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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傳統註詩方法的態度嚴肅、莊重，重視字義詞句的精準與來源，註釋對象大多在於

字義、典故、詩旨等，然而錢鍾書先生所作《宋詩選註》卻以截然不同的樣貌呈現，《宋

詩選註》作為一註本，其註詩方法別具特色，在獨特的語言風格，融入了個人別具特色

的評點，突破撰註本的客觀性，以淺白、主觀的語言論敘，在詼諧、生活化的語言型態

中突顯趣意，展演出新穎的註詩風格；註詩內容則以多種不同的角度，時而深入淺出，

時而喻繁於簡。而在註詩的方法上，以詩註詩，以今証古，貫串古今，藉由註釋、評語

與詮釋，顛覆以往傳統的傾向。 

 

 

 

 

 

 

 

 

 

 

 

 

 

關鍵詞：錢鍾書、宋詩選註、註詩特色 

                                                 
1 南華大學文學所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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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錢鍾書（1910─1998），字默存，為中國近現代著名學者之一，主要的著作有《圍

城》、《寫在人生邊上》、《人‧獸‧鬼》、《談藝錄》、《宋詩選註》、《管錐篇》、《七綴集》

等。錢鍾書先生學識淵博，貫通古今中西，其作品涵蓋了小說、散文、詩歌、文學評論

等多種不同的體裁。 

而在他的諸多作品之中，《宋詩選註》作為一宋詩註本，是相當獨特突出的。《宋詩

選註》出版於 1958 年2，內容遴選 80 家共計 289 首詩，這本詩註成書於風氣提倡文學

藝術需要具備政治性、社會性的年代，因此當時對文學作品的要求，普遍強調要與現實

相關聯，要反對為藝術而藝術，要能揭露社會黑暗，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錢鍾書先生這

一註本的創作便顯得有些矛盾起來，《宋詩選註》出版後曾陷於貶譽參半的局面3。 

然而這並不影響《宋詩選註》本身的獨特性，作為一部縱觀宋代詩歌的選註本，錢

鍾書先生的《宋詩選註》以其選詩原則4及不同於常態的註詩方法得名。《宋詩選註》中

的「註」極具特色，錢鍾書先生作註的方法與中國傳統註釋講究的嚴謹、重視字義的精

準及正確有所差異，《宋詩選註》中的註詩方式活潑自由，不論是語言文字、註解對象，

以及註詩方法都有顛覆以往的傾向。一般而言，註釋抱持的態度是莊重嚴肅的，重視字

義詞句的精準與來源正確與否，然而錢鍾書先生所使用的語言生動詼諧，除去字義、用

典、詩旨等的解釋之外，還融貫了個人的評論與詮釋。 

 如下文所言： 

 

眾所周知，「錢注宋詩」最突出的特色是注釋語言的豐富、幽默與生動，對此學

者們幾乎眾口一詞地給予高度評價，毫無爭議。如張仲謀的〈《宋詩選注》商榷〉

雖為批評之文，但對錢注語言的豐富卻讚不絕口：「他把話本、雜劇及現代生活

中的理語俗諺與文言古典揉合到一起，加之口角生動，唇吻調利，莊諧雜出，妙

趣橫生；學問與才氣相彰，老辣與幽默並存，使人讀之會心解頤，傾心折服。」

楊建民的〈錢錘書的選與注—從《宋詩選注》談起〉指出，與一般注本「注釋」

對較規範不同，錢先生的注不是乾巴巴的規範語言，而是富有生趣的文字，『常

常有閱讀散文的快活和靈趣』，再者，一般注家只注明詩句或典故的出處，而錢

先生卻引用後於宋詩的小說等內容來印證，即以今證古。原業偉的〈《宋詩選注》

                                                 
2 錢鍾書，《宋詩選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 1989 年 4 月。 
3 參閱張錫金，〈錢鍾書與《宋詩選注》〉，《縱衡》5（2005），頁 40-43；丁毅，〈模糊銅鏡的背面─讀《宋

詩選注》〉，《貴州大學學報》4(1995) 59-63；丁國強，〈學術大師的「潛在寫作」〉，《刊授黨校》5(2008)，

頁 16-17。 
4 出自《宋詩選註》序，摘引原文如後：「押韻的文件不選，學問的展覽和典故成語的把戲也不選。大模

大樣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選，把前人的詞意改頭換面而絕無增進的舊貨充新也不選；前者號稱『優孟

衣冠』，一望而之，後者容易矇混，其實只是另一意義的『優孟衣冠』，所謂『如梨園演劇，裝抹日異，

細看多是舊人。』有佳句而全篇不大勻稱的不選，這是割愛；當時傳誦而現在看不出好處的也不選，這

類作品就彷彿走了電的電池，讀者的心靈電線也似的跟它們接觸，卻不能使他們發出舊日的光燄來。我

們也沒有為了表示自己做過依點發掘功夫，硬把冷僻的東西選進去，把文學古董混在古典文學裡。假如

冷僻的東西已經殭冷，一絲兒活氣也不透，那麼頂好安安靜靜地長眠永息。」錢鍾書，《宋詩選註》，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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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記〉也認為，錢先生的選目雖深深打上時代烙印，『但注釋上卻舊說翻新，不

拘于時』，體現鮮明個性，即幽默俏皮的語言特點、用小說筆法評論及以人生經

歷注釋的一貫作風。5 

 

上文對錢鍾書先生《宋詩選註》的獨特性抱持著肯定的正面回應，而實際上，對於《宋

詩選註》一書也有多位研究者對此提出不同的見解，以其不同的研究角度整理，大致上

可分為下列幾點： 

第一、以「語言文字」為討論中心。6
 

第二、以詩歌體範、特色、思想意蘊三方面探討。7
 

第三、以體例內容作為劃分依據，以註詩內容體例作歸納分析的，或綜觀語文與各

種技巧手法的8，如車輪戰法9、比較與打通10等。 

第四、針對《宋詩選註》註詩的方法探究11。 

 綜觀上列研究，筆者認為《宋詩選註》的特色展現於錢鍾書先生獨特的註詩方法，

因此筆者嘗試以這點作為本文討論的主題，擬從《宋詩選註》中註詩的語言、內容、手

法等方向，論其註詩方式的特色。 

 

貳、 語言形式特徵 

 

《宋詩選註》中對傳統註釋語言的顛覆，展現在兩個層面上，第一是富有趣意的語

言形態，第二是便是對話式的語言型態。傳統的註釋方式是嚴謹的、莊重的，然而錢鍾

書先生作《宋詩選註》時，所使用的語言風格很明顯的與其餘註本不太相同。 

（一）獨特的的註釋語言風格 

首先，《宋詩選註》的語言生動活潑，甚至詼諧戲謔，這種論述的方式一開始便顛

覆了強調莊重的嚴肅態度，其次錢鍾書先生在註解中的語言文字是一種站在與讀者對話

的角度上作註的。 

在《宋詩選注》一書當中，錢鍾書先生的文字風是活潑生動，頗有妙趣的，錢鍾書

先生的註詩風格不被傳統註詩方式所拘束，不避諱一般日常生活語言，且大量的使用淺

                                                 
 5王友勝，〈五十年來錢鍾書《宋詩選注》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文學遺產》6(2008)，頁 147-48。 

6
 李月，〈從《宋詩選注》看錢鐘書的注釋方法〉30.2(2009)，頁67-69。 

7
 齊淼、王光子，〈《宋詩選注》中「注」的特色分析〉，《作家雜誌》7(2008)，頁111-12。 

8
 張喜貴，〈《宋詩選注》的論詩特色〉，《江南大學學報》5.3(2006)，頁77-79。 

9
 引自張喜貴，〈《宋詩選注》的論詩特色，頁 78。原文：車輪戰法是錢先生在評論蘇軾的創作時所

提到的：「他在風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豐富、新鮮和貼切，而且在他的詩裏還看得到宋代講究散文的

人所謂『博喻』， 或者西洋人所稱道的莎士比亞式的比喻，一連串把五花八門的形象來表達一件事物的

一個方面或一種狀態。這種描寫和襯托的方法仿佛是採用了舊小說裏講的『車輪戰法』，…………。如

果說蘇軾在他的詩作中是要強化詩歌語言形象化的話，那麼錢先生以此法來論詩則滿足了人們對事物追

根溯源的願望。錢先生的博學與看待問題的敏銳，都使這種批評方法成為了可能，以至人們要發出「伴

娘比新娘更美麗」的驚歎。…… 
10
 引自張喜貴，〈《宋詩選注》的論詩特色〉，頁79。原文：透過比較的方式看中國古代文化與中西文

化間的差異，尋找其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分為與同時代之人比較以及與西方文學比較兩種。 
11
 鄒巧燕，〈《宋詩選注》注詩方法初探〉，《邊疆經濟與文化》10(2009)，頁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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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易懂的文字，使得《宋詩選註》的註解在閱讀過程中，產生了一種與註者對話一般的

型態，且這在《宋詩選註》書中是隨處可見的，見呂南公〈老樵〉12一詩： 

 

何山老翁鬢垂雪，擔負樵蘇清曉發。 

城門在望來路長，樵重身羸如疲虌。 

皮枯亦復汗淋濿
13
，步強

14
遙聞氣嗚咽。 

同行壯俊常後追，體倦心煩未容歇。 

街東少年殊傲岸，和袖高扉15厲聲喚。 

低眉索價退聽言，移刻纔蒙酬與半。 

納樵收值不敢緩，病婦倚門待朝爨16。 

 

錢鍾書先生對此詩作註時，所下的註解諸如「枯皮也榨得汗出」、「勉強趕路」、「兩

手籠在袖子裏，在大門口一站。」、「音『竄』，燒飯：意思說等米下鍋。『街頭少年』和

老樵家裏的『病婦』兩人各站在門口等他來，是個刺眼的對照。」等，都是以一種生活

的、對話的語言形式，他並不使用艱澀難解的文字，又見汪藻〈即事〉二首之二： 

 

雙鷺能忙翻白雪，平疇許遠漲清波。 

鈎簾百頃風煙上，臥看青雲載雨過。17 

 

「雙鷺能忙翻白雪，平疇許遠漲清波」二句的「能」和「許」下了一個這麼樣的註釋：

「『能』和『許』都是『那麼』、『這樣』的意思。」；唐庚〈栖禪暮歸書所見〉： 

 

雨在時時黑，春歸處處青。 

山深失小寺，湖盡得孤亭。 

春著湖烟膩，晴搖野水光。 

草青仍過雨，山紫更斜陽。18 

 

註「春歸」二字：「春去春來都可以說是春歸，這裏是指春天來了。」等，諸如此類的

語言風格俯拾皆是，別有其獨特性，在絕大多數的註本都採用雅正的敘事方式作註時，

錢先生的註詩便顯得相當親切，這種語言風格是錢先生註詩語言的一大魅力所在。 

 

（二）主觀性的詮評語言 

 

                                                 
12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 1989 年 4 月，頁 98。 

13
 轉引自原註：「枯皮也榨得汗出。」 

14
 轉引自原註：「勉強趕路。」 

15
 轉引自原註：「兩手籠在袖子裏，在大門口一站。」 

16
 轉引自原註：「音『竄』，燒飯：意思說等米下鍋。『街頭少年』和老樵家裏的『病婦』兩人各站在

門口等他來，是個刺眼的對照。 
17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205。 

18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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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略談了註詩時所使用的語言文字之獨特性，依循此獨特性，本節預計以錢鍾書

先生註詩的內容作為討論對象。在《宋詩選註》中的註釋內文，可以大約略分為下面幾

種類別： 

1. 對出處的註釋 

2. 對於時間 

3. 年代的註解 

4. 對人的註解 

5. 對地點的註解 

前四種註大抵按一般註本作註，除此之外，《宋詩選註》中最具獨特性的一點，在

於其註中含有個人的主觀意識。錢鍾書先生於註釋寫入個人的主觀評論，挑戰歷來註釋

的客觀性，作註時內容並不僅只於對詩的解釋，且亦融入對於詩人生平的補充甚至評

語。如陳與義詩〈春寒〉： 

 

二月巴陵日日風，春寒未了怯園公。 

海棠不惜臙脂色，獨立濛濛細雨中。
19 

 

錢鍾書先生為此詩作註如下： 

 

陳與義〈陪粹翁舉酒君子亭下〉說：『暮雨霏霏濕海棠』，不過像杜甫〈曲江對雨〉

所謂『林花著雨胭脂濕』，比不上這首詩的意境。宋祁〈錦纏道〉詞的『海棠經

雨胭脂透』和王雱〈倦尋芳〉詞的『海棠著雨胭脂透』，也只是就杜甫的成句加

上鍊字的工夫，沒有陳與義這首詩的風致。
20 

 

此註解當中有很大部份是引詩作註的，而這一類註解多融入了作註者的個人主觀認

知、審美標準以及詮釋角度，因此註解便充滿個人的主觀評語，這種藏於詩句中的評語

亦是《宋詩選註》中普遍的註解方式，就此層面上，可以說錢鍾書先生脫離了註解是詩

的「附屬」此一侷限，以往過去註詩時，註釋是為了詩句所作，由註釋中能窺見註者的

學識功力，但未必便能看出註者的喜好、感覺、思想，然而錢鍾書先生屢屢突破，使註

解中處處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再，錢鍾書先生在汪藻〈即事〉二首之一詩句中註，其原詩如下： 

 

燕子將雛語夏深，綠槐庭院不多陰。 

西窗一雨無人見，展盡芭蕉數尺心。21 

 

錢鍾書先生對於此的註詩方式相當獨特，此詩的註解並不著重在於對詩意或字義

上，而是對詩的斷句上： 

                                                 
19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228。 

20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228。 

21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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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一雨，西窗芭蕉展盡數尺心，無人見。』這種形式上是一句而按文法和意

義說起來難加標點符號的例子，舊詩裏常見。像唐人王翰〈涼州詞〉的『蒲桃美

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按理應當是：『蒲桃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

又像宋人樓鑰〈小溪道中〉的『簇簇蒼山隱夕暉，遙看野雁著行踴歸；久之不動

方知是，一搭碎雲寒不飛』(《攻媿集》卷九)，按理應當是：『久之不勤，方知

是一搭碎雲寒不飛。詞曲裏這種例子更是平常。
22 

 

它涉及了對於詩詞的形式上的分析，這種註解方式已經不僅僅是一般傳統對字義上

的解釋，是具有美學層面的藝術批評了，而這也是錢鍾書先生的註解的獨到之處。又如

對王禹偁的〈村行〉註解，原詩如下： 

 

馬穿山徑菊初黃，信馬悠悠野興長。 

萬壑有聲含晚籟，數峰無語立斜陽。 

棠梨葉落胭脂色，蕎麥花開白雪香。 

何事吟餘忽惆悵？村橋原樹似吾鄉！23 

 

錢鍾書先生於「萬壑有聲含晚籟，數峰無語立斜陽」二句之後作有一則長註： 

 

按邏輯說來，「反」包含先有「正」，否定命題總預先假設著肯定命題。王夫子《思

問錄·內篇》所謂：「言『無』者，激於言『有』而破除之也。」詩人常常運用這

個道理。山峰本來是不能語而『無語』的，王禹偁說它們『無語』，或如龔自珍

〈己亥雜詩〉說：「送我搖鞭竟東去，此山不語看中原」，並不違反事實；但是同

時也仿佛表示它們原先能語、有語、欲語而此刻忽然『無語』。這樣，『數峰無語』、

『此山無語』才不是一句不消說得的廢話（參看司空圖《詩品》：『落花無言』，

或徐夤〈再幸華清賦〉：『落花流水無言而但送年』，都是采用李白〈溧陽瀨水貞

孝女碑銘〉：『春風三十，花落無言』）。改用正面的說法，例如『數峰畢靜』，就

減削了意味，除非那種正面字眼強烈暗示山峰也有生命或心靈，像李商隱〈楚

宮〉：「暮雨自歸山悄悄」。有人說，秦觀〈滿庭芳〉詞：「憑闌久，疏煙淡日，寂

寞下蕪城」，比不上張昇〈離亭燕〉詞：「悵望倚層樓，寒日無言西下」（《歷代詞

人考略》卷八），也許正是這個緣故。24 

 

由哲學上的思維邏輯開始，為對「數峰的無語」作解釋，突顯詩句以反說的方式使

詩具有美學與文學上的語言張力，這種註詩方式可算得上史無前例。 

又如劉攽〈江南田家〉一詩： 

 

種田江南岸，六月纔樹秧。 

                                                 
22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205。 

23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12。 

24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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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問一何晏，再為霖雨傷。 

官家不愛農，農貧彌自忙。 

盡力泥水間，膚甲皆痏瘡。 

未知秋成期，尚足輸太倉。 

不如逐商賈，游閒事車航。 

朝廷雖多賢，正許貲為郎。25 

 

此註由社會背景侃侃談起，先以過去傳統中國重農輕商的風氣切入，言明「重農輕

商」的思想態度僅於表面上的名義，實質上人人往往欣羨商人的富利、自由，不受農地

所拘束的生活，接著再舉許多資料藉以佐證，作為對於劉攽〈江南田家〉詩中所意圖揭

露的官場弊病，原文如下： 

 

封建時代名義上重農輕商，但是實際上往往對商人不是輕賤而是企羨，覺得他們

獲利多，生活自由，不像農民的身子生根在耕種的土地上，動也勤不得。這種情

形漢代政論家鼂錯早就指出來：『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男不耕

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

通王侯。……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漢書》

卷二十四上《食貨志》上)。古詩裏就有『賈客樂』或『估客樂』這樣一個主題，

唐代詩人像元稹、劉禹錫、張籍等都作了這個題目的詩(都收入郭茂倩《樂府詩

集》卷四十八)，白居易也作了〈鹽商婦〉，張籍還有〈野老歌〉，他們的意思全

逃不出鼂錯這幾句話。劉攽這首詩結尾兩句講商人捐官， 比他們進了一層。他

們只說：「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 或「高貲比封君，奇貨通倖卿」，劉輕輕

巧巧的指出『名』會跟著『利』來，商人不但結交官僚，而且可以老實不客氯的

變成官僚。『以貲為郎』是借用漢代的說法(見《史記》卷一百二〈張釋之馮唐列

傅〉、卷一百十七〈司馬相如列傅〉) ，因為漢代就有這種現象：:一方面『市井

之孫不得仕宦為吏』，而另一方面『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 (《史記》卷三

十『平準書』。
26 

 

再舉蘇軾著名〈飲湖上初晴後雨〉一詩：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27 

 

對於蘇軾這首詩的註解，錢鍾書先生是往蘇軾其人這個方向討論的，錢鍾書先生對

「西子」一詞作註： 

 

                                                 
25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88。 

26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88-89。 

27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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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子就是戰國時有名的美女西施。這也是蘇軾的一個傳誦的比喻，從來許多詩歌

都從這裏生發出來。例如南宋建都杭州，荒淫奢侈，亡國以後，方回《桐江績集》

卷二十四〈問西湖〉就說：『誰將西子比西湖？舊日繁華漸欲無。始信坡仙詩是

讖，捧心國色解亡吳！』蘇軾似乎很自負這首詩，所以把他的詞意三番兩次地運

用。『水光瀲灩猶浮碧，山色空蒙已欲昏』，（〈次韻仲殊遊西湖〉）『西湖真西子』，

（〈次韻留景文登介亭〉）『只有西湖似西子』，（〈次韻答馬中玉〉）『西湖雖小亦西

子』。（〈再次韻德麟新開西湖〉）……。
28 

 

由上引文可以很明確的看出，錢鍾書先生此註的重點，已經不在「西子」二字上，

蘇軾所作之與「西子」有關的詩句一再被提起，西施本身不是錢鍾書先生所關注的方向，

而是蘇軾對於西子這個比喻對後世所造就的影響力。 

錢鍾書先生的註詩內容，以簡單不晦澀的語言所構成，以不同於傳統的論點作註，

令《宋詩選註》一書中的註解具有各種切入觀點，在閱讀的過程中不僅對詩意能有更進

一步，不流於俗的體悟，且亦富含趣意，形成一種新穎的特色。 

 

參、 特殊的註釋方法 

 

錢鍾書先生為了更能確切表達詩旨，或洋洋灑灑一大詳論，或引許多題材旨意相似

的詩句聯繫，在其註詩方式中，以詩句為詩句作註釋，更其註本的獨特手法之一。以文

字為詩句作註，雖然可以達成其詩意的正確解釋，助益於研究，但也淪於說文解字般的

模式之中，然而詩歌具有美感，藝術性強烈，在某種層面上，體悟詩中所蘊含的意境，

比起解釋詩句所表達的意義，也許是更高明的詮解，因而錢鍾書先生的以詩註詩，所力

求的並非是字義上的，而是詩境上的闡明。 

本章節預以錢鍾書先生註詩的「以詩註詩」及「以今証古」兩種特殊方法作為討論

對象。 

 

（一）以詩註詩 

關於錢鍾書先生以詩註詩的手法，大略可以分為兩個方向，第一種是以詩或明申，

映照詩句或者詩人的心境與志向；第二種類型以詩作喻，鮮明呈現出意境。 

 

1.明申與映照 

錢鍾書先生以詩作註，引出同一位詩人的詩作來為所註詩作解，這種作法是為了將

詩人的作品中所要表達的意旨明確的重申一次，如陸游的〈示兒〉詩名句：「王師北定

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29，錢鍾書先生旁引《劍南詩稿》卷九中之詩〈感興〉其

一來相互參照：「常恐先狗馬，不及清中原」；卷三十七〈太息〉：「砥柱河流仙掌日，死

                                                 
28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114。 

29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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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恨不見中原。」等，以陸遊詩來互相對照，明申陸遊的未酬之志。30
 

又如王令〈暑旱苦熱〉一詩： 

 

清風無力屠得熱，落日着翅飛上山。 

人固以懼江海竭，天豈不惜河漢乾。 

崑崙之高有積雪，蓬萊之遠長遺寒。 

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間。31 

 

王令此詩由暑氣為始，但描寫的並非為暑熱這個表面意義，〈暑旱苦熱〉一詩的暑

熱是在於呈現天下人民百姓所共同承擔的困苦旱熱，此外，王令於此詩中明確的展現出

了他的抱負。「清風無力屠得熱，落日着翅飛下山。」句中「屠」字用得巧妙，將暑氣

那沉重、帶著濃厚窒息感的悶熱，以屠字生動的表現出來，錢鍾書先生在此句中又引王

令〈暑中懶出〉詩句：「已嫌風少難平暑」來藉以加深王令詩中暑氣的窒息感；「崑崙之

高有積雪，蓬萊之遠長遺寒。」除了用以渲染暑旱之外，同時也隱約象徵著一種避世的

心境，崑崙、蓬萊屬於神山仙島，脫離世俗，不受塵世間苦難所影響，是世人所嚮往之

處。 

其註原文如下： 

崑崙山和蓬萊山當然都是清涼世界，可是自恨不能叫天下人民脫離火坑，也就不

願意一個兒獨去避暑了。《廣陵先生文集》卷十〈暑熱思風〉詩說：「坐將赤熱憂

天下，安得清風借我曹。」這種要把整個世界「提」在手裏的雄闊的心胸和口吻，

王令詩裏常有，例如卷二〈偶聞有感〉：「長星作慧倘可假，出手為掃中原清」，

卷七〈西園月夜〉：「我有抑鬱氣，從來未經吐，欲作大歎吁向天，穿天作孔恐天

怒。」和他同時的韓琦《安陽集》卷一〈苦熱〉詩也說：「嘗聞崑崙間，別有神

仙字……吾欲飛而往，於義不獨處。安得世上人，同日生毛羽。」意思差不多，

而氣魄就遠不及了。
32 

 

錢鍾書先生在對王令詩作註時，引了詩人自己的創作作為映證，藉以突顯王令寫於

詩作中的志向，此外亦引同期詩人之詩句作博喻，除藉由他人詩句作強調與肯定外，也

對兩位詩人之間的詩句作了評比。 

 

2.堆疊的意境 

除了反映或重申詩人的作品中所要傳達意義、志趣，或是藉以對詩人生活事件的印

證以外，藉著意境相似，意旨相近的詩作作註，堆疊詩句所企圖彰顯的意境，這是錢鍾

書先生常用的第二種手法，以便加深讀者對詩境的理解體悟。如果說前一種是藉由映襯

的效果，以証明、闡明詩人所表達的意圖，那麼第二種則是展現錢鍾書先生的博喻技巧。 

如對於柳開〈塞上〉一詩： 

                                                 
30
 參閱張英，〈從《宋詩選注》看錢鍾書文學批評的興趣〉，《廣西大學學報》S1(2008)，頁87-90。 

31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94。 

32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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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骹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聲更乾； 

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33 

 

錢鍾書先生於註五中如此寫道： 

 

『勒』是有嚼口的馬絡頭；那一隊胡人聽見半天裏一聲饗箭，都拉緊韁繩，把坐

騎勒住。三四兩句的句調可參看唐人李益（一作嚴維）〈從軍北征〉：『磧裏征人

三百萬，一時回首月中看。』
34 

 

一句『磧裏征人三百萬，一時回首月中看。』將詩中所要表達的情景生動的完整的體現

出來，使詩意更生動具體。 

又如晏殊〈無題〉： 

 

油壁香車不再逢，峽雲無跡任西東。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搪淡淡風。 

幾日寂寥傷酒後，一番蕭瑟禁煙中。 

魚書欲寄何由達，水邊山長處處同。35 

 

詩中所要傳達著一種淵遠流長，錢鍾書先生同以晏殊的〈鵲踏枝〉詞來喻此詩，『欲

寄彩鸞兼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使用的文字雖不盡相同，但二者所寫的心境是相同

的，都隔了千山萬水，都是天地茫茫兩不見的怨。 

錢鍾書先生擅長以詩註詩，這顯現出其淵博的學識，也有與直說明註的傳統註詩有

著不同的效果，透過以詩句作為註詩的方法，使得讀者在理解的途中，也對兩種，甚至

數首以上的詩句作了詮釋，為了映證其詩句所表達的意義，更能去深入思考詩人在詩句

中所企圖傳達的意境。 

 

（二）以今証古 

何謂「以今証古」？簡明來說，便是錢鍾書先生以現今所能尋找到的資料來為宋時

代的詩句下註解，印證詩句中所表達的意旨或思想。在錢鍾書先生的註解中，「以今証

古」是相對而言，極少出現於其他註本的情況，錢鍾書先生嘗以後世文本作品或實際案

例作為佐證前朝詩句，一般的註本大多會以該年代以前的作品為其作註，但錢鍾書先生

的註詩方法中，並不僅有這種情況，錢鍾書先生既然以詩為詩作註，同樣的，小說、戲

曲、詞等各種不同的文學體裁，亦都曾被錢鍾書先生使用於註解之中。 

 

錢鍾書先生的註中，還有一種其他註本及少見的情況，那就是以後世文字或實例証

前朝的詩句。一般的註家，大多是註明該詩句或典故出自於古代那本書或那位作家著

                                                 
33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2。 

34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2。 

35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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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或出自先前時代那本書紀錄的情形。但錢先生「註」中，有時卻引用後於宋詩的小

說等內容來印證，以今證古。實際我們生活中許多內容，都是古代行為的延續，所以「以

今証古」雖不為人注重卻自有它的道理。36
 

見呂南公〈勿願壽〉一詩： 

勿願壽，壽不利貧祇利富。君不見：生平齷齪南鄰翁，綺紈合雜歌鼓雄，子孫奢

華百事便，死後祭喪如王公；西家老人曉稼穑，白髮空多缺衣食，兒孱妻病盆甑

乾，靜臥藜牀冷無席。37 

 

錢鍾書先生註其詩： 

從『齷齪』兩字看來，這首詩也是『賈客樂』的用意，而從《西遊記》第四十四

回所謂不是『長壽』而是『長受罪』這個新角度去寫。38 

 

錢鍾書先生以後世小說《西遊記》作為註詩材料之一，具有一種突破的意義，這個

註詩方式有兩種長處，第一是擴大解釋的範圍，使得讀者更能夠淺顯易懂，明白其詩作

企圖彰顯的道理，其二便是延攬古今。 

錢鍾書先生對於今古之間存有的歷史關聯性，抱持延續的態度，這一點由他註詩時

選擇不受時代侷限，而挑戰予以往不同的方式，大膽將現今所能見到的材料也作為註詩

的元素便可以窺見，錢鍾書先生於其《宋詩選註》一書中序言曾提出他對於詩史關聯的

看法： 

 

作品在作者所處的歷史環境裏產生，在他生活的現實裏生根立腳，但是它反

映這些情況表示這個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色各樣。單就下面選的作品而論，也可

以看見幾種不同的方式。 

下面選了梅堯臣的〈田家語〉和〈汝墳貧女〉，註釋引了司馬光的〈論義勇

六剳子〉來印證詩裏所寫當時抽點弓箭手的慘狀。這是一種反映方式的例子。我

們可以參考許多歷史資料來證明這一類詩歌的真實性，不過那些記載儘管跟這種

詩歌在內容上相符，到底只是文件，不是文學，只是詩歌的局部說明，不能作為

詩歌的唯一衡量。
39 

 

客觀的歷史事實在不同詩人的眼底筆下，所呈現出來的必定是帶有個人色彩的作

品，這是文學作品與史書中最大的差異，儘管充滿個人風格，雖較無歷史的紀實效用，

但透過文學的藝術特質，所展現出來的卻也更加具有魅力。錢鍾書先生對於詩史關係的

論述重點並不只在於詩能反映歷史，同樣的，歷史中詩性亦同樣是他討論的問題。40 

                                                 
36
 楊建民，〈錢鍾書的選與注—從《宋詩選注》談起〉，頁33-34。 

37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99。 

38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99。 

39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3-4。 

40
 參閱李洲良，〈詩與史—論錢鍾書在《宋詩選註》中對詩史關係的闡述〉，《學術交流》98.5(2001)，

頁1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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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語 

 

觀錢鍾書先生所作《宋詩選註》一書，藉由上文中所述，筆者認為錢鍾書先生《宋

詩選註》之所以能在眾多優秀的註本中顯現出其獨特、不同凡響的成就，必須歸功於四

個層面。 

首先，是錢鍾書先生獨特的語言風格，《宋詩選註》全書以淺白的口穩論敘而成。

錢鍾書先生的語言雖簡潔，但並不落於俗，它使人得到閱讀的樂趣，不為艱澀深入的文

字困擾，而又幽默頗具有趣意，不對淺白俗語感到煩悶，這是第一點。 

其次，錢鍾書先生註詩時的內容撰寫，是充滿變化性的，他以多種不同的角度作註，

或深入於詩人詩句的思想意境，或探討詩句承載的社會背景，或幽默嘲弄，帶點諷意，

或坦率直接不修飾，時而深入淺出，時而喻繁於簡，此其二。 

第三，錢鍾書先生以詩註詩，羅列出數句詩意，豐富了情境，相較之下更能夠體會

詩人的心境與詩境。 

第四，以今証古，這是對於註詩方法的一種突破，也是一種挑戰，錢鍾書先生以生

於後的事物解釋宋詩，這個方法具有貫串古今的意義，一來，人對於距離自己越是接近

的事物，便越能想像，也更能理解；二，詩歌，不論是詩註或賞析，是消逝已久的殘像，

但它卻能夠藉著被解釋、實踐，以及詮釋而重新擁有生命，筆者認為錢鍾書以今証古的

註詩方法具有這個層面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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