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选详析 深入浅出

———评刘怀荣等著《唐诗宋词名篇导读》

●刘 磊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在大学里开设面向各专业学生的通识教育类课程已经非

常普遍，而人文类课程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还比较缺乏质量高、体例合理、适宜课堂教学的通

识类课程教材。在这种背景之下，刘怀荣教授等七位学者共同撰著的《唐诗宋词名篇导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8 月第一版，以下简称《导读》) 一书的出版，就特别有现实意义。唐诗宋词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精华部分之一，在

各大院校通识类课程中不可或缺。长期以来，有关唐诗宋词的教材著作数目繁多，这一方面给开设此类通识课的教师提

供了丰富的教学素材和参考资料，但另一方面也容易使课程教学落入俗套。而《导读》一书，在内容、体例等诸多方面，

都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一、编选角度新颖。不同于大多数的古代文学类教材或选本，《导读》并不是以时代、作家或体裁为纲目进行编选，

而是按照题材内容类型将唐诗宋词分成了 10 大类，每类为一章。这种以题材分类作为主导思路和篇章划分原则的做

法，便于从文学类型化的角度，引导学生深入探讨诗歌题材内容和艺术特点之间的联系及其在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互动作

用，显得既富有新意而又符合教学认知规律。这种以题材类型为标准的诗歌分类方式，在古代的总集、别集中原本是很

多见的。其滥觞者当属南朝萧统编选的《文选》，它将诗歌题材细分为 23 类，其中如“咏史”、“游仙”、“咏怀”、“赠答”等

类别，在后世的创作中都蔚为大观，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具有特定思想情感内涵和表现手法的诗歌类型。不过，这种传

统的按题材内容归类编选的体例，在近世以来的各种“中国文学史”教材著作中却很少有继承; 取而代之的大多是线式

的文学史配以点式的作品选，以作家、时代作为主要的脉络纲领。在梳理历代文学的发展演变时，也多从风格、体裁发展

演变的角度进行。从某种意义来说，《导读》这种按题材内容归类的编选体例，算是一种历史传统的回归。
《导读》一书在继承这种传统编选体例的同时，根据学术研究发展和教学实际需要，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处理。

《导读》将所选的唐诗宋词共分为十类，即: 别情诗词、情爱诗词、思乡怀人诗词、咏怀诗词、咏史怀古诗词、政事诗词、边
塞戎旅诗词、田园诗词、伤春悲秋诗词、山水景物诗词。按照编著者的思路，“前三类偏于人与人的关系，表现的多是传统

社会的人情之美; 中间四类重在人与社会、历史、政治的关系，诗情多由个人身世遭际、国家兴亡盛衰、政局清浊安危等大

事引发出来; 后三类涉及的是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集中表现诗人在特定自然、节候中所兴发的审美情趣。”( 第 1 － 2
页) 这种分类和命意既体现了对系统性、规律性的追求，又顾及了古代的编选传统和唐诗宋词创作题材的实际分布状况。

二、采取先概述、后赏析的叙述方式，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便于学生学习掌握。《导读》每一章的叙述方式和具体

体例是，首先对某类诗词进行“概述”，然后再详细讲析这类诗词中的若干篇代表性作品。“概述”部分交待某一类型诗

词发生的文化渊源，主题内容、艺术表现特点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发展情形，让学生能够从整体的宏观角度，对这

一类型诗词的总体情况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在作品讲读中，每篇作品下面，一般包括“作者简介”、“解题”、“简注”、“评

析”四个部分。其中“评析”部分是重点和精华所在，常能见到作者对作品的细腻感受和认真思考。以篇目为中心，结合

以“概述”，再到整个唐诗宋词的共同繁荣景象，这是一个“点———线———面”的构建过程。这种叙述方式和编排体例，使

全书显得脉络分明，重点突出。尤其有利于学生从宏观到微观、再从微观到宏观的系统把握，符合通识课的实际教学需

要。笔者在自己所供职的高校中，也已开设了几个学期的类似通识类课程，讲授内容思路也主要是从题材内容归类方面

进行的，所以在读到《导读》之后，大有欣然会通之感。

三、将科研尽量与教学结合起来，弥补当前通识类课程教学中二者脱节的通病。高校教学应当秉持着教学与科研互

相促进、不可偏废的原则。在《导读》一书中我们会发现，许多地方注意引入最新的科研成果，在通识类课程教材中，这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例如，在辨析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一诗题目中的“川”字与“州”字异文时，作者引介胡正武《蜀

川与蜀州辨考———王勃 ＜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 异文证释》一文的研究成果，说明应以“川”字为是。再如，在赏析韦庄

［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一词时，对此词的主题和创作背景的分析，作者在引述了诸多前人的“居蜀思唐”之说后，在

《资治通鉴》中寻找到了史料依据，说明“思唐”之说是不可信的，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在许多作品的评析文字中，作者十分注意从题材类型形成的文化背景入手进行分析，加大了赏

析文字的学理深度，较之仅仅从词句角度来解析，效果要好得多。如在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的评析文字中，

作者引入了唐代科举方面的知识和“干谒诗”的概念，这可以很好地帮助学生来认识这首诗的复杂思想内涵。当然，引

入前沿科研成果和文化背景知识的时候，在“深入”的同时，编著者并没有忘记“浅出”这一原则，文字流畅生动，通俗易

懂，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 作者系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