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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唐诗选
!

陈尚君

这几年国学热 ! 常有朋友问我今人
唐诗选何者为好 ! 愿在此介绍两种 !一
是马茂元先生 "唐诗选 #!上海古籍出版

社
!"#$

年
##

月新版 "#一是刘学锴先生
"唐诗选注评鉴 $!中州古籍出版社

!%&'

年
(

月版 "%

马茂元&

#:;$!;:$:

'为清季桐城派殿
军马其昶之孙% 幼承庭训!熟读历代诗文!

于唐诗研究卓有建树% 尤倡导在背诵吟读
基础上!体会唐诗的文辞之美(音节之美和
意境之美!注意文史互取!知人论世!揭橥
名篇!解读英华!详尽注释!准确阐释% 生逢
世变!不改风雅!于上世纪

<"

年代初选唐
诗!真诚考虑时代之阅读需求!当时篇幅约
近

!"

万字% 历时
&"

年!反复斟酌增订!直
到去世!接近完成!复经受业门人刘初棠(

赵昌平等依循师意!缀补完成!至
;:::

年
出版!增至

:"

万字!备受读者欢迎%

马茂元)唐诗选$优点!一是选诗
<""

多首!吸取清编"唐诗三百首$之成就!削
除少数不适应今日读者的篇什!照顾唐诗
各时期各流派作者的成就! 遴选之精当!

眼光之独到!远在前书之上% 二是选诗兼
顾思想艺术成就!要以造诣精妙(意境优
美之篇章为主! 将唐诗中最优秀的作品!

向一般读者作负责任的介绍% 三是注释准
确充分!既避免掉书袋式的堆砌!又注意
适合中等文化程度读者阅读之需要% 马先
生旧学根柢深厚!解读字斟句酌!深入浅
出!达到很高的解说水平% 四是积极吸取
当代唐诗研究的前沿成就! 所作诗人小
传(诗歌本事(系年总评!都具有较高学术
水平% 更值得称道的是!本书最后定稿于

马先生缠绵病榻之时! 赵昌平亲承遗意!

投入很大精力完成遗著的写定!最后出版
时退逊而不署名% 据我所知!此书可以视
为两代唐诗学者的学术结晶!也可以见到
老辈学统和道德的继承发扬%

刘学锴!

;:&&

年生!浙江松阳人%早年
就读(执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年后任
教于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他与余恕诚合
著"李商隐诗歌集解$!对向称难以解读的
李商隐诗! 作了堪称当代集大成的解读!

曾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 他又独立完成
"温庭筠全集校注$与温(李二家之传论!

为同辈学者之翘楚%

"唐诗选注评鉴$为刘学锴
=<

岁后所
著!历时四年多方完成!可以说是长期坚
持细读文本(寻绎诗意!晚年集中解说唐
诗的总结性著作% 全书将近

&""

万字!选
诗

><?

首!宗旨为*+从选诗的数量和质量
上较充分地体现唐诗的艺术成就!从整理
的方式上为广大读者提供较为翔实的注
释和丰富的资料!并为读者的鉴赏提供一
些比较切实的参考% ,在前言中!他分选
诗(校注(笺评(鉴赏四个部分揭示此书的
追求% 选诗!以有诗情诗味为第一要旨!以
是否有成功的艺术创新为参考!也考虑到
诗意的艺术完整!不取有名句而整体庸弱

的作品% 校注!用力极勤!且涉及诸多方
面% 虽然用一般"全唐诗$作底本!不能说
最好!但涉及重要异文时!注者穷搜深究!

真值得佩服% 如崔颢"黄鹤楼$首句!列举
明初前各种选本都作+昔人已乘白云去,!

作+黄鹤,为明中叶以后妄改!并认为此句
用"庄子-天地#+乘彼白云!游于帝乡,典!

纠正明清人的臆解% 我还可以补充更多书
证!如敦煌文本(宋太宗手书!王安石)唐
百家诗选#的两个宋本!都作+白云,!可谓
确凿不移% 对涉及作诗背景(写作年代(作
者归属的考证! 也比一般选本大为详细%

将+白日依山尽,明确划归朱斌!有确证和
勇气% 三是笺评!汇聚历代疏解评论!作者
将其看作一首诗的接受史料来选取% 最后
是鉴赏!作者说致力于+在疏解诗意(再现
诗境的同时对全诗的艺术风貌及特色进
行一些品评,!最为精彩%

就两部选本而论 ! 则刘著曾参考马
选!也刻意保持不同% 选诗方面!如沈佺
期(宋之问!马选

<

首!刘选
=

首!同者仅
%

首.韩愈!马选
;&

首!刘选
!!

首!同者仅
$

首!远超"唐诗三百首$之不足!反映韩诗
的全面成就% 两书都选入一些被历代选家
忽略的好诗% 如马选杜甫"送路六侍御入
朝$!认为写出+久别重逢!乍逢又别!别后

会见无期,的复杂感受% 就注释(评鉴来
说!两书有简繁之别% 马注多直接明白!需
讨论处不过百来字! 刘注则不辞繁重!希
望将各家意见传达出来后作折中的判断%

评鉴!马多数语折简!直指肯綮!刘则详尽
分析!务使寓意毕呈% 如歌妓刘采春所唱
"啰唝曲六首$! 两家选了相同的三首!其
一*+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 载儿夫壻
去!经岁又经年% ,马评*+恼水!恼船!却不
恼人!痴语情深% ,刘则认为末句包含+多
少思念和牵挂!多少孤寂和痛苦!多少期
待和失望% ,其二!+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
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 ,马评次句*

+富足矣!奈何情爱常不足% ,谓末句较温
词+过尽千帆,来!+尤觉纯朴可怜,% 其三*

+那年离别日!只道住桐庐% 桐庐人不见!

今得广州书% ,马认为+妙在以桐庐顶真!

又翻出广州作殿!使有/更行更远更杳0之
意,% 刘读二诗都看到商妇的苦闷与怨怅!

+直起直落中有无限含蓄,% 见解之差异!

可以从两位选家的年辈( 眼光中体会!就
读者言!可得到多元启示%

当然可议处都有% 两书都选张旭)桃
花溪#! 我较认可莫砺锋教授认为诗出北
宋蔡襄所作的考证% 前引)啰唝曲#!最早
的)云溪友议#已说为+当代才子所作,!马
选不署刘名而归乐府诗! 刘选仍署刘采
春!似可再酌% 还要说到的是!刘著篇幅太
大!出了城砖般的两册后!也没有很好的
宣传和发行!乃至不为世知%

我始终觉得! 唐诗热的阅读和欣赏水
平需要不断提升! 不能一直保持在童蒙层
次!因此乐意介绍当代最好的选本给读者%

!风流歌"#!"年的书香记忆
!

姜乾相

风流哟!风流!什么是风流"

我心中的情丝像三春的绿柳#

风流哟!风流!谁不爱风流"

我思索的果实像仲秋的石榴$

%%

上世纪
$?

年代初!)风流歌#

风靡一时%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时不时会播出这首脍炙人口的
配乐诗朗诵! 记得朗诵者是播音
员瞿弦和(张筠英夫妇!他俩声情
并茂的声音加之催人奋进的诗
歌!迷倒了一大群少男少女%

一

)风流歌#作者纪宇!原名苏
积玉!生于

;:%$

年%

;:>%

年!苏
积玉考入青岛九中后即开始写
作%因投稿被退遭到取笑!他将名
字中的+积玉,改为谐音字+纪宇,

作为笔名!使用至今%

;:><

年!因
写诗总不能发表!他转写杂文!在
)青岛日报# 发表了 )怨与不怨#

等%

;:>>

年
&

月!纪宇的处女诗
作)石雷#发表在)山东文艺#上%

纪宇回忆说! 这首处女诗作仅短
短

$

行!最后一句+梦里犹有石头
飞,!他自嘲说!当时对诗歌创作
达到了痴迷状态!应写为+梦里犹
有稿件飞,%

;:>$

年!

!?

岁的纪宇被分配
进青岛卷烟厂当工人! 仍坚持诗
歌创作%

;:=&

年!已在诗坛小有
名气的纪宇被调到青岛市文化局
戏剧创作工作室! 从此走上了文
学创作的专业道路%

;:$?

年!)风
流歌#&一'诞生%

当年为何写)风流歌#1 纪宇
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那时! 关于
理想!关于青春!关于什么是我们
这一代人真正的追求! 怎样使青
春焕发光芒! 找到人生最大的价
值!这些引人思索的问题!在我的

心中已经回旋多时22我产生了
要有针对性地回答一下这种社会
现象的愿望% ,

纪宇说*+这种愿望是强烈的!

不可遏止的!却又是朦胧的!不甚
明确的%该怎样来正面回答社会向
我们提出的问题1 我还没有想透%

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我想写一首
诗!这首诗应凝聚着我们这一代青
年人对人生(对社会(对时代的思
索和理解% 我应该表述的中心题
旨就是*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
活着! 人的真正价值和尊严是什
么22但在这时!我还没有找到一
条最便于抒发感情的渠道!也就是
说!还没有找到某一种形式!某一

种角度!某一种方法% ,

二

;:$?

年
&

月!著名诗人李季
逝世! 当时正在北京的纪宇参加
了追悼会%

李季年轻时的长篇诗作 )王
贵与李香香#一度脍炙人口%在建
设年代! 他用诗篇讴歌石油工业
成果! 甚至临终前提出要穿石油
工人服装+上路,的愿望% 站在李
季灵柩前!纪宇感受到强烈震撼!

李季的生平和最后的愿望让他想
到了诗人的使命!忽然间!+风流,

两字如闪电划破了他思索的天

空*李季堪称诗坛风流人物!我有
责任写一首关于风流的诗

@

古往今来! 中国文坛写 +风
流,的诗篇不乏流传千古的佳句%

苏轼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古风流人物,的绝唱!辛弃疾留下
+千古江山! 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的慨叹! 毛泽东则有 +数风流人
物!还看今朝,的旷古吟咏%然而!

某些文学作品包括现实生活中!

尤其是在一般人的思维习惯中!

+风流,取其贬义为多!例如+牡丹
花下死!作鬼也风流,之类% 纪宇
敏锐地意识到! 当时部分青年追
求风流! 却注重外在形式而忽视
其内蕴和实质! 不知风流的真正
内核而舍本逐末%顿时!+风流歌,

这个新颖响亮的题目突现出来!

他决定以此来统帅和处理那个阶
段的思索!创作一首诗歌%

追悼会结束后返回市区 !纪
宇恰巧和著名作家袁鹰同坐一
起% 袁鹰听了纪宇的想法很感兴
趣! 鼓励说!+写成后寄给我们,%

纪宇回忆说! 在返回青岛的火车
上! 诗句像排着队在脑海里翻腾
着涌向笔端%

;:$?

年
%

月
!$

日
凌晨!)风流歌#&之一'完稿%

三

)风流歌#是在)人民日报#首
发的% 不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播出配乐诗朗诵!各地电台不断
转播 % 这首充满时代激情的长

诗随着电波传遍大江南北 !好
评如潮 %

;:$!

年 !)风流歌 # 诗集出
版!很快销售一空%许多省的广播
电视报应听众要求连载了诗作%

如雪片般来自读者和听众的
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件! 更是让
纪宇心如潮涌%

一个青年工人来信说 !为录
下电台广播的)风流歌#!找不到
空白磁带就抹掉了香港流行歌
曲 . 老山前线一位副指导员来
信说

.

+)风流歌 # 令人陶醉 !催
人奋进 % 写信时 !炮声还在我们
身边响 ! 也许我们将为祖国牺
牲%但我们希望朗诵着昂扬的诗
篇战斗% ,

上千封热情洋溢的信件 !让
纪宇萌生了续写姊妹篇的信心和
冲动%他要以此表达未尽的诗情!

同时回答读者的一个个问题%

时隔
<

年 !

;:$<

年
:

月
;$

日!又一个万籁俱寂的凌晨!纪宇
在灯下写就)风流歌#

A

之二
B

% 他
说*+我要替战士唱血染的风采%

第二支风流歌!为战士独有% ,

;:$>

年
:

月
=

日!)风流歌#

&之三'问世!内容分为三部分*时
代与风流(改革的风流(齐唱风流
歌%至此!跨越

>

年的)风流歌#三
篇全部完成% 之二(之三推出后!

同样备受欢迎广为流传%

&$

年过去了!从海滨城市青
岛先后诞生的)风流歌#三篇!至
今令人津津乐道% 诗人纪宇也从
一位才气横溢的小伙子成了古稀
老者% 而今!他依旧不忘初心!坚
持为人民写作!通过微信公众号!

让心中不老的诗情奔涌向前22

!注$本文写作时参阅了青岛

出版社出版的 %纪宇自选诗集&#

湖北广播电视报编印的%风流歌&

学习资料' "

纪宇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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