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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批评》

内容概要

带着创作的想象力，以美文写学术
欣赏日常生活诗化的陶渊明
朱自清作序，沈从文、叶圣陶推荐

此书虽小，却不啻为后人开启法门，点上明灯。⋯⋯这本小书，不独可作为专门读物，且可用来当纯
文学的作品看⋯⋯晚近写散文的人，能于绵密深厚、委曲周至中得疏宕空阔之趣者，除萧先生外还真
不多见。⋯⋯全书文笔之优美，这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吴小如《读萧望卿著〈陶渊明批评〉》
萧望卿所著《陶渊明批评》一书是用现代文艺批评理论研究陶渊明的标志之作。它由沈从文托李健吾
向叶圣陶推荐，1947年开明书店出版，内容分四部分：朱自清作序；陶渊明历史的影像；陶渊明四言
诗论；陶渊明五言诗的艺术。这该书在解放前一版再版，解放后没有在大陆内印刷过。但在台湾截止
到上个世纪70年代曾经印刷过六次。这次出版另附录了作者晚年写的赏析陶渊明《停云》《时运》《
答庞参军》的三篇文字，全面呈现了萧望卿对陶渊明的研究和理解。
在笔法上，萧望卿秉承朱自清的写作风格，清晰流畅，文采飞扬，学术图书如此之美，是少见的。吴
小如曾写书评评论说：“此书虽小，却不啻为后人开启法门，点上明灯。⋯⋯这本小书，不独可作为
专门读物，且可用来当纯文学的作品看，即此已足证‘文学批评’也应该符合于‘文学作品’的条件
与标准。晚近写散文的人，能于绵密深厚、委曲周至中得疏宕空阔之趣者，除萧先生外还真不多见。
⋯⋯全书文笔之优美，这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为了见这种师承，本书又附录了朱自清谈陶诗的三
篇文章。这本书的核心正是朱自清所提炼的“日常生活的诗”，陶渊明如何缔造了诗化的日常生活。
时过境迁，该著关于陶渊明的历史影像，今天有不少更详尽的研究成果；但就从四言、五言的语言风
格和文化所指上详加比较，断定五言诗更适合陶渊明的人格魅力，代表着陶诗最高成就，洵然可谓定
论。其论证的方法，直有新批评的味道。从本书所引瓦雷里、白璧德等人诗歌观念来说，这的确是老
一代学人建立新诗学观的一个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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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批评》

作者简介

萧望卿(1917—2006)，字成资，湖南宁远县人，生前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曾入清华研究院深
造，西南联大毕业，师从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先生，且交情甚笃，是当时的新生代 “平津新写作
”里的重要人物。抗战胜利后，这个包括穆旦、郑敏、汪曾祺、盛澄华、王佐良等在内的以“新写作
”为标识的文学试验潮流，在处于政治和文化边缘状态的平津地区希图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他
们引入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与世界文学思潮同步发展。

Page 3



《陶渊明批评》

书籍目录

日常生活的诗（朱自清序）
陶渊明历史的影像
陶渊明四言诗论
陶渊明五言诗的艺术
附一  陶渊明诗赏析三篇
关心世乱，怀念亲友——说《停云》
欣慨交心——谈《时运》
自然真率的诗——《答庞参军》
附二  朱自清说诗三篇
诗的语言
诗多义举例
陶诗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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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批评》

精彩短评

1、恰好读到朱光潜老先生的《谈美》，提及四类批评者：“导师”、“法官”、“舌人”、“饕餮
者”。个人认为这本《陶渊明批评》当属“舌人”。萧望卿先生其实也是很欣赏陶公的，批评的也无
外是说陶公的四言诗写得不如五言诗是因为四言诗的形式限制了他的才情。。。
2、再读
3、如果在十年前读到此书，我当叹服于作者的文笔与才情，但在今天看来，则往往有不能惬意处。
作者追求的大概是一种印象式批评，并不拘拘于字斟句酌。但他对陶氏的四言诗似乎怀有偏见，不能
欣赏；且将陶诗与曹植、阮籍等比较也只是泛泛而谈，不能深入；更有部分比较殊嫌牵强和粗糙，未
能搔着痒处；又喜征引西方文论，有时不过本地风光，何必轻其家丘。凡此都不免影响到此书的深度
和学术价值，只能算作入门读物而已。加之编者校对不精，时有错字，为之闷损。十五年五月二十日
记于望岳楼，时鸟将变声矣。
4、以今人之眼光，此书当有各种不足，如材料稀少、议论多个见，且多抒情而少精辟有力的分析。
然放在民国，作者的文论还是有开风气之功，所以加一星。
5、语言很美，不似很多学术性文章的枯燥。引用多用篇名，所以对陶诗有一定的积累的话读来会轻
松很多。
6、三星半
7、清新柔美而不小气，不时有闪光可爱的妙语~ 可惜错字多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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