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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教授解读“唐朝诗人”
每个诗人都有活生生的人生

唐诗沉淀着盛世大唐的
审美理想与历史记忆，

时至今日仍然光照你我。诗歌背
后的唐朝诗人，也拥有着波澜壮阔
的生命历程与情感世界，值得细溯
揣摩。后世关于唐诗的种种解读，
也成为一种文化传统。近日，复旦
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心主任、文科
资深教授陈尚君解读唐诗的作品

《我认识的唐朝诗人》，由中华书局
出版并举办新书发布会。

从可靠文献的反复比读中
再现唐代诗人的真实人生

作为一名深耕唐宋文学四十余年、

把五万多首唐诗每首都读过若干遍的学

者，陈尚君教授说：“我认识的唐代人比现

代人多。”陈尚君是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

学中心主任、文科资深教授。四十多年

来，专治唐宋文学和古典文献，完成点校

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在《我认识的

唐朝诗人》中，陈尚君聚焦五十余位诗人

的诗歌创作与生命历程，从可靠文献的反

复比读中，立体而全面地再现出历史文献

中尘封已久的唐代诗人的真实人生。书

中把诗歌放到历史时代和真实人生中加

以阐释，囊括诗人所处阶层、家庭出身、科

考入仕、来往交游、安定与动荡等方面，力

图描摹出唐代社会文化的丰富状貌。

《杜审言的生平与诗歌》《宋之问：侍

臣的悲哀》《陈子昂的孤寂与苦闷》《杜甫

的大历三年》《韦应物在苏州》《欧阳詹的

生死情恋》《武元衡：喋血宰相的政事与

文学》《裴度的人生感悟与诗歌情

怀》……《我认识的唐朝诗人》全书行文

饱含深情，以心遥应古人，还原诗人真实

的生命历程和独特的性格禀赋。让诗人

带着他们各自的春风得意、失意困顿、悲

欢离合、生离死别，从古旧的纸张中，从

历史的云烟中走来。

在自序《每个诗人都有活生生的人

生》中，陈尚君介绍说，这本书中的三十

篇文章是他从2019年年初起为《文史知

识》所开专栏“我认识的唐朝诗人”撰

写。“大多是一人一篇，或节取大诗人生

命中的一段经历来写；也有一篇里写到

几位诗人，如《乔驸马家的儿女》谈及驸

马乔师望的三子一女故事，《述修行杨

家》讲到杨发、杨收、杨乘、杨凝式为代表

的这一家族的发达与成就，《唐代的夫妻

诗人》述及五对夫妻的存世诗歌（唐太宗

太有名而从简，徐惠、上官婉儿身份是

妾）。实际叙及五十余人，希望借此展开

唐代诗人真实人生的画卷，介绍他们各

自不同的生命历程和诗歌成就，就他们

各自走过的悲欢人生解说他们的作品。”

以一己之力重新校订全部唐诗
所有存世唐诗都读了五到十遍

陈尚君长期从事唐代文学与历史基

本文献的校订与研究工作。虽然非常赞

同文学即人学的主张，在某次《文学遗

产》召开的治学方法座谈会上，也曾谈到

今人之多数文学研究无法写出古人鲜活

人生的遗憾，但一直也没有做写作的准

备。十多年前，因一次契机启发，他决心

以个人力量从事全部唐诗的重新校订。

他说，要完成这个目标，所有工作只

能一手一力地落实完成，不敢借手他人，

甚至无法请学生协助。“或正因如此，得

缘为有一句以上诗歌存世的诗人重新写

了小传，所有存世唐诗都因校勘各本而

读过五到十遍，所有涉及唐诗的互见、依

托、舛讹、传说，以及文本之存逸、完残、

是非，皆曾逐一加以分析条理，考订取

舍。上述工作，着眼于一代基本文献之

建设，即希望为所有从事相关学术研究

者提供可以取资信任的文本，一切表达

和取舍都追求冷静客观，避免个人感情，

力戒一己好恶。然而人毕竟是有感情的

动物，无数个夜晚独居斗室，面对电脑，

据善本校勘诗歌，口诵心念，目验心会，

体会唐人在诗中倾诉的人生喜怒哀乐，

内心不能不受到深深的触动。我曾在回

忆赵昌平先生的文章中写道，2018年5

月20日晚，也就是他去世的那一晚，我

据宋蜀本柳集对读柳宗元诗，忽然感受

诗人长期贬谪的内心绝望与痛苦，不觉

悲动于心，泪水涌出。这样的感受，我在

读校唐诗过程中，曾经无数次碰到。”

在这本书中，陈尚君还述及杜甫与

韩愈生命中的关键节点。杜甫传记出版

过许多种，似乎无法说清楚他为何离蜀？

为何滞峡？出峡后又为何奔走荆湘？在

《杜甫的大历三年》一篇中，陈尚君指出杜

甫出峡前与江陵幕府诸人及弟杜观有过

多次联系，似乎有了双保险方出峡，但在

江陵出了许多状况，备受冷遇，只能离开。

今人知李绅，多因《悯农二首》，陈尚

君指出，其实他是新乐府最早的倡导者，

“《莺莺歌》如果全篇得存，歌行更足与元

（元稹）、白（白居易）鼎足而三。他在治家

或为政方面皆疾恶如仇，内心却极其柔

软，对嫂子崔氏与对政敌张又新皆如此。”

读者应对诗人抱理解之同情
方能深入其内心所思及所欲言

近年不少学者呼吁重视经典，重视

文本，陈尚君十分赞同，同时又深入一

层，“经典极少数是作者一经发表，即

获广泛认同的，如李白《蜀道难》与白

居易《长恨歌》，大多是在后人阅读、称

赏和拟写中形成的。任何诗人所写，

一定是他所经所感，表达真实的心情，

读者应抱理解之同情，方能深入其内

心所思及作品之所欲言。孤立地看一

篇作品，当然会得到部分认识，但如果

将全部相关作品联系起来阅读，就会

有更深刻的了解。”

陈尚君特别提到“文史融通”的重要

性。“古人生活在真实的历史环境中，他

们的出生受限于不同地位的家族，他们

的成长必须面对社会给以的机遇与自己

的努力，仕宦则难免抗尘走俗，不仕又必

须解决生计困境，各种意外的事变不可

避免地改变他的人生轨辙和写作兴趣。

我在写本书诸文时，始终坚持文史融通，

在特定环境、特定事件、特定交往中评价

人物与作品，希望对所有诗人有大体公

允的认识。”

曾有某名家说，如果我们觉得鸡

蛋好吃，为何一定要知道是哪只母鸡

下的蛋呢？陈尚君说：“今人常据此认

为纯文学之研究可以忽略作者及其时

代，对此我深不以为然。因为诗歌毕

竟是有七情八欲、有喜怒悲欢的活生

生的诗人投入全部的热情和血泪留下

来的记录，古人说知人论世，言志缘

情，今人讲真情实感，言为心声，都希

望努力准确地理解诗人，读懂诗歌。

我曾在某次讲座中将本书各文的致力

方向概括为以人为中心的唐诗研究，

希望这样的研究有更多的学者给以理

解与关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我认识的唐朝诗人》

我国文明流脉悠久绵长，中华典籍浩

如烟海。古籍对于当代的意义，除了是承

接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还丰富着我们的

文化生活。编制古籍目录时，确定古书的

版本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以版本鉴定

工作为基础，进一步就可以评定一部古书

的价值，包括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近

日，一本名为《古籍版本十讲》的作品，在

上海举行了新书发布会。

《古籍版本十讲》是古籍版本资深专

家杨成凯先生的版本鉴藏专著，以其历

年来发表的有关古籍版本的普及性文章

与讲演稿为基础，经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向辉整理，由中华书局出版。发布会上，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严佐之，

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陈先行，复旦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格，国家图书馆研究

馆员、《古籍版本十讲》整理者向辉，与中

华书局副总编辑张继海等分享了各自对

于古籍鉴赏与收藏的心得体会，探讨《古

籍版本十讲》一书的写作特点与理论价

值，就书中涉及的古籍版本学以及古籍

的当代传承问题阐发了深入思考，表达

了透辟观点。

“十讲”包括宋刻本、金刻本、元刻本、

明刻本、清刻本、活字本、抄本、批校本、

丛书的鉴赏与收藏等内容，涵盖了古籍

版本鉴藏的方方面面，包含了作者杨成

凯长期从事古籍收藏、鉴定和研究工作

的亲身体会和重要心得，展现出作者在

古籍研究领域的深厚学养与独特眼光。

在写作的风格特点上，书中没有连

篇累牍的琐细考证，而是以流畅通俗的

语言、精彩纷呈的案例，解说古籍版本知

识及其背后的故事，为读者提供古籍收

藏、研究的门径与指导，一般的古籍鉴赏

收藏爱好者都不难通读。

杨成凯（1941年-2015年），中国社会

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现代汉语语

法专家、版本目录学家、古籍收藏与研究

专家、翻译家。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

委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

员、“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

委员、《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专家。

在发布会上，向辉分享了杨成凯先生

生前对于打通古籍鉴赏与版本研究的愿

望。借由二者的连接，一方面让普罗大众

都能欣赏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结晶

的古籍之美，另一方面也希望构建现代学

科意义上的版本学框架，以总结前代的成

果，指导将来的研究。这也是古籍工作者

始终担负的文化传承的职责所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古籍版本十讲》：引领大众鉴赏与研究古籍之美

《古籍版本十讲》新书发布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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