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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解诗：
以一颗诗心碰撞历代诗人的心

张炜用长达数十年的长跑，完成了

对中国古典诗学高峰成就的一次深入

的概览，“打开一条精神的地平线。”在

“张炜古诗学六书”中，他把自己数十年

深研的结晶向当代的读者完全敞开：在

《读<诗经>》中，我们可以看到满目青

绿，听到生命的交响；在《<楚辞>笔记》

中，我们可以感受屈原身处的战国时期

的社会状况与精神格局，捕捉到屈原的

心灵密码，并为屈原所确立的美学品格

击节赞叹；在《陶渊明的遗产》中，我们

看到陶渊明在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盛

行的魏晋时期作出的判断与坚守，感受

到一个时代的孤高标本；在《也说李白

与杜甫》中，我们仿佛追随着李杜二人

进行了一次旅行，看他们的宦海沉浮、

修道炼仙，看他们如何写下一个又一个

辉映千古的字与词；在《唐代五诗人》

中，我们看到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

和李商隐风格各异的独特色彩汇聚出

斑斓的唐诗画卷；在《苏东坡七讲》中，

我们仿佛跟着苏东坡一同呼吸，看到了

明媚的阳光，嗅得了充沛的氧气……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别邀请作

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邱华栋，

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郁，作家崔

曼莉，与张炜进行了一场以“满目青绿，

生命交响——张炜的古诗学盛宴”为主

题的对谈。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李红

强作为出版方代表致辞。活动由CCTV

第五季《中国诗词大会》冠军彭敏主持。

在李红强看来，“张炜古诗学六书”

是一位中国当代作家与中国古典诗人

们的伟大交流，是诗与诗的交流，是跨

越时空的一场对话。这六部作品最突

出的特点便是“以诗解诗”，是张炜以一

颗诗心碰撞历代诗人的心，充满洞见。

“张炜古诗学六书”堪称优秀的散文、美

文书，兼具非常好的可读性，对各个年

龄段的读者都很友好。

邱华栋回顾了自己还是出版社编

辑时便开始阅读张炜的长诗，一直关注

他的诗歌创作，认为张炜作为诗人出手

不凡，“非常丰厚和雄浑，又充满一种趣

味。”邱华栋提到他前两年读到张炜《唐

代五诗人》、潘向黎《古典的春水》、施蛰

存《唐诗白话》等三本作家解析古诗词

的书，认为作家、小说家对中国古典诗

的解读特别精彩，充满个性，有独到的

视野、眼光以及代入感，与学者解读古

诗词时比较多见的匠气、呆板迥然不

同。邱华栋还说，“张炜古诗学六书”脱

胎自讲稿，虽经过校订、整理，但仍充满

现场感，读来亲切、生动。

此外，邱华栋认为这套书“还有一

个特点是融会贯通，不仅描绘了他此时

此刻作为一个当代作家、一个个体生命

对于这些古诗人的理解，里面还有很多

触类旁通”。张炜在谈论中国古代诗人

时，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家、杰作也顺手

拈来，展现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人类

优秀文学的横向沟通，颇有大家手笔。

邱华栋还从近年的“苏东坡热”感受到

中国当代读者对我们诗歌传统的热爱，

又回顾了自己自幼被父亲逼着背诵古

诗词的经历，充分肯定了阅读古诗词、

背诵古诗词的重要性。

孙郁称，张炜善于在剖析中国古典

诗人时，“把外国文学带进来”，于是有

一些想象、类比显得奇特。比如谈苏轼

时旁及毕加索，讲韩愈时引入艾略特。

“这种类比都是作家才有的一种觉态，

一种感知世界的方法。”学院派以传授

知识为主，同时讲究逻辑方式，张炜与

此不同，不以知识论为目的，而“把审美

的、把人阅读诗词最初始的感觉，把它

定格在自己灵动的词章里面”，孙郁据

此认为“张炜古诗学六书”形成了非常

独特的审美诗学，“张炜很克制地飞起

来了”。

孙郁也回忆起幼时被父亲督促着

背古诗词，后来插队时抄唐诗宋词六朝

诗文，古诗词对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

响。孙郁考察鲁迅、汪曾祺所受的文

学滋养，也发现古典诗文是他们共同

的宝库。

用生命去体会古典
用20年的孤独和寂寞做学问

作家崔曼莉谈自己阅读《苏东坡七

讲》时，仿佛看到像苏东坡一样具有生

命能量、诗意高度、美学高度的张炜，

站在苏轼的对面，“好像他们中间时间

的长河是一个桌子，苏轼在桌子的这

边，张炜在桌子的那边，他们两个把酒

言欢。”

崔曼莉认为，这六本书是充满“满

目青绿，生命交响”的书，在我们的时代

熠熠生辉，仿佛《千里江山图》在眼前徐

徐打开，“不仅贴近了你生命中的古诗

词，也看到一个当代作家怎么去以那么

高的诗意造一个境。”谈到许多古代诗

人在今天成为“网红”红遍社会的方方

面面，崔曼莉认为这是网络一代人在追

问“我是谁”时，以我们璀璨的古诗文作

为依靠而产生的现象，“古代的诗人留

给我们闪光的诗词，每一个字、每一句

话在我们心里打下的烙印都是‘我是谁

’的一个答案。”对张炜“用了20年的孤

独和寂寞做学问，用生命去体会，以静

水流深、通俗易懂的方式把六本书带到

你们面前”，崔曼莉充分感佩于张炜苦

心研究的热忱，并称这六本书是张炜带

给当代读者的最大的爱。

张炜介绍写六本书的渊源时说，

“这六本所谓的古诗学的书，跟我写诗

的关系很大，我要寻找现代自由诗跟中

国古诗之间的关系。要接上这个传统，

需要我去了解。但是这个了解的过程

可以说是越走越远，最后用20多年的时

间，完成了六本书。”同时他也承认这

“对我是很困难的工作，不轻松……我

写的六本书当中涉及的诗人和诗，都是

中国传统的大经，不是一般的经典，是

大经，关于它们的文字汗牛充栋……多

少人在谈论苏东坡啊！多少人在谈论

李白和杜甫啊！所以遇到这种大经是

很危险的一个题目，因为很容易在不停

地重复别人的看法、观点、故事，哪怕添

那么一点点新的东西，都非常非常困

难。”张炜以研读苏东坡为例，他把苏东

坡所有的文字、关于苏东坡的文字，能

找到的差不多都读了。

不能为了易读
而牺牲诗学的品质

有些评论认为“张炜古诗学六书”

是普及读物，对此张炜现场也表达了一

些担忧。在他看来，古诗学六书诚然是

很容易读进去的，很适合中学生群体阅

读，甚至可以从任何一段开始读起，但

是易读不代表它就牺牲了诗学的品

质。何为诗学品质？张炜很看重“个人

性”：必须要有个人的见解、偏僻的见

解，要建立一个非常便捷、通俗的路

径。这就决定了“它不能是多种说法的

汇集，不停地重复别人的话语，这就不

属于诗学的层面了”。

发布会上，谈到为什么花费如此庞

大的精力去钻研古诗词，张炜还提到网

络化时代的传奇化、娱乐化、符号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张炜发现李白、杜

甫、陶渊明被高度地传奇化、娱乐化、符

号化，“怎么有趣怎么讲，怎么通俗怎么

讲，这是一种让我发现之后近乎厌烦的

现象。”

张炜称自己作为一个文学人，面临

多重任务：“做一个基本的工作，就是要

跟庸俗做斗争，力避虚假，力避肤浅的

理解，力避止步于最大公约数的认识水

平，要跟哗啦哗啦谈个不停、浅薄无比、

庸俗无比、歪曲的过程划清界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孟小冬，京剧余派的优秀传人之

一，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曾红遍大

江南北，有“京剧第一女须生”“冬皇”之

美誉。网络上关于她的种种传闻轶事，

真假难辨。

10月16日，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推

出的《氍毹上的尘梦——孟小冬全传》，

在2023天府书展上发布。该书作者之

一万伯翱除了查阅大量资料，还详细采

访了孟小冬健在的亲属，获得第一手资

料，就为求“真”“信”两字。历时三载，

增删数次，最终出版。

“氍毹”（qúshū）二字显得很生

僻。它原本指一种织有花纹图案的毛

毯。古代演剧多在地毯上，因此多用

“氍毹”来代指舞台。“氍毹上的尘梦”点

出了这本书在于详细讲述孟小冬的舞

台人生。全书以孟小冬的戏曲之路为

主线，同时展现其温馨感人的亲情、真

挚温暖的友情、缠绵悱恻的爱情，以及

在艺术追求上的执着与坚韧，为读者呈

现出一位气质若兰、孤傲如莲、德艺双

馨的京剧艺术家形象。

在发布会上，《氍毹上的尘梦——

孟小冬全传》的两位合著者万伯翱和肖

瑶跟大家分享该书的创作历程，并分享

了自身的创作感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京剧第一女须生”传记出版

以一颗诗心碰撞历代诗人的心
“张炜古诗学六书”首次结集出版

张炜以小说家的身份闻名，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均被评论界和读者赞叹不
绝，长河小说《你在高原》更是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实际上，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登文坛

开始，张炜从未停止过写诗，并出版了多部诗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张炜先后专题化地研究
了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诗经、苏东坡，以及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同时开办多场讲
座，与同好们进行经久不息的探讨、切磋。

张炜的这些古诗学讲稿，引起了多家出版社的注意，2000年出版《<楚辞>笔记》，2010年出版《也
说李白与杜甫》，2015年出版《陶渊明的遗产》，2018年出版《读<诗经>》，2020年出版《斑斓志》，2021
年出版《唐代五诗人》……

从1973年张炜写短篇小说《木头车》说起，2023年是张炜文学创作5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特
推出“张炜古诗学六书”，包括张炜在过去二十余年里钻研古诗词所写下的《读<诗经>》《<楚辞>笔
记》《陶渊明的遗产》《也说李白与杜甫》《唐代五诗人》《苏东坡七讲》（即《斑斓志》），这也是六本书首
次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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