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意人间》收录了我为九十首中国
古典诗词撰写的解读文字，其中一部分已
见于报刊或其他出版物，但经过重新校订，
另一部分则是我新写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二十

四日，苏轼和一位朋友游览泗州南山，写下
这样的词句：“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
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沙》）

此时的苏轼，已经历了“乌台诗案”的九死
一生，也在黄州度过了四年多的谪居岁月，
他对“人间”二字，有了新的感悟。
人间的真味是什么？苏轼给出了两个

字的答案：清欢。这是一种清淡的、清新的
欢愉，并不是那种浓烈的，穷奢极欲的，手
舞足蹈、令人亢奋的快乐。这两个字，凸显
了苏轼对人间至真至美境界的理解。苏轼
是一位美食家，所以他将“清欢”落实到了
饮食层面，茶中是雪沫乳花，盘中是蓼茸蒿
笋，还没到立春，诗人就试起春盘来了。所
有食物，都是清淡的。
苏轼用“清欢”二字，为我们勾勒出一

个诗意的人间。这样的人间，并不拒绝世俗
的美味，并不鄙视日常的饮馔，并不追求躲
进深山，辟谷炼丹。日常生活，世上万物，一
草一木，皆具诗意；这样的人间，又不仅仅

停留和满足于世俗的享乐，诗人面前摆放
着的，不止是一盏清茶，几样菜蔬，雪沫乳
花与蓼茸蒿笋之间，分明蕴含着一种超越
世俗的美。诗人将其捕捉到手，又以春风词
笔，发为佳构。苏轼眼中的人间，包含着世
俗的和超越世俗的两重诗意，这是真正的
诗意人间，千载而下，依然令人神往。
苏轼写下这几句话的时候，已经饱尝了

人生苦难，此刻，他内心保留的诗意，他品出
的人间真味，其实都彰显了一种力量。就古
代中国的境况而言，假如真的存在这样一个
诗意人间，那么它所关涉的绝不仅仅是美丽
与甜蜜，更关乎个人的尊严、勇气和力量。
在我给本书命名的时候，苏轼的词句

突然涌入脑海。我同样希望通过这些古诗
词的解读文字，勾勒出我心中的那个“诗
意人间”，它既属于诗人，又应该属于本书

的每一位读者。当然，假如与我先前出版的
《诗家十讲》一书一起阅读，你或许能更深
入地理解中国古代诗人们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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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百讲》由“学界诗人”羊春秋在多年讲稿基础上精心打磨而成。 作者匠心独运，把唐诗中的代表性诗人、群体、体派、事
件、诗论等总结为一百讲，每讲用一两千字的篇幅阐述一个主题，既有“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等总论，也有“‘诗
豪’刘禹锡”等专论，还有“李白、杜甫诗歌比较”等合论，形式灵活，章法井然，语言清丽，内容丰厚，颇多心得，充满妙趣，是一部
雅俗共赏、史论结合的唐诗概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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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发展了各种体
裁和形式，建立了各种风格和流派，在绚丽
多彩的唐代诗廊上，蔚成五光十色、万紫千
红的奇观。我们把唐代两百八十多年的诗
歌发展史分成四个展点，即初、盛、中、晚
“四唐”。其实首先提出这个方案的是宋代
的严羽，他在《沧浪诗话·诗体》中说：“以
时而论，则有……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
元和体，晚唐体。”明代高棅在《唐诗品汇
总叙》中明确提出“略而言之，则有初唐、
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于是人们便沿用
他的设想，把唐代诗廊分成四大展点，让我
们一个一个来导游吧！

唐初的诗廊

这是从扭转齐、梁的绮丽遗风走向健
康发展的时期，它从唐高祖武德元年
（618）到玄宗先天元年（712），共九十四
年。其中前三四十年，诗坛上弥漫着“陈、梁
宫掖之风”，一代“英主”李世民，自己就是
一个“宫体诗”的作者。有一次，考官王师
旦把名动京师的“宫体诗”作者张昌龄、王
公瑾列为下等，李世民向他提出疑问，师旦
对曰“此辈诚有词华，然其体轻薄，文章浮
艳”“臣擢之，恐后生仿效，有变陛下风俗”
（封演《封氏见闻记》），说得李世民也无

词以对。连李世民最敬重的包括虞世南、李
百药、姚思廉、薛收等在内的“十八学士”，
也写了大量的“宫体诗”和“应制诗”，可
见笼罩当时的诗坛的是“宫掖之风”了。此
外，还有“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
它的代表作家是上官仪和他的孙女上官婉
儿。他们也是写适合宫廷需要的应制诗，是
宫廷的御用诗人，真可谓“调入初唐，时带
六朝锦色”。说明六朝的颓靡诗风仍然占据
着统治的地位。但这时的诗坛，也不是清一
色的。由隋入唐的诗人王绩，就崇尚自然，
糠秕礼教，倾心陶渊明，写了一些表现闲适
情趣的田园诗，摆脱了雕饰华靡的六朝习
气。“近体诗”奠基人之一的杜审言，也写
了一些内容充实、情调健康的好诗。就连宫
廷御用诗人沈佺期和宋之问，在他们被贬
以后的作品中，也表现出失意者的真情实
感，引起读者的共鸣。特别是久经酝酿的
五、七言律诗，在格律、体制的定型化方面
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但真正转变六朝诗风呈现出自己的面

貌的，是陆续登坛的“唐初四杰”王勃、杨
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虽然还没有完全
摆脱六朝的旧习，可他们都是位下名高、气
盛才大的诗人，在他们的人生历程上，充满
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宏伟抱负与坎坷经
历的矛盾，因而在诗歌内容上常常流露出
知识分子的“不平之鸣”，在诗歌风格上，
呈现出清新、刚健的气息。特别是在完善五
言律诗、创建七言歌行方面，有着较大的建
树。值得大书而特书的是树起复古旗帜、倡
导诗歌革新的大诗人陈子昂，他严厉批评
了“釆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六朝诗风，
提倡恢复风雅比兴、汉魏风骨的优良传统，
大大开拓了唐代诗歌的疆宇，创建了一代
新的诗风。正如韩愈《荐士》一诗所说的：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这是初唐诗
廊的轮廓。

盛唐的诗廊

这是唐代诗歌大放异彩的时期，是唐
代诗廊上最壮观、最绚丽的一个展点。它从
玄宗开元元年 （713） 到代宗永泰元年
（765），约半个世纪。在这个展点上，从题
材的角度来考察，就有以王维、孟浩然为代
表的“田园诗派”，围绕在他们的周围的有
祖咏、裴迪、常建等。他们继承和发扬了谢
灵运、陶渊明的艺术传统，在反映自然美和
传达手法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
的成就，以王维为最高。他既是杰出的诗
人，又是著名的画家和音乐家。他的诗歌中

往往呈现鲜明的色彩、优美的旋律，是诗、
画、乐三者互相渗透的结果，是诗、画、乐的
统一，也是客观景物和主观抒情的统一。其
次，是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
这一派的主要作家还有王昌龄、李颀、王翰
等。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刘琨、鲍照的艺术传
统，塑造了许多抗敌御侮的英雄形象，描绘
了一幅幅辽阔、壮丽的大漠风光，反映了征
夫思妇对于和平生活的渴望，对于扩边战
争的不满，创作了许多动人心弦的优秀作
品。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考察，无疑是以李
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以杜甫为代表的现
实主义两大流派。他们是我国诗坛上闪耀
着万丈光芒的“双子星座”。他们运用不同
的创作方法，建立不同的艺术流派，并以精
湛的艺术、强烈的感情、丰富多彩的画面，
为我们创造了“千汇万状”的优秀作品，把
诗歌艺术推向高峰，代表着我国古典诗歌
的最高成就。此外，还有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王之涣、崔颢、贺知章、王湾等，他们流传
下来的作品虽然不多，而吉光片羽，弥足珍
贵，足以使他们永垂不朽。

中唐的诗廊

这也是一个名家辈出、风格多样的时
代。它从代宗大历元年（766）到敬宗宝历
二年（826），约六十年时间。它的前二十多
年，可以说是盛唐诗廊的延伸，在思想和艺
术上没有新的创建，但它也产生了“五言长
城”刘长卿、田园诗人韦应物、边塞诗人李
益那样一批优秀作家。还有继承王维、孟浩
然的创作道路的“大历十子”，他们的成员
究竟是哪些，说法也不一致，其中名望最大
的是钱起、郎士元、卢纶、李端、韩翃、司空
曙等。他们都是长于写景和抒情的，有些抒
情小诗富于人情味，深深打动着人们的心
弦。在它以后的三十多年中，诗坛中又呈现
出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不但在数量上超
过了初唐和盛唐的总和，而且在思想内容
和艺术风格上都出现了新的面貌，几乎可
以与盛唐媲美。真是“诗到元和体变新”。
这个时期有三个极其重要的派别，值得我
们注意。一是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
诗派”，他们竞尚新奇，追求险怪，喜欢推敲
字句，以散文句法入诗，贾岛、卢仝、李贺、
刘叉是他的追随者，在刻意求新、求奇、求
怪、求险方面，李贺达到的高度是很不寻常
的。“险语破鬼胆”，一语可以道出这一派
诗歌风格的特点，所以诗歌理论家叶燮赞
美韩愈说：
“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

雄，崛起特为鼻祖。”二是以白居易、元稹为
代表的“元白诗派”，他们的理论核心是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
“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他们的主
要创作实践是“新乐府”，要求创新题，写
时事，干预当时的政治生活。跟他们站在一
起的有李绅、张籍、王建等。他们写出了大
量有深远影响的作品，揭发了政治的黑暗，
反映了人民的疾苦，给中唐的诗廊添上了
一束束的鲜花。三是以柳宗元、刘禹锡为代
表的政治讽刺诗，他们是政治家、思想家，
又是文学家，有伟大的政治抱负，坚定的斗
争精神，在“永贞革新”失败以后，写了大
量的寓言诗、咏史诗，托物寄兴，借古讽今，
像匕首，像投枪，刺向统治阶级的心脏，对
现实是尖锐的讽刺和深刻的批评，而又富
于启发性，在唐人诗中独树一帜。

晚唐的诗廊

这是唐诗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回光
返照的阶段。它从文宗大和元年（827）到
宣宗天袪四年（907），约八十年。它的前三
十多年，是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和杜
牧活跃在诗坛的时代。杜牧长于七绝，李商
隐长于七律。许学夷《诗源辨体》称杜牧的
七绝是“开成（唐文宗年号）以后，当为独
胜”。可以与“七绝圣手”李太白、王昌龄以
及刘禹锡并驾齐驱。这是因为他在七绝中
把清新与峻拔熔为一炉，取得令人赞叹的
成就。李商隐的七律，音调和谐，对仗工整，
用典恰切，遣词用字，都是经过千锤百炼
的。他能用华丽的语言，构成优美的形象，
传达真挚的感情，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
格，成为唐代最后的一位大诗人，但他的
诗，过于晦涩，过于朦胧，使人不易探索它
的真谛，所以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说：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还有与李商隐齐名的温庭筠，世号 “温
李”，以其才思敏捷，“凡八叉手而成赋”，
所以又叫作“温八叉”，但比起李商隐来，
内容要单薄一些，风格要单调一些。在晚唐
的后五十多年中，涌现了一大批现实主义
作家，他们是皮日休、杜荀鹤、聂夷中、陆龟
蒙、于 、罗隐等。这些诗人从多角度多侧面
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政治黑暗，是
晚唐社会的一面镜子。此外，还有司空图、
吴融、韩偓、韦庄等，他们的艺术特点是繁
缛绮丽，刻翠雕红，以凄婉轻艳的风格，抒
发伤离悼乱的感情，其中也有一些清新的
好诗，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但总的说来，是
在走下坡路了。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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