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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闻一多的唐诗研究路径

黎 思 文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闻一多的一生经历了诗人、学者和斗士三个阶段。 “学者的时间最长冶,以 1930 年青

岛时代为开端,大致讫于 1944 年西南联大“五四冶历史晚会。 他从李白和杜甫入手研究唐诗,做
了大量的唐诗考证工作;《唐诗杂论》的第一篇文章———《类书与诗》发表后,在继续传统研究路

数之外,又用西方的科学方法研究诗人和诗歌时代;闻一多按照兼顾效率和价值的标准编订唐

诗选本,计划用一部诗的文学史拯救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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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闻一多的学术研究,如他在《楚辞校补》中所

说,主要是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

义,(三)校正文字。冶 [1] 而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这
三项课题的顺序时常倒置。 最先完成的是“最下层

也最基本冶的“校正文字冶的工作,进而诠释词义,最
后说明时代背景和作者的意识形态。 从闻一多的唐

诗研究历程来看,早在青岛时代,他就制订了庞大的

《全唐诗》考辨规划,遵照清代乾嘉考据旧法,佐以

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的学术研究方法, 橥了唐诗的

构成程序和“宫体诗冶在初唐时代的发展和蜕变。
有感于诗歌效率论的兴起,闻一多提出重视诗歌的

社会价值,他致力于编制一个选本,明确杜甫和李白

(以下简称李杜)等人诗歌的品第源流,用一部“诗
的史冶挽救民族文化。

一、唐诗考证———“分析的工作冶
闻一多研究唐诗,用清代朴学的方法,在考据方

面下了极大的功夫。 以 1930 年青岛时代为分界线,
此前是在“故纸堆内讨生活冶的预备时代,此后才

“渐渐上题冶。
在《致臧克家》信中,闻一多说:
你不知道我在故纸堆中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它

的目的何在,因为你跟我的时候,我的工作才刚开始

……从青岛时代起,经过了十几年,到现在,我的

“文章冶才渐渐上题了。[2]380

1930 年,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并于 9 月正式开

学。 闻一多被聘为该校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
臧克家正是在此受业于闻一多。 在青岛大学,闻一

多发表了专攻中国文学的第一篇考证论文,并制订

了长远的唐诗研究计划。 其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

阶段。
一是 1930 年以前的预备时代,闻一多以研究李

杜为起点,逐渐实现“从诗到诗冶的第一次转变———
由“诗人冶转向唐诗研究“学者冶。

闻一多的唐诗研究始于李杜是毋庸置疑的。 熊

佛西曾当面问过他: “你为什么从杜甫李白入手

呢? ———是否你对于他们特别喜爱?冶闻一多“毫不

犹豫地回答说:‘也许是的,不过主要的原因还不在

此爷冶。[3]74美国留学时期,是闻一多诗歌创作的高峰

期。 当时他与梁实秋通信,屡次谈到《李白之死》的
创作。

1922 年 6 月 22 日,《致梁实秋》:“《李白之死》
竟续不成,江郎已叹才尽矣。冶 [2]38

1923 年 2 月 2 日,《致梁实秋》:“《李白之死》
底序亦请删去而加以后附的新序。 世俗流传太白捉

月骑鲸而终,本属荒诞。 此诗所述亦凭臆造,无非欲

借以描画诗人底人格罢了。 读者不要当作历史看就

对了。冶 [2]141

1923 年,闻一多诗集《红烛》出版,其中“李白

篇冶收录了包括《李白之死》在内的三首长诗,由此

足见他对于李白的喜爱。



在新诗创作的基础上,闻一多在 1926 年第 57
期《晨报副镌》上发表第一篇唐诗研究论文《英译李

太白诗》,讨论李白诗歌翻译的信、达、雅问题,却不

忘对小畑薫良的选诗辨伪,也质疑译者的选诗标准。
估计彼时,闻一多已经萌生了补订《全唐诗》之念。

除研究李杜外,闻一多研究的唐代诗人还有李

商隐和韩愈,甚至构想了“唐代六大诗人之研究冶,
可惜他的宏大研究计划至死未竟。

1922 年 6 月 22 日,《致梁实秋》:“校订增广《律
诗底研究》,作《义山诗目提要》,又研究放翁,得笔

记少许。 暇时则课弟、妹、细君,及诸侄以诗,将欲

‘诗化爷吾家庭也。冶 [2]38

1922 年 9 月 19 日,《致梁实秋》:“近复细读昌

黎,得笔记累楮盈寸,以为异日归国躬耕砚田之资

本耳。冶 [2]70

1923 年 4 月 8 日,《致闻家驷》:“年近方作《昌
黎诗论》,唐代六大诗人之研究之一也。 义山研究

迄未脱稿,已牵延两年之久矣。 今决于暑假中成之。
家中《义山诗评》四本请速寄来。 勿误勿误!冶 [2]168

从美国留学归国后,1928 年,闻一多在《新月》
第 1 卷第 6 期发表《杜甫》,这篇近似传记的文章后

来被收入开明书店 1948 年版《闻一多全集》的“唐
诗杂论冶部分。 但实际上,从闻一多与饶孟侃的通

信中可见他对这篇草创之文还不太满意。 朱自清在

编排《唐诗杂论》的九篇文章时,本着“文稿的排列

按性质不按年代冶的原则,将此文与《英译李太白

诗》置于最末。
二是 1930 年以后的“渐渐上题冶时代,闻一多

重在唐诗的训诂和史料的考证。
1933 年 9 月 29 日,《致饶孟侃》云:
所谓向内发展的工作是如此:(一)毛诗字典。

(二)楚辞校议。 (三)全唐诗校勘记,校正原书的误

字。 (四)全唐诗补编,收罗全唐诗所未收的唐诗。
现已得诗一百余首,残句不计其数。 (五)全唐诗人

小传订补,全唐诗作家小传最潦草。 拟订其讹误,补
其缺略。 (六)全唐诗人生卒年考,附考证。 (七)杜

诗新注。 (八)杜甫(传记)。 (三)至(八)进行迄今

已三年。 至于何时完工,却说不定。[2]265

据此可知,闻一多将 1930 年作为学术研究的节

点,其意向是十分鲜明的。 之所以说“(三)至(八)
进行迄今已三年冶,是因为在此期间,他集中精力研

究杜甫,并构建了全方位的唐诗研究格局。 然推测

其意,则“毛诗字典冶和“楚辞校议冶的研究尚未开

展。 闻一多对唐诗的研究开始由“向内发展的工

作冶转向向外,从诗歌考证到“以诗论诗冶。 1933 年

6 月 15 日,与朱自清谈初唐文学,《朱自清日记》回
忆道:

一多下午来谈其对于初唐文学的见解:(1)时

辑类书(如艺文、北堂)之风甚盛(一多疑欧阳询及

虞世南辑此两种类书,乃建成、元吉与太宗两派之竞

争),而注家亦盛,如李善、章怀太子、颜师古等,故

学术实盛于文学,而注家影响,实较类书为大。 (2)
《初学记》有事对,较初期类书更进步,对后人有所

帮助。 (3)声律仍沿南朝之旧,似无新贡献。 (4)宫

体仍盛。 (5)太宗之倡议文学,影响未必佳,或受虞

世南影响。 (虞长四十岁,太宗书法亦从之———欧

阳询则习碑与虞不同。) 如无太宗,陈、张或早出。
又陈蜀人,张岭南人,皆文化不多及处,乃能脱藩篱

也。 所论极有见。[4]

此通谈话的观点与此后《类书与诗》所论大体

相当,《唐诗杂论》已呼之欲出了。
1930 年,闻一多考据成果涌现,其研究方法虽

与“预备时代冶不同,然而此时期之研究对象和若干

观念在《杜甫》中已显端倪。 同年,闻一多在《国立

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 1 卷第 1 期至第 4 期连续发

表《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季镇淮称“这是先生专攻

中国文学最初的成绩冶 [5]488。 同年 10 月,闻一多在

青岛,臧克家回忆说:
这时候,他正在致力于唐诗,长方大本子一个又

一个,每一个上,写得密密行行,看了叫人吃惊。 关

于杜甫的一大本,连他的朋友也特别列成了目录,题
目:《杜甫交游录》。 还有一个抄本,是唐诗摘句,至
今还记得上面的一个句子:“蝇鼻落灯花。冶 [5]489

此种考证的路数在对岑参的研究中得到加强,
他提出“以事为经,以诗为纬冶的系年考证方法,作
成《岑嘉州交游事辑》和《岑嘉州系年考证》。

考证李杜岑韩等人之时,闻一多整理《全唐诗》
的工作并未中断,但版本尚未全备,在致游国恩的信

中,他说:“兹汇上洋四元,祈向贵校代购林君所编

《全唐诗文引得合编》四部寄下,无任感荷。冶 [2]269

“至于何时完工,却说不定。冶在《唐诗校读法举例》
中,闻一多总结了《全唐诗》舛误的一条公式:“甲集

附载乙诗,其题下的署名并入题中,因而误为甲

诗。冶 [6]467《全唐诗辨证》手稿称引《唐诗校读法举

例》有两处:卷九郎士元《南郭留别皇甫冉》条称“余
详《校读法》冶 [7]555,原诗当是皇甫冉《润州南郭留

别》,载于郎集,钞胥将“皇甫冉冶三字写入诗题致

误;又卷十一张南史《酬张二仓·扬子闲居见寄兼

呈韩郎中左补缺皇甫冉》 条附 “说见 《校读法举

例》冶 [7]556,同样是皇甫冉诗误入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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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在给饶孟侃的信中谈到,他已看到《全
唐诗》讹误颇多、版本未善、收罗不全等诸多缺点。
鉴于此,他进行了笺注,如《说杜丛钞》;校勘,如《全
唐诗校勘记》;辑佚,如《全唐诗汇补》 《全唐诗续

补》;辨伪,如《全唐诗辨证》;诗人生平考订,如《全
唐诗人小传》 《唐诗人登第年代考》和《唐诗人生卒

年代考》。 “1937 年 10 月 28 日,先生在长沙,由朱

自清先生介绍,与孙望先生晤谈研究唐诗问题。 时

先生正从事《唐诗人登第年代考》和《唐诗人生卒年

代考》的著作。冶 [2]496像闻一多这样如此全方位地研

究唐代诗歌及其诗人,在当时的学术界尚无出其右

者。 “真正认识到《全唐诗》的缺陷并着手对它进行

全面整理的,闻一多是第一人。冶 [8]

二、《唐诗杂论》———“综合的工作冶
在 1933 年发表了《岑嘉州系年考证》 (1933 年

《清华学报》第 8 卷第 2 期)一文后,闻一多的唐诗

研究开始着重“综合的工作冶,撰写《唐诗杂论》,以
诗论诗,相继发表了《类书与诗》 《贾岛》 《宫体诗的

自赎》《四杰》和《孟浩然》五篇文章,依朱自清说:
“那经济的字句,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简直是

诗。冶 [9]闻一多在清代朴学考据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运用近代科学方法条理唐代诗歌,他的《唐诗杂论》
可谓是“顶峰上的顶峰冶。

闻一多论学,确定典型时代和典型作者两个标

准,唐诗便成为不二之选。 他心中尚有一个中心观

念,即先走清人的道路,“校正文字冶“诠释词义冶,所
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 然而,“中国的文学浩如烟

海,要在研究上有点成绩,必须学西洋人治学的方

法,先挑一两个作家来研究,或选定一个时代来研

究冶 [3]74。 他早年是诗人,还写过“李白篇冶,“从诗到

诗是很近便的路冶 [10]。
在中国文学里选择一两个典范,很容易便选定

盛唐的李杜。 但是,他又说:“唐代的两位大诗人李

太白、杜工部我不敢讲,不配讲。 不能没有自己踏实

研究,跟着别人瞎讲。冶 [11]237 这是谦辞,其本意却是

要踏实研究,不蹈袭他人。 在 1933 年给友人饶孟侃

的信中,他希望到杜甫 30 岁左右生活过的洛阳旅

游,“不亲眼看看那些地方,我不知道杜甫传如何

写冶 [2]265。 在《杜甫》中,闻一多用诗人的笔调写杜

甫第一次出游到吴越的欣喜,为未身临其境表示遗

憾,“我们到过中州的人都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去

处,大概从唐朝到现在是不会有多少进步的。 从那

样的环境,一旦踏进山明水秀的江南,风流儒雅的江

南,你可以想象他是怎样的惊喜冶 [6]78。 两年后,闻
一多赴河南安阳看甲骨发掘,看罢殷墟,又去考察了

洛阳。 通过实地考察印证传世文献的有关记载,这
是闻一多在研究中常用的手段。

《唐诗杂论》的研究方法,被闻一多归纳为“分
析冶与“综合冶。

像我这回掮起的工作,本来应该包括两层步骤,
第一是分析,第二是综合。 近来关于某某考证,某某

研究,分析的工作做得不少了;关于杜甫,这类的工

作,据我所知道的却没有十分特出的成绩。[6]72鄄73

“分析冶是指考证类的工作。 “综合冶的工作,是
指通过纵向和横向的维度对标,判断诗人的文学史

地位,比单纯的作家研究更为科学。 《唐诗杂论》在
闻一多的唐诗研究中最为精彩,因为彼时他已经从

“分析冶进入“综合冶,是用西洋的系统条理本国材料

的典范。 在传统考据的基础上,“把诗人的独特成

就放在时代的集体中来观察,不但可以从共性中看

出他所表现的时代风貌和他在其中处于什么样的地

位,同时也可以更好地比较出他的创作特点和贡献,
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冶 [11]239。 《贾岛》一文就很好地

体现了这种特点。
将“综合冶时代的产物《贾岛》与“分析冶时代的

产物《杜甫》对参,贾岛的“圆形冶形象一览无遗,而
杜甫却略显“扁平冶,他“谈着话,叹着气,主人只顾

忙着筛酒,或许他有意见不肯说出来,或许压根儿没

有意见冶 [6]84鄄85。 而从《贾岛》中能见到的贾岛,除了

“形貌上虽然是个儒生, 骨子里恐怕还有个释

子冶 [6]57的评价,还有元和长庆诗坛的动态较量。 贾

岛独辟蹊径,其风格不同于韩孟诗派的奇崛硬险和

元白诗派的平易浅近,“不单是晚唐五代的贾岛,而
是唐以后各个时代共同的贾岛冶 [6]61。 永嘉四灵、竟
陵派、同光派无不全盘或者部分地接受了贾岛。

闻一多讲初唐诗鞭辟入里,《类书与诗》和《宫
体诗的自赎》理清了唐诗的构成程序和发展阶段。
“先生讲唐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最重视一批走在

时代前面的开新作家,像对初唐四杰、张若虚、陈子

昂、孟浩然等人的诗,都大讲特讲,津津乐道,赞扬他

们为 盛 唐 诗 歌 扫 清 道 路、 开 新 局 面 的 不 朽

功绩。冶 [11]7

关于“综合冶的研究,闻一多在 1922 年 10 月 10
日《致吴景超、梁实秋》信中已有发明:

景超问我读诗底方法,我不知你是指研究还是

指鉴赏。 若指研究,单摘佳篇佳句是不够的。 恶篇

恶句一样地要紧。 还有诗人底性格哲学,也是要从

诗中抽出来的。 但最要紧的,是要会 generalize———
看完一个人底诗———一首诗也同然———要试试能否

locate his rank, classify his kind and determine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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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若不能,便须再细心研究,至能为此而止。 譬

如我读完昌黎,我的三个答案是,一,他应占的位置

比已占的许要高一些,二,他不是抒情的乃是叙事的

天才(他虽没有作过正式的 Epics),三,他是一个新

派别底开山祖师。 要求这种答案,非 read between
the lines 不可。 还有历史也有研究的价值,那便是

诗人的传记了。[2]97

就他本人研究初唐诗而言,章句家的诗、类书家

的诗和“诗中的诗冶,均有眼力判断。 他的《孟浩然》
是从孙润夫家藏的王维所画的“孟浩然像冶说起,
《贾岛》开篇勾勒贾岛、姚合阴黯的形象,确乎源自

性格的考量。 定其品第,别其体性,估其价值,用历

史的眼光来研究,则已然是“综合冶下一阶段的重

心了。
三、《唐诗大系》———给民族文化“开方冶
经过“分析冶时代和“综合冶时代的“故纸堆生

活冶,闻一多的学术研究也进入“从诗到诗冶的第二

次转向了,即从“唐诗研究冶转向“诗的史冶。 解诂

《诗经》,校补《楚辞》,甚至用人类学、社会学、考古

学、民俗学的方法研究神话之后,闻一多逐渐从

“史冶的角度把握中国文学的特性和文学发展的动

向。 20 世纪 40 年代初,闻一多初具编撰文学史的

计划,他认为:“写文学史必须从自己对作品的切实

研究入手,不可抄袭他人的陈说。 基础要广、要厚,
但最重要的必须先懂作品。冶 [12]

闻一多所谓的文学史,就是一部“诗的史冶。 中

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是

诗,诗至唐代为最盛,诗的格律和意境创造都臻于成

熟,“唐人的生活是诗的生活,或者他们的诗是生活

化了的冶 [11]115。 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说:
《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

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
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二千年间,
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

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的类型……诗,一方面对主流尽

着传统的呵护的职责,一方面仍给那些新花样忠心

的服务。 最显著的例子是唐朝。 那是一个诗最发达

的时期,也是诗与生活拉拢得最紧的一个时期……
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

诗史。 但是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中国

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

剧的时代。[13]17-18

在熟稔作品———诗的基础上,去探求中国文学

和中国文化的规律,这条从青岛时代开始的唐诗研

究的荆棘之路,在一部“诗的史冶诞生后即将变为坦

途。 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具有诗教传统,以《诗
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宣传“温柔敦厚冶和“乐而不

淫、哀而不伤冶诗教观,将诗赋予教育启蒙的功能。
诗阐发了维系封建精神的礼乐,“支持了那整个封

建时代的文化冶 [13]17,不但与教育、宗教和社会生活

密切相关,甚至具有“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

泯冶 [14]的崇高价值。 明乎此,即可以理解闻一多关

于“什么是诗冶的意见:
我以为,来测度诗的不是偏见,应该是批评。 对

于“什么是诗冶的问题,有两种对立的主张:有一种

人以为,“诗是不负责任的宣传冶;另一种人以为,
“诗是美的语言冶……第一种主张就侧重在这种宣

传的效果方面,我想,这是一种对于诗的价值论者

……对于这种不顾价值,而只求感受舒适的人,我想

他们是对于诗的效率论者……这两种态度都不是对

的。 因为单纯的价值论或者是效率论都不是真理。
我以为,从批评诗的正确的态度上说,是应该二者兼

顾的。[15]217-218

仅感受诗歌华丽的辞藻和美妙的韵律,或者把

诗当作宣传的工具,作“不负责任的宣传冶,均非对

待诗歌的正确态度,“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底

经线,同地方底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冶 [15]118。 将

诗歌置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考量之中,才是闻一多

的论诗方式。
朱自清评价闻一多的三个人生阶段是:诗人、学

者和斗士。 从青岛时代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
四冶历史晚会,是闻一多的学者时期,他从唐诗研究

开始,上溯至《诗经》 《楚辞》和古代神话,兼善考证

和义理。 他反对别人将他称为诗歌的技巧派,在诗

歌批评上,闻一多不是效率论者;同时,他也不赞同

将他定位为“故纸堆内讨生活的冶考据家。 闻一多

对臧克家说:“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现代

也在内,因为它是历史的延长)里看出诗来,而还能

懂诗。冶 [2]380其实他的意思是,单纯的唐诗考证和专

题阐发已经没有多大的价值,至少无法见到论者对

于诗歌研究的真正功力。 闻一多要做的,是编撰一

部诗的文学史。 他对臧克家谈到具体的原因:
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

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 方单

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

(史的诗)……不用讲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

的,我并不是代表某一派的诗人。[2]380-382

他的文学史以诗为重心,在《四千年文学大势

鸟瞰》中可以见到其轮廓:
第一段,本土文化中心的抟成(一千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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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期,黎明,夏周至周成王中叶(公元前

2050—前 1100)约九百五十年

第二段,本土文化区域的扩大(从三百篇到十

九首,一千二百九十一年)
第二大期,五百年的歌唱,周成王中叶至东周定

王八年(即陈灵公卒,国风约于此时;公元前 1099—
前 599)约五百年

第三大期,思想的奇葩,周定王九年至汉武帝后

元二年(公元前 598—前 87)五百一十年

第四大期,一个过渡期间,汉昭帝始元元年至汉

献帝兴平二年(公元前 86—公元后 195)二百八十

一年

第三段,从曹植到曹雪芹(一千九百一十九年)
第五大期,诗的黄金时代,东汉献帝建安元年至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 196—755)五百五十九年

第六大期,不同型的余势发展,唐肃宗至德元载

至南宋恭帝德祐二年(公元 756—1276)五百二十年

第七大期,故事兴趣的醒觉,元世祖至元十四年

至民国六年(公元 1277—1917)六百四十年

第四段,未来的展望———大循环

第八大期,伟大的期望[13]22鄄36

闻一多将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冶的爆发作为

中国文学的分水岭。 从文学史来看,这种大转折于

诗表现得尤为明显。 唐高宗麟德二年至唐玄宗天宝

十四年,是“诗歌的盛世冶。 “从唐朝起我们的诗发

育到成年时期了,以后便似乎不大肯长了,直到这回

革命以前,诗底形式同精神还差不多是当初那个老

模样(词曲同诗相去实不甚远,现行的新诗却大不

相同了)。冶 [15]119诗至盛唐发展到顶峰,无怪乎闻一

多将唐朝称作“诗的唐朝冶。
闻一多评鉴唐诗的整体风貌既非考证,亦非杂

论,而是选本———《唐诗大系》。 关于选本,鲁迅有

一段的论:
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

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不在作文心、文则、诗

品、诗话,而在出选本。 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
自己的意见。 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

集,一法也,如《文选》是。 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

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

选》是。[16]

闻一多给民族文化的病症开“方单冶。 而“药
方冶 是什么呢? “我们的选本是一个治病的药

方冶。[15]220闻一多意在用自己的标准取舍唐诗,使
《唐诗大系》成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冶,建立

兼顾效率与价值的诗学观。 他在《诗与批评》中提

出了期待:
我们知道凡是能够永远流传下去的东西差不多

可以说是好的,时间和读者会无情地淘汰坏的作品。
我以为我们可以有一个可靠的选本,让批评家精密

地为各种不同的人选出适于他们的选本,这位批评

家是应该懂得人生,懂得诗,懂得什么是效率,懂得

什么是价值的这样一个人。[15]220

在《诗与批评》文末,闻一多说:“但是,谁是批

评家呢? 我不知道。冶 [15]223此是反语,他不仅以文学

史家自居,还是以批评家自居的。 至少,在 1941 年

左右,闻一多已经整理了大量的唐代诗歌和诗人资

料。 他曾对寄寓在他家搜集毕业论文资料的郑临川

说:“这是我多年抄集下来关于唐代诗人的资料,好
些是经过整理的。冶 [11]5 闻一多有意做诗的批评家,
而且致力于编制“技术高、技术精冶 [15]222的选本,郑
临川说:“当我替先生抄写整理《唐诗大系》选诗的

篇目时,先生曾告诉我,这些篇目每年要审定增损一

次,可见先生对唐诗的研究仍然没有中断。冶 [11]224

从 1933 年在《致饶孟侃》的信中制订唐诗的详

尽考证计划,到 1944 年在昆明中法大学教授中国文

学史的大纲《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闻一多的唐诗

研究路径经历了从“分析冶到“综合冶再到“开方冶
“治病冶三个阶段。 他不仅在“故纸堆内讨生活冶,即
便在故纸堆中,也努力做“杀蠹的芸香冶 [2]381;而且

用文学史家的眼光观照诗歌,将诗反映出的诗人的

个性和良心作为选家标准,不断对诗歌、诗人和诗史

进行补充和修订,呼吁时人和后人留心因个人主义

兴起而忽略诗的社会价值的趋势,借以革除单用效

率论来批评诗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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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 Yiduo謖s Research Approach of Tang Poetry

LI Siwen

(College of Art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Mr. Wen Yiduo謖s life has experienced three segments of poet, scholar and fighter. " The period of scholar took the longest
time" , beginning in the 1930 Qingdao era, ending roughly at Kunming Sou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May Fourth" historical evening in
1944. He began to study the Tang Dynasty poetry from Li Bai and Du Fu, and made a lot of Tang poetry research work. After the pub鄄
lication of his first article about Tang poetry ———Leishu yu Shi(Reference Book and Poems), he continued to do traditional research and
study poets and poetic times with Western scientific methods; Wen Yiduo compiled Tang poetry selection by the standard of efficiency
and value in order to save national culture by the history of poem literature.
Key words: Wen Yiduo; Tang poetry; research approach; history of poem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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