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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

内容概要

鸡年新春之际，这本历经沧桑的听课记录，终于公开问世了。
笔者的《整理者言》，把该说的话差不多都说到了。不过，笔者止不住还想再说上两句。
一是再述笔者内心的欣慰。陈先生关怀与指导后学的教学实绩得以昭示后世，这是笔者一生当中最感
快慰的事。前不久，中山大学迎来了它的80周年校庆。陈先生的铜像，恰当此时放置在中山大学图书
馆内。笔者希望，有一天笔者能手捧此书奉献于大师铜像之前，以表后学深深缅怀与敬仰之情。
二是再表笔者由衷的感激。中山大学姜伯勤先生多年来对笔者不断敦促、鼓励和帮助，陈美延女士和
蔡鸿生先生给予笔者诸多关心、理解和支持，使得听课记录的整理工作得以顺利完成。特别要说明的
，书前所附的照片，其中陈先生的生活照和工作照，是陈美延女士特意提供的；陈先生与夫人的合照
和庐山墓地的照片，是从蔡鸿生先生所著《仰望陈寅恪》一书中转制的。三位情谊，笔者铭记在心。
本书终于顺利推出，笔者要向为此书出版尽心尽力的湖北教育出版社的袁定坤先生和杨唐轩先生，再
表笔者的谢意。笔者感激他们为纪念大师做了这件很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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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

精彩短评

1、三星半。可以看作《元白诗笺证稿》的简明读本，主要观点都在里面了，材料和论证过程体现较
少。把《琵琶引》和《连昌宫词》都说成是反战文学，或有现实指向。“过去的史、集中，往往把前
有的事联系后事做因果之说，所谓由预兆到结果，这种观念贯穿于中国的历史中。虽然不免迷信，也
能反映一些现象，不过看它却应当倒果为因。”“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中国
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把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在
，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联贯起来可以有以下的作用：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
过；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最重要是在于纠正。元白诗证史即是利用中国诗之特点来研究
历史的方法。”《整理者言》啰嗦，蔡鸿生、姜伯勤两文则敷衍。
2、和元白诗笺证稿配着看，很好。
3、nnd
去了图书馆几次
愣是没找到这本书~

4、完全不推荐。。。。看在陈君的份上
5、很喜欢元白~ 可以配合着读
6、有些没有写进专著的观点，可供拾遗补阙
7、拉在楚雄州某宾馆了⋯⋯
8、如是我闻
9、看的是2006年第二印，封面一样。书后另有刘隆凯的《重印后记》，说明改了些差错。不过，书中
记录的还是有几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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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

精彩书评

1、此书可与《元白诗笺证稿》相对照阅读，可以发现一些陈著没有标出的东西，虽然不多。书后附
录的诗词都与原著有关，可以省去查找元稹、白居易诗集的麻烦。
2、陈寅恪考证元白诗的字句文体，以此来考察唐代社会生活，以诗证史，即开拓了一个研究领域，
也为这个领域开拓了史料。陈先生的考证不死板，充满智慧和想象力，读来让人忘倦。尤其是一些看
似猎奇实则关系重大史实的考证。比如崔莺莺的种族与社会地位，杨贵妃入宫前是否处女，白居易的
父母是舅舅与外甥女关系，唐朝文人士大夫与宠妾等等。还有关于唐代时装与音乐的研究。陈先生的
评论也是超越时空发人深省的。谈历史，往往让人感同身受，就像自己身边的事。比如关于社会蜕擅
时期（过渡时期）的新旧道德问题，相信也有夫子自道的意味。比如民族文化的问题，关于时装的问
题，许多现如今也是如此。元白诗笺证稿为著作，“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为听课笔记。陈寅恪先生
做成书多年后，在中山开设该课。正如刘隆凯先生在书前整理者言中说的，陈寅恪先生开的这门课是
在“结束于不该结束的时候”。由于陈先生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被“拔白旗”，从此不仅这门课
结束了，而且陈先生退出讲坛，再也不再授课。据这本课堂笔记记载最后一次上课是在1958年6月29日
。在此之前的5月16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喊出了学术界大跃进的口号：“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
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
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到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
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规律。
”于此同时，中山大学之内也别满了批评陈先生的大字报。7月下旬，陈先生悲愤之下，致书校长，
提出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校园，以不见为净，
不闻为安，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以不见不闻了却残生。从此陈先生永远告别了讲坛。据笔记上最后一
堂课，讲到新乐府《天可度》一篇，陈先生说道：“这里已近尾声了，后面几首更是重要，五十首之
宗旨更加明显。”后面几首更是重要的，不幸没能再讲下去。固然早先已成书的《元白诗笺证稿》中
我们可以看到陈先生的研究，但是十几年中他的新成果会不会在课堂上讲出？笔记看到此处，更觉得
“结束于不该结束的时候”的无奈凄凉，更具体地感到政治对教学对学术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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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

章节试读

1、《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的笔记-第132页

        还是有一些误记的字，比较突出的是这句：
白氏中进士后，还曾和元稹一道揣摩时事，作了《策林》，以应元和元年的词科。所以他一定看到过
独孤授的《放驯象赋》（不是《独孤兽》一文啦），这是代宗大历十五年闰五月（实际上此时德宗已
即位）博学宏词三等一名（实际上是榜首）的文章。
《唐语林》卷三：“独孤授，吏部试《 放驯象赋》 ， 上自考之， 称其句曰 : “ 化之式孚，则必受乎
来献；物或违性，斯用感于至仁。”上特书第三等。先是代宗时，外方进驯象三十二，上即位，悉令
放荆山 之南，而授献赋不伤于顾忌， 上赏其知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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