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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先生在这本书中这样说过：“中国古典诗歌非常注重感发，

而读者与作者之间可以引起感发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

共同的读书背景…这是欣赏中国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修养的基

础。”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感到骄傲的地方，即便诗词在现在

早已不及当时的繁荣，但幸好我们还有机会去吟诵这些先人们留

下的美丽诗篇。我想从以下几方面谈一谈对这本书的感受。 

首先，是叶嘉莹先生在书中反复提到的“感发”一词。中国的

文字是神奇的，往往一个词你从心中能感受到它表达的意思，但是

如果要换成具体的语言阐释很难，“感发”就是这样一个词。它不

是简单的感动，是感动了并产生启发和联想。而一首好诗能否引起

读者的感发和联想，叶先生认为这个责任是由作者和读者各负一

半的。这就又涉及到共同的读书背景的问题了。虽然五千年中国历

史历经朝代变迁，但中华文化的根从种下那一天开始就深深扎根

于华夏土壤中了。只要是上过学的人都可以说有读诗的基本素养

在，比如一首诗中提到“秋”、“雁”、“落叶”等一系列意象，读者

会很自然的联想到相关的情感，这是中国的读书人一代一代传承

的传统，现在我们更应该继续继承发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

叶先生十分注重诗歌的感发性，她说“文学作品的表现有两个要

素，一个是文，一个是质。文，就是说它的文辞、它外表的形式；



质，则是它真正的本质和内容”，从书中无疑可以看出叶先生是更

偏爱质胜于文的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也说过“诗之境阔，

词之言长”，所以诗所表现的世界是更加博大的，这就要求诗中要

有能引起读者感发的句子。我很同意“感发”这一概念，从小到现

在读过的唐诗也不少了，但小时候能记住的诗句常常是那些押韵

押得好、读起来朗朗上口的诗，但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人生经历

的不断丰富，更加容易记得的是那些能勾起自己回忆或者读起来

会为之心有一丝颤动的诗句。所以每个人心中的好诗可以不一样，

毕竟不可能每个人有完全相同的经历。读完这本书感谢叶先生用

“感发”这个词很好地概括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一种读诗的视角。

“感发”不仅可以用于诗歌，其他文学作品和其他艺术形式也可以

用到。一本好的小说必定是其中哪段文字、哪个场景让你似曾相

识，一幅好的画作必定是其中某个人物或风景牵动了你的心，一首

好的音乐必定是某个音符某个旋律某句歌词触到了你的灵魂深处。

就像“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

相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因此每个人对不同事物的感

受也是特殊的。只有真正发自内心的作品才有震撼人心的效果。处

于现在这样一个纷繁的世界，我们每天都受到外界太多的干扰，很

少有机会去倾听心里的声音。或许我们该放慢前进的脚步，稍微停

下来瞧一瞧身边的人和事，和自己的心进行一次对话，我想这样之

后我们会走得更顺畅。 

这本书中还多次强调的是中国读书人身上的仕与隐的情结。

书中提到的几位诗人，无论是仕隐两失的孟浩然，仕隐两得的王



维，还是既求仕又求隐的李太白，都逃不过仕与隐的情结。大多数

诗人都是渴望求仕的，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提倡的“学而优则

仕”的思想。尤其是生于初盛唐这个完全可以大展拳脚的时期，只

要是对国家人民抱有殷切希望的读书人都希望能一展才华，留下

为世俗所称赞的功名。但人的欲望是可怕的，很多人进入官场后就

逐渐丧失了善良的本性，直到现在这个现象依然如此，另一些清醒

的人就不愿同流合污转而求隐了。叶先生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在仕

与隐问题上处理得最好的是陶渊明，他在求仕不得的现实面前毅

然归隐田园，并且能自得于悠然南山的生活，是一个真正的隐士。

有些诗人的诗虽然写得好，但在人格上并不值得称道。一个人只有

内心纯净了，心无旁骛了才能写出更加有感发力的作品。并不是批

判进入官场的人都会变得污浊，但在官场中能保持清白最后还能

全身而退的人，那就更能称得上是贤人了。这样看来，陶渊明的确

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真正的隐者。生活在初盛唐的诗人们遇到

了一个好的时代，让他们都有志于求取功名，但好的时代往往也是

危机四伏的，官场的复杂邪恶程度远比儒家描述的要深，他们常常

在仕与隐之间徘徊不定，从他们的诗句中可以看到他们报国的豪

情壮志，也可以感到无法被人理解、只能寄情山水的无奈。仕与隐

的情结大概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情结，如今也有很多人也依然纠结

于仕与隐。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真该向五柳先生学习，无论是

仕还是做其他职业都保证做到心无旁骛。心系一处，决定了就坚持

做下去，虽然中途可能布满荆棘，但这是当初自己所选的路，没有

时间后悔只能勇往直前。如果有那么多时间用来纠结到底选择那



条路，不如凭着最初的兴趣选择一条认真地走下去。 

叶先生这本书从初唐讲到盛唐，从王绩讲到岑参，其中最喜欢

的还是诗坛上最出名的天才——李白。我一直有个疑问如果李白

不是生活在盛唐，而是生活在其他任何时代，还会不会给中国诗坛

留下这么多伟大的诗篇。叶先生在书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

想能回答我的疑问，她认为一个诗人跟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是分不

开的，所以幸好李白是生在了盛唐。盛唐是中国历史上不多的盛世

之一，国家强大因此造就了开阔博大的政治气象，自然也会影响到

诗人及其作品的风貌。你看李白的《行路难》，即使是写他的悲哀

失意也是写得那样洒脱飞扬。再来开阔的气象铸就了他奇妙绝伦

无边无际的想象，《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世界只有李白一人能用

如此美丽精炼的诗句写得出来。叶嘉莹先生称李白为“仙而人者”，

每次吟诵诗仙的诗后的确是有这种怀疑，“此人只应天上有，人间

难得几回见”啊！ 

初盛唐是诗人辈出的时代，叶先生也不可能把每位诗人都涉

及到，但我认为书中所举的诗人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很好的代表了

诗歌在唐朝前期的演进过程，感受到了一代一代诗人对推进诗歌

发展做出的不懈努力。书中同时讲到了很多关于中国诗歌理论的

东西，叶先生都用十分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其一一解释给读者，使读

者不仅领略到初盛唐各种不同风格诗人的风采，也学到了许多读

诗、解诗的基本方法和视角，同时也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开始关注

自己的生活，体悟出生命的神奇。唐诗作为中国文学中一颗耀眼的

明珠值得我们反复吟咏，其魅力只有在将诗句读出的那一刻绽放，



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文学修养理应包括读诗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