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聊将锦瑟记流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聊将锦瑟记流年》

13位ISBN编号：9787533939113

10位ISBN编号：7533939115

出版时间：2014-3-1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安意如

页数：4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聊将锦瑟记流年》

内容概要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别后相思空一水，重来回首已三生”
这些闻名遐迩的诗句都出自清代诗人黄仲则之笔。
他是诗歌奇材，可惜无缘生于唐宋，虽有才华，但与时代格格不入。他英年早逝，却留下2000余首传
世诗章。
评家赞仲则诗俊逸豪放神接李白，绮丽迷离似李商隐，且将其与纳兰若容的词，并称清代文坛双璧。
在《聊将锦瑟记流年：黄仲则诗传》中，安意如以她那一贯细腻优美的文笔，通过对于黄仲则诗歌和
人生经历的精辟评析，并将其与秦汉以来最优秀的诗人、最经典的诗词作对比，真实重现诗歌圣子不
世出的才华、悲惋曲折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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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将锦瑟记流年》

作者简介

安意如，作家，以细腻深入的古典诗词赏析独树一帜，影响广泛。因《人生若只如初见》，为众熟知
。
私家标签：文字修行、避世之心、无常远游、隐居自在、诗茶相契、西藏云南。
过往作品：
《人生若只如初见》
《当时只道是寻常》
《思无邪》
《观音》
《陌上花开》
《美人何处》
《世有桃花》
《日月》
《惜春纪》
《再见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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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将锦瑟记流年》

书籍目录

卷一 生如织锦
少年意气
秋夜情浓
凌云之志
素心皎皎
风露中宵
锦瑟流年
悲秋之气
武林旧事
观潮豪情
百无一用
钓台慕贤
余情残心
寒夜悲歌
恩师亡故
浪游之始

卷二 锦灰自珍
欲游湘楚
潇湘路远
青衫落拓
清梦难寻
吾心悠悠
倦鸟投林
别亲之悲
谈经说剑
以仙为师
狂生做伴
俱不得意
悲欣交集
名噪一时
忧本无端
旧恨心痕

卷三 锦字成灰
倦眼繁华
于愿不足
歧路亡羊
来鸿去燕
流光欲转
心事钩沉
冰火相煎
前事旧影
飞花尘泥
不系之舟
空念绮怀
雪泥鸿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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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暮雪
浮萍落花
如履薄冰
锦字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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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将锦瑟记流年》

精彩短评

1、09年到现在第5本安意如，并不倦于她一贯既矫饰又清丽的文风，倒很欣赏小姑娘敢于为仲则的诗
树碑立传。
2、黄仲则是个人物，书一般，研究黄仲则暂时找不到啥替代书，将就着吧
3、不喜欢悲情的黄仲则，一生都活不出自己的色彩，诗人的矫情被他放大了无数倍。喜欢安意如的
一段话：人生之苦辛，大多只可暗夜沉吟，不堪细对人言，苦自己尝，乐才可邀众共赏，若非情不得
已，有多少人愿意把生活的残破和嶙峋巨细靡遗地呈现给人看，惹人笑叹呢。
4、远没有之前有才气~
5、差强人意
6、未读完，理解有误，诗词一般。
7、已经没了当初的感觉
8、实在是觉得不喜欢
9、写的很详细，但是我没有耐心看下去，当初被书名吸引的。。。。。
10、安意如誓将抄袭进行到底的节奏么
11、身似乱山穷塞长/重来回首已三生
12、个人观感里的安意如最佳作品 其实大量堆叠重复扯闲篇 但是态度端正且有几篇实在惊艳。
13、为什么不能给两星半，这书太坑了。买回来就不想看了。
14、以后都不想看安小姐的书了。。。
15、略逊于《人生若只如初见》
16、最后一本。     买这本的时候网络接触广泛自己也有所储备了，再看她的书就没有感觉了。
17、对此类书越来越看不下去了⋯⋯
18、读起来比较喜欢，当初因为喜欢黄仲则的诗，同时喜欢安意如的诗評才买的。闲暇时看看，聊以
打发时间还是不错的。这样的书读起来心情比较安静，反正于我而言是这样的。
19、装帧极其华美。初读觉得文字精彩，内容丰富，觉得不错。只能说自己年纪小，没见过什么世面
。虽然仔细想想，不知所云。
前两天做诗歌鉴赏题，有一道是黄仲则的诗。又翻来这本书，发现内容真心没逻辑，鉴赏的有些浅薄
。
20、作为一部传记太凌乱了，哪怕是对诗的感悟也太琐碎。满篇引用堆砌感太强，完全说不到点子上
。黄不是一个浪漫的小清新，似乎不适合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写法。
21、写得很一般。感觉就像嚼生芹菜杆儿
22、作为传记比较零散，也算是差强人意。
23、没有她以前的书写的好，怎么说，还行吧
24、仲则算是我的本命之一了，看到安小姐选择了他，一口老血喷出来⋯⋯
25、你若不抄便不能写文，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193402595_0_1.html曲宏波老师花费三载
博文 又让你 “用”上了
26、安意如的功力确实不够深，但就冲着她开始写黄仲则这样的诗人，我也得打4星！
27、不要为了写书而写书好吧-_-#
28、买这本书的最主要原因是我喜欢这个书名，买回来也翻了几页，一直放着，感觉比较喜欢安意如
之前诗评的写法，虽然据说是抄的╮（╯＿╰）╭
29、诚如大众所言，这是安意如最成熟的作品。
30、最早读人生若只如初见，很是惊艳，文字的美，像诗歌，舒舒缓缓，加之一则则名人往事，勾起
八卦心肠。可惜，思无邪和当时只道是寻常都没读完，太散碎，总觉得安意如的落笔，没有纲，是想
到哪里写哪里的状态，杂七杂八的读着累，无中心。至于日月和惜春纪，完全不以情节为主的小说，
不在喜欢的范畴。所以隔了这几年，再读安意如的作品，就是这个专为黄仲则写的，怎么说，里面有
无数美丽的句子，挑出来放哪里做注脚都美不胜收，而在文章中，多到眼花缭乱，看过即忘，且黄仲
则的一生，被翻来覆去的重复着同样的内容，少慧而才高，不喜经济之学，科举屡败屡战，与仕途无
缘，理想和现实种种矛盾，早逝。这样的性格不要说在封建时代，就是在今天，也是不适合做官的，
对自我没有清醒的认识，悲剧也有点咎由自取，不过他的诗，确实名句叠出，尤其为谁风露立中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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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将锦瑟记流年》

31、堆砌
32、无聊的我还是一边暗骂作者一边翻完了此书【快去改论文啊啊啊
33、初中的时候喜欢安意如的散文，大概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越长大，却越觉得空乏，有些情怀还是
停留在某个时段的好
34、当真一本不如一本了。这本书的最大问题在于太过重复，好像除了说黄仲则悲苦潦倒一心入仕就
不会说别的了⋯⋯导致好好的诗，好好的人，写的不止是枯燥，更多是让人厌烦。
35、诚意之作，但是学术不足，轻浮有余。文字优美，然而体内空虚。对于选题而言，可让很多人关
注黄的生平和诗词；但是就本身而言，评论尚无建树，诠释功力不足。
36、论文写的黄仲则，材料实在匮乏，最终还是将魔爪伸向这本书。不出所料，作者依旧坚持自己的
典型风格一百年不动摇：以东拼西凑为逻辑，以卖弄才华为目的（这才华是否真的有还有待商榷）。
给三星是因为作者在力求文辞风流华美上真是下足了功夫，这应该也是她作品的唯一卖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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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将锦瑟记流年》

精彩书评

1、装帧极其华美。初读觉得文字精彩，内容丰富，觉得不错。只能说自己年纪小，没见过什么世面
。虽然仔细想想，不知所云。前两天做诗歌鉴赏题，有一道是黄仲则的诗。又翻来这本书，发现内容
真心没逻辑，鉴赏的有些浅薄。比如，《都门秋思》其三有著名的几句诗:“夕阳劝客登楼去，山色将
秋绕郭来。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一段话就说完了。而赏析《秋夕》这篇有些生涩的诗
，篇幅长就不说了，因为还不算太过分，只是，赏析到后面都快成古风小说同人文了。觉得安小姐很
感性，哪句诗让自己感动了，恨不得写篇同人文。这种风格的文章，可以当作读者间的交流，别看得
太深刻了。好多人说安小姐抄袭啊什么的，反正骂的比较多。我从一个高中生的角度来说，安小姐的
文字可以写作文时借鉴，因为高考满分作文里，不少都是这种抒情方式。而且对于知识面不广的同学
来说，确实可以学到很多，比如成语，古代人物轶事啊什么的，因人而异吧。
2、我承认这本还蛮上档次，装帧唯美，文字也是好的，所以安粉别跨省我了，你们随便拿一段出来
都能做成微博、豆瓣签名、个人简介什么的，配上你们的黑框眼镜美照，美爆了好吗？咱真心不好这
口！还有三毛、张小娴、张爱玲、安妮宝贝、亦舒什么的，腻歪得不行，太多美了。。这么多情，这
么美，你们情，何以堪？！！！！！！！你们真的是文艺女青年吗亲！整个豆瓣都这德行，到底什么
是文艺！！！那些个豆瓣红人，不就是草根版的三毛亦舒张小娴吗，换了个地儿还镀了层金了？！要
不就是看过点所谓文艺电影的方舟子韩寒李敖，扯什么淡啊！！！还有豆瓣音乐人，弹个木吉他唱自
己写的带脏字儿的流行歌就是民谣了？！你去只道是寻常吧，你去只如初见吧爷是真文艺，再也不陪
你看安意如了
3、可以说，安意如的书我基本都看过，很巧合的是伴随着我的本科生涯，比如大二开课的时候学的
是先秦魏晋唐五代文学，那时读的是《人生若只如初见》、《但是只道是寻常》、《陌上花开》、《
思无邪》几本，对于安意如的文字惊为天人，既艳且清，时而抒情时而俏皮天真，古典与现代之融入
游刃有余。 那时也是我第一次读此类书籍，新鲜，意犹未尽。我读大三学宋词与元曲时，安意如又出
新书《观音》，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拿到此书开心的在路上边走边看，却尴尬地被埋在地下的电线绊倒
，众人围观。 后来读《美人何处》、《世有桃花》，再到买回来的《日月》至今只看了一半，最后看
《再见故宫》时，我已渐渐对安意如文字有了审美疲劳，相较五六年前的自己，看待文字的视角已有
所改。本已不打算再读她的作品，实在是黄景仁亦是我大爱的诗人。所以手痒，买来一观。 直至写此
评论，我已读了一半有余，想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首先看到了安意如的诚意，很少现在被定位为古
典美女作家会愿意放笔去写黄景仁，他不具备可写的点， 没有才子佳人的故事，没有位极人臣的境遇
，更没有散尽千金的阔气，名人社交、醉卧沙场等等都与他无关。所以认可景仁诗的读者与安意如以
往积累的读者可能不存在重叠性，所以这是一个大进步。 其次安意如有意识地与学术靠近，有引用古
今近的学者一些言论，可以说她了一番功夫的，至于很多人说她是各种抄袭之类的，我的看法很豁达
，谁又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 咳，下面说的是重点，谈谈我的个人看法，算是我总结的这部作品
的一些问题吧！ 1.首先，这部书的定位是黄仲则传，传者，述其生平，谈其事迹，可我读到现在我都
没有一个概念，他某某年、某某日做何事，对他的人生观有何影响。窃以为诗人传记应该是把他放在
历史的背景里，谈论他的一生经历，以及他的经历对他作品的影响，最后他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这种地位包括当时文坛以及整个文学史的大背景。可此本每章节起了个华丽的名字，但是看了不知
所云，内容也未适当的提及当年他的年岁和具体事迹等。 最讨巧的做法就是“章节一 诗人生平”、
“ 章节二 诗人交友 ”这种分法；或者是少年时代、中年这类，安意如估计为求文辞之美，取得章节
为“生如织锦”、“锦灰自珍”等，那可否后面加副标题呢？ 2.此书最大的缺陷应该算是安意如作品
的通病，逻辑性差。写古典类的带有评论性质的，东说一句，西说一句，看完了就会觉得嗯，我记得
了几个好词好句，而作者本人带有倾向性的论点根本找不到，譬如我读了一半，我只记得了几句黄仲
则的诗，算是作者比较强调的，其他的啥也不知道。上一部作品《再见 故宫》也是如此，逻辑性之差
，令人看完一遍就不想再读。既没有按照故宫的发展史，也没有按照它的建筑角度来谈论，基本想到
哪说到哪。 3.大量提及他人的作品，比如第一章第一节，谈了几页的范仲淹的词，最后和黄仲则的诗
只寥寥对比了下，匆匆结束。此书中大量的充斥着对其他作家作品的对比，往往只重抒情，不重对比
。 4.此书很少对当时的名词和摘取的句子做详细的解说，比如正文第一页第三段说他补博士弟子员，
窃以为应该对这一名称解说一下相当于现在的什么类型，它的前景，这一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如何少年
显才。 总觉得这本书叫《黄仲则诗歌赏析》好过称为某传。 看到了作者有意识的力求进步以及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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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将锦瑟记流年》

，选的视角和点很好，可惜本身学识的限制，不尽如人意。 能让更多的人喜欢黄景仁也算是好事吧，
总好过人人都只知道纳兰容若。
4、虽说对黄我不是很了解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尚且曾经看过一篇《黄仲则七律浅谈》。本来是闲来
无事网上一逛，搜索黄仲则的文章，便看到了安意如的博客《飞花尘泥》。不过是略略一看⋯⋯发现
有一段句子非常眼熟。今天看到这本书收了《飞花尘泥》一篇，所以来发一发。安意如的文章是这么
写的：博客发表日期：2013-11-12 02:01:40【仲则写给袁枚的这四首诗常被论者提及，几种诗歌选本都
选了第一首。本来这种交游之作，意在称赞对方，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历来是将自己放得很低，无
可厚非。可我读这诗还是莫名的不适。不管怎么表达对袁枚的敬意，是客气也好，恭维也罢，但“文
章草草皆千古”这样的话，也还是过了。】何渐见《黄仲则七律乱谈》豆瓣评论《两当轩集
》13-02-03【如前所述，仲则的生命中有许多的长辈给了他不少帮助与教益，他的七律中有11首呈尊
长的诗，分别为四首呈袁枚，四首呈郑虎文，两首赠寿州知州张守先，一首赠曹学诗。这些诗基本都
是称赞对方人品文名，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把自己放得很低。其中呈袁枚的组诗四首常被论者提及
，几种仲则诗歌选本都选了第一首：呈袁简斋太史（其一）一代才豪仰大贤，天公位置却天然。文章
草草皆千古，仕宦匆匆只十年。暂借玉堂留姓氏，便依勾漏作神仙。由来名士如名将，谁似汾阳福命
全？袁枚在当时可称诗坛盟主，但“文章草草皆千古”这样的客气话恐怕还是太过了些，有谄媚的嫌
疑。陶渊明有《乞食》诗，杜甫也有“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
经历。仲则游历四方，干谒于人，难免有低声下气的时候，从生活层面本不能求全责备。钱钟书说：
“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
⋯就是一位大诗人也未必有那许多真实的情感和新鲜的思想来满足‘应制’、‘应教’、‘应酬’、
‘应景’的需要，于是不得不像《文心雕龙．情采》篇所谓“为文而造情”，甚至以‘文’代‘情’
，偷懒取巧，罗列些古典成语来敷衍搪塞。”[27]仲则的应酬之作在整部集子中不在少数，时风使然
，他最擅长的又是诗歌，跟人打交道自然就用了这最简便的工具。把诗歌作为工具是诗歌的悲哀，然
而这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这种悲哀对于仲则来说源自生存的悲哀，他永远处于难以调和的矛盾之中
。诗与生存，这天生的敌人在仲则的心灵战场上恐怕战斗得比许多伟大诗人都更激烈。另一方面，从
世俗的角度来说，我们提到的这些尊长对于仲则又确实有恩惠，他虽然以诗谀人，却并不是内心龌龊
之人，敏感感受生存的苦难在另一个层面上刺激了他骄傲的个性，使他抒发个人愁情的诗达到了相当
的高度。】安意如文中还有一段话，非常熟悉：【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人格缺乏超越政治功名和人世
情怀的文化独立，文人之间为争夺世俗资源，很容易文人相轻、宗派林立的局面，无法形成互相包容
的知识分子共同体。】百度了一下，原来是07年姚国华《大学文化缺席导致现代进程缓慢》中照抄而
来。姚的原文是【中国社会的官本位其实并不全在当权者，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人格也同样缺乏超越
政治功名和入世情怀的文化独立，文人之间为争夺世俗资源，容易形成文人相轻，师徒单传，宗派(而
不是学派)林立，却形不成普遍的学术共同体。换言之，即便当权者给你自由，让你独立，知识分子也
不见得能自立。】不过是匆匆一读，便有熟悉的段落，难怪有人说，安意如是要将抄袭进行到底了。
5、花了一周时间，终于粗略翻完这本《聊将锦瑟记流年 黄仲则诗传》。诚如编辑推荐语，这是安意
如迄今最优秀作品。封面是我最喜欢的紫红色，繁花盛锦，却只见苍凉。如同生在乾隆盛世不世出的
清代第一诗人，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终身凄惶是生命的底色。前些年自诩文艺小清新，被安的
《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这些韵味十足的名字打动，随意翻了下，触目全是美丽雅
致的字词组合，忍不住就轻声吟诵，读起来满口生香，读完却颇有不知所云之惑，耐着性子欣赏几篇
之后忍不住就摔书欲吼：说人话！之前看过她的文章大多是在谈情说爱论美人，描摹情事之美纤巧细
腻，却略嫌不够深刻。得知安潜心数年专著于黄仲则诗传，颇有些意外。黄的诗歌太过晦暗，剑走偏
锋格调低沉，其人生不逢时，其诗则满腹牢骚。纵然是才气纵横，却是落魄平生，贫病以终。读书击
剑两无成，辞赋中年误马卿。才华满腹非但无缘货与帝王家，连安身养家都左支右绌。看安微博流露
出的感慨，以为又是在为容若公子低吟浅唱。钟鸣鼎食家的多情富贵公子，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
，自是满楼红袖招。从古至今，都不缺乏仰慕者，永远会处于话题的焦点核心。百无一用的贫困书生
，从未建功立业，更无多情故事流传，人孤僻，题材也孤僻，写其人论起诗，想想都会觉得这是件吃
力不讨好的事情。诗红人不红，随便哪个古装剧里都会冒出的这句“百无一用是书生”，有几人知晓
这是清代诗人黄仲则所著！这个差别，颇似张爱玲和萧红，有关张爱玲的题材，往往能大红。萧红，
身前死后，却都是萧条。生活已经诸多不易，需要给读者编织玫瑰梦幻以便让脱离俗事羁绊，可黄仲
则的诗歌，如萧红散文里让人不忍卒读的饿和穷，字字句句都透露着不如意，饱受生活的折磨，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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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看完书，方懂得她的选择。羡慕她的才气，敬佩她的勇气和坚持。除
了诗人这个角色，黄仲则各方面似乎都很失败。科举考试数次落榜，年少时朦胧情绪的恋人终未能牵
手，曾有着凌云之志的少年意气終被时光消磨，却始终未能如古之贤者般彻底超脱淡泊名利，无法做
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对生活有嘲弄也被生活所嘲弄。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安意如通过黄仲则，写的是古往今来不如意的有才无运失意落寞之人，写的是“士”这个阶层的风
骨气节，写的是数千年来文人墨客一脉相传的对生命的感知，对美好的敏感，对自然的欣赏。如同巧
手的绣娘，她以黄仲则的诗歌为珍珠，以其生平为线，结合她的蕙质兰心一一解读评析。下班后，点
上熏香，沏壶花茶，听她慢慢道来诗歌里的遣词造句，各种典故传奇，走进诗歌的美妙意境，随着诗
人或悲或喜或感慨或追忆，在诗歌里飞扬跳脱，神游万里。喜欢，她的评析，“从此音尘各悄然，春
山如黛草如烟”，她说：我以为，绝望之后，我会释然；我以为，告别之后，我会放下；我以为，不
爱你了，我就会从此自由。孰知，纵然是音尘隔绝，不复相见，我依然不能将你忘却。磨灭了前事，
沉淀了旧痛。这样的细腻文字，就像围炉夜话，三五闺蜜在一起分享喜欢的电影细节，引起的小情绪
。 最美的女人，是兼具母性、红颜和女儿娇痴。那最让女人难忘的男人，也该是让女人能同时投注这
母性的怜爱、和孺慕之心吧。才华横溢让人仰视，白衣仗剑，期待携手相伴，江湖并行。面对他潦倒
不通世务的失意自伤，恨不得立取红巾翠袖，以揾英雄泪的怜惜情涌上心头。女生们在一起闲聊某才
子，学贯中西，才气纵横，翩翩君子，无丝毫傲气，谦虚低调，每天埋头写稿之余，能日日早起挎菜
篮为娇妻洗手作羹汤。这些优点已经足够让姑娘们惊呼完人，恨不相逢未娶时。偏有人感慨了下：可
惜他性格偏腼腆内向，在公众场合不善言辞，导致现有名气不能与其才华相匹。长叹一声伏在桌上，
多么让人心醉的缺点啊！所以，安意如对富贵温柔乡中的纳兰公子是全然放心的远距离欣赏，虽也付
同情，但是对他的强说愁还是不时露出些嘲谑口气。但安是完全心痛、担心和焦虑着黄仲则的忧愤悲
慨，时运不济，壮志难酬。感受了解他的凄惶，在生活这只凶猛的狮子的追逐下，他不过是只疲于奔
命的、脆弱的羚羊。感谢她选择了黄仲则这么深沉厚重的主题，虽然最初只是因为倾心于“似此星辰
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情绪生根萌芽，直至痴心的为他焦虑，为他心疼。终于，如今她已名满
天下，时机成熟，有能力更有才气将她所爱放在心底珍藏的人郑重推出，希望让更多人知晓，以慰这
个生时狂放落魄如今已少为人知的才子灵魂。世事虽然凉薄，到底有人真心对待。仅凭这屡屡微光，
就够人渡过浮生漫漫。
6、细细读毕，我不得不说：黄仲则是我所了解的诗人中最“诗红人不红”的一个，古代文学史的清
代部分连提都没有提他（又或者书上有那么几行字，但教授直接略去不讲），如此诗才却如此待遇，
真真冤枉得很！单就这一点我就佩服作者的用心和毅力----遵循自己的心意而非市场的需求，对一个
即使隆重推出也未必讨人喜欢的诗人做如此深入细致的梳理、如此剖心沥胆的评析，很有可能是件费
力却不讨好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知音自古就难觅，只要有一个人读后对仲则不可多得的天赋诗才
心生赏爱，对他如影随行的寒士之悲心生同情，对他一生无奈的才命相负心生悲悯，作者所下的功夫
就没有白费。这本传记性质的诗歌评论，我的第一个观感是过瘾！仲则生活在乾隆年间，在他之前的
著名诗人数不胜数，作者在谈及仲则诗的同时，对诗歌史上风格或题材相同的作品进行了比较与品评
，使我对许多已经熟悉至极的诗歌有了新的理解，那种瞬息之间跨越千载的速度感和沧桑感，让我狠
狠地过了把瘾。其二，作者不仅文笔精彩、圆熟，几乎随便翻开一页都有堪称经典的字句，其文风更
是我喜爱的爽快、利落，绝不拖泥带水，但又不会失之浅白，文中有相当数量力量很重很深刻的论断
，让我时常怀疑是否真的出自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子之手。比起之前读过的一些类似的作品，这才
是我的菜！最后，也许不重要但必须提及的是，从文中能读出作者的性格：细腻、敏锐、幽默、爽朗
——在学术性很强的诗歌评论中鲜明地融入自己的个性，不流于乏味的考据、无趣的解说，实在难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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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聊将锦瑟记流年》的笔记-第1页

        作者很和蔼的在开头的某页放上了黄仲则诗篇名句，非常感谢！
/
其中有一句我最喜欢“全家都在秋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诗句，“秋”对我而言，是一种特殊的意境。秋，秋，秋
又翻了几页，不是太吸引我，就去随手一打，瞥见有写“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搞不明白了，到底黄仲则的原句是怎么写的？我得回家查查
360给我的回答是：“全家都在西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
泥煤的，作者你有没有好好做功课啊！这种低级错误也能犯？
（各位看官黑安如意原来是有理由的⋯）
/
我的“秋”也消失了，作者赔我心理损失！
----------------------------------------------------------------------------------------------------------------
补：网上各个版本都占全了，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原版了。如果有熟悉的朋友，请联系我。

2、《聊将锦瑟记流年》的笔记-第223页

        如何才能化天地为道场，消千愁万虑，断今生来生，修一个自在圆满身？

3、《聊将锦瑟记流年》的笔记-来鸿去燕

        　“吴山越水两迎送，今夜追君惟有梦”，仲则与洪亮吉之间的诗歌往还，直叫人想起白居易与
元稹。白居易与元稹深交厚谊，他的诗集里亦有很多写给元稹的诗，譬如广为人知的《同十一醉忆元
九》：“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妙在此诗与元稹到达梁州同日所作的诗丝丝入扣：“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亭吏呼
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

　　诗下元稹自注云：“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倏然而寤，则
递乘及阶，邮吏已传呼报晓矣。”他梦到与白居易同游曲江，而白居易与李杓直游曲江，醉后有梦，
也梦到了他。

　　所谓“但求魂梦与君同”，想来也不过如此吧！至于其他情深义重、情意款款的往来诗文，不一
而足，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颇值得玩味，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一观。

4、《聊将锦瑟记流年》的笔记-重来回首已三生

        在诗中，看他走过千山万水。我愿他，到红尘未染的地方，人迹不至，千莲盛开，有仙鹤白鹿接
引，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

　　亦愿你我，能真实地安住于当下，不悲过去，不贪现在，不惧未来。

5、《聊将锦瑟记流年》的笔记-第31页

        &lt;图片1&gt;她很会押韵，这几句话行云流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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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聊将锦瑟记流年》的笔记-第216页

        十个催逼着我们，生活却一如既往，面目庸常。

7、《聊将锦瑟记流年》的笔记-重来回首已三生

        一生荣辱，几度悲欢，数场大戏过后，一生也就这么落幕了。介怀的事，无须介怀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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