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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内外专家学者笔谈 《唐诗大辞典》

编者按
: 1990年底

,

江苏古籍出版社隆重推 出了 《唐诗大辞典》
。

这部专

科辞典集中了全 国唐诗学界最优秀的专家学者
,

吸收迄今
.

为止最新的学术成果
,

举凡与唐诗
、

唐诗学有关的知识
,

悉收入编
,

是一部百 科全 书式的唐诗工具书
。

该书出版以来获得读者的广泛好评
,

初版三万余册迅即告罄
,

很快重印
。

主编

周勋初
,

贵任编辑吴小平
、

卞岐
。

他们广泛听取 了海内外女家学者的意见
。

这里

刊登的一组文章就是这些专家学者对这部辞典的评价
。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
、

南京大学教授
、

博士生导师程千帆
:

一般说来
,

某一个学科当它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时候
,

往往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总结性的著作
。

当

然
,

这种总结性是可以从各个方面体现的
。

新中国成立以来
,

唐诗一直是一 门热门学科
,

研究的人多
,

出版的著作也多
,

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中
,

唐诗学方面的成就可以说是居领先地位的
。

由周助

初教授主持
、

全国唐诗学界老中年专家以及许多新秀共同努力编写的这部 《唐诗大辞典》 ,

用工具书

的形式
,

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近四十年来唐诗研究的成绩
。

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

在我阅读这部辞典以后
,

发现了它有几个值得重视的特点
:

第一个特点是它的准确
。

在一些无话

是显眼或不显眼的条目中
,

它所使用的资料都经过核实
,

绝非不加甄别地辗转沿袭
。

第二个特点是吸

收了新的研究成果
,

包括最近取得的一些新的资料和新的观点
。

细心的读者如将这一部书和前此出版

的同类著作的同一条目加以比较
,

当不难看出它在这一方面的发展
。

第三个特点是取舍适当
。

除了诗

人这一部分以外
,

其余各个部分都存在一 个博观约取的问题
,

哪一条目应当收入
,

是必 须镇 重 考 透

的
,

这就要看编者和撰者的手眼了
。

大体说来
,

我认为这部辞典条 目的收入颇费斟酌因而是恰当的
.

如果要苛求的话
,

那么典故
、

成语
、

胜迹三个部分似乎还可以有所增补
,

例如
,

收了燕子矶却没有收

究上的开拓和深入
。

为什么文学大家茅盾
,

从一开始
,

就在他的作品中
,

那么
“

钟情
”
于女性形象的描写和创造

,

这确实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

两位研究者对此作了探索
,

大体上说
,

一是时代使然
,
一是个人经历促成

。

比如最早的三部曲 (
.

《动摇》 、

《幻灭 》
、

《追求》 ) 的创作
,

既来自于在大革命洪流中
,

那
一
批刚

刚从封建牢笼中冲杀出来又投身于现代革命潮流中的新女性的现实表现
,
又由于茅盾的自身经历中

,

穿行着她们真实的身影
。

又 比如 《 虹》 的创作
,

也是既有时代的烙痕
,

又有茅盾同秦德君的亲密关系

的个人生活根源
。

这些足以解释茅盾的钟情于女性形象的缘由
。

不过我们由此也还可继续深究
。

茅盾

作为作家
,

对于时代女性的接触是一个现实的根源
,

但他自身对于这一现实生活的反应
,

则是一 个重

要的个人心理和思想渊源
,

他感触很多
、

感应很强
、

体验很深
,

所 以激起创作冲动
,

所以既想写又能

写并且写得好
。

这是作家的创作心理给予的优厚条件
。

建中和文采同志多年来从事茅盾和丁玲研究
,

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
。

现在
,

他们携手合作
,

在一

个共同的主题和共同的视角下
,

来对茅盾及 其作品
,

做一个 带有 独特性而又符合研究对象的实际研

究
,

我以为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对他们各自的工作
,

都是很有意义的
。

〔本文贵任编辑
。

离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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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楼
。

虽然白居易和张仲素那几篇荡气回肠的诗中所写的那座小楼今天 已不复存在
,

但我觉得读庸

诗的人还是应当知道它
。

这部书一个很大的贡献在于它的体例上的创造性
。

它分为八个大的部分而又互相联系和补充地合

为一编
,

使读唐诗的人能够各取所需
,

从不同方而获得自己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答案
。

附录的 《唐诗

文献综述》 和 《唐诗大事年表》
,

前者为读者提供 了进一步研究唐诗的线索
,

后者使读者在读唐诗的

时候知道诗人所生活的年代的大概
,

对于知人论事很有帮助
。

这两个部分
,

尤其是前一部分
,

对读者

是极有用处的
。

如果用
一

句话概括这部书的成绩
,

我们不妨说
:
这是一部具有较高水平的综合性唐诗工具书

。

它

的出现从一个方面休现和总结了当代唐诗研究的成绩
。

在这里
,

我想提出一个希望
,

就是每隔若干年
,

比如说
,

三五年吧
,

将它补充修订一次
。

我祝愿它能象 《大英百科全书》 那样
,

由于不断地充实自己
,

因而具有长远的甚至永久的生命力
。

复旦大学教授
、

博士生导师王 运熙
:

近十年来
,

在古典文学辞典一类工具书中
,

以作品鉴赏辞典品种最多
,

销路也最好
,

如唐诗
、

唐

宋词
、

爱悄诗等等
,

满足了读者欣赏古代文学佳篇的需要
,

但某些辞典也使人有层见叠出
、

面目雷同

之感
。

近年来
,

文学辞典注意向知识性方面发展
,

不象鉴赏辞典那样着重分析作品的艺术成就和特色
,

而是广泛介绍有关作家作品各方面的知识
,

更具有辞书性质
。

它们对理解古代文学很有裨益
,

不但适

应 J
`

读者多层次的需要
,

也拓展了古典文学辞书的领域
。

周勋初同志主编的 《唐诗大辞典》 是在广泛

介绍唐诗各种有关知识方面首先推 出的一部辞典
,

值得称道
。

一部辞典
,

条 目很多
,

涉及的知识面很广
,

其中有比较熟门的
,

也有不少比生僻的
。

熟门的
,

随

着研究工作的开展
,

也有不少新材料新成果应当吸取
。

生僻的
,

更需要搜集
、

钻研有关原始资料
。

一

条短短词条
,

要做到内容翔实
、

反映
、

体现研究新成果
,

具有较高质量是并不容易的
。

勋初同志研治

店代文学多年
,

对唐诗非常熟悉
。

他主编此书
,

约请了百来位学者分头撰稿
,

他们对担任的条目
,

大

抵过去有过研究
,

素养较好
,

因此写起来驾轻就熟
,

不但速度快
,

而且质量好
。

这部辞典全书质量较

高
,

这里面有不少因素
,

上述这一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

值得一提
。

南开大学教授
、

博士生导师岁宗强
:

我近数年来的研究领域不在唐代
,

因之拿到 《唐诗大辞典》 之后
,
也没有认真读起来

。

日前收到

程千帆先生和郁贤皓先生共同署名的约稿信
,

要我写一点关于这部辞典的笔谈
。

程先生是我最崇仰的

前辈
,

于我有提携之恩 ; 贤皓兄是我的畏友
,

师
、

友嘱咐
,

自当恭谨从命
。

但是一百五十万字的巨著
,

通读一遍实不易 , 何况
,

通读一遍也未必能评得细
,

因之
,

只能写一点浮浅的感想
。

一部有用的辞典
,

于学习者实在功德无量
。

但近年来或者由于编辞典者过滥
,

东抄西掇往往有之
,

我由此便生 一种本能的反感
。

这点反感
,

去年曾发泄在一篇短文里
,

大意是
:

编者不过为名与利
,

于

读者未必有益
。

这意见主要是对着各种各样的鉴赏辞典说的
。

(() 酥诗大辞典 》 却给我一种大欢喜
。

我以为
,

这是一部非常严肃的书
。

一是撰稿者都是在唐诗研

究领域认真探索过的
,

其中的不少人
,

把他们近年来的重要成呆
,

都简明地反映在 了这部辞典里
。

二

是容量大
,

包罗极广
,

综观全书
,

很少废话
,

硬实能为唐诗爱好者以至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

三

是主编周勋初先生写了一篇很好的 《唐诗文献综述》
。

因这三点
,

我以为这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书
,

对于唐诗的深入研究
,

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由是我想到
,

如果能集合学术界同一领域的学者
,

以他们的成就
,

反映在一些研究进展之类的工

具书里
,

是能够把研究水准很快提高的
。

有不少的同志
,

默默地在做着基本史料的清理工作
,

而且做

得非常出色
。

他们的成果
,

除单独发表外
,

在集体的项目里作一反映
,

或者能发挥更大的作甩
。

傅始

珠先生组织完成的四大本 《唐才子传校笺》 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

这都 《辞典》 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

在这辞典里
,

我读到许多早有所闻而于此始见的出色成果
,

如陈尚君先生撰写的大量辞条
。

尚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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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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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这些年来以敬畏的心情注视着的年轻学者
,

他在唐文学研究中的成就
,

令人刮目相看
。

近年每届

研究生入学
,

第一课讲学风
,

我总以尚君先生为榜样
,

讲治学与做人
,

从一开始便应有大家风度
。

如

今从 《辞典》 里读到他的撰述实在是受益非浅
。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罗宗涛
:

近年来苏
、

浙
、

上海
、

北京等地的出版社陆续发行了多种关于古代文学知识的辞典
,

和一些性质

相近的书籍
,

呈现一片蓬勃的景象
。

这型出版品又可大别为两类
:
一类是有关诗闻

、

曲
、

古文的鉴赏

辞典
,

这类鉴赏辞典是 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再现古代文学名篇的意蕴
,

着重于文学常识的普及和欣赏境界

的提升
。

另一类是专门性的学术著作
,

如吴汝煌
、

胡可先二先生的 《全唐诗人名考》 ,

是供专家从事

研究用的
。

这两类书不仅在内容上和体例上有明显的分别
,

即从印行数量的大幅差距
,

也可清楚出看

出其间或侧重可读性
、

或侧重学术性的差异
。

然而
,

周勋初教授主编 《唐诗大辞典》 却要兼顾二者
,

在

出版说明里开宗明义就说
: “

编写本辞典之目的
,

是为学术界提供一部知识性
、

学术性兼顾之辞书
。

唐

诗爱好者可从中学到各种基本知识
,

唐诗工作者亦能从中得到进一步探索之启示
” 。

《店诗大辞典》 究

竟达成了这一 目标没有? 就一个读者的身分来说
,

我认为此书已达成预期的目标
。

至于我何以会有这

样的看法
,

请容许我略抒浅见
。

首先
,

我所看到的是担任主编的周教授对唐诗文献作了周密而确实的掌握
,

以及 灵活切 当 的 运

用
。

书后附录的 《唐诗文献综述》 应是成书的基础
。

在这篇重要的文章里
,

勋初先生不钾唯居了有关

的文献
,

并将其析为文集
、

史传
、

小说
、

谱牌
、

碑志
、

壁记
、

登科记
、

书目
、

诗话
、

艺术
、

地志
、

政

典
、

释道书等类 , 而且
,

先生不是把这些资料作静态的排列
,

而是娓娓备述其原委
,

使这些资料流动

起来
。

如此
,

这些资料的价值才可能充分而适当的发挥出来
。

其次
,

是莫励锋博士编的《唐诗大事年表》
,

树立起重要的座标
,

让重要的事件有所定位
,

使其

脉络条贯
。
《年表》是在前贤已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但是它是精益求精的结果
,

体例更为缤密
。

至于资料的取舍
,

莫博士 自有其标准
,

只是作为一个读者
,

不免希望能多采取些
,

像唐代科举始于武

德年间之类的事件
,

就希望能略事补充
。

编者既撒下了伸缩自如的天罗地网
,

自然网起了唐诗中最有价值的宝贝
,

包括了诗人
、

作品
、

时

间
、

空间等等要素
。

再来就是订定严密的体例
,

务使在极有限的篇幅中容纳最丰富的材料
。

单就
“

诗

人
”

一类而言
,

在精要的文字中
,
还要列出

“

排行
”

一项
,

看来似乎不显眼
,

但是对唐诗的读者和研

究者可真提供了莫大的方便
。

日本早稻 田大学教授松浦友久
:

在 19 90年 n 月的
“

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
”
上

,

赠送给与会者每人一部周助初教授主编的 《唐

诗大辞典》 (江苏古籍出版社 )
。

该书的规模之大
、

项 目之多是给我的头一个深刻印象
。

该书正编分为
“
诗人

” 、 “

体类
”
直到

“
成语

” 、 “

胜迹
”

等八个项目
。

附录包括 《唐诗文献综

述》 和 《唐诗大事年表》 两部分
。

另外
,

由于该书是一部超过 1 3 0 0页的 巨著
,

为了能方便地检索全书

的细目
,
又在书后增加了

.

“
四角号码综合索引

” ,

这对使用其来说是件值得感谢的事
。

实际上使用起来最有用的是正编的
“

诗人
” 、 “

著作
”
两个项 目

。

前者占了全书近 一 半 的篇幅

( 50 4页 ) ,

共 380 0余条
,

介绍了各位诗人的传略
。

作为一 部学术性很高的辞典
,

当然处处都要 以 文

献资料为依据
。

在这一点上
,

该书是完全可 以信赖的
。

后者共有 400 余条
,

1 20 余页
,

介绍与唐诗有关

的主要著作
。

这个项 目与附录的 《唐诗文献综述 》 一起网罗了唐诗研究的主要文献
,

今后将给许多人

提供极大的便利
。

该书所有条 目皆署撰稿人姓名
。

这种署撰稿人姓名方式有这样几点好处
: ①可以确保撰写内容的

质量 , ②对坚持选择最适当的撰稿人担任某词条的撰写工作这一原则
,

在客观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 ③

可以方便读者与撰稿人之间直接交换意见
。

在这一点上
,

如果能在
“

撰稿人名单
”
上注明各撰稿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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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就更好了
,

可以说
,

这样做对中国国内的读者来说也有同样的意义
。

关于具体的内容
,

在这里想说的
,

值得注意的只有一点
。

关于 938 页上
“
皿平

”

的解说—
“

即在五言单平脚 (平平仄仄平 ) 句型中
,

第一字必须 用平乡

七言单平脚 (仄仄平平仄仄平 ) 句型中
,

第三字必须用平
。

倘此二处用仄声
,

则使整句除韶脚外仅剩

下一平声字
,

此即谓之孤平
。 ,

这段文字之后
,

作为这一说法的例子
,

举出了郎士元的诗句
一

“

暮蝉不

可听
,

落叶岂堪闻
” 。

然而
,

这首五言律诗是押的平声韵 ( “
闻

、

分
、

云
、

君
”

)
,

因此
,

出句 (奇数句 ) 未用的是仄

声 (
“

听
、

客
、

水
、

菊
” )

。

从这一点来判断
, “

暮蝉不可听
”

的
“

听
”
是所谓

“

平 去 两 收
”

的去

声
,

因此这一句不能看作是
“
五言单平脚

” 。

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虽然这一句是

“
仄 平 仄 仄

仄
”
的

“

孤平
” 、 “

仄三连
”

的拗句
,

但这不是因为
“

单平脚
” ,

而只能说是因为
“

第二字
”

是孤平
。

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
, “

孤平
”

的解说不是把 (五言
·

七言都在内 ) “

是否单平脚
”

作为基准
,

而应该把
“

五言句的第二字
” 、 “

七言句的第四字
” “

是否只孤立的一个平声
”

作为基准
,

这样更准

确一些
。

同时
,

对读者来说也容易理解
。

总而言之
,

在以
“
二音一拍

”
为原则的汉语古典诗歌的节奏谱中

,

① “
五言句第二字

” 、 `
七言

句第四字
”

作为节奏点处于最重要的位置
。

②在这里只是一 个孤立的平声字 ,

就不能取得平 (不变化 )

与仄 (变化 ) 的均衡— 只能这样理解
。

以上关于 《唐诗大辞典》
,

由于篇幅的关系
,

着重谈 了它的许多长处和某些不足之处
。

应当说该

书是唐诗阅读和研究中有开创意义的一部著作
,

不仅在中国
,

即使是对 日本的与此有关的人来说
,

·

也

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
。

日本东北大学教授村上哲见
:

近年中国辞典出版之行盛
,

确实令人瞳目
。

以 《 汉语字典》
、

《汉语大词典》
、

《中国大百科全书》

等为首
,

文科理科各方面均有其专科辞典
。

中国出版文化
,

中华文运之兴盛
,

可见于此
。

古典文学方面

也不例外
,

唐代
、

宋代
、

诗词
、

戏曲
、

小说等
,

各时代各文学样式都有其专科辞典
。

尤其唐诗好像是

个热门
,

关于唐诗的辞典到今出版了好凡种
。

但是由我看来
,

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主编的 《唐诗大辞

典》 是一座突兀 出群的高峰
。

它不但内容丰富精密
,

而且有种种特色
。

该书分诗人
、

休类
、

著作
、

名篇
、

格律
、

典故
、

成语
、

胜迹八个部分
,
还有两种附录

, 《唐诗文

献综述》 和 《唐诗大事年表》 ,

令人一看就感叹其结构周到
。

其中诗人部分共有3 ,

80 。余条
, 《全唐

诗》 中诗人以外
,

只见于 《全唐诗逸》 《全唐诗补编 》 中的诗人也都收入了
。

凡是唐代作诗而现可知

者尽在于此
。

《著作》 部分著录 日人市河宽斋所编 《全唐诗逸》 ( 1 7 88序 )
,

那也许是当然的
,

但让

我感动的是
,

编者更溯其源
,

释空海 《文镜秘府论 》 ( 8 1 0前后成书) 和大江维时 《千载佳句》 ( 9 4。

前后成书 ) 也俨然在座
。

而且对它们的说明亦非常正确明白
。

我想这三部书就是 日中文化交流一千多

年历史的象征
,

目前正确介绍它们是很有意义的
。

关于文献
,

还有周助初教授的 《唐诗文献综述》 ,

它内容分文集
、

史传
、

小说
、

谱牌
、

碑志
、

壁

记
、

登科记
、

书目
、

诗话
、

艺术
、

地志
、

政典
、

释道书十三类
,

内容广泛无比
,

解说精密而很得要领
。

我看这篇 《文献综述》
,

不只是研究唐诗 的
,

凡是研究唐代文学文化的人都应该熟读
,

我相信从初涉

唐诗的学生 以至专家学者各自一定会多得补益
。

使我感叹的还有
,

该书卷首已有详细的分类 目录
,

卷末再有近 2 00 页的综合索 引
,

令人觉得其用

息周到
。

我想这目录索引越发提高该书的价值
。

听说在品类繁多的牡丹花里
,

最名贵的叫做
“

状元红
” ,

我看这部鲜红书皮的 《唐诗大辞典》 的

伪现
,

恰似群芳丛里添上了一朵
“

状元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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