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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三百首

新注 $ 至今已有

二三十种版本 %

上图蓝色封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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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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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风格!文章辛辣!叱咤风
云!虎虎有生气"发刊词由父亲
先拟稿!后由王任叔修改!当中
引用了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 "

这个杂志后来成为上海孤岛时
期非常有影响的刊物"

父亲之后又主编过 #萧萧$

#文史$!作者都是当时一些文化
名人% 父亲一个人组稿!所以好
多经费都是他自己出的"他当时
用&文载道'这个笔名!在现代文
学史上还是有一定名气的%

晚年的扛鼎之作

主持人! 接下来我们谈谈

'唐诗三百首新注(% 这是金性

尧先生晚年著作中最重要的一

本%也是我国目前流行最广泛)

影响最深远的唐诗选本*

金文男! 父亲把蘅塘退士
选编的(唐诗三百首$归纳出七
个特点! 这在 (唐诗三百首新
注$前言中也谈到了%前言比较
长 !我这里简单地提一下 !即 )

!

! 三百首这样的篇幅适度*

"

!

所收作者包括 &三教九流'!皇
帝+和尚+歌女+无名氏都有*

#

!

所选作品从古风到近体! 既很
完备! 又分体裁*

$

! 注重艺术
性!多是通过抒情手段来表现*

%

!可接受性 !原打算给儿童读
的! 所以大部分作品比较浅近
明白*

&

! 兼重实用*

'

! 有所依
傍!有所突破%

这本书印了超过
#((

万册
了! 我最近两天又在思考!(唐
诗三百首$的注本很多!琳琅满
目! 为什么父亲这一本会得到
读者这么多的喜爱呢, 我觉得
大概有这几点原因)

第一点!功力最深!这是公
认的% (唐诗三百首新注$最大
的特点是书中的作者小传% 父
亲撰写了每位诗人的小传

)

按)

-作者小传 '在新出的 (唐诗三
百首新注 .典藏本 /$中已经改
为-诗人简介0

*

%

香港 (大公报$

!+,(

年
!!

月
"(

日有篇文章评了当时比
较盛行的三本 (唐诗三百首$!

在评(唐诗三百首新注$时就谈
到) 致力最勤的恐怕要算是他
的说明!包括作者介绍在内!这
些说明涉及的方面很广! 有介
绍作者生平事迹和创作风格
的!有说明诗题和写作背景的!

有提供参考资料的! 有录述前
人评语的!有谈意境的!有讲韵
律的!都能做到因诗而异!不落
陈套!读后令人感到有益有味%

我自己后来也听一些编审
说! 要找比较有特色的诗人简
介!就去翻金性尧的(唐诗三百
首新注$%

第二点!父亲在(唐诗三百
首新注$的注释方面!有选择地
吸取了前人的注解和当代人研
究唐诗的一些成果! 再加上自
己一些精深而独到的见解 !所
以注释详实新颖!不落陈套%

第三点! 我觉得和父亲行
文的风格有关% 父亲是写杂文
出身的! 行文和专注于整理古
籍的人会有所区别% 他的行文
风格在作者小传和注解中都有
所体现%

父亲的古典文学修养很
高! 二十多岁时又写鲁迅风格
的文章% 他家境好! 不用去谋
生! 他和母亲婚后四年没有孩
子! 他们可以去逛书店! 看字
画! 感兴趣的东西也有实力买
下来% 北京路的家中客厅里还
有钢琴! 周末还可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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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总的来说!父亲生活比较
悠闲!有时间写很多文章!有时
候一天写两三篇都可以% 柯灵
在编 (文汇报 $副刊 (世纪风 $

时! 有时候父亲一天有两篇文
章见报!他会用两个笔名%

上海沦陷以后! 有段时间
父亲又参与 (古今$ 杂志的工
作! 和周作人有一段比较密切
的交往! 在写作风格上渐渐有
所变化% 书评家止庵在(金性尧
全集$ 出版座谈会上有一段话
是这样说的)-金性尧先生晚年
文章中有一些很锐利+ 很深刻
的东西是从鲁迅那里来的 !同
时又有一种很含蓄+ 很深厚的
东西是从周作人那里来的% 两
方面在他这些文章中结合得非
常好% 0

当时我没有多大感觉 !后
来在编全集和集外文! 读完父
亲所有的文章以后! 才渐渐感
觉到!这点说得真的很到位% 父
亲在(唐诗三百首新注$的作者
小传和注解里! 把杂文风格糅
合进去!使之更具特色!这些一
看就是金性尧的风格%

(唐诗三百首新注$是父亲
晚年著作中的一本扛鼎之作 %

赵昌平先生给出了这样的评
语)-浅蓝底色+ 深蓝图案的封

面!是如此的素雅!一似先生的
为人!恂恂然!蔼蔼然% 然而正
所谓1桃李不言!下自成蹊2!这
本看来不起眼的小书! 竟不胫
而走 !二十余年间 !境内境外 !

一刷再刷! 累计印数已近三百
万之巨% 这在古典文学读本中!

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说性尧
先生这本书 1沾溉了一代又一
代的读书人2!绝不为过% '

主持人! 关于这个选本相

关的编辑出版工作% 高社长能

不能做些介绍+

高克勤! 那我就和大家谈
谈这个唐诗选本! 以及为什么
它会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从
(诗经$开始!历代诗作不断

2

构
成了中国诗歌的宝库% 毫无疑
问! 唐诗是中国诗歌宝库中最
璀璨的明珠% 就像鲁迅先生曾
经说过的! 好诗大多到唐代已
经做完了! 虽然唐代以后我们
也有无数的大师和作品! 但是
一说到诗! 大家肯定会想到唐
诗!想到李白+杜甫%

现代学者经过考证研究 !

觉得清代康熙年间编的 (全唐
诗 $中有错收 +误收 !以及大量
漏收的% (全唐诗$收有五万三
千多首诗!除非是专家学者!很
少有人会全看%唐诗在唐代就有
好多选本! 宋以后选本更多!宋
代大文豪+ 宰相王安石就编过
(唐百家诗选$+李杜诗选等等%

大名家的选本流传不广!蘅
塘退士这位乡间秀才编的书却
很有影响!这是为什么呢,第一!

后者选的量适中!(唐诗三百首$

从五万多首唐诗中选了三百首%

三百左右的量!不多不少% 中国
诗歌的源头(诗经$也就

#(%

篇!

所以又称-诗三百'%而且本来也
不叫(诗经$!儒家把它上升为经
典
2

就叫(诗经$了%

在 (唐诗三百首 $之前 !清
代有个很有影响的选本 (唐诗
别裁集$! 上海古籍社也出过!

选家是苏州有名的诗人+ 一代
文宗沈德潜% (唐诗别裁集$选

了
!+",

首
2

这个选本肯定对蘅
塘退士有影响! 蘅塘退士选的
#((

首也都在(唐诗别裁集$中%

大家口口相传+ 代代吟诵的唐
诗名篇! 基本都在 (唐诗三百
首$里% 因为蘅塘退士选得好!

所以这样一个默默无名的人选
的书!从清代一直流传到现在%

当然!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唐
诗三百首$ 可能没有将一些富
有人民性的诗篇选进去! 后人
做过这方面的努力! 当代也有
人做(唐诗三百首新编$%

几百年来大浪淘沙! 还是
(唐诗三百首$的影响最大% 如
果不是金先生而是别人注的 !

也会流传! 因为唐诗本身就值
得流传% 但是金先生注得好

2

所
以流传到现在%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出版
中心最早在上海%

!,+'

年成立
的商务印书馆 !

!+!"

年成立的
中华书局!都在上海!建国以后
全都搬到北京% 上海于

!+%&

年
!!

月
!

日成立了古典文学出版
社! 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
身% 金性尧先生

!+%&

年到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当编辑! 直到
退休%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以出
版古典文学作品的整理和选注
为主!当时成立了两个编辑组!

一个组整理李白集+ 杜甫集等
古籍作品! 一个组专门做普及
读物% 由于建国后党和国家注
重向工农大众普及古典文学知
识!所以!当时的古典文学出版
社! 以及此后一度改组的中华
书局上海编辑所做了两套小丛
书! 一套是 -古典文学作品选
读 '!一套是 -中国古典文学基
础知识 '!还编了 (中华活叶文
选$% 可以说! 在整个

%(

年代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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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这十来年间!这三种
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古典文学
读物% (唐诗三百首$是古典文
学编辑组做的! 金性尧先生当
时任副组长% 起先可能觉得三
百首的量还是太多 !于是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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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庆节%金性尧在家中注释#唐诗三百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