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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突然遇到真爱的赶脚。
2、好憋屈的诗人一枚。。
3、三星，给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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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内容简介 前 言何逊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算不得大家；在南北朝时期，也不属于第一流的诗人。
但是在诗风绮靡淫艳的梁、陈时代，他独能“摆脱填缀之习”①，写出语浅意深、“情辞宛转”②的
诗篇，这不仅在梁代诗坛上能“清机自引，天怀独流”③，而且因其重视审音炼字、工偶精对，对近
体诗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就此而言，对于何逊的诗歌，我们应该给予一定的重视
，并作出应有的评价.何逊，字仲言，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县）人。他出身于一个以“儒雅”传家的官
僚世家。其先祖随晋室南渡，世居于侨置的郯县（治所在今江苏镇江市）。其曾祖何承天，是南朝宋
著名天文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也是一位博学渊通的学者。在宋曾撰修国史，改定元嘉历，历官至
御史中丞。其著《礼论》及诗文集，已佚，今所传《何衡阳集》为明人辑本（《宋书》、《南史》有
传）。其祖父何翼，曾为员外郎；父何询，官至齐太尉中兵参军。他们的行迹已无可考，仅从何逊诗
中知为“儒雅”一流人物。何家虽世代居官，但却不是世族，因而在讲究门第的南朝，仍为寒素之家
。这样一种家世，对于何逊一生遭际及诗文创作，自然有很深刻的影响。何逊的生平事迹，史传记载
甚为简略，以至其生卒年迄无定说。其生年，史无记载；其卒年，或云梁武帝天监十六年（517）④，
或云梁武帝中大通二年（530）⑤，均为约略言之。据其诗文及有关资料，他大约生于宋明帝泰始二年
（466），卒于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终年约五十三岁⑥。其生活的时代，主要在齐末梁初；因
其仕于梁，且诗文大部为入梁之后所作，故为梁人。何逊少年知名。约在齐武帝永明四年（486）即在
其二十岁时，被州举为秀才，显露出超异的才华，受到当时文坛名流沈约、范云等人的激赏。沈约说
他读何逊的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⑦；范云一见其文章，便倾盖相结，成为“忘年交好”⑧，
因而一时名声大噪，与当时号称“神童”的刘孝绰并称“何、刘”⑼。但是，在其成名之后却隐居山
栖，终齐之世未尝入仕。其中原因已难详知，但有两点是可以大致推知的。一是何逊出身寒微。宋、
齐政府在法令上明文规定：“甲族（即世族）二十登仕，后门（即寒族）以过立（三十岁以上）试吏
。”⑩另一个原因，便是齐末王室内争激烈，各种社会矛盾加剧，政情险恶。何逊至入仕年龄，已是
齐明帝建武三年（496）。明帝杀武帝太孙萧昭业、昭文二人自立为帝，即位之后专事杀戮，高帝、武
帝之子孙被其诛戮殆尽。其后东昏侯萧宝卷荒淫残暴，民不堪命，被宗室萧衍杀掉，另立萧宝融（和
帝）。一年后萧衍杀宝融自立，改国号为梁。此时何逊三十六岁。萧梁代齐，给何逊等下层士人在政
治上带来新的希望.梁武帝萧衍“制造礼乐，敦崇儒雅”（11），与其诸子都喜欢招揽文士；在政治上
诸多举措，如遣放宫人，“访贤举滞”（12），广开言路，等等，颇有革除齐朝弊政、励精图治的气
象。而何逊所敬爱的沈约、范云并因拥立之功，官在尚书，位为列侯。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何逊入梁出
仕的一些消息。但是，他仕梁之后的经历，及所目睹梁的政治现实，却使他很快陷于苦恼与失望之中
。梁世与宋、齐一样，优容世族。世族子弟一登仕，多为秘书郎或著作佐郎，而且可以很快升迁。而
寒门子弟入仕只能作州县佐吏。如与何逊齐名的刘孝绰，因出身世族，起家即为著作佐郎，而且屡有
升迁，而何逊“起家奉朝请”（13），已为额外优宠.此后，除曾一度得到武帝信幸外，大部分时间辗
转于诸王藩邸之间，位不过幕僚，职不过记室，终生失意，郁郁而终。虽其仕途失意，但因其在污浊
现实中能孤洁自守，所以在诗歌创作渐入绮靡的齐梁之际，以其清新自然之作成为一代诗人。何逊虽
以诗名，而其诗作却不多。梁元帝萧绎说：“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I、何逊。”（14）今本集
所收加上佚诗共一百一十馀首。从这百馀首诗，我们大体可以窥见何逊诗歌创作的基本面貌。何逊诗
歌大多为入梁以后的作品。诗歌的内容多为抒发对游宦生活的厌倦，及由此产生的羁旅乡愁，以及同
僚、友朋间的酬答、伤别之作，反映社会生活面较为狭窄。其中，有少量咏怀言志的作品，抒写了诗
人孤高傲俗的品格和仕途坎坷的郁愤不平之情。如在入仕之初，于天监初年写的《扬州法曹梅花盛开
》（又题《咏早梅》），咏物寄怀，通过赞美梅花迎春报时、凌霜傲雪的品格，抒发了自己希望及时
建立功业和孤洁自守的情怀。在《暮秋答朱记室》一诗中，以“桃李尔繁荣，松柏余本性”作比，明
确表示了在污浊现实中决不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大约正是由于诗人品格耿介，不同流俗，才使其终
生失意。这类作品，大多作于晚年，抒写其失志不平的郁愤，笔调酸苦，意绪苍凉。如《初发新林》
，写其被武帝疏远、赴安西安成王记室任所途中的感受。他追溯入仕之初，轻生报国的抱负，联及眼
前“危樯迥不进，沓浪高难举”的险恶处境，便陷入无边的凄苦和无可告语的孤独与悲哀之中。诗人
到安西王任所不久，即因母病去职。这曾使倦于游宦的诗人打算从此息影故家，过闲逸的隐居生活，
《南还道中送赠刘谘议别》一诗表露了这一情绪。于归家途中，他已神往着“善邻谈谷稼，故老述桑
麻”的农耕生活，以期“寝兴从闲逸，视听绝喧哗”，远离追名逐利、车马竞逐的官场。但是，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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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逊集校注》

的田园风光，并没能使半生坎坷的诗人平静下来。白发频增，百无一就，诗人思及仕宦经历，不禁感
慨系之了。《秋夕叹白发》殆为此时所作。诗始以丝白易染、蓬生性直为喻，说明自己自幼性不苟合
，至老而操守弥加坚定；接着说，自己本来安于隐居乡间的贫贱生活，并不求仕宦显达，谁料三十几
岁（“志事晚”）又奋发起来，以报国自许。然而“逄时乃倏忽，失路亦斯须”倏被皇帝信幸，又斯
须遭到疏远；如今勤事于田亩之中，栖憩于庑舍之下，如涸蚌、笼禽，无由施展自己的抱负。长夜待
旦，秋虫哀鸣，时至晚秋，人已迟暮。想到那些“逐物”之徒，均已“乘鹤”飞腾，而“违俗”不苟
之人，却如同“双凫”一样，有翅难飞，便无意仕进、甘心老死故家了。然而，服丧期满，公车征聘
，他又不得不怀着“平生多意绪，怀抱皆殂谢”（15）的灰冷心情，赶赴庐陵王任所。此后诗作，大
多为感慨仕途蹭蹬、年华易逝，以及抒写厌仕思归之作。《赠诸游旧》写自己“少壮轻年月，迟暮惜
光辉”的迟暮之感，及“一涂（途）今未是，万绪昨如非”一事无成的感慨。而《赠族人秣陵兄弟》
一诗，则表露出诗人暮年不堪回首的悲凉心情：“顾余晚脱略，怀抱日湮沦。游宦疲年事，来往厌江
滨。十载犹先职，一官乃任真。土牛竟不进，刍狗空重陈。”十载一职，沉沦下僚；暮年羁旅，形影
相吊，心情极为悲苦。这类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何逊的生平思想情况。何逊诗作
中酬答、伤别的内容最多，写得也最好；为后人称道的即景抒情的佳句，大多在这类作品中。如《酬
范记室云》：林密户稍阴，草滋阶欲暗。风光蕊上轻，日色花中乱。相思不独欢，伫立空为叹。清谈
莫共理，繁文徒可玩。高唱子自轻，继音予可惮。范云是何逊的老朋友，时在齐竟陵王萧子良记室任
所。其《贻何秀才》有句云：“临花空相望，对酒不能歌。”此为答诗。诗前四句写景，为传唱佳句
。窗前树影扶疏，阶下花草繁茂；娇美的花儿在微风中震颤，日光闪烁中更显得缤纷绚烂。面对一片
烂漫春景，诗人却无心观赏，“相思不独欢，伫立空为叹”，反倒勾起他对远方老友的思念之情。林
密草滋，风摇花颤，景物清新明丽；以“轻”写花蕊微颤之状，以“乱”状五彩缤纷之景，生动、细
贴，见诗人炼字之功。而一些伤别之作，则常常染上一层凄寒、悲凉的色彩。如《与胡兴安夜别》：
居人行转轼，客子暂维舟。念此一筵笑，分为两地愁。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方抱新离恨，独守
故园秋。老友远来探望，暂聚之后又要离别。送行者归而又返，怅望江舟；行者欲行又止，系船登岸
：二人依依江边，不忍分离。一席欢笑，将成为两地离愁。草戴寒露，已是深夜；江浸冷月，舟已远
行。帆影消失在苍茫夜色之中，唯见“月映清淮流”，望望不已，孤凄、惆怅之情溢于言表。“露湿
寒塘草，月映清淮流”二句，婉转切情，“语气悠然，读之殊不尽缠绵之致”（16），与杜甫“星垂
平野阔，月涌大江流”（17），有异曲同工之妙。何逊晚年，感情更加深沉，诗句也更加凝炼、精工
。如《临行与故游夜别》：历稔共追随，一旦辞群匹。复如东注水，未有西归日。夜雨滴空阶，晓灯
暗离室。相悲各罢酒，何时更促膝！此诗《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均题作《从镇江州与故游别》
。如此，则为何逊服阕赴江州庐陵王记室任所时所作，时在天监十六年（517）。诗人年虽仅有五十一
岁，而因意绪殂谢，身体病弱，却早怀迟暮之感。因而与家乡老友离别之情，尤觉难堪。“夜雨滴空
阶，晓灯暗离室”二句，造语精工，体物细贴，而不露斧凿痕迹。深夜与老友默默相对，淅沥之雨声
可辨；天已破晓，室内之灯光转显暗淡：由夜至晓，终不忍言离.以至“相悲各罢酒”，惨然相对。写
出老友之间真挚的情谊，和诗人悲凉、凄苦的情怀。何逊尤擅长描绘自然景物，即便是寻常情事，眼
前景物，信手拈来，也能状物传神。婉丽精巧的写景佳句，在何逊诗中俯拾皆是。“草光天际合，霞
影水中浮”（18），写出春夕江上远望中的情景；“风声动密竹，水影漾长桥”（19），则描绘了秋
夕桥边生动的景象。“鱼游若拥剑，猿挂似悬瓜”（20），状物精工；“游鱼乱水叶，轻燕逐飞花”
（21），意态生动。而更多的则是情景相生、以景写情之作，有的篇章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如《
相送》：客心已百念，孤游重千里。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雨欲来而江暗，风乍起而浪白，景色
凄寒、苍茫，寓含旅途艰险、凄苦之意。陈祚明谓此景：“‘山雨欲来风满楼’，不似此二句生动，
中复有高浑之气。”（22）生当梁、陈时代的诗人何逊，也难免受到当时淫艳诗风的影响，写出《嘲
刘谘议》、《咏舞》一类描写女性的艳情的作品。较之何逊大部分诗作，固属白壁微瑕，但也表现出
何逊思想的一个侧面。 “六代淫哇总废声”（24），虽言之太过，但南朝后期，自宋、齐以降，诗风
日下。梁统治者，如武帝、简文帝、元帝，以及武帝诸子，都爱好诗文，提倡诗文写作，即所谓“时
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25）。但他们不过把诗文当作文饰政事、描写宫廷享乐
生活的工具，追求形式，讲求辞藻，却很少有积极意义。在这诗风日渐颓靡之际，何逊描写山水景物
的清新自然之作，令人耳目为之一新。正如清人沈德潜所云：“箫梁之代，君臣赠言，亦工艳情，风
格日卑矣。隐侯（沈约）短章，略存古体；文通（江淹）、仲言（何逊），辞藻斐然，虽非出群之雄
，亦称一时能手。”（26）南朝以来，宋的谢灵运，齐的谢I，并以描摹山水著称。谢灵运首以山水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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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有不少“自然可爱”（27）之作，对山水诗派的形成有开创之功，但其作品未完全摆脱玄言诗的
影响，且过于追求形式的华美，失之于雕琢晦涩。谢I沿其流，对山水诗有所发展，风格清丽俊逸，颇
多佳什。何逊风格与谢I相近，在自然景物的描写上，亦进新境，不只意象精工，而且与抒情交融在一
起，语言清新、省净，风格清简、婉丽，在齐、梁之际自成一家。何逊也是“永明体”的新体诗的重
要作家之一，王]运《八代诗选》载录其新体诗十四首。自沈约等人倡导声病之说，王融、范云、谢I
、吴均等竞为新体诗，即所谓“永明体”。这种诗体讲求对偶、声律，反映了诗歌向格律发展的趋势
。在“声韵之道大行”的风气影响下，谢I之后，何逊的诗歌重视审音炼字、工偶精对，取得较高成就
，其不少诗篇，已初具唐律规模。如《慈姥矶》：暮烟起遥岸，斜日照安流。一同心赏夕，暂解去乡
忧。野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客悲不自己，江山望归舟。这首诗写与友离别：诗人离家远出，友人
送至慈姥矶下；次日送者舟归，诗人瞩目江边，望望不已，表达了与友人依恋难舍的情谊。首联写诗
人与送者伫立江边，“一同心赏夕”，欲借欣赏江边晚景，来消除离乡的愁苦。远望茫茫，暮霭乍起
；残阳铺水，大江静静东流。然而愁思并未随同流水逝去，反倒如朦胧夜色一般笼罩心头。因此，第
二天两人分手时，诗人瞩望江边，目送友人归去，直到帆影消失在山野苍茫深处，仍不忍离去。首联
、颈联对仗工整，且都是以景写情；首联与颔联、颈联与尾联，顺序都是倒装，突出了触发诗人情思
的景物。“野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一联，声律、对仗，都与五言律句无异；全诗除首联于声律略
有不合外，馀均合乎五律的要求。再如《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归。山烟
涵树色，江水映霞辉。独鹤凌空逝，双凫出浪飞。故乡千馀里，兹夕无寒衣。这俨然是唐人五言律诗
。这首诗除声律略有不合外，其他各方面及表现方法，都是一首律诗。如首尾两联散行，中间两联对
仗；字面相对，也是词性相同的词互对。至于写景诸联，如“水底见行云，天边看远树”（28），“
萧散烟雾晚，凄清江汉秋”（28），“寒鸟树间响，落星川际浮”（30），“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
上”（31）等等，体物细贴，属对精工，酷似唐人律句。何逊的绝句，写得尤为工致，与唐人绝句放
在一起，简直能以假乱真。如《相送》造语精工，俨然五绝。他如《伤徐主簿》、《送司马长沙》两
首，前者类似截取中间两联的律绝，全部对仗，且合乎平仄；后者则为截取首尾两联的律绝，完全不
对仗。宋人洪迈将《送司马长沙》一诗，误收入《万首唐人绝句》，“亦其声调酷类，遂成后世笑端
”（32）。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十分推重何逊，自云“颇学阴（铿）何（逊）苦用心”（33）。他所赞
赏的，就是何逊精于造语的艺术努力。而其诗作中，也常将何逊诗句采为已句，或化用何逊诗意另铸
新词。如宋人黄伯思指出，杜“集中，若‘团团月隐洲’，‘轻燕逐风花’，‘断（野）岸平沙合，
连山远雾浮’，‘岸花临水发，江燕绕樯飞’，‘游鱼上急濑’、‘薄云岩际宿’等，子美（杜甫）
皆采为已句，但小异耳”（34）。再如晚唐诗人李商隐《送王校书分司》一诗云：“多少分曹掌秘书
，洛阳花雪梦随君。定知何逊缘联句，每到城东忆范云。”即用何逊《范广州宅联句》之事，表达自
己与王校书之间的深厚的情谊。由此可见何逊诗歌创作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及其对唐人的影响。自唐
之后，直至清代，诗人及评家对何逊都有较高评价。如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祯认为谢I在齐“独步一代”
，在梁“则江淹、何逊足为两雄”（35）。于此也可见何逊对历代诗人的影响。因此，今天我们对何
逊诗文加以整理，以总结和吸取其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对于批判继承祖国文学遗产和繁荣社会主义
文学创作事业，都将是有益的。①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六。②沈德潜《古诗源》卷十三。
③同注①。④见《辞海》（修订稿）“文学分册”。⑤见陆侃如、冯沅君著《中国诗史》（中）。⑥
见本书附录四《何逊行年考》。⑦《梁书》卷四十九《何逊传》.⑧同上。⑨《南史》卷三十三《何承
天传》附《何逊传》。⑩《梁书》卷一《武帝纪上》。　 （11）《南史》卷七《梁本纪中》。（12）
《梁书》卷二《武帝纪中》。（13）《梁书》卷四十九《何逊传》。（14）《南史》卷三十三《何承
天传》附《何逊传》。（15）《临行公车》。（18）陆时雍《诗镜总论》。（17）《旅夜书怀》。
（18）《春夕早泊和刘谘议落日望水》。（19）《夕望江桥示萧谘议杨建康江主簿》。（20）《渡连
圻二首》。（21）《赠王左丞》。（22）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六。（23）许《六朝文e》卷
七。（24）王士祯《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之三。（25）《南史》卷七十二《文苑传序》。（26）沈
德潜《说诗语》。（27）《南史》卷三十四《颜延之传》载鲍照语。（28）《晓发》。（29）《还渡
五洲》。（30）《下方山》。（31）《入西塞示南府同僚》。（32）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33
）《解闷十二首》之三。（34）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引《东观馀论》。（35）王士祯《古
诗选凡例》。  目录: 　　　　 目 录卷 首例 言前 言目 录卷 一（齐未）野夕答孙郎擢酬范记室云落日前
墟望赠范广州云范广州宅联句望廨前水竹答崔录事与崔录事别兼叙携手夕望江桥示萧谘议杨建康江主
簿和萧谘议岑离闺怨与胡兴安夜别与苏九德别送韦司马别车中见新林分别甚盛与建安王谢秀才笺卷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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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天监中）仰赠从兄兴宁南秋夕仰赠从兄南王尚书瞻祖日刘博士江丞朱从事同顾不值作诗云尔拟古
三首联句行经范仆射故宅看伏郎新婚和司马博士咏雪往晋陵联句答离博士登禅冈寺望和虞记室同虞记
室登楼望远归与虞记室诸人咏扇见征人分别学古三首学古赠丘永嘉征还赠王左丞暮秋答朱记室寄江州
褚谘议从主移西州寓直斋内霖雨不晴怀郡中游聚西州直示同员扬州法曹梅花盛开晓 发入东经诸暨县下
浙江作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下方山渡连垢二首石头答庾郎丹登石头城赠韦记室黯别相送联句敬酬王
明府别沈助教与沈助教同宿湓口夜别九日侍宴乐游苑南苑苑中见美人早朝车中听望入西塞示南府同僚
下直出溪边望答虞丹徒教增新曲相对联句照水联句折花联句摇扇联句正钗联句赋咏联句至大雷联句临
别联句道中赠桓司马季初发新林慈姥矶宿南洲浦望新月示同羁和刘谘议守风嘲刘J议南还道中送赠刘谘
议别春夕早泊和刘谘议落日望水答丘长史秋夕叹白发送褚都曹临行与故游夜别临行公车相送日夕望江
山赠鱼司马夜梦故人还渡五洲送司马□入五城赠诸游旧春暮喜雨酬袁户曹苦雨哭吴兴柳恽咏春雪寄族
人治书思澄赠族人秣陵兄弟答江革联句不成又答江革赠江长史别聊作百一体七召为孔导辞建安王笺为
衡山侯与妇书穷乌赋卷 三（不编年）咏春风咏杂花咏舞咏照镜咏娼妇咏白鸥兼嘲别者为人妾怨为人妾
思二首闺怨二首边城思七 夕苦 热离夜听琴塘边见古V行经孙氏陵铜雀妓昭君怨门有车马客拟轻薄篇拟
青青河畔草转韵体为人作其人识节工歌佚 诗伤徐主簿送司马长沙补 遗附 录附录一　 历代著录及序跋
题识附录二　历代评论辑钞附录三　有关何逊的传记资料附录四　何逊行年考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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