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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讲授
于家慧、李晓楠整理 张海涛审校

　　唐诗里很多作者都有“仕”与“隐”
的情结。我们上次讲了陈子昂的两首

《感遇》诗，“兰若生春夏”是对于不遇
的慨叹，是对年命无常、人生短暂、志
意落空的悲哀；又讲了“翡翠巢南海”，
说的是遇而不得。所谓不得者，有两
种情况：一是不得其时——— 那个时代，
一是不得其人——— 欣赏你的人。其
中，不得其人也分两种情况：一是说这
个人欣赏你，但将你作为他的装饰，而
不是真的要发挥你的才能和理想；另
一种情况是，当你后来发现这个人是
个坏人，那是否还在他这里做下去呢？
　　我们还讲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
歌》，它的体式是特殊的，“前不见古
人，后不见来者”是两个五字句，“念天
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是两个六字
句。其次，它的节奏也是特殊的，“前
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三二的停
顿，跟一般五言诗二三的停顿不同。
第三，它的用字也是特殊的，用了一般
在诗里很少用的“之乎者也”之类的虚
字，“后不见来者”的“者”，“念天地之
悠悠”的“之”都是虚字。
　　所以《登幽州台歌》是非常有特色
的一首唐诗，它的体式、节奏、用字都
是特殊的，而且脱除了外表的修饰和
技巧，所以文字上没有“云霞出海曙，
梅柳渡江春”这种美丽的字句的对偶，
也不用像“兰若生春夏”“翡翠巢南海”
有比兴寄托。他所写的完全是一种感
发的本质，是所有有才能有理想的人
共同的悲哀和感慨，就是在时间和空
间的无穷之中人类的渺小和短暂，而
且是孤独、寂寞的。这是在茫茫宇宙
中，一种孤立的、完全孤绝的无常且无
成的悲慨。

“骨貌淑清，风神散朗”

　　讲完陈子昂，我们现在开始讲孟
浩然。一般都把孟浩然和王维并称，
在唐朝认为他们是写山水田园、自然
风景的诗人。可虽然同是写山水田
园，不同的作者、经历、心灵和感情所
写出来的，面目和风格是完全不同
的，孟浩然跟王维就完全不同。我们
要理解一个人的诗，需要理解这个
人，作品的风格跟作者一定是有密切
关系的。
　　孟浩然是一个怎样的人？关于孟
浩然，《古诗今选》介绍得很简单，说他
是襄州襄阳人，生在永昌元年，死在开
元二十八年。戴君仁的《诗选》稍微详
细一点，说“浩然襄阳人，隐鹿门山，年
四十乃游京师”。你看西方或日本的
电影和文学，常常会探讨人的心灵深
处一些非常深隐的感情和意识。可是
中国人写传记，只是写外表，写哪年出
生、哪年死去，都做过什么官，真正心
灵感情的活动不谈。其实在这个简单
的记载之中，如果真的结合孟浩然的
诗来看，就知道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
情况。
　　《新唐书》有传，说他隐居在鹿门
山。早年不求仕，“年四十”才到首都
长安来，所以传上说他“年四十乃游京
师”，这一点就跟王维迥然不同。王维
不但十八九岁就来到长安，而且会写
字、会画画、会弹琴、会作诗，与名公交
游。据说他曾经跟当时的岐王交好，
而且到公主府中，得到众人赏识，十八
九岁就以文采感动了首都的名公巨
富，所以王维早年就有求仕之心，这是
一个基本的不同。而孟浩然四十岁来
到京城后，参加考试没有考中，所以从
来没有正式做过官。跟孟浩然同时代
的一个人叫王士源，比他年轻一些，也
是湖北人，非常仰慕孟浩然。孟浩然
死后，王士源说“史不必书”，他认为孟
浩然没做过官，历史上不一定会有他
的传记，觉得这么风流文采的一个人
从历史上消失了，默默无闻，是一件可
惜的事情，所以就搜求他散佚的诗篇，
编成了诗集。王士源写了一篇序文，
描写孟浩然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说他

“骨貌淑清，风神散朗”，“貌”是外表的
形貌，“骨”就是风骨、风格。一个人除
了外表的耳目口鼻，还有他的风骨，有
的人也许面貌长得很好，可是风度不
好。所以“骨貌淑清”是显得那样的不
凡俗，“清”就是不落尘俗的样子。“风
神散朗”，“散朗”是一种潇洒自然的样
子，据说孟浩然身材是比较瘦高的
类型。
　　王士源还描写孟浩然，说“行不为
饰，动以求真，故似诞”。他做事情不
虚伪，不做外表的装饰，每一个行动都
以真诚与人面对，所以在世俗人看来

是“故似诞”，觉得这人太放浪了。又
说他“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
他做文章不是为了求做官，不是只写
那些时髦的追随风尚的文章，他不是
勉强来写，是真的有感发才写，因此
他不是作诗作得很多、很快的那一类
诗人，所以说“故或迟”。王士源还说
他“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

“游不为利”是说他交朋友不是为了
自私自利的目的。有些人交朋友总
看你有没有利用的价值，孟浩然交友
不是这种目的。“期以放性”，就是任
性。喜欢谁就是谁，愿意怎么做就怎
么做，他没有功利的目的，所以他确
实是贫穷的。

在仕隐中间徘徊

　　孟浩然是一个在仕隐方面相当复
杂的人。从王士源的描写来看，求隐
是他的本性。本来是隐居荆州鹿门
山，为什么四十岁跑到长安？长安是
名利之场。人是很矛盾很复杂的。孔
子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
也？”年轻人“可畏”，因为他们的未来
不可限量，可以完成很多伟大的事情。
可是孔子又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
斯亦不足畏也已。”四十岁是一个人应
该在生命中有所完成的年岁，杜甫四
十岁的除夕那天写了一首诗，说“四十
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过年就长一岁，
今天晚上还是四十岁，明天大年初一
我就四十一岁了，所以“四十明朝过”，
四十岁永远不会回来。我在人生的长
途上已经开始走向下坡，所以“飞腾暮
景斜”，就算是我杜甫再有“致君尧舜
上”的飞腾理想，可我已经过了四十
岁，是日暮黄昏的太阳，一天一天在沉
没了。
　　孟浩然四十岁游京师，一个原因
是因为人的本能，当生命走向下坡的
时候，忽然间一反省，觉得我怎么一事
无成？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家贫亲老，历史上曾经记载孟浩
然“慈亲羸老”，“慈亲”就是母亲，“羸”
是病弱，而且衰老。孟浩然家里真的
很穷。中国古人说出来做官第一个是
为理想，为你对国家对人民、治国平天
下的理想而出来做事情。还有一个情
形，就是孟子说的“仕非为贫也，而有
时乎为贫”。你出来做官不是因为贫
穷，不应该把做官当作一个赚钱的手
段，这是不对的，仕不应该为贫。可是

“有时乎为贫”，有的时候人为了养家
要出来工作。而且中国人常说你自己
挨饿受冻，甘愿受贫穷，无话可说，而
让父母跟你一同受贫穷，就是不孝顺。
所以孟浩然出来求仕，就是有这种矛
盾。他本性不适合求仕，却出来求
仕了。
　　而他求仕以后又怎样呢？他来到
长安，以他的文采，马上受到很多人的
欣赏，王维、张九龄都是欣赏他的人。
当时还有一个散文家叫张说，这个

“说”字不念 shuō，念 yuè，也是欣赏
孟浩然的人。还有像王昌龄这些人都
欣赏孟浩然。李白也欣赏孟浩然，以
李白的天才，写过一首诗《赠孟浩然》。
他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
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李白写得这
么好。所以我们说作诗不一定用比
兴，不一定有什么草木鸟兽的形象，就
直接说出来，用赋的体裁，感发的作用
在于叙写的口吻。“吾爱”两个字多么
坦率、多么真诚，把对孟浩然的尊敬赏
爱的感情都表现出来了，“吾爱孟夫
子，风流天下闻”。因为孟浩然来到京
师，以他的“骨貌淑清，风神散朗”，以
他的诗歌文采，真是使当时首都的人
都倾倒了。历史上记载过一件事，说
有一天很多文人在一起聚会，那是一
年秋天，“秋宵雨霁”，刚刚雨过天晴，
这些文士就“集于省中联句”。什么叫
做“省中”呢？这是指唐朝的官制，中
央政府的机关有三大部门，中书省、门
下省、尚书省。从它们在首都办公处
的地理形势上看，中书省在中间，门下
省在左边，尚书省在右边，所以常常看
到唐朝诗人说左省是门下省，右省是
尚书省。当时王维、张九龄、张说都在
政府工作，都很欣赏孟浩然，所以就请
他一同来聚会，来联句。什么叫联句
呢？就像《红楼梦》里写的，一天晚上
下大雪，第二天他们聚会，说我们作一
个联句诗吧，一个人说两句，一直联下
去。到孟浩然这里，他就念出两句诗
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秋天
的晚上雨刚刚停，天上的云彩慢慢散
开，留下几片薄薄的淡淡的云影，在哪
里？在天上的银河附近，“微云淡河
汉”。天刚刚晴，也许还有一些小雨
点，梧桐大片大片的叶子，有很多雨水

积在上面，所以现在风一翻动梧桐叶，
就听到滴答滴答的雨声。“微云淡河
汉，疏雨滴梧桐”，不但写秋宵雨霁，把
景物写得非常贴切，而且写得非常高
远，高旷而广远，不落尘俗的感觉。“一
座嗟服”，“一座”就是全座，“嗟”，都叹
息这两句太好了，“服”，都佩服他，所
以“为之搁笔”，说我们底下都不敢再
联，你这两句太好了，所以孟浩然得到
当时很多人的欣赏。
　　这都是历史上的故事，都有诗句
流传，所以可能是可信的。可是有一
天，孟浩然到省中来拜访王维的时
候，唐玄宗突然来视察。省中本来是
政府办公的部门，怎么可以随便招待
朋友呢？所以王维就叫孟浩然“伏于
床下”，暂时藏在床底下。省中是有
床的，因为有时候他们要值夜，这在
唐朝是有记载的，像杜甫的诗里就有

《春宿左省》的题目。皇帝来了，可是
王维一想我把他藏起来，有一天说出
去就是欺君之罪，是杀头的罪过，所
以王维马上向唐玄宗禀告，说我的朋
友孟浩然来了，他因为不应该在这，
不敢见您，所以藏在床下。玄宗说我
听说过孟浩然诗写得好，叫他出来。
孟浩然出来后，玄宗说你诗写得很
好，就念一首你作的诗给我听吧。孟
浩然就念了一首诗：“北阙休上书，南
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
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
愁不寐，松月夜窗虚。”他来到长安考
试没有考上，所以他很不得意，说我
要回家，不做官了，就是《岁暮归南
山》这首诗。“北阙休上书”，是说北方
的朝廷，“阙”指首都的城阙，“上书”
是要求仕，“休”是停止，我不再上书。

“南山归敝庐”，我要回到南山，回到
我的茅庐之中。“不才明主弃”，我也
没有什么才干，所以虽然是圣明的君
主也不用我了。“多病故人疏”，因为
我多病，所以故人也跟我疏远，不来
往了。“白发催年老”，我头上已经长
了白发，马上就衰老了。“青阳逼岁
除”，青阳指的是春天，春天的颜色是
青色的，阳是和暖的阳气，春天来了，
就是“青阳”。春天来了，把寒冷的空
气，把旧日、旧年逼走了。“永怀愁不
寐”，我心里有一种长久的怀思、向
往，这样悲哀，所以我睡不着。“松月
夜窗虚”，晚上看到窗外只有松树和
月光的影子，一片空虚。他念了这首
诗，玄宗一听“不才明主弃”，说你自
己四十岁以前都不来考试，你怎么说
我“弃”？“卿自不求仕，朕何尝弃卿？”
　　之前说他四十岁游京师，其实他
前后来过两次，第一次来没有考中，
到各处去游历了很久，我认为他这首
诗应该是第一次求仕而没有求到时
所写的，他第二次再来，念了这么一
首诗，“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如果我们对孟浩然没有完全的认识，
对他的悲哀慨叹就不能够完全体会
和了解。
　　孟浩然早年所写的田园隐居的
诗，我们可以再念一首《秋登万山寄张
五》。“北山白云里”，万山就是襄阳附
近的一座山，他说我登上万山看北方
的山隐约在云雾之中。“隐者自怡悦”，

“隐者”是隐居的人，看到白云之中的
青山，就觉得内心有一种欢喜快乐的
感觉。李白也曾写过这样的诗：“众鸟
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
有敬亭山。”我看到远边的天空好多鸟
都飞走了，也看到天上有一片云，没有
伴侣的、孤独的，像陶渊明写的“孤
云”。“独去”，一朵云独自在空中飘走，
而它飘走的姿态这样悠闲。“相看两不
厌”，在这种孤独寂寞之中，我跟它相
看而能够永久不厌倦。人世间的社

会，像魏晋之间的诗人嵇康所说的，官
场中人勾心斗角，彼此欺诈，腐败贪
污，“千态百怪，在人目前”，所以“相看
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大自然的山水
这么真诚，这么美好，没有虚伪，没有
欺诈。“隐者”之所以不愿求仕，就是
厌恶尘世间利禄的竞争和诡诈，所以
孟浩然说：“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
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因为
看到山这么美，所以我就想要爬山登
高，“相望始登高”。当我爬山的时
候，秋天有鸿雁在高空中飞翔，“心随
雁飞灭”，我那种高远开阔的心怀好
像跟雁一同在天上飞。“愁因薄暮起，
兴是清秋发。”在山上看到黄昏的暮
色，我也有哀愁，因为那种黑暗、孤
独、寂寞的侵袭，“愁因薄暮起”。秋
天引起我的感发，我们说阴阳之气，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所以“兴是清
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
有时我看见在外面工作或种田的人
回村子，就在沙滩岸边的渡头那里休
息。“天边树若荠”，你看远方的树，本
来是很高的，可是因为它远，所以就
跟长得很矮的荠菜一样。“江畔洲如
月”，而江边上圆圆的沙洲一片，好像
是月亮一样。“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
节。”张五你什么时候带着酒来？重
阳佳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大自然的
风景之中饮酒。
　　所以孟浩然早年写的诗真的是
山水自然，有一种高远的意趣、兴趣。
可是他第一次来到长安考试没有考
中，回去的时候把钱都花光了，他走
到河南南阳，天下了很大的雪，所以
写了一首《南归阻雪》。里面有这样
两句：“十上耻还家，徘徊守归路。”什
么叫“十上”？就是他说的“北阙休上
书，南山归敝庐”。给朝廷呈献什么
东西都叫做“上”，到首都是上京，给
皇帝写奏疏是上书，把你的文章给朝
廷，希望得到任用。“十上”极言其多，
他说我干求了多少次，来到首都做过
多少追求仕宦的努力，而我失败了，
所以“耻还家”。现在这样子落空无
成地回去，我有什么面目见家人？人
的感情是很矛盾的，有的时候是你自
己没有完成，你的生命落空了，这是
一个悲哀。别人眼中的你是什么样
的？你能够胜过别人对你的看法吗？
考不上大学，如果能完成别的事情，
一样很好，可是你受不住周围亲戚朋
友对你的看法。所以他说“十上耻还
家，徘徊守归路”，我是应该回家，可
是我有什么面目回家，阻雪对我说起
来是阻碍，可也是一个借口，我就可
以徘徊在这归路。所以他不久之后
就回到长安，做了第二次努力。他见
到唐玄宗时所念的诗，应该是他第一
次失败时写的，而遇见玄宗是第二次
努力。所以他说“不才明主弃，多病
故人疏”。玄宗说，你自不求仕，我何
尝弃你？玄宗对他不太满意，所以他
第二次又失败了。
　　他走到南阳是“阻雪”，他还有一
首《早寒江上有怀》，这次是在江边上，
没有回家，在归路上徘徊。他是满怀
的失意、满怀的落空、满怀的羞耻，怎
么回家去？所以他在江边上感怀。“木
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我家襄水曲，
遥隔楚云端。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
看。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

  孟浩然诗歌内容风格的

两面性

　　一般说起孟浩然的诗，他的风格、
内容都是两方面的。“天边树若荠，江
畔洲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
节。”写隐居，表现了闲适的生活，这是

一面。他后来入京求仕，表示对于仕
用的追求，是另一面。这一面最有名
的一首诗是《望洞庭湖上张丞相》，他
经过洞庭湖，写了这首诗呈给张丞相。
张丞相是谁呢？书上有注解，据说就
是张九龄。我们讲陈子昂的《感遇》诗
时，说张九龄也写过《感遇》诗，跟陈子
昂的风格比较接近。唐朝自从张九龄
被罢相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因为张
九龄之被罢免宰相，是在一场政治斗
争中被李林甫击败了。后来玄宗年老
了，也开始昏庸、懒惰了，就因为李林
甫跟杨国忠这些人，引发了安史之乱，
从此以后唐朝就走向下坡了。本来唐
太宗的时代是号称“贞观之治”的，唐
玄宗“开元之治”也是很兴盛的时代。
张九龄在政治上是真的有影响、有品
格的一个人，而他非常欣赏孟浩然。
所以他被罢免后，到荆州去作荆州长
史，曾聘请孟浩然来自己的幕府。所
以孟浩然是很复杂的，他有闲适生活
的一面，中间也有求仕的心情。孟浩
然求仕失败后，晚年表现出了失志和
迷惘。
　　所以孟浩然的诗歌写作可分为三
个阶段：早年表现了隐居的闲适的生
活；后来到长安求仕，表现过追求仕用
的心情；晚年表现他失志以后生命落
空的迷惘，这是从生平的内容来说。
另外从风格上也可以分成几面来看，
先说写景，再说言情。孟浩然写景的
时候，我认为也是两方面的，他是很奇
怪、很复杂、很矛盾的一个性格。在写
景这方面，他曾经写了“微云淡河汉，
疏雨滴梧桐”这样非常超妙高远的
诗句。
　　《望洞庭湖上张丞相》这首诗是
他表现求仕心情这个阶段的作品。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
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是孟浩然写景
的一面，他有时候写得非常超妙高
远，而且开阔博大，这是他的好处。
都是写景，有的人写景是从一个大的
镜头整体地写下来，有的是把镜头分
散，从一个小的地方来雕琢刻画，像
我们之前讲的“淑气催黄鸟，晴光转
绿蘋”。可孟浩然有时候可以写出非
常超妙、高远、开阔、博大而且非常浑
成的一种风格。“八月湖水平，涵虚混
太清。”秋天八月的时候，洞庭湖的湖
水“平”。我是曾经在岳阳楼上看洞
庭湖，孟浩然也是在岳阳楼上看洞庭
湖的。什么叫做“平”？如果在洞庭
湖边上看，湖不是平的，你就看见眼
前的波浪永远在动，“平”是一种远
观，是你在高处，在岳阳楼上远观洞
庭湖。不但是远观，而且要写出洞庭
湖的广阔，所以是“平”，一望无边，水
天相接。光是这一个“平”字，他就展
示了很广阔的、很遥远的一份眼界。
他在《秋登万山寄张五》里说“天边树
若荠”，远看树就变成像一丛荠菜一
样，你近看树有很多枝干，是很高的。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因为湖
水是这么广远，看不到陆地，远处水
天相接，所以是平的，底下的湖水跟
上面的天空，水天相映。“涵”者，是水
光中所包含的，从函，水字边。“函”是
封起来的意思，本来是个匣子，封在
其中，所以你写信的信封叫做“函”。

“虚”就是太空，“涵虚”就是包含着虚
空，天空都倒映在其中了，“太清”是
天的代称，“混太清”就是把天混入其
中，所以“混太清”跟“涵虚”意思是差
不多的。水天相接，把天光都包容在
水中，就是“涵虚混太清”，极写洞庭
湖的广远辽阔，整个天空都倒映在水
中。“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你看
远处，洞庭湖与云梦泽相连接，远看
天空之中有一片雾气迷蒙，那个方向
是云梦泽所在。“气蒸云梦泽”，是远
看的，底下是“波撼岳阳城”。“八月湖
水平”只是一种远观的、辽阔的感觉，
事实上是有波浪的，所以写到近处就

“波撼岳阳城”。洞庭湖这么大，湖水
的浪是很大的，在洞庭湖边，岳阳楼
下，就觉得波浪一阵一阵打到岳阳城
的城楼上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
城”，从远景写到近景。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
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四句写的气
象非常超妙、高远、开阔、博大而且非
常的浑成。他也是写景，但不是小的
景物的雕琢修饰，这是孟浩然写景的
一面。
　　可是孟浩然写景也有雕琢修饰
的时候。“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

“天边树若荠”就比较有一点雕琢的
痕迹。还有像“荷风送香气，竹露滴
清响”，是出自《夏日南亭怀辛大》。
他写景有时比较刻画，有时却写得浑
成，所以他是两方面的。

  从“吾爱孟夫子”到“吾

怜孟浩然”

　　我们讲了李白赠给孟浩然的
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你
看李白笔下是多么风流潇洒的一个
孟浩然！真是写出了孟浩然超妙的
一面。“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轩”是做官的人所乘坐的车辆，
“冕”是做官的人所戴的乌纱帽。他
年轻的时候就看轻了利禄，不追求
功名，一直到老年仍然隐居，所以

“白首卧松云”，隐居在山中。“卧”
者，极言闲适的生活，不是说他每天
都睡在床上，而是说他不问政治，表
示隐居的、非常闲适的生活。“弃轩
冕”，不是我追求不到，是我不要它，
把它弃了。“白首卧”是说我过隐居
的生活，表现了闲适的情调，而且卧
在什么之中？卧在青松白云之中。
孟浩然早年隐居，人说他“骨貌淑
清，风神散朗”，他本身是有不喜欢
世俗污秽竞争的这一面，所以李太
白才看到他风流潇洒的一面。
　　不同的诗人，在不同的情景之
下看到不同的孟浩然。杜甫也写了
一首给孟浩然的诗，真的跟李太白
是一个对比。他说：“吾怜孟浩然，
短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
鲍谢。”李太白说“吾爱孟夫子”，杜
甫说“吾怜孟浩然”，我真是可怜、同
情孟浩然。孟浩然何以值得可怜？
是“短褐即长夜”，孟浩然家里非常
贫穷，以他的本性，他的隐逸不是欺
骗，不是故作高姿态，他是果然有风
流浪漫、鄙薄世俗的那一面。当时
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韩朝宗，曾经
做过荆州刺史，他喜欢推荐人才。
李太白的全集里有一封信是《与韩
荆州书》，以李太白的天才，他给韩
荆州写信，希望韩荆州能够推荐他。
在这封信里面他吹牛说，“虽长不满
七尺，而心雄万夫”，说我身材长得
不高，不到七尺，可是我的内心超过
万人以上。我现在还不是讲李太
白，而是说韩荆州喜欢推荐人。因
为荆州在湖北，孟浩然又是湖北襄
阳人，所以喜欢推荐选拔人才的韩
朝宗就跟孟浩然说，我到首都去推
荐你，你跟我一起去。已经约定了
日期，可是那天恰好孟浩然有几个
老朋友来了，他又喝酒又聊天，非常
高兴。有人问他，你今天应该跟韩
荆州有约会啊，怎么不走？他说，我
现在喝酒喝得正高兴，我怎么到那
里去呢？最后他就没有去。所以孟
浩然不是把功利放在第一位，而是
有他潇洒的、鄙薄功利、任性适意的
那一面。所以王士源写传记，说他

“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文不为仕，
伫兴而作”，任性自然的那一面是孟
浩然本身的性情。
　　可是他后来“家贫亲老”，家里
越来越穷，母亲也年老了。你自己
生活苦一点没有关系，怎么能让年
老的母亲也跟你受苦呢？这是他出
来求仕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
原因，就是你怎么忍心你自己的生
命就这么落空了？孔子说“四十五
十而无闻焉”，你到四十五十而没有
做出一点成绩来，生命就落空了。
杜甫的诗也说“四十明朝过，飞腾暮
景斜”，所以孟浩然就有这种矛盾的
心情。他本来是鄙薄功利，这是真
实的，可是他后来跑出来追求，而且
果然是家贫亲老。而他追求的结果
没有成功，所以他就漂泊在旅途之
上。在长安失望了，他又不好意思
回家，“十上耻还家”，所以只好“徘
徊守归路”，所以孟浩然就完全落空
了，因为他没有坚持守下去。陶渊
明坚持走下去，饥寒交迫，有的时候
不得不乞食，可是他坚持不改变，所
以他有他的完成，可是孟浩然不以
为这个是可以完成的，他放弃了他
原来所持守的，去追求另外一个东
西，而另外一个东西没有得到。所
以孟浩然晚年真是有一种落空的悲
哀，不但是精神上落空的悲哀，还有
物质生活上果然的贫穷困苦。所以
杜甫说“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

“褐”是粗布的衣服，夜晚连厚的棉
被都没有，就穿着一件短的粗布衣
服，来守住漫长的冬夜，不能够安
眠。不过杜甫说他诗写得好，“赋诗
何必多”，孟浩然诗很少，而且长诗
很少，他作的多半都是五言律诗。
所以说他是“伫兴而作”，他不是要
跟人比赛，是有兴趣就写，所以“赋
诗何必多”。

  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继

承与超越

　　之所以要引用杜甫的诗来证明
孟浩然，是因为孟浩然的诗虽然不
多，可是他“往往凌鲍谢”，“凌”是超
过，往往超过“鲍谢”，“鲍”是鲍照，

“谢”是谢灵运。 （下转 16 版）

“ 仕 隐 两 失 ”孟 浩 然
叶嘉莹讲诗歌之十：孟浩然的人格和诗作的复杂性

  ▲ 2009 年 11 月 7 日，叶嘉莹在“顾随诗词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新华社记者季春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