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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鉴赏辞典"是中国出版

史上的奇迹# 我手上有该书的三

个版本$第一本是第一版$自己买

的 $!"#$ 年 $ 月第七次印刷 $印

数 %&' 万册% 第二本是 ('') 年

%( 月第二版$已是 *+ 次印刷$印

数 ,),-" 万册$此版有所增删$部

分采纳了我的意见$ 是辞书社送

我的样书%第三本是 ('%* 年 $ 月

出版的 *' 훜年纪念版$ 全部新

排$未标印数$是出版社开首发会

给的编号本$我这本是 '%& 号#

!唐诗鉴赏辞典"首任责编汤

高才先生$我后因修订!辞海"方认

识$是一位有创意$有激情$做事又

极其负责的老编辑# 此书创意据

说受到日本此类著作的启发$约稿

对象则包含当时国内最有名的古

典文学学者$少数是据旧文收入$

多数是当年新约# 我当时刚出道$

不会鉴赏$没有受约# 此书成于众

手$编辑加工量很大# 书刚出版$

有些争议$ 主要是鉴赏可否成为

辞典#当时学术风气还较保守$认

为可作准确定义的辞目方可写辞

典$鉴赏各抒己见$人各分歧$一首

诗可有多种解释$不宜称辞典# 我

当时即持此见$쟒听说该书港版改

称!唐诗大典"$不是个别见解# 떫

此书出版后的轰动$长销不衰$뻹

证明选题策划者的眼光和魄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是国内

唐诗研究最有成就的时期$ 在唐

诗文本的鉴定与审读方面$ 풶超

前代#这一变化也影响到!唐诗鉴

赏辞典"的读者$书中一些诗的真

伪是非引起一些讨论# 约在 %"""

年$出版社因傅璇琮先生推荐$쾣

望我来做文献的审读工作# 具体

参与两方面事宜$ 一是增订附录

原由陈伯海先生执笔的 !唐诗书

目"$工作量很大$在 (''% 年夏天

完成% 二是对互见误收诗提出具

体的增删意见$ 我记得是写成几

页纸逐渐交给出版社的$ 自己没

有留底#近日翻书$当年所贴浮签

还在$可以大约复原#

붨议删除的有以下几篇#一&

张旭!쳒花溪"$诗题据!唐诗三百

首"$!全唐诗"题作!쳒花矶"$作

张诗始于!万首唐人绝句"$其实

是北宋书家蔡襄所作$题作!뛈南

涧 "$쿪见 !文学遗产 "(''% 年第

五期刊莫砺锋 !唐诗三百首中有

宋诗吗"一文#二&戴叔伦!题稚川

山水"!兰溪棹歌"!苏溪亭"三首#

存世戴集为明人作伪$뫺震亨!唐

音统签"已作区分$清编!全唐诗"

没有采纳# 以上三诗$!题稚川山

水"为明初刘崧诗$稚川为元明间

画家罗稚川% 另二首皆明汪广洋

作$뻹见!럯池吟稿"卷十$!兰溪

棹歌"为同作三首之一# 三&唐温

如!题龙阳县青草湖"$诗是难得

的好诗$돌千帆先生曾撰文介绍$

后陈永正先生撰文指出作者是元

明之间人唐珙$字温如# 四&첫上

隐者!듰人"$作者其实是北宋仁

宗时的池州历山叟#

改动作者$有以下几篇# 一&

畅当!뗇鹳雀楼"$北宋已传误$作

者其实是更不著名的畅诸# 新本

已改#二&몫氏!题红叶"$몫氏是宋

人敷衍唐人笔记虚构的人物 $新

版改为宣宗宫人# 三&高适!听张

立本女吟"$ 原诗出唐人志怪$说

草场官张立本女为狐妖所魅$自

称高侍郎$与高适无关$新版改为

无名氏# 四&裴潾!裴给事宅白牡

丹"$诗题中的裴给事是裴士淹$

裴潾曾任此职$因而传误#作者另

作开元名公$我近年考订为卢纶

作$新版改作无名氏# 五&刘采春

!蚪唝曲三首 "$刘为歌女 $最早

载录诸诗的!퓆溪友议"明言'皆

当代才子所作($ 新版改无名氏#

쇹&陈玉兰!寄夫"$以女性口气写

对戍边丈夫的关切$ 本为唐末王

驾的!古意"$明末人编女性诗集时

伪造陈玉兰之名$新本改归王驾#

七&无名氏!初渡汉江"$改归崔涂$

!全唐诗"属两收互见诗#

可能还有一些$ 具体不记得

了# 应说明的是$唐诗流传千载$

家喻户晓$ 传误情况很惊人$!全

唐诗" 中重出误收诗多达七八千

首$햼全书 %&!# 在做出全面考

证前$没有任何人能保证不错#如

果转变立场$ 一些伪诗能长期为

读者所喜爱$ 说明这些诗的艺术

水平很高$ 也证明唐以后尽多好

诗# 最近台北故宮举办'伪好物(

特展$ 展示明末苏州工匠伪造的

历代名画$是一项创举#对上举诸

诗$也应如此看#

当然$我那时识见有限$也有

有误而未及指出者# 如唐彦谦!采

桑女"$出自明人伪造的署唐著!승

门集"#经朱绪曾&郑骞&닜汛&王兆

鹏等考证$ 已知该集大量诗本为

元人戴表元作$떫这首!采桑女"还

没有着落# 末句 '官家二月收新

丝($显然参考了聂夷中那首著名

的!짋田家"# 保存的张旭!山行留

客"$也仍是蔡襄作# 当然$也有提

出疑点而原执笔作者不赞同$因

而仍保留原说#举两例#题为杜牧

的!清明"诗$!랮川文集"和!全唐

诗"都不收$大约南宋中期才以无

名氏诗出现$宋末在!千家诗"一类

童蒙书中署为杜牧作$ 这一包装

使此诗名盛后世# 新版增加了一

则题注$认为宋初乐史!첫平寰宇

记"已有杏花村'쿠传为杜牧之沽

酒处(记载$以为'伪诗之说尚无确

凿的根据(#퓙如传为花蕊夫人!쫶

国亡诗")'뻽王城上竖降旗$ 在

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

无一个是男儿# (我认为原诗是王

仁裕作$ 原文是)'蜀朝昏主出降

时$쿎璧牵羊倒系旗# 二十万军高

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作王诗见

后蜀中期书!鉴诫录"$作花蕊诗见

!后山诗话"$뻠后蜀亡已近一个半

世纪# 因浦江清先生之杰出研究$

知花蕊夫人其实是前蜀后主王衍

的生母$탕徐$而后蜀主孟昶妃徐

氏只是一位传说人物# 执笔者不

赞成$可以理解$떫认为王作'本属

平平之作($ 经花蕊 '탅手拈来($

'뛙成精彩($作一家言看吧#

最后说一段花絮 # !唐诗鉴

赏辞典 "*' 年纪念版全部新排 $

装帧讲究$版式放大$字体疏朗$

횵得珍藏# 编辑将旧稿检出$将

所有作者之签名剪贴为两页$原

稿影印为两页 $훃于卷首 $具有

纪念意义# 떫在新书座谈会上$

我偶然发现有一处将原诗作者

'唐温如( 也列入鉴赏文章执笔

者之列$룦诉执编# 后来在书店

检书$发现这几页都删除了# 쫶

此足见编辑之认真负责$而有这

些签名页之书$ 当时应已售出一

些$可为收藏者所珍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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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作斐然世家声
!!! 뛁新发现的陈衡恪词作

!샮国葆

陈衡恪 *%#BC+%",D,$字师曾 $我国

近现代著名的大书画家#

,'%C 年 %% 月$ 国家美术馆为纪念陈

衡恪诞生 %E' 훜年而举办'陈师曾特展($

在 ,'' 多件书&画&刻展品中$有一首词

作手迹$书法工整秀雅$颇有黄山谷楷书

韵味$헕录如下)

!뗷寄唐多令"

쇸浪石鱼肥!花荫燕子飞" 暮春天气

雨丝丝" 뾰称懒眼深巷客#时""짺所居

巷名懒眠巷$!짃三绝!画书诗%

냗石谱新词!青藤笔一枝" 风流不减郑

当时" 可许玉堂清"日!햹纨素!킴胭脂"

新雨送凉!실花委地!벸砚饶有清趣"

쾷赋小词一阕!슼呈拍正!늢希斧削是幸"

컬子暮春下浣侄师曾学填

这是一阕向兼擅书画诗词又颇具郑

板桥风骨的父执的索画词# 컬子即光绪十

四年*%$$$,$陈衡恪时为 %, 岁# 词作从暮

春下浣的景色描写入手$ 쯜造了人在画

中&画尤胜景的意境$춹显了作者的风神

文采# 因字迹漫漶脱落$已无从知道这位

父执是谁#

陈衡恪出身书香门第 $ 家学渊源深

厚# 其祖父陈宝箴举人出身$诗文得曾国

藩&맹嵩焘赏识# 早年本有意文学辞章$后

因国事蜩螗而投身政治$ 官拜湖南巡抚#

父亲陈三立是进士$清末民初诗人# 陈衡

恪少年早慧$쇹岁随祖父开蒙识字$陈三

立在!长男陈衡恪状"中说衡恪'쾦依余母

寝$朝就余父识字学训诂$两老人顾视笑

语争寄于衡恪# 七岁至十岁能作擘窠书$

间弄丹青$ힺ小文断句$余父辄举以夸示

宾客$忘其为溺爱也(#

光绪九年*%$$D,四月$陈宝箴擢任浙

江按察使$上任甫三月$即因之前在河南

参与复审一宗冤案而受连累 $ 受降职处

分# 陈宝箴处之泰然$싊家人在杭寻幽探

胜$'西湖佳处$从前几至抹杀者$至此时

始省识真面目矣(# "陈宝箴#훂欧阳润生

书$% 十里荷花唤起了幼年陈衡恪对艺术

美的热烈追求$自此开始了他对文人画的

长途跋涉和不懈努力# 多年后$他在以诗

论画的首篇诗作!作画感成诗"中$追忆这

个难以忘怀的人生开篇)'컴余八岁时$学

画西湖莲# 볈长未辍事$탄眼犹追妍# (

뛻后 $ 陈宝箴携全家自杭返长沙旧

居# 陈衡恪开始脱颖而出$%% 岁便与父执

诗歌唱和# 光绪十三年*%$$+,$놻誉为'方

外诗人之魁(的八指头陀&陈三立的诗友&

至交释敬安至长沙$曾写诗作!赠陈童子

师曾")

童龄具耆德! 춷角方峥嵘" 욵伽发妙

响!玉树敷新荣" 뗀由聚沙植!义以分梨成"

뫃古兴不浅!본物智自明" 짆保青云

志!쿠期黄阁名"

从'好古(솪中$可知衡恪自幼喜好经

史诗文$对绘画有很高的艺术天分# 陈衡

恪读后$和赠诗僧)

天下多奇士!즽冈出兰芝" 룟禅志修

己!不为世俗移" 룊心守寂寞!娑良足

披" 릶非鸿与鸢!퇉能奋翅飞" 쿐居非吾

愿!퓀游为子宜" 쇩境绝妄念!妙悟发新

诗" 룐情亦何报!풮笔赓此辞"

他将八指头陀喻为山间兰芝&뿕中鸿

鸢$又用'쇩境绝妄念$쏮悟发新诗($道出

禅与诗在这位诗僧身上的完美统一#

同年$另一位父执陈锐*ퟖ伯弢,途经

长沙去益阳$陈衡恪赋诗赠别# 陈锐写赠

七言长古!陈郎歌"쏣励衡恪)

予友义宁陈三立有子名曰衡恪!쓪未成

童而有父风"믡予将去益阳!쇴止长沙"볎其

赠行有诗!以此勉之云尔&陈郎十二称奇童!

쮫眸点漆莹秋瞳% 学诗学画有笔意!솦虽未

到气已雄% 컴见陈郎才过膝!폚今容貌映朝

日'(쓐儿得志立可须! 小时了了非真吾%

�哉陈郎甚勿疏!펦作吾家千里驹%

由此可见$少年陈衡恪已是父辈眼中

的'奇童(# 陈衡恪赠别之作虽未存世$떫

新发现的词作可弥补这一缺憾# 这首词作

不仅为陈衡恪早慧提供了重要证据$还可

从中窥见陈衡恪传世 ,' 余首词作的创作

积累轨迹$ 可供今人对词中所涉及人物&

놳景和作品体现的艺术风格作更深入的

考证&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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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一版)唐诗鉴赏辞典$

$$&'%年版)唐诗鉴赏辞典$럢面

刊用的)"쯎%헔葵画杜甫诗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