容和形式上亦贴近唐诗审美趣味$ 杜甫学习阴-何二人是有侧重的#他从何逊诗歌中学习较多的是意象#何逊独创
的一些诗歌意象在杜甫手中得以发扬光大$ 杜诗句法方面虽兼学阴-何#但受阴铿影响更大#特别是其中的倒装句#大多
能在阴铿诗中找到原型$ 杜甫学阴-何#亦在句意镕裁上下功夫#或化繁为简#或化简为繁#或活用句义#或变换形式#皆
得其精华#合其神韵$ 杜甫通过对阴-何诗歌的学习#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创作技巧和表现手法#这是他!转益多师"文学
理论的重要实践$
关键词! 杜甫'!何逊'!阴铿'!苦用心
作者简介! 胡旭#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六朝与唐代文学研究$ 电子邮箱% 6BQBY%.&"'/0,1$ 万一
方#厦门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唐代文学研究$ 电子邮箱% 'W#W'Y-'&.tt/0,1$ 通讯地
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南路 X"" 号厦门大学中文系##'&$$%$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传世先唐别集的编纂-刊刻
及流布研究"*项目编号% &-2uU$#-+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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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在创作上转益多师'有些常为后代文学
批评家所忽略的六朝诗人'也会得到他的垂青$
如他十分看重梁%陈诗人何逊和阴铿'曾在组诗
)解闷*其七中直言 "颇学阴何苦用心# (杜甫
&Y#$+$ 然此语在理解上易生分歧'究竟是杜甫
"苦用心#学阴%何'还是他学阴%何之"苦用心#'
向来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 宋人王洙引梁术语'
认为"苦用心#指"诸公用心太苦#!(黄希!黄鹤
%''+'此"诸公#似将阴%何及杜甫都包括在内$
宋人韩驹记苏轼与参僚语"老杜言-新诗改罢自
长吟.'乃知此老用心最苦'后人不复见其剞劂'
但称其浑厚耳#(杜甫 &Y#$+'则强调"苦用心#者
是杜甫$ 清人卢元昌云&"我/指杜甫1于二谢'熟
知其得力于性灵2于阴%何'颇学其苦志于陶冶$#
('&&+则卢氏认为乃杜甫学阴%何作诗之刻苦精
神$ )钱注杜诗*卷十五%)读杜心解*卷六%)杜诗
详注*卷十七皆云"学#一作"觉#'则阴何"苦用
心#甚明$ 然杜甫既"觉#之'亦必"学#也'否则何
须"新诗改罢自长吟#5 今人王运熙%杨明认为
"苦用心#是杜甫对诗歌格律的仔细琢磨和推敲
("'-+$ 总而言之'杜甫敬佩阴%何并向他们学习
的'乃是作诗方面的苦思%推敲及锻炼$ 因而'
"苦用心#者实包括了阴%何和杜甫本人'但更侧
重于杜甫向阴%何作诗用功打磨方面的刻苦学习$
具体说来'在意象选择%句法变化及句意镕裁等方
面'杜甫学习阴%何的表现最为突出'这正是本文
论述的重点$

一

从生活年代来看'何逊生于宋末'跨齐入梁'
今存诗文大多作于仕梁之后$ 阴铿一生大部分在
梁朝'晚年入陈$ 二人并不同时'杜甫之前也没有
人将阴%何二人关联在一起$ 而且'齐%梁%陈三代
文学'一向为人所轻'后人通常认为除了江淹%谢
朓%徐陵%庾信外'余皆碌碌$ 即便杜甫'也说过
"恐与齐梁作后尘#(&$Y-+的话$ 然而'杜甫又确
实给予何逊%阴铿二人很高的评价$

除了)解闷*其七外'杜甫将阴%何并称揄扬
的'还有)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
之"阴何尚清省'沈宋欻联翩#("$'X+$ 杜甫还在
其他作品中赞赏何逊和阴铿的诗'如)与李十二
白同寻范十隐居*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

(%W+' )北邻*云 "爱酒晋山简'能诗何水曹#
(-&-+')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
寄*云 "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
(-X'+')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云"记
室得何逊#(&'W'+')解闷*其四云"沈范早知何水
部#(&Y"Y+等'将诸如此类的评价综合分析'不难
看出杜甫对阴%何二人的作品近乎烂熟于心'推重
他们是发自肺腑的$

那么'杜甫为什么推重阴%何二人呢5 以下三
点'可能是主要原因$

首先'何逊%阴铿的诗歌'自然清新'游离于南
朝彩丽竞繁的浮华文风之外'这其实也是二人在
南朝进不了主流文学圈的重要原因$ 唐人评南朝
梁%陈诗风'一向出语严厉'如)隋书,经籍志*
曰&"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
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 后生好事'
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 流宕不已'迄于
丧亡$ 陈氏因之'未能全变$# (魏徵 &$-$+陈子
昂)修竹篇序*曰&"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
竞繁'而兴寄都绝$ 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
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阴%何之诗既不
"雕琢蔓藻#'也不"彩丽竞繁#'多从自身经历出
发'写山水%行旅%送别%思乡'清省自然'富有情
韵$ )颜氏家训,文章*曰&"何逊诗实为清巧'多
形似之言2扬都论者'恨其每病苦辛'饶贫寒气'不
及刘孝绰之雍容也$# (颜之推 #'&+当时都城文
学圈之所以认为何逊诗有贫寒气'不及刘孝绰诗
雍容'就是因为何诗不入时$ 岂知世易时移'这些
缺点后来却成了优点$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评阴铿诗曰&"诗声调既亮'无齐%梁晦涩之习'而
琢句抽思'务极新隽$ 寻常景物'亦必摇曳出之'
务使穷态极妍'不肯直率$ 此种清思'更能运以亮
笔'一洗)玉台*之陋'顿开沈%宋之风$# (-X-+不
仅评价很高'而且十分具体%准确$ 阴%何二人确
实是南朝诗坛的两股清流'虽涓涓于山石草木之
间'却终究遮挡不住'必为有识者发现'得到承认
和肯定'杜甫无疑是他们的隔代知音$

其次'何逊和阴铿都生于诗歌走向律化的时
代'他们作诗都十分注重格律'是永明体之后诗歌
近体化的突出代表$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有
一段韩子苍关于阴%何的议论'非常有代表性&
"阴铿与何逊齐名'号阴%何'今)何逊集*五卷'其
诗清丽简远'正称其名$ 铿诗至少'又浅易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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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其格律乃似隋%唐间人所谓'疑非出于铿$ 虽
然'自隋%唐以来'谓铿诗矣$# (#Y+韩子苍即韩
驹'乃两宋之交江西诗派著名诗人'也是诗论家$
他承认何逊的诗清丽简远'很有识见'但怀疑阴铿
的诗为隋唐间人所为'却也并不突兀$ 如果我们
没有任何证据认定今存的阴铿诗为隋唐间人所

作'那么韩驹的怀疑恰恰是一个反证'即阴铿的诗
歌在格律化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时人'并出现了
近似"唐音#的特征$

胡应麟)诗薮*云&"唐律虽滥觞沈%谢'于时
音调未遒'篇什犹寡$ 梁室诸王'特崇此体$ 至庾
肩吾'风神秀朗'洞合唐规$ 阴%何%吴%柳'相继并
兴$ 陈隋徐%薛诸人'唐初无异矣$#(&%"+论何逊
绝句曰&"六朝绝句近唐'无若仲言者$ 洪景卢误
收)唐绝*中'亦其声调酷类'遂成后世笑端$#
(&%%+更有甚者'胡应麟谈到阴铿的)安乐宫*一
诗云&"五言十句律诗'气象庄严'格调鸿整2平头
上尾'八病咸除2切响浮声'五音并协'实百代近体
之祖$#('"+评价之高'令人乍舌'但从作品的实
际来看'却也是名副其实$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
一"体凡#条云&"自古诗渐作偶对'音节亦渐叶而
谐$ 宫体而降'其风弥盛$ 徐%庾%阴%何'以及张
正见%江总持之流'或数联独调'或全篇通稳'虽未
有律之名'已浸律之体$#(#+不难看出'在后代诗
论家眼中'阴%何二人是诗歌律化过程中的重要诗
人$ 尤其是阴铿的作品'近乎是南朝诗歌格律化
成功的重要标志'几与唐人无异$ 今人赵以武从
讲平仄%求粘对%忌孤平%押平韵%工对仗%限句数
六个方面对现存阴铿诗进行了全面分析'得出如
下结论&"在大多数情况下'阴铿诗作竟是与 &$$
余年后定型的近体格律诗的重要规定极为相近

的'甚至是不谋而合完全一致的$# (&#'+因此'
诗歌格律化虽定型于初唐'但梁%陈时期以阴铿
为代表的诗人之重要贡献'确乎是不容忽视的$

杜甫作诗'特重诗律'其)遣闷戏呈路十九曹
长*云"晚节渐于诗律细#'仇兆鳌注曰&"此言-晚
节渐于诗律细.'何也5 律细'言用心精密$# (杜
甫 &-X$+杜甫在晚年作诗炉火纯青之时'更加讲
究诗歌格律'不仅精于此道'而且嗜于此道'这大
约正是杜甫推重阴%何二人的重要原因$

最后'杜甫与阴%何二人的人生经历颇有相通
之处$ 何逊曾祖何承天刘宋时官至御史中丞'但
因泄密免官'导致家世衰败$ 其祖何翼%其父何询

虽也入仕'但只是低级小官'门第渐沦寒素$ 阴铿
之祖阴智伯曾领南齐中军将军一职'但因赃货罪
被江淹弹劾入狱'其父阴子春为梁左卫将军'后兵
败逃归而亡$ 赵以武认为'阴氏始终居于寒门'未
预高门'阴铿是庶族寒人(XW!X-+$ 因此'何逊
和阴铿虽出身官僚家庭'但到他们的时代'家世皆
已没落'一辈子仕途蹭蹬'却又才华横溢'吟诵不
辍'且多身世之悲'发为不平之鸣$ 杜甫出身和经
历与阴%何二人类似'虽出身官僚家庭'少有大志'
早有诗名'然而人到中年'仕途坎坷失意'生活困
顿不堪'安史之乱后'飘零辗转'历尽劫难'遍尝艰
辛$ 如此经历'让他对阴%何之诗有十分深切的体
会'不仅情感上有共鸣'创作上也多有借鉴$ 何逊
一生辗转于诸王幕府'乘舟涉水'风餐露宿'思乡
怀归之情'难以掩抑$ 杜甫晚年离开成都后'大部
分时间漂泊于长江上'不少诗歌创作于昼行水上%
夜泊野岸之时'与何逊实为异代知己$ 阴铿历侯
景之乱'杜诗中常用侯景之乱事指代安史之乱$
如)哀王孙*首句"长安城头头白乌#(杜甫 #Y$+'
用侯景篡位后白头乌集于门楼的典故'以侯景比
安禄山$ 又如 )观兵*之 "妖氛拥白马# (杜甫
'&'+'也是用侯景比安禄山%史思明之徒$ 再如
)咏怀古迹五首*其一"羯胡事主终无赖#'仇注曰
"盖禄山叛唐'犹侯景叛梁# (杜甫 &Y&&+$ 在杜
甫眼中'安禄山与侯景皆为背主叛逆的乱臣贼子'
所以亲历侯景之乱的阴铿'亦为杜甫激赏$ 对于
阴诗中的孤寂沧桑%人事迭代之悲叹'杜甫也有深
刻体会$

尽管杜甫的才力和格局%眼界和心胸'都远非
阴%何二人所能相比'但泰山不让土壤'江海不择
细流'他真诚地谈及自己从二人诗歌中得到的滋
养'而且常常感念'终生难忘$ 正因为这样'何逊
和阴铿的诗歌虽然被其同时代文人低估'也不免
因梁%陈雕琢文风负面影响的连累'被初唐论诗家
忽视'但杜甫却以较为客观的态度为其正名'并且
将阴%何之诗作为重要的学习榜样$ 客观而言'
阴%何诗多写生活经历'律化程度较高'形式较为
成熟'风格清丽自然'与同时代诗人相比'各方面
都更贴近唐诗的审美趣味$ 这是阴%何二人在诗
歌创作上超越梁%陈其他诗人之处'也是杜甫"颇
学阴何苦用心#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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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杜甫"颇学#阴%何'但在具体学习时是有侧
重的$ 他学何逊的主要方面'是诗歌意象$

何逊诗爱用鸟意象'对杜诗有一定影响$
杜诗中的"黄鹂#意象让人印象深刻'如"两

个黄鹂鸣翠柳# ( &#Y" +% "隔叶黄鹂空好音#
(Y-$+%"蛱蝶飞来黄鹂语#(&Y$+等'皆脍炙人口$
六朝诗歌中'出现"黄鹂#意象的诗歌只有两首'
一为何逊)石头答庾郎丹*之"黄鹂隐叶飞'蛱蝶
萦空戏# (-'+'另一为吴均)与柳恽相赠答诗六
首*其一之"黄鹂飞上苑#(YY+$ 杜甫之前的唐诗
中'出现"黄鹂#意象的诗歌'有上官仪)八咏应制
二首*其二之"妆(一作粉+蝶惊复聚'黄鹂飞且
顾#(彭定求 %&$+$ 稍作推敲'即可知此句脱胎
于何逊诗'只是描写黄鹂和蝴蝶的情态不同而已$
而杜甫"蛱蝶飞来黄鹂语#'描写女子歌如黄鹂
语%舞似蛱蝶飞的绝妙声音和柔美姿态'较之何诗
微有变化'但脉络仍清晰可辨$ "隔叶黄鹂#其实
也是从"黄鹂隐叶#句变化而出'不过一动一静'
一有声一无声而已$

何逊有)咏白鸥兼嘲别者*诗'借双白鸥的离
合写自己与友人的聚散'融风物与离情为一体'构
思巧妙$ 其首联云&"可怜双白鸥'朝夕水上游$#
("-&+其中的"白鸥#是他首次引入诗歌的鸟类意
象'前人从未写过$ 杜甫的)独立*一诗'首联即
化用"双白鸥#意象曰&"空外一鸷鸟'河间双白
鸥$ 飘飖搏击便'容易往来游$#('$&+此外如)秋
兴八首*其六之"锦缆牙樯起白鸥#(杜甫 &Y$"+'
)雨四首*其四之"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鸥饥# (杜
甫 "&WY+')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之"白鸥没
浩荡'万里谁能驯#(杜甫 -'+$ 杜甫之前的诗人
中'除何逊外'写过"白鸥#意象的是陈子昂'他的
)感遇诗*其二十九之"唯应白鸥鸟'可为洗心言#
(-+')春台引*之"怅三山之飞鹤'忆海上之白
鸥#(%W+'皆用)列子,皇帝篇* "海上之人有好
沤鸟者#的典故$ 故杜诗之"白鸥#'似与陈诗关
系不大'而源自何诗则有明显的脉络可寻$ 值得
注意的是'李白)古风*第四十二之"摇裔双白鸥'
鸣飞沧江流#(彭定求 &'W-+'也很可能脱胎于何
逊的)咏白鸥兼嘲别者*'而且杜甫很可能也注意
到了这一点$

何逊喜欢在鸟意象前加修饰词$ 有的是形容
飞鸟状态的形容词'如"独#字2有的是表时间的
名词'如"昏#字$ 这些词通常是作者精心提炼而
来'虽是写眼前实景'实际上沾染了个人的情感色
彩'如"独鸟#"独鹤#"昏鸦#等$ 何逊)南还道中
送赠刘咨议别*云 "游鱼上急水'独鸟赴行楂#
(&%W+'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四有"抱叶寒蝉
静'归山独鸟迟#('-X+')放船*有"荒林(一作荒
村+无径入'独鸟怪人看# (&XYW+$ 何逊)日夕出
富阳浦口和朗公*云"独鹤凌空逝'双凫出浪飞#
(YY+'佚题诗有"城阴度堑黑'昏鸦接翅归#"'杜
甫)野望*将"独鹤#与"昏鸦#写入一联诗中曰
"独鹤归何晚'昏鸦已满林#(WX-+$ 罗大经)鹤林
玉露*评此联曰&"似兴君子寡而小人多2君子凄
凉零落'小人噂沓喧竞$ 其形容精矣$#(#Y+杜诗
中的"独鹤#与"昏鸦#已经有了象征意义'不再只
是单纯的客观景物$ 杜甫另两首诗也用到了"昏
鸦#意象'即)对雪*之"有待至昏鸦# ("X'"+和
)复愁十二首*其二之"昏鸦接翅稀(一作归+#
("&$'+$ 笔者作了调查'在何逊与杜甫之间的三
百余年中'就可查考的材料而言'尚无诗人在诗中
用过"昏鸦#意象2"独鸟#也只有在与杜甫同时略
早的高适诗中出现过2"独鹤#虽亦出现于谢朓及
庾信诗中'但从何%杜二诗皆写晚归之鹤来看'二
者之间的渊源显然更深$ 这种大面积的意象重
复'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杜甫向何逊学习并且深
受其影响的结果$

何逊诗中山水行舟的意象特别多'杜甫也深
受影响$

何逊)夕望江桥示萧咨议杨建康江主簿*有
"旅人多忧思'寒江复寂寥#(&#+句'为人称道'其
中"寒江#这一意象'为何逊首创$ 在杜甫之前'
注意到这两句诗的不乏其人'但"寒江#意象除了
王勃的)采莲归*中有"共问寒江千里外# ()文苑
英华*作"寒光#+(彭定求 "WW+之外'尚未出现在
何逊以外的其他人诗中$ 杜甫则大量使用这一意
象'举凡)桔柏渡*之"青冥寒江渡# (Y''+%)立
春*之"巫峡寒江那对眼# (&-##+%)摇落*之"寒
江东北流# ("$YY +% )月圆* 之 "寒江动夜扉#
(&W'Y+等'竟达十余处之多'足见他对这一意象
的喜爱之深$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寒江#意象的
诗歌'绝大部分是晚年流落巴蜀的山水征程中所
作'境遇%情绪与何逊的羁旅愁怀十分相似$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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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在后世影响巨大'"寒江#意象又萧瑟优美'
与某些特定的时代氛围及诗人的人生境遇亦契

合'所以颇得认同'如柳宗元)江雪*之"独钓寒江
雪#%贯休)登鄱阳寺阁*之"寒江平楚外#等名句'
都是"寒江#意象深入人心的体现$

何逊的)慈姥矶*是一首名作'其第三联"野
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 (&XW+尤佳$ 其中的"野
岸#意象'为何逊首创'杜甫甚爱之'其)寄柏学士
林居*之"黄花野岸天鸡舞#(&Y-Y+%)解闷*其十
二之"侧生野岸及江蒲# (&Y#X+'皆学习%借鉴自
何逊$ 更有甚者'其)秋野五首*之四'首联为"远
岸秋沙白'连山晚照红# (杜甫 "$-W+'不仅将意
象挪用'而且几乎将句式照单全收$ 平心而论'此
联足称意境悠远%气象壮阔'显示出杜甫的宽广襟
怀和此诗的博大气象$ 但仔细将其与何逊原诗比
较'则不难发现'杜甫从意象到句式皆有所本'难
免叠床架屋'已不及何逊原诗自然天成$ 值得一
提的是'比杜甫稍早的王维有)终南山*一诗'其
中的"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 白云回望合'青
霭入看无#(彭定求 &"WW+两联'实际上是深度学
习并借鉴了何逊的"连山远雾浮#句'但化用绝
妙'确乎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手法上比杜甫此联
更为高明$

何逊虽早以诗名'但终生潦倒'漂泊流离'他
的山水诗描写对象很少有宫体诗人笔下的园囿池

沼%亭台楼阁'多是羁旅行役中时时寓目的山川草
木'充满旅程孤寂%前途渺茫%思乡怀归%亲友别离
等情愫$ 杜甫辞官华州司功参军后'就开始了长
期的寓居生活$ 尤其是离开成都后'沿江东下'所
见之景和所历之情与何逊颇多相似$ 何逊诗所用
意象并非新奇难见之物'不过是行舟途中的飞鸟
游鱼%洲渚涯涘'杜甫学习的重点'是常见之物前
面的修饰词$ 以"独#形容"鸟#和"鹤#'以"寒#
形容"江#'以"昏#和"晚#形容"鸦#和"洲#'何逊
笔下风物景致的清丽悠远和孤独寂寥'让"漂泊
西南天地间# (&Y&&+的杜甫产生了深刻的共鸣$
)文心雕龙,物色*曰&"皎日嘒星'一言穷理2参
差沃若'两字穷形$ 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 虽
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 (范文澜 '-X+$ 何逊独
造的意象正符合"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的特点$
当杜甫与何逊所见之景%所怀之情高度近似时'学
习%借鉴并发扬光大何逊创造的经典意象'乃顺理
成章之事$ 黄庭坚称杜诗 "无一字无来处#

(XW%+'某种程度上正是着眼于此$
"白鸥# "独鸟# "昏鸦# "寒江#等诗歌意象'

是何逊独创的$ 陈%隋及初唐诗人'大多对此漠然
置之'这可能与其时的文学审美价值观念有关$
杜甫则独具慧眼'不仅内心激赏'而且刻意钻研并
借鉴%沿用这些意象'使之在后代文学史上大放光
彩$ 杜甫诗歌的伟大成就'与他善于继承%学习前
人的优良文学传统'有很大关系$

三

阴%何二人对诗歌语词的调遣'对诗歌语言超
越常规逻辑的排列与组合'体现为一种异于常人
的创造性$ 吴怀东对此进行了归纳&"阴%何诗歌
在语言表达习惯上已经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大大地

前进了一步'并获得了突破'和自然语言拉开了距
离& 省略词语'句式浓缩'突出某些语言成分的功
能'通俗地说'这就是创造了诗歌语言可以违背语
法%违背逻辑的新规则$# ("&$+杜甫敏锐地发现
了这种创造性'并深受影响'在学习%借鉴后'将其
发扬光大'成为自己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句法#一词源于杜甫)寄高三十五书记*&
"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X$+仇兆鳌曰&"章
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 (杜甫 "X"+若要
锻造佳句'字%句皆要有法度$ 宋人诗中有以"句
法#论前人诗者'与阴%何二人亦颇有关联$ 如黄
庭坚)元翁坐中见次元寄到和孔四饮王夔玉家长
韵因次韵率元翁同作寄湓城*之"比来工五字'句
法妙何逊#(-#W+%周紫芝)读外舅高晋翁诗集*之
"鲍谢篇章丽'阴何句法精#(Y-+%杨万里)书王右
丞诗后*之"忽梦少陵谈句法'劝参庾信谒阴铿#
(辛更儒 #-$+'这些说法多与江西诗派效法杜
诗%注重诗歌炼字锻句的创作要求有关'明显可以
看出宋人对杜诗句法一定程度上源自阴%何的清
楚认识'也表现出宋人对阴%何诗歌句法的高度肯
定$ 杜诗句法变化多端#'能在吸取前人创作经
验的基础上别开生面'自铸伟词'既是作者个人才
华的展露'亦与积极吸取前人!!!包括阴%何二
人!!!的成就密不可分$

何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有写景句"薄云岩
际出'初月波中上#(&"&+'杜甫)宿江边阁*之"薄
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WW#+化用之'陈祚明论
前者曰&"写境旷远'言情亦复浩荡$ -薄云.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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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杜少陵袭用'稍加变化$ -宿.字较-出.字有
作意$ -孤月浪中翻.-翻.字亦活'然与此自分古
近$#(Y#X+杜诗此句与何逊诗意象相近'句法相
同'化自何诗无疑$ 然杜诗得其"作意#后'推陈
出新处甚多$ 首先'经杜甫改造'这句诗完全合
律$ 其次'何诗写晨景$'用动词"出#和"上#赋
予"薄云#和"初月#动态'由此衬托"岩#和"波#
的静态'画面动静结合'富有层次感$ 杜诗写暮
景'但继承了何诗句法'变换动词'用"宿#代替
"出#'将"薄云#拟人化'炼字更有新意2用"翻#
代替"上#'用"浪#替换"波#'变月初升之实景为
月在浪中翻滚的虚景'虚实结合$ 经过如此改造'
杜诗中景物的动静关系也更复杂'"薄云#飘忽无
定'但宿于岩际'其实不动2孤月高悬空中'静止不
动'又因波浪翻滚'倒影起伏'仿佛在动$ 何逊直
写天上月'杜甫借水中月写天上月'别有韵致$ 最
后'从情景结合的角度分析'杜诗更胜一筹$ 何逊
用"出#字和"上#字描写云月动态'已然不是纯客
观的景致描摹'而杜甫的化用则在情景关系的融
合上更进一步$ )宿江边阁*首联为"暝色延山
径'高斋次水门#'所以宿于岩际的既是薄云'也
是作者本人$ 此诗尾联为"不眠忧战伐'无力正
乾坤#'因此翻于浪中者既是孤月'也是作者深夜
无眠%忧于战事的复杂心情$ 此句意象%句法均学
何诗'但其中内涵之丰富%情景之融洽'较何逊原
句为胜$ 陈祚明评价精妙'确为解人$

阴铿生活的时代晚于何逊'其诗歌创作讲求
格律'于句法上变化更多$ 清人冒春荣)葚原诗
说*曰&"法所从生'本为声律所拘'十字之意'不
能直达'因委曲以就之'所以律诗句法多于古诗'
实由唐人开此法门/001唐人多以句法就声律'
不以声律就句法'故语意多曲'耐人寻味$#(郭绍
虞 &%W-!&%Y$+冒氏的说法大致上没错'但此倾
向并非始于唐人'"以句法就声律#的尝试在阴铿
诗中已经出现'最典型的就是倒装的运用%$ 阴
铿)和樊晋陵伤妾*之"芳树落花辞# (""'+句'正
常语序应为"落花辞芳树#'只为与上句"画梁朝
日尽#及下句"忽以千金笑#形成对%粘'合于格
律$ 杜诗亦有此种句法'如)冬日有怀李白*之
"短褐风霜入#('#+%)送贾阁老出汝州*之"宫殿
青门隔#(%#-+句$ 又阴铿)广陵岸送北使*之"亭
嘶背枥马'樯啭向风乌#("&"+'正常语序应为"枥
马背亭嘶'风乌向樯啭#'出于格律需要'进行了

复杂的调整$ 杜甫爱此句法'在多首诗中有所学
习$ 如)过南岳入洞庭湖*之"危樯逐夜乌#(杜甫
"#''+'本应作"夜乌逐危樯#'脱胎于"樯啭向风
乌#句甚明2又)遣怀*之"天风随断柳'客泪堕清
笳#(杜甫 W#$+'正常语序为"断柳随天风'清笳
堕客泪#$ 不仅如此'杜甫还加强了倒装的变化$
如)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五之"绿垂风
折笋'红绽雨肥梅#(&YW+'正常语序为"风折笋垂
绿'雨肥梅绽红#2)秋兴八首*其八之"香稻啄残
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杜甫 &Y$W+'正常语
序应为"鹦鹉啄香稻残粒'凤凰栖碧梧老枝#'都
是在"亭嘶背枥马'樯啭向风乌#这种句式上不断
变化而来$ 这种倒装手法的运用'可以极为灵活
地驱遣字词'使诗歌的声律更为和谐$ 杜甫学习
阴铿倒装句式'并加以变化'创造出多种形式'足
见其对阴铿诗的句法钻研之深$

颜色字词的活用也为句法的灵活多变提供了

另外的可能$ 刁文慧认为&"阴铿诗中也惯用色
彩的对比来呈现鲜明的画面'他诗中的颜色字习
惯放在句末的位置'以此来与整体氛围的渲染相
适应$ 如前面提到的)开善寺诗*中-栋里归云
白'窗外落晖红.二句$#(&%-+对于杜甫)雨四首*
其一之"紫崖奔处黑'白鸟去边明# ("&W'+句'赵
次公云&"阴铿诗有云&-水随云度黑'山带日归
红$.今公诗可与之敌也$# (&&X"+此句出自阴铿
诗)晚泊五洲*$ 阴铿)五洲夜发*有句"夜江雾里
阔'新月迥中明# ("X"+'也被杜甫)雨四首*其一
借鉴$ 也就是说'"紫崖奔处黑#借鉴了"水随云
度黑#'"白鸟去边明#则与"新月迥中明#有关联$
杜甫同一诗之二句'源自阴铿两首诗之四句$ 杜
甫)春夜喜雨*之名句"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W+也与上引阴铿几句诗有一定渊源$ 杨伦注
"紫崖#两句云&"紫崖黑是云行处'白鸟明是云疏
处'亦与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二句同意$#
(Y%W+而"江船火独明#一句'又与何逊)敬酬王明
府*"澄江照远火#(&$%+一句相关$ 仇兆鳌)杜诗
详注*引葛常之语&"-紫崖奔处黑'白鸟去边明.'
而-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之句似之$# (杜甫
"&W'+杜甫将主体与背景颜色明暗之对比手法纯
熟运用于各种写景句中'产生奇异的效果'每令人
拍案叫绝$ 而此种手段'可能相当程度上取法于
阴铿$

阴铿虽然不以宫体诗见长'但也偶有此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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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他的)侯司空宅咏妓*中有"莺啼歌扇后'花
落舞衫前#("#%+一联'一望而知'杜甫)数陪李梓
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其一之
"江清歌扇底'野旷舞衣前# (&"$#+与之颇有渊
源$ 仇兆鳌)杜诗详注*引)复斋漫录*'列举了
"歌扇#对"舞衣#者七(杜甫 &"$X!&"$%+'仔细
比勘'不难看出'"江清歌扇底'野旷舞衣前#不论
句式%意象'还是押韵'更近于阴铿$ 此外'杜甫此
句又将孟浩然)宿建德江*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
近人#句与阴铿句移花接木'将女子歌舞姿态的
描写置于山水大背景之下'虽为艳曲'却无脂粉纤
弱之弊'这就比阴铿的"莺啼#和"花落#更大气$
不过'杜甫在另一首诗)城西陂泛舟*中化用了此
句句意&"鱼吹细浪摇歌扇'燕蹴飞花落舞筵$#
(""$+因为是七言诗'所以句法结构和意象搭配
比阴诗更复杂$ 宋人晏几道词之"舞低杨柳楼心
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句'即承阴铿%杜甫诗而来'
其源远流长可见一斑$

以上所举例子皆为杜诗学阴%何诗句法的范
畴'有相当的代表性$ 从句法的锻炼方面来说'
阴%何二人在唐前诗人中出类拔萃'但没有得到
陈%隋及初唐诗人的足够关注$ 杜甫对阴%何二人
的诗歌进行全面研习'深得其锻句炼字的精髓'确
乎算是独超众类的$ 杜甫自称"为人性僻耽佳
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Y&+'他是通过广泛深入
地学习%吸收包括阴%何在内的前人优秀创作手
段%技法'才最终无愧于这一宣言的$

四

杜诗化用阴%何诗之处颇多'有时并不拘泥于
意象和句法'只在句意镕裁上下功夫$ 或化繁为
简'精炼句意2或化简为繁'丰富内容2或活用句
义'再创新词2或保留句意'改变形式$ 变化无穷'
各尽其妙'试分类析之$

首先'化繁为简'精炼句意'减少句数%字数$
如)送孟十二仓曹赴东京选*之"夜雪巩梅春#'仇
兆鳌注曰&"何逊与范云连句诗& 洛阳城东西'却
作经年别$ 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 夜雪巩梅'
本此#(杜甫 "&"-+$ "夜雪巩梅#短短四字既浓
缩了何%范联句四句句意'又与孟氏赴洛阳参选的
地点和时间暗合'凝练到这等程度'令人惊叹$
)题省中壁*之"落花游丝白日静#(杜甫 %#'+'可

能化自阴铿)和登百花亭怀荆楚*之"落花轻未
下'飞丝断易飘# ("&$+句'杜诗以"落花游丝#四
字浓缩阴铿诗十字'又添"白日静#三字为七言
句$ )梦李白*其一之"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
(杜甫 'W#+'可能化自何逊)夜梦故人*之"开帘
觉水动'映竹见床空$ 浦口望斜月'洲外闻长风#
(&WY+句$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六评何逊
此诗曰&"-开帘.以下四句'梦回之景'并觉旷邈$
而-开帘.句尤奇'少陵-屋梁落月.'不足矜美$#
(YX"+二诗都写午夜梦回%故人邈远之情'杜诗写
景只有"落月满屋梁#一句'何诗却是以四句铺陈
开的'斜月与长风交错闪现'兼有珠帘%水波%竹
影%空床烘云托月'惆怅之情融入凄清之景'比杜
诗情味更浓$ 杜诗化用何诗仅取句意'写法与意
象大不相同'表达情感的效果也不同$

其次'化简为繁'句意不变'增加意象或关联
词'甚至对整个场景进行扩写$ 如)哀江头*之
"白马嚼啮黄金勒# (杜甫 X$#+'可能化自何逊
)拟轻薄篇*之"白马黄金饰(一作勒+# (#&#+2
)蜀相*之"隔叶黄鹂空好音#(杜甫 Y-$+'可能化
自何逊)行经孙氏陵*之"山莺空曙响# (#$X+2
)黄草*之"谁家别泪湿罗衣# (杜甫 &'#"+'可能
化自何逊)照水联句*之"复恐湿罗衣# (&"-+2
)即事*之"皛皛行云浮日光# (杜甫 &-X#+'可能
化自阴铿)渡青草湖*之"映日动浮光#("&'+$ 有
时杜甫也不限于五言句到七言句的扩展'而是对
诗中的一个场景进行扩写'如何逊)见征人分别*
曰&"凄凄日暮时'亲宾俱伫立$ 征人拔剑起'儿
女牵衣泣$#('$+杜甫)兵车行*也采用了旁观者
视角描写亲人送别征人的场面&"车辚辚'马萧
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
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X&+两者相较'能明显看出其中的继承关系$

第三'活用句意'再创新词$ 如杜甫)寄高三
十五詹事*之"相看过半百'不寄一行书# (%Y%+'
反用何逊)从主移西州寓直斋内霖雨不晴怀郡中
游聚*之"欲寄一行书'何解三秋意# (W'+句意2
)第五弟丰独在江左近三四载寂无消息觅使寄此
二首*其二之"江汉失清秋#(杜甫 &WY'+'反用何
逊)还渡五洲*之"凄清江汉秋# (&Y$+句意2)春
宿左省*之 "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杜甫
%##+'实际上源自阴铿)五洲夜发*之"愁人数问
更#("X"+'杜甫将阴铿诗的句义完全活用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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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十分新颖'又极富表现张力2)历历*之"巫峡西
江外# (杜甫 &YX"+'实由阴铿)渡青草湖*诗之
"江连巫峡长# ("&'+活用而来$ 表达方式的不
同'也导致描写重点有异$

第四'保留句意'字数不变'改换形式'生发新
意$ 如)客夜*之"入帘残月影# (杜甫 &&"W+'可
能化自何逊 )送韦司马别* 之 "帘中看月影#
("&+'杜诗保留月影穿帘而入之句意'隐去观景
之人'以"月影#为主语2)上牛头寺*之"无复能拘
碍'真成浪出游#(杜甫 &&-%+'可能化自何逊)刘
博士江丞朱从事同顾不值作诗云尔*之"吾人少
拘碍'得性便游逸# (X$+'句意相同'表达不同2
)发潭州*之"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 (杜甫
"#YY+'可能化自何逊)赠诸游旧*之"岸花临水
发'江燕绕樯飞# (&Y#+'杜诗保留"岸花#'简化
"绕樯飞#之"江燕#为"樯燕#'赋予两个物象拟
人特质'"花飞#似"送客#'"燕语#是"留人#'颇
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移情于物之丰富
含蕴$

至于诗歌结构的整体调度安排'杜甫从阴铿
和何逊处所学不多$ 阴%何二人虽对近体诗发展
贡献不小'但因近体诗格式尚未定型'诗歌句数可
多可少'自由度大'不像后世要求那么严格$ 王世
贞)艺苑卮言*曰&"何水部%柳吴兴篇法不足'时
时造佳致$ 何气清而伤促'柳调短而伤凡$# (丁
福保')历代诗话续编* --W+可见篇法上的缺陷
对于南朝诗人来说'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 所
以'如何在律诗起承转合的有限篇幅中表现更多
内容'这个问题主要是由初盛唐诗人解决的'杜甫
在近体诗结构排布上主要是学习他们$ 黄子云
)野鸿诗的*也曾谈到过这个问题&"仲言摒弃骈
辞'天机清引'造语新辟'惜少全作$ 杜陵所赏'亦
只在吉光片羽也$ 子坚承齐%梁颓靡之习'而能独
运匠心'扶持正始$ 浣花近体以及咏物都从此脱
化$#(丁福保')清诗话* Y'"+即使只是学习佳
句'阴%何诗对杜甫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杜甫学
阴%何'既学表面的意象词汇'也学深层的句子结
构和意境'杜甫对阴铿和何逊诗作中的良苦用心
了然于胸$ 当其所见之景和心中之情与阴%何诗
中的佳句产生共鸣时'杜甫将它们融为一体'锻造
出属于自己的佳句$ 善于学习的杜甫'更能体会
到阴%何诗歌的不凡之处'在博采众长后走向自己
的诗歌巅峰$

杜甫在创作上强调"转益多师#'"不薄今人
爱古人#'他根据自己的趣味和好尚选择学习的
对象'没有偏见和成见'极善于博采众长$ 在梁%
陈%隋及初%盛唐时期被很多人忽视的何逊和阴
铿'得到"诗圣#杜甫的特别青睐'并学习他们而
达到"苦用心#的程度'这固然因为杜甫目光如
炬'慧眼识珠'但阴%何二人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的
成就'特别是在古典诗歌格律化进程中的贡献'显
然也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0#%)&

! 梁术其人事迹不详'应不晚于王洙(--W!&$%W 年+$
" 今本所传何逊集无此句$ 此二句诗见于)分门集注杜
工部诗*卷一)对雪* "有待至昏鸦#王洙注引杜甫自注%
卷五)野望*"昏鸦已满林#赵次公注引后句$ 后人对杜甫
自注说多有异议'如黄希%黄鹤)补注杜诗*卷三十六引王
立之评曰&"昏鸦亦常语'何必引逊句5 后作绝句却云-钓
艇收缗尽'昏鸦接翅稀.$#黄希补注曰&"公作绝句在此诗
之前'而公于此方引逊句'何也5 岂不以昏鸦常用之字犹
有所本'故再用之'乃引逊为证'欲人不轻用字也$#('%&+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三按曰&"二语今)何记室集*
不载'公)复愁*诗-钓艇收缗尽'昏鸦接翅归.'不应直用
成句$ 且昏鸦亦常语'何独于此释之'必出后人假托$ 今
流俗本所云公自注者'多此类也$#("X'#+各家说法的立
足点均为"昏鸦#乃常用语'然"昏鸦#一词在唐代并非常
用语'最早的出处仅见于所谓的杜甫自注引何逊诗"昏鸦
接翅归#'后杜甫三用之'除此之外'唐诗之中再不见"昏
鸦#一词$ 到了宋代'"昏鸦#才成为诗歌创作中的常用意
象$ 所以此注即使是伪造'"昏鸦#一词也绝不是常用语'
乃杜甫首创$ 不仅"昏鸦#'"接翅#一词也是首次出现在
此句中'唐人诗中仅有杜甫和杜牧使用过$ 杜甫用"接
翅#有两处'一处是)复愁十二首*其二之"昏鸦接翅稀
(一作归+#("&$'+'一处是)续得观书迎就当阳居止正月
中旬定出三峡*之"飞鸣还接翅#(""XX+$ 由此可见'"昏
鸦接翅归#一句在唐代是具有独创性的佳句'但在宋人眼
中却毫无奇异之处$ 杜甫甚爱此句'在多首诗中化用其
中意象'若此句乃杜甫独创'似乎没必要假借何逊名义托
出$ 宋人既不见何逊有此句'又以此句平平无奇'此注的
伪造者独独挑出此句造假'实在不合逻辑$ 所以诸家怀
疑此句的理由站不住脚'至于此句是否为何逊佚诗'还无
定论$
# 刘重喜)黄生论杜诗句法*一文以黄生)唐诗矩*)唐诗
摘钞*)杜诗说*三书为依据'以清人朱之荆摘抄的)黄白
山杜诗说句法*和今人何庆善整理的)黄生析唐诗字法句
法举要*为参照'共得杜诗 W- 种句法$ 参见刘重喜& )黄
生论杜诗句法*')文学研究*"b"("$&'+&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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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出时间并不固定'农历二十七八'月亮黎明始出'故
何诗虽写"晨景#'亦云"初月#$
% 严格说来'有些句式已经不再是狭义的倒装'而是一种
十分灵活的重组'朱之荆摘抄的)黄白山杜诗说句法*中
的"倒装句#"倒剔句#"混装句#等'皆可看作广义的倒装
句$ 参黄生& )杜诗说*附录一'徐定祥点校$ 合肥& 黄山
书社'&--X 年'第 %$#!%&$ 页$

引用作品%;0*<)="#%1&

陈子昂&)陈子昂集*'徐鹏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

]>635Iu7k+5K/K,11"4)"& =,%>/,-K*"( f'Y$(#/V(/iB
L35K/G6+5K6+7CG6+5K6+7>6753;3>?+;;70;LB<?7;675K
H,B;3I"$&#/c

陈祚明& )采菽堂古诗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Y 年$

]>635IuB,175KI3(/?"1"4)"& K1$//'4$1+,":/-%,: )*"
K$'/*3 I$11/ G6+5K6+7C G6+5K6+7>6753;3 >?+;;70;
LB<?7;675KH,B;3I"$$Y/c

刁文慧&)五世纪到七世纪风景诗审美范式研究*$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年$

]d7+,IU356B7/J ?)3&C,-)*"J"/)*")'4+$%$&'#: ,-
N$(&/4$L"+,":/-%,:)*"<'-)* ),)*"?"M"()* K"()3%C/
237N75KC237N75KJ+5KB+K3+5( >B?*B83T57@38;7*4L83;;I
"$&%/c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 北京&中华书局'&-Y# 年$
]d75KI\B<+,I3(/J ?"j3"1),L,3*84E31+8M;+08,;;

d45+;*73;/237N75KCu6,5K6B+2,,M >,1:+54I&-Y#/c
!!!&)清诗话*$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 I3(/K,11"4)"& +,")%CK,::"()$%'"/-%,: )*"d'(#

FC($/)C/ G6+5K6+7C G6+5K6+7 >6753;3 >?+;;70;
LB<?7;675KH,B;3I&-'#/c

杜甫& )杜诗详注*'仇兆鳌注$ 北京&中华书局'"$&%

年$ !
]dBI\B/JK,:L%"*"(/'M"E()"%L%")$)',( ,-F3 <3Y/+,"://

V(/m7B u6+,+,/237N75KCu6,5K6B+2,,M >,1:+54I
"$&%/c!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Y 年$
]\+5IU35?+5/J((,)$)"& J7*38+84F75( +5( *63>+8@75K,)

d8+K,5;/237N75KCL3,:?3k;J7*38+*B83LB<?7;675KH,B;3I
&-%Y/c

郭绍虞选编&)清诗话续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Y# 年$

]SB,I G6+,4BI 3(/ J ?"j3"1 ), >,??30*3( L,3*84
>,1135*+873; )8,1 *63 m75K d45+;*4/ G6+5K6+7C
G6+5K6+7>6753;3>?+;;70;LB<?7;675KH,B;3I&-Y#/c

何逊& )何逊集校注*'李伯齐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

"$&$ 年$
]H3IiB5/J((,)$)"& >,??30*3( U,8M;,)H3iB5/V(/J7

2,t7/237N75KCu6,5K6B+2,,M >,1:+54I"$&$/c

胡应麟&)诗薮*$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W- 年$
]HBIP75K?75/JA%"$/3%C,-+,")%C/G6+5K6+7CG6+5K6+7

>6753;3>?+;;70;LB<?7;675KH,B;3I&-W-/c
胡震亨&)唐音癸签*$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Y& 年$
]HBIu635635K/A*"A"()* ?)3&C,( )*"A$(# +,")%C/

G6+5K6+7CG6+5K6+7>6753;3>?+;;70;LB<?7;675KH,B;3I
&-Y&/c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
]HBIu7/?"%'"/,-+,")'4S,)"/2C)*"!"413/",-)*"O%,,>

A'$,/ 237N75KC L3,:?3k; J7*38+*B83 LB<?7;675K
H,B;3I&-'"/c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年$
]HB+5KIf75KN7+5/A*"K,:L1")"=,%>/,-I3$(# A'(#X'$(/

>635K(BCG706B+5 T57@38;7*4L83;;I"$$&/c

黄希 黄鹤补注&)补注杜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 册$ 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Y' 年$

]HB+5KIi7I+5( HB+5KH3/J?3LL1":"()$1J((,)$)',( ),
F3 <3Y/+,"://<$4/':'1"!"L%'(),-)*"="(C3$(
N'2%$%C9&')',( ,-f63>,1:?3*3>,??30*7,5;,)*63\,B8
f83+;B873;8e,?/&$'-/f+7:37Cf63>,113807+?L83;;I
&-Y'/c!

卢元昌&)杜诗阐*'续修四库全书第 &#$Y 册$ 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 年$

]JBIPB+506+5K/J( E()"%L%")$)',( ,-F3 <3Y/+,")%C/A*"
?"j3"1), f63 >,1:?3*3 >,??30*7,5; ,)*63 \,B8
f83+;B873;/e,?/&#$Y/G6+5K6+7CG6+5K6+7>6753;3
>?+;;70;LB<?7;675KH,B;3I&--%/c

罗大经&)鹤林玉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JB,Id+N75K/U$&"?)"@'( )*"K%$("<,%"/)/G6+5K6+7C

G6+5K6+7>6753;3>?+;;70;LB<?7;675KH,B;3I"$&"/c
彭定求编&)全唐诗*增订本$ 北京&中华书局'&--- 年$
]L35KId75Kt7BI3(/A*"K,:L1")"+,")%C'( )*"A$(#

FC($/)C/237N75KCu6,5K6B+2,,M >,1:+54I&---/c

王运熙 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 (隋唐五代
卷+$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U+5KIPB5Q7I+5( SB P7;635KI3(;/6"("%$1I'/),%C,-
K*'("/"N')"%$%CK%')'4'/:/e,?B13,)GB7If+5K+5(
\7@3d45+;*73;/G6+5K6+7CG6+5K6+7>6753;3>?+;;70;
LB<?7;675KH,B;3I&--'/c

魏徵&)隋书*$ 北京&中华书局'&-W# 年$
]U37I u635K/ O,,> ,-?3'/ 237N75KC u6,5K6B+ 2,,M

>,1:+54I&-W#/c
吴怀东&)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 合肥&安徽教育出

版社'"$$"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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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IHB+7(,5K/J?)3&C,-)*"!"1$)',(/*'L2")@""( F3 <3
$(& )*"+,")%C'( )*"?'̂ FC($/)'"//H3)37CD56B7
V(B0+*7,5 L83;;I"$$"/c

吴均&)吴均集校注*'林家骊校注$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
社'"$$% 年$

]UBIhB5/J((,)$)"& >,??30*3( U,8M;,)UB hB5/V(/J75
h7+?7/H+5KO6,BCu63N7+5KD50735*2,,M;LB<?7;675K
H,B;3I"$$%/c

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北京&中华书局'"$$W 年$
]i75IS35K8B/J((,)$)"& >,??30*3( U,8M;,)P+5KU+5?7/

237N75KCu6,5K6B+2,,M >,1:+54I"$$W/c!
颜之推&)颜氏家训集解*'王利器集解$ 北京&中华书局'

"$&' 年$
]P+5Iu67*B7/A*"W$%',%3:9&')',( ,-T$( <$:'1C+%"4"L)//

V(/ U+5K J7t7/ 237N75KC u6,5K6B+ 2,,M
>,1:+54I"$&'/c

杨伦&)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Y$ 年$
]P+5KIJB5/J( E()"%L%")$)',( ,-F3 <3Y/+,"://G6+5K6+7C

G6+5K6+7>6753;3>?+;;70;LB<?7;675KH,B;3I&-Y$/c
阴铿&)阴铿集注*'刘国珺注$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YY 年$

]P75Ì 35K/J((,)$)"& >,??30*3( U,8M;,)P75 3̀5K/V(/
J7BISB,NB5/f7+5N75Cf7+5N75 D50735*2,,M;LB<?7;675K
H,B;3I&-YY/c

赵次公注!林继中辑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修订
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u6+,I>7K,5KI+5( J75 h7O6,5K/J((,)$)"& u6+,>7K,5Kk;
A5*38:83*+*7,5 ,)dB \Bk;L,31;/G6+5K6+7CG6+5K6+7
>6753;3>?+;;70;LB<?7;675KH,B;3I"$&"/c

赵以武&)阴铿与近体诗*$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Y 年$

]u6+,IP7=B/T'( G"(# $(& !"#31$)"& +,")%C/H+8<75C
H37?,5KN7+5KV(B0+*7,5 L83;;I&--Y/c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X& 册$
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Y' 年$

]u6,BIu7O67/J6%$'( ,-!'4"'( )*"O$%(/<$4/':'1"!"L%'()
,-)*"="(C3$( N'2%$%C 9&')',( ,-f63 >,1:?3*3
>,??30*7,5;,)*63\,B8f83+;B873;/e,?/&&X&/f+7:37C
f63>,113807+?L83;;I&-Y'/c

(责任编辑% 查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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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
汤用彤& )魏晋玄学论稿*$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
]f+5KIP,5K*,5K/K,11"4)"& 9//$C/,( 0")$L*C/'4/'( )*"="'

$(& U'( FC($/)'"/8G6+5K6+7CG6+5K6+7>6753;3>?+;;70;
LB<?7;675KH,B;3I"$$%/c

陶岳& )五代史补*$ 郑州& 大象出版社'"$&- 年$
]f+,IPB3I3(/J ?3LL1":"()),H7;*,84,)*63\7@3

d45+;*73;/u635KO6,BCV?3:6+5*L83;;I"$&-/c
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U+5KIJ7t7/A*"W$%',%3:9&')',( ,-T$( <$:'1C+%"4"L)//

237N75KCu6,5K6B+2,,M >,1:+54I&--#/c
严可均校辑&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北京& 中

华书局'&-%Y 年$
]P+5Ì 3NB5I3(/K,11"4)"& 9//$C/-%,:J()'j3')C)*%,3#* ),

)*"+"%',& ,-)*"?'̂FC($/)'"//237N75KCu6,5K6B+2,,M
>,1:+54I&-%Y/c

张伯伟& )全唐五代诗格汇考*$ 南京& 凤凰出版社'
"$$" 年$

]u6+5KI2,=37/JA"̂)3$19̂$:'($)',( ,-)*"+,")'4<,%:$)
,-)*"A$(# $(& <'M"FC($/)'"//g+5N75KCL6,357Q
LB<?7;675KH,B;3I"$$"/c

张岱年& )中国哲学史大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Y" 年$

]u6+5KI d+757+5/ .3)1'(" ,-)*" I'/),%C ,-K*'("/"
+*'1,/,L*C8237N75KC>675+G,07+?G073503;LB<?7;675K
H,B;3I&-Y"/c

钟嵘& )诗品译注*'周振甫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Y
年$ !

]u6,5KIE,5K/J((,)$)"& >87*7tB3,)L,3*84/V(/u6,B
u635)B/237N75KCu6,5K6B+2,,M >,1:+54I&--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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