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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oting depends on thinking,while thinking needs:nodel building。  In present writing thinking training exist

two叩 alpractices of inaccuracy of training stage positioning and difflculty in operation of training methods。  To change this

state,we must claⅡ fy m、understandings that、 thinking model building hmits and os⒍ f】es thinking,excludes inspkaton and

is nothing but w犭 ting model buiIding and teaching model, deJ:ine its pHnciples, and explore its basic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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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札记

《四库提要 ·(李贺)昌谷集》补正

《四库提要 ·(李贺)昌 谷集》,余嘉锡先生已有辩证 ,今补四则。

一、《四库提要 ·昌谷集》云 :“ 贺事迹具《新唐书 ·文学传》。
”“

《文学传》
”
当为

“
《文艺传》

”
。贺事具《|日 唐书

·李贺传》、《新唐书 ·文艺传下 ·李贺传》、李商隐《李长吉小传》等。新、旧、《唐书》皆谓李贺曾作
“
协律郎

”
,然

实为
“
奉礼郎

”
之误。贺有《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诗 ,又《听颖师弹琴歌》有

“
奉礼官卑复何益

”
之句可证。

二、《四库提要 ·昌谷集》云 :“ 贺系出郑王 ,故 自以郡望称陇西。
”
考新、旧《唐书》,唐代有两个郑王。一个是唐

高祖李渊的从父李亮 ,武德初年封为郑王,世称大郑王 ;另 一个是唐高祖第十三子李元懿 ,于贞观十年封为郑王 ,世

称小郑王或葸郑王。李贺系出大郑王。故
“
贺系出郑王

”
,当补正为

“
贺系出郑王亮

”
或

“
贺系出大郑王

”
,以 防淆

乱。

三、《四库提要 ·昌谷集》云 :“ 宋张耒集有《春游昌谷访长吉故宅》诗。又《福昌怀古》诗中亦有《李贺宅》一

首。
”
是处所举诗名不确。前者为《春游昌谷访李长吉故居》,后者为《岁暮福昌怀古四首 ·李贺宅》。

四、《四库提要 ·昌谷集》云 :“ 然正集如《苦篁调啸引》之类 ,句格鄙率 ,亦不类贺作。
”
然此诗正是李贺的杰作。

此诗为李贺在长安任奉礼郎时所作。王琦云 :“ 当时新声竞作 ,上 下之人 ,皆 习闯之而溺焉 ,任古律之日沦于亡 ,而

不能正。长吉⋯⋯目击其弊 ,思欲正之而作此诗欤?” (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李贺受韩盂诗派追求奇险的影响 ,

不拘章法句法 ,自 创新格 ,“ 七言长诗于中独一句九言
”(元好问语 ,转 引自徐传武《李贺诗集译注》,指

“
轩辕诏遣中

分作十二”
句),亦 多不协韵 ,摆脱了当时盛行的骈偶和声律的束缚 ,但反复、排比、顶针等修辞手法的运用 ,又使此

诗显得流畅、通脱 ,含蕴亦深。袁枚曾评此诗云 :“ 不依古法但横行 ,自 有云雷绕膝生。
”(转 引自刘衍《李贺诗传》)

《苦篁调啸引》形式奇崛 ,语义显豁。其实贺受乐府歌行的影响,集 中亦有不少语义显豁的作品。四库馆臣所谓
“
句格鄙率 ,亦不类贺作

”
,大概是受了格律正统思想的影响,并且忘了李贺诗风还有明快、显豁的一面。(刘 兴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