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现代贾岛研究专著略谈 

栗景鸿 

作为房山籍的唐代诗人贾岛（779——843），向以

“苦吟”著称，与孟郊并称“郊寒岛瘦”于世。此后，在中国

文学发展史上，曾经多次出现以他为宗主的诗歌流派，

影响极大。 

《全唐诗》所载贾岛诗作 405 首。在贾岛诗歌的真

伪考辨上，经佟培基、李嘉言诸先生筚路蓝缕，考出《南

斋》为白居易诗，《送僧游恒岳》、《早春题友人湖上新

居二首》、《子规》为项斯诗，《赠庄上人》为耿湋诗、《渡

桑干》为刘皂诗，《风蝉》为赵嘏诗，《莲峰歌》为温庭筠诗，《寻人不遇》为包

何诗，《寻隐者不遇》为孙革诗，《壮士吟》为孟迟诗，《竹》为罗隐诗，《赴南

巴留别苏台知己》为刘长卿诗、《冬夜送人》为皎然诗，《落第东归逢僧伯阳》

为项斯诗。共计 14 首。 

后人为贾岛诗编有《长江集》十卷，编者不详，宋时著录为十卷。明代分

类重编为七卷本，刻本较多。十卷本多存宋时面貌，通行有《四部丛刊》影印

明翻宋本。元辛文房撰、今人周绍良笺证的《唐才子传笺证》，现代万曼《唐集

叙录》，当代齐文榜《<长江集>版本源流考述》，对贾岛《长江集》的版本流传

均有详论。 

本文意在通过所论及的十数种近现代贾岛研究专著成果及特色，以期引起

读者对贾岛其人其诗更广泛的兴趣。 

《长江集（附阆仙诗）》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 12 月版，小 32 开，竖版繁体，

86 页，无印数，“丛书集成”初编之一，王云五主编。 

本书据“畿辅丛书”本排印，正编收贾岛诗作 378 首，“阆

仙诗附集”编收诗 24 首，合计 402 首。全书有校无注，只对

贾岛个别诗作如《早春题友人湖上新居二首》、《子规》甄别

为项斯所作。 

此书应为近现代贾岛诗作专著最早之一种，虽校注过于

简略，篇幅亦略显单薄，但印制精雅，仍不失为一册研究者

的必读之作。 



 

 

《贾岛诗注》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 5 月版，小 32 开，竖版繁

体，124 页，无印数，“国学小丛 书”之一，陈延杰注。 

全书分十卷，收诗 380 首。 书前有注者自序，谈及

作注因由：“……惜世无注本，奥 趣难寻，为注之，以便

于初学云尔”。 

陈延杰在序中对贾岛的评 价亦有中肯之言:“贾岛

诗有壁立千仞，不可一世之 概……岛之五律，其原

亦出自少陵，以细小处见奇，实 能造幽微之境，而於事

物理态，体认最深。非苦思冥， 搜不易臻此” 

《贾岛诗注》注释较为简略，但亦有特色。对贾诗中用典、事件等处，多

引证前人之作以为说明。 

如《游子》诗注： 

 

游子喜乡远（【陈注】古诗：游子不顾返）, 非吾忆归庐。 

谁知奔他山（【陈注】《诗•小雅》：他山之石）,自欲早旋车（【陈注】《诗》：

还车言迈。还与旋同）。  

朝赏暮已足,图归愿无馀（【陈注】《诗•秦风》：今也每食无馀）。 

当期附鹏翼,未偶方踌躇（【陈注】《庄子》：鹏翼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思

旧赋》：心徘徊以踌躇）。 

 

《贾岛诗注》对贾岛集中如《南斋》、《渡桑干》等少量诗作未作甄辨，使

初学者略显不适。另，书中有些地方值得商榷，1947 年，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岑

仲勉先生曾有专文《贾岛诗注和贾岛年谱》，对《贾岛诗注》中的一些问题进行

了商榷。 

《贾岛诗注》作为近现代贾岛诗歌的第一个注本，开山之功，自有定论。 

《贾岛年谱》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年 9 月版，小 32 开，竖版繁

体，77 页，无印数，“中国史学丛书”之一，李嘉言著。 

李嘉言，河南武陟人。1934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文

系，曾任西北师范学院、河南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

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学院教授，开封师范学院教授、中



文系主任。曾主持《全唐诗》的整理工作。著有《贾岛年谱》、《古诗初探》、《长

江集新校》等。 

近现代比较系统、深入的贾岛生平研究，是从上世纪 40 年代初李嘉言的《贾

岛年谱》开始的。此书是著者在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从闻一多先生研究唐诗期

间研究韩愈的“附带产物”。 

《贾岛年谱》初载于旧《清华学报》，1947 年 9 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为单

行本。该谱从其交友可考者约一百四十人的诗文集和有关史料中对贾岛的生平、

著作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订。 

该书附录五种，包括《贾岛年谱外记》、《贾岛交游考》、《长江集考辨》、《贾

岛诗之渊源及其影响》、《贾岛诗评辑》。 

《年谱》出版后，岑仲勉先生发表了《贾岛诗注与贾岛年谱》一文，在肯

定了李氏考证缜密的优点后，对书中贾岛同时代人事迹，如贾韩订交之始、张

籍历官、元郎中与元稹等问题进行了辩正。稍后，李嘉言在《学原》第二卷第

一期上发表了《为贾岛事答岑仲勉先生》一文，对岑仲勉的质疑进行回应，重

申了其《贾岛年谱》中的部分观点。 

1987 年，吴汝煜、谢荣福发表《李嘉言〈贾岛年谱〉补订》、郭文镐在《江

海学刊》发表《姚合佐魏博幕及贾岛东游魏博考》、1992 年，房日晰在《文学

遗产》发表《贾岛考证二则》等文对《贾岛年谱》进行深入探讨。其中吴汝煜

等文对李嘉言《贾岛年谱》中诸多问题进行考订、甄辨，继上引岑仲勉文后，

又一次以可信的材料、扎实的论证，指出了李文存在的一些讹误。郭文就《年

谱》漏考贾岛东游魏博一事，房文就贾岛是否有邠州之行进行考证，补正了《贾

岛年谱》之不足，颇多参考价值。 

《贾岛研究》 

上海正中书局，1947 年 10 月版，25 开，竖版繁体，77 页，无印数，章泰

笙著。 

此书应是近现代关于贾岛生平研究的第一部专著。 

据该书《自序》可知，著者自 1938 年春“投荒巴渝”，

至 1942 年间，“客居无俚，偶于坊间见有售阆仙诗者，市

归而诵之，遂欲进而究其生平，先后搜集资料于复旦、

北碚、江津、巴县诸图书馆，邹子抚民复以藏书相假。

顾荏苒年馀，未遑属稿。庚辰长夏，始得挥汗成之” 。

由此可见著者在异常艰苦的时代，仍出于对贾岛的执着

偏爱，鼎力笔耕，终成大作，精神及毅力足以鞭策后学。 

全书重点之一，在于对贾岛的家世的考证。著者依据

唐苏绛《贾司仓墓志铭》、《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汉书•贾谊传•贾捐之传》、《三

国志•贾诩传》、《晋书•贾疋传》以及《左传》中贾华、贾佗、贾季等相关资料，第



一次考出贾岛世系表。其用心之细，用功之苦，可见一斑。 

章泰笙先生这册薄薄的小书，在贾岛研究史上，将有其不可或缺的一席之

地。 

《贾岛还俗》  

河北美术出版社，1982 年 11 月版，64 开，横排简体，110 页，印数 268000

册，钱世明原著，常星改编，刘业通绘画。 

本书是反映贾岛一 段求学经历的连环画。

其“内容提要”言：“唐代诗 人贾岛，才华过人，但

年轻时有些骄傲自大，不 求进取，诗艺提高不快，

常常受到表妹的批评和 激励。贾岛发誓提高诗

艺，竟出家当了和尚。从 此，他勤奋学习，苦吟

诗篇，并得到韩愈等名人 的指教，终于成为独具

风格的大诗人。三年后， 贾岛还俗入世，报效国

家，并和表妹成全了婚事”。 

本书所及贾岛生活， 或多或少有着编著者的

艺术想象成分，但其创意 发自励志，给人以积极

向上的正面引导，不失为 一册有教育意义的儿童

教材。 

据笔者所知，河北美术出版社曾计划于 2004 年再版此书，终未付印，不知

何故。  

《长江集新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11 月版，大 32 开，竖版繁体，222 页，印数

13500 册，李嘉言校。 

该书初稿实写于 1964 年夏，1965 年定稿，以《全唐诗》为底本，分卷则

按照《畿辅丛书》之《长江集》仍分为十卷，附集一卷，广参博征，参校别本

及有关总集、选集，择善而从。全书正编收诗 379 首，

附集收诗 26 首。附录所撰《贾岛年谱》、《贾岛交友考》

以及所辑贾岛诗评等，较为完备。 

该书的另一特点是对贾岛诗集中的可疑作品进行了

初步的考定，对不能决者则存于附集以待考，该书同时又

附录了贾岛年谱、关于贾岛年谱的讨论、贾岛年谱外记、

贾岛交友考、贾岛诗之渊源及其影响等李氏有关贾岛研究

的成果，虽显轮廓简单，但已经奠定了贾岛研究的基本格

局，体现了建国后三十年贾岛研究的成就，为近二十年来



贾岛研究的深入打下了基础。 

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李嘉言未受当时政治因素的干扰，对贾岛的诗歌作

出了较为公允的评价。在本书《序言》中，著者认为，“所谓瘦，即指其表现日常

眼前的寒苦、僻涩、狭窄、琐细的生活、思想与见闻所形成的风格而言。就其每

首诗来说，突出地表现他这种思想作风的虽然不多，但他片言只语地表现这种思

想情绪的却为数不少。这就构成了一种倾向，给人一种消极低沉的感觉。”这一段

话，比较具体地说明了贾岛诗的风格。 

同时，著者又指出：“贾岛诗中确实流露了不少哀愁悲苦药饵情绪”，但“诗人

灵魂所受的创伤是当时腐败黑暗的社会政治所加给他的”，“有爱国思想，欲以正直

自守，有所作为”，“但终无出路，终生贫困，终于使僻涩的思想作风占了主导地位”，

“他虽不同于张籍、白居易一派，却因与张籍、白居易同一时代背景而发生一定

的内在联系，他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时代的面貌”。文章还指出，“简单地说他缺乏

时代气息，是形式主义，反现实主义的等等，是不合适的”。 

书后附录六种。其中《贾岛年谱》，采纳岑仲勉先生部分意见，较其商务版

有所修改。其余五种除《关于贾岛年谱的讨论》一文外，均为商务版《贾岛年

谱》一书所附。 

李嘉言的《长江集新校》是有关贾岛诗集整理方面的一本重要著作，将贾岛诗

集的整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贾岛特辑》 

内印本，约为上世纪 80 年代，小 32 开，横版简体，90 页，印数 2000 册，

政协四川省安岳县委员会、安岳县修志办公室编。 

公元 843 年，贾岛六十五岁 卒于四川普州（今资阳

市安岳县），葬于普州城南安泉山。 当地人民对贾岛非常尊

崇，在历次编修的县志中，其事 迹和诗文都有收录。上

世纪 80 年代中期，当地县政协和 县修志办公室曾组织有

关人士到贾岛墓地勘察，提出了 修建“贾岛纪念馆”的初

步设想，同时收集了有关贾岛的 部分图片、苏绛的《贾

思仓墓志铭》以及古今祭悼诗文 和文字评论，汇成此册

《特辑》。虽然在今天看来，资料 不免颇显简略，但此书

应是建国后，继上海古籍版《长 江集新校》的第二部贾

岛研究专辑，其功不应小看。 

《特辑》包括“编者的话”、“有关贾岛史料选辑（6 篇）”、“前人咏吊贾岛诗辑（76

首）”、“今人咏吊贾岛诗词、联语选辑（12 首）”、“评介贾岛文选（5 篇）”五部分。封



二登有安岳“贾岛墓”、“瘦公亭”、“瘦公亭内贾公神位”照片 3 帧。 

《特辑》虽收录诗文篇幅有限，但从所选之文如《新唐书•韩愈传》所附“贾

岛事略”、唐苏绛《贾思仓墓志铭》、宋龚鼎《贾浪仙祠堂记》、清程鸿《贾公祠记》

以及精心遴选尤袤《全唐诗话》、《闻一多全集》、邓拓《燕山夜话》等论及贾岛诗

品人心的诸多作品来看，编者是下了一番挖掘整理功夫的。同时，书中还附夹了

一页仅标注书中两处错误的勘误表，也可说明编者态度的严谨。 

《孟郊贾岛诗选》 

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8 年 7 月版，小 32 开，横版繁体，241 页，无印

数，“中国历代诗人选集”丛书之一，刘斯翰选注。 

“中国历代诗人选集”丛书共 40 种，由刘逸生主编，《孟郊贾岛诗选》为其中

一种。 

选注者之所以将孟贾之诗合 编，该书《前言》说的

很清楚，是因为“孟郊和贾岛是同 时人，是交谊颇深的朋

友；在做诗方面，孟郊又是贾岛 的导师，对贾岛有相当

大的影响，他们的诗风一度也甚 为相近。当时韩愈就说

过这样的话：‘孟郊死葬北邙山， 日月风云顿觉闲。天恐

文章浑断绝，再生 贾岛在人 间。’……他们的遭际也

是相似的……因此，自东坡倡‘郊 寒岛瘦’之说，孟贾两人

的诗便结下不解之缘，以至于这 本小集子，也顺从诗界

的舆论，合二人共为一集”。 

《诗选》收孟诗 80 首，贾诗 47 首，虽篇幅不多，却在选注方面别有特色。

除入选作品一律加以注释外，不做过分繁琐的征引或考证，唯求通俗简明。鉴

于古典诗歌语法结构的变化特殊，表现手法复杂，虽有注释，一般读者往往仍

不易明了诗意，所以选注者对诗句都加上白话文串解，并对每首诗作了题注，

以便于读者理解。 

如贾诗《戏赠友人》（“一日不作诗”）题注：“贾岛以苦吟著称于世，又以诗狂

见称于时，他写诗的热衷达到疯狂的程度。这却并非一个个别、特异现象，而

是与时代风气息息相通的。在中晚唐之际，社会上出现了一

批‘以诗为活计’（孟郊语）的贫苦知识分子，卢殷、刘言史、

孟郊、贾岛、卢仝等便是先后诞生的这样一批人物。由此诗

来看，贾岛的这位友人大抵也是服膺斯道的”。可见选注者刘

斯翰是站在总观唐诗大局的视点分析贾岛之诗的，未落俗窠。 

《诗选》开本精致，版式古朴，印制典雅，是一册不可

多得了解贾诗的入门之选。据查，此书曾于 1986 年 3 月由

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全唐诗索引•贾岛卷》  

现代出版社，1994 年 3 月版，16 开，横排繁体，368 页，印数 1300 册，

栾贵明、田奕、陈抗、林沧编著，张晓光、王红、任红、蔡文利助编。 

“索引”一词，按 2012 年 11 月第 6 版《现代汉语词

典》解释为：“把书刊中的项目或内容摘记下来，每条下

标注出处页码，按一定次序排列，供人查阅的资料。也

叫引得。”作为工具书的一种，“索引”一直以来被社会各界

所重视。《全唐诗索引•贾岛卷》即是研究贾岛诗作不可

获取的一部工具书。 

全书以中华书局 1960 年版《全唐诗》及 1982 年版

《全唐诗外编》为底本，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研

制的《全唐诗数据库》生成，其编辑、排版全部采用微

型电子计算机自动完成。分为凡例、索引正文、基本数据表、字频统计表、异

体字表、笔画检字表六部分。按当时的技术水平分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完成

此书应属一项新创造。 

该《索引》所收资料丰富，且查阅便捷。试举一例： 

如欲查“渠”字在贾诗中一共出现过几次，各自在《全唐诗》中的具体位置，

则通过检字法查出在《索引》第 146 页，“渠”字在贾诗中出现过 2 次： 

31904 渠 

旧○通郭下                  17/572/06649/11 

终当直石○                  17/573/06658/15 

 

即此可知：“旧渠通郭下”之“渠”在《全唐诗》第 17 册第 572 卷第 6649 页第 11

行；“终当直石渠” 之“渠”在《全唐诗》第 17 册第 573 卷第 6658 页第 15 行。 

同时通过《索引》“基本数据表”，可查知贾岛诗文字数共 18575 字，标题字

数 2142 字等；通过“字频统计表”，可查出贾诗中“人”字出现的频率最高，是 215

次，“山”字出现频率 202 次等，极大程度地方便了读者和研究者。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为《索引》题签，是此

书的另一特色，因为钱先生一生低调，极少为人题写书名，从中也可见其对此

《索引》的关注程度。 

《贾岛集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年 11 月版，大 32 开，竖版繁体，601 页，印数

3000 册，“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丛书之一，齐文榜校注。 



校注者因参与编撰《全唐五代诗》之便，对贾岛诗集的纂集及版本源流问

题进行了全面的清理，甄别考辨，细致入微，曾于 1999

年在《文献》上发表《长江集版本源流考述》专文，论述

了贾岛诗歌的结集及宋以后历代刊刻传抄的情形，基本上

理清了历代版本的传承情况。认为宋人所编蜀本《长江集》

收诗数量当时居首，岛诗的基本风貌赖此书得以保存；现

存贾岛诗集可分为遂宁本和书棚本两个系统，均源于蜀本，

遂宁本系统的版本后因收入四库全书、全唐诗和四部丛刊，

所以留传颇广。 

著者此次校注贾岛全诗，“以毛抄本为底本，以黄校本

改动正文，旨在得到一个准书棚本，以此为工作本，校以奉新本、丛刊本、汲

古阁本、张抄本……等诸集参校，汇录异文，择善而从”，“非岛之作，删存卷后‘删

除诗’留存，并于诗后加按语说明”，考定精细完善，非一时之功而能为之。 

书后附录四种，计《传记资料》、《事迹杂录》、《书志序跋》、《历代诗评》，

翻检颇便。 

《贾岛集校注》吸取了当前贾岛研究的最新成果，笺注扎实严谨、资料翔

实，引证丰富，考证清晰，诚为不可不读之作。 

 

 

 

《贾岛诗集笺注》 

巴蜀书社，2002 年 6 月版，大 32 开，横版简体，475 页，印数 1350 册，

黄鹏笺注。 

该书受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依

李嘉言《长江集新校》笺注本，再从陈延杰本、《诗渊》

等校出异文。又从《全唐诗外编》等辑作“补遗”诗十六首，

并加疏证。 

作者在谈及校注缘起时，认为“陈延杰之前，岛诗尚

无注本流传……读岛诗时，一则觉无注之难解，二则觉陈

注过于简略，无以知见贾岛其性情及格调”。校注时，“在疏

释名物时，又对其诗格加以解析，时而加上主观评价”。 

该书《前言》亦值一读。文中，作者对贾岛性格进行

了专门论述，指出贾岛孤傲耿介、好静深思是其性格中两个极突出的方面。明

确地指出：“背离时尚只是形成岛诗风格的契机，耽静苦思才是形成其风格的直接

动因”。 

书末附有自作《贾岛年谱》、《贾岛传记材料》、《贾岛及诗集叙录》、《贾岛



诗评辑》、《贾岛友人交游辑悼念诗辑》五种。 

此书与李嘉言《长江集新校》、齐文榜《贾岛集校注》二书相互参读，当会

更有益于对贾岛人与诗的深入品察。 

《贾岛诗集校注》 

台湾里仁书局，2002 年 10 月版， 24 开，竖版繁体，

497 页、无印数，李建昆校注。 

校注者李建昆，为台湾唐诗学名家，国立台湾师范大

学文学博士，现任国立中兴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元

次山之生平及其文学》、《韩愈诗探析》、《孟郊诗集校注》

(与人合著)、《张籍诗集校注》等书。 

著者曾有专文谈及贾岛诗风及其诗坛地位，从中亦可

窥港台学人于岛诗之见： 

经由以上之察考，吾人不难获悉：贾岛诗亦属于“不

平则鸣,发愤著述”之产物。 

凭心而论，贾岛诗固有限制与缺失，其实不乏独到之特色。贾岛基于特殊

之材性气质，在中晚唐间，苦心孤诣，力求表现，的确开拓出与众不同之风貌。

贾岛诗既经苦思冥搜，琢炼推敲而得，兼有寒苦、古雅、平淡、深细、奇警等

诗境，故本文权以“寒狭”概括其诗风。 

然就五律之抒情写景言，贾岛诗运思之精，镂景之细，……仅就五律发展

来看,贾岛其实拥有不可忽视之份量。 

中晚唐诗人之中，确有一个奉贾岛为精神领袖之苦吟诗人群体，……以清

冷之意境，淡漠之诗情，佛禅之意蕴，真实呈现下层文人之哀喜，藉此排解处

身唐末，仕途坎坷的辛酸。贾岛在中晚唐文学拥有一定之历史地位，殆为不争

之事实。（《论贾岛之诗风及其在中晚唐诗坛之地位》） 

本书是作者继《张籍诗集校注》之后，执行行政院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之

成果。其诗注据上海涵芬楼借江南图书馆藏明翻宋本(即四部丛刊本)为底本，并

以清康熙御制《全唐诗》本、《文苑英华》、《乐府诗集》、李嘉言《长江集新校》

本等总集与古今多种选集参校。诗注力求综括现存资料，期能度越前贤。对于

贾岛诗作研究，应有一定参考价值。 

《寒士的低吟——贾岛诗歌艺术新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 9 月版，大 32 开，横版简体，293 页，无

印数，张震英著。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唐代文学研究颇为兴盛，贾岛研究也日渐升温。此

书作为建国后系统研究唐代诗人贾岛的第一部专著，将贾岛研究推向一个全新



的领域。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贾岛诗歌的艺术渊源》、《论贾岛的用世之心》、《论贾

岛的献纳之作》、《论贾岛诗歌的“盛唐气格”》、《贾岛与蝉

——兼评苏轼与严羽的相关论点》、《论贾岛诗歌的“僧衲

气”》、《论贾岛五律的对仗艺术》、《论贾岛诗歌之“奇僻”》、

《姚贾初识考论》、《近二十年贾岛研究述评》共十章。 

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评论此书：“立足于贾岛研究

的创新，视角新颖，力避平熟，在前人未曾论及或讨论不

够的难点、重点问题上突破，其于贾岛的献纳之作、盛唐

气格作品、诗歌的僧衲气、蝉与寒士形象、奇思与僻涩、

五律的对仗艺术等等，多前人所未发，见解深刻，论述严

谨，行文精练，并将对作品细腻的审美感悟融入知人论世的分析，字里行间充

满了对贾岛身世的感慨和遭遇的同情，使此书不仅材料、结论信实，而且时见

性灵的才思与情采”。 

书后附录四种，计《历代贾岛研究资料汇编(唐至近代)》、《旧题唐贾岛撰《二

南密旨》一卷》、《唐人赠贾岛诗作》、《贾岛研究专著及论文索引》。 

《贾岛研究》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年 3 月版，大 32 开，横版简体，316 页，印数 2000

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之一，齐文榜著。 

2001 年 11 月，齐文榜所著 《贾岛集校注》出版，

被认为“目前考定最为精细完善 的整理本”，引起学术界

侧目。六年后，《校注》的姊妹 篇《贾岛研究》面世，

成为继章泰笙《贾岛研究》 （1947 年 10 月）、张震

英《寒士的低吟》（2006 年 9 月）之后，国内第三种

综合研究贾岛生平思想、文学思 想、诗歌创作的专著，

影响自成一格。 

全书含《贾岛家世新考》《贾 岛的生平和思想》《贾岛

的性格》《文学思想及创作倾向》 《韩贾的师弟子之谊》

《贾岛与其他人的交游》《贾岛 诗歌的思想内容》《贾岛

诗歌的艺术》《贾岛五律之破体变格》《佛光禅影贾岛诗》《诗歌渊源和对后世的

影响》《<长江集>版本研究》十二章。 

本书致力于探讨目前贾岛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不少薄弱或缺漏的环节，诸如

生平疑点的澄清、性格特点的解读、五律破体变格的论证及与佛教关系的动态

化分析等方面，力求用全新的视角、理性的思维，对贾岛研究的方方面面加以

剖析和审视，从而使贾岛研究走向精深与系统。例如著者明确理定贾岛性格为“狂

狷自负、高洁正直、执着坚韧、真诚笃厚”，并进行逐条论析，虽为一家之言，



却道出大家未言之语，应是定评。谈及另一个创作初衷，著者书中有言：“本书研

究贾岛，亦有‘考贾岛即所以考诸家’之意”，可见用心之深。 

书末附录《贾岛年谱新编》，据李嘉言《贾岛年谱》并汇聚学界已有成果，

加以作者多年研究所得而成。与李嘉言、黄鹏所作两种《贾岛年谱》参读，应

会另有裨益。 

《孟郊贾岛诗比较研究》 

台湾文史哲出版社，2007 年 10 月版，大 32 开，横版繁体，266 页，无印

数，刘竹青著。 

对唐诗有所知晓的读者都会认识到，孟郊其

诗风和经历均与贾岛近似，且二人关系颇深，所

以研究者常将二人相提并论，而目前对二人研究

的专著却似乎不多。刘斯翰的《孟郊贾岛诗选》

重在二人作品的罗列和串解，尚未有深层次的探

讨。刘竹青的这册《孟郊贾岛诗比较研究》从二

人时代背景、生平、作品研究的相似和相异之处

进行了全面而较深入的比对，自有其功。 

全书共分九章，即“绪论”、“时代背景”、“孟郊的

生平”、“孟郊作品研究”、“贾岛的生平”、“贾岛作品研

究”、“孟、贾相似处之比较”、“孟、贾相异处之比较”、

“结论”。 

作者的目的在于“彰显孟郊、贾岛二人在中唐

时空背景中，又同为韩愈所率领的险怪诗派的成员，他们诗歌创作之体貌与造

境。同时从中探讨二人创作风格与思想观念的异同处，作为进一步研究中晚唐

诗的基础。” 

如第八章为“孟、贾相异处之比较”，共分四节，针对二人创作风格与思想观

念作了深入探析，以了解二人同中有异之情形。分述“诗体——孟长于乐府古诗，

贾工于近体五律”、“苦吟——孟为现实苦吟，贾为艺术苦吟”、“风格——孟清奇僻苦，

贾寒瘦幽峭”、“思想观念——孟偏近于儒家，贾偏近于释家”，分析中肯。 

可以说，《孟郊贾岛诗比较研究》扩大了我们了解贾岛诗作和他所在的时代

的视角，堪为难得。 

《长江集新校》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年 4 月版，大 32 开，竖版繁体，263 页，印数 1500

册，“百年河大国学旧著新刊”丛书之一，李嘉言校。 



河南大学是一所有近百年 历史的老校，其其前身

曾是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 中州大学、河南中山大

学以及后来的河南师范学院、 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师

范大学。为弘扬我国优秀传统 文化，促进国学研究的

进一步繁荣发展，河南大学遴 选在学术史上有一定地

位、至今仍有研究参考价值的 作品分批整理，出版了

“百年河大国学旧著新刊”丛书。 

《长江集新校》的著者李 嘉言是河南武陟人，早

年在河南开封国立河南大学预 科读书，建国后在开封

任国立河南大学教授、中文系 主任。因此，河南大学

将其这部李氏代表作收入“百年河大国学旧著新刊”丛书。 

新版《长江集新校》的责任编辑是《贾岛集校注》和《贾岛研究》（人文版）

的著者齐文榜。与上海古籍版《新校》相比，新版在内容上没有新增内容，仍沿

用旧版“前言、新校十卷、新校附集、附录、后记”五部分。  

新版《长江集新校》的出版，再次证明了贾岛诗作的影响力，同时也是后人

对李嘉言先生治学之功的肯定。 

贾岛新评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年 6 月版，精装 16 开，横版，268 页，印数

2000 册，唐淑荣、史长义主编。 

贾岛作为一名房山籍的文化名人，其“苦吟”诗在中国

诗歌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借用这一文化资源，2007 年，

房山区文联会同中华诗词学会、北京诗词学会开展了全

国性的征文活动，举办了贾岛诗歌学术研讨会。北京市

委常委、宣传部长蔡赴朝亲自到会，《中国文化报》、《文

艺报》、《光明日报》、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等 18 家媒体

对活动进行了宣传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极大

反响。 

此次编辑出版的便是研讨会产生的重要学术成果——文化学专著《贾岛新

评》。书前附有研讨会活动照片、四川安岳县的贾岛墓遗迹照片、历年各种版本

的贾岛诗集及有关贾岛的研究专著的封面照片，主要收录了贾岛诗歌学术研讨

会上的获奖论文 32 篇和新创作的吟诵贾岛的古诗词 55 首，计 32 万字。学界认

为这部书汇集了贾岛研究的最新成果，是新世纪以来有关贾岛研究的最有参考

性的学术专著。 

《诗囚•贾岛》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年 4 月版，小 32 开，横排简体，168 页，无印数，《唐

代大诗人故事集》编委会编著。 

本书为武汉大学“唐代大诗 人故事集”丛书之一。此

套丛书编选了“诗仙”李白、“诗圣” 杜甫、“诗王”白居易、“诗

鬼”李贺、“诗囚”贾岛、“诗骨”陈子 昂、“诗杰”王勃、“诗狂”

贺知章、“诗佛”王维、“诗豪”刘禹 锡十位唐代诗人的故事，

用浅显的叙述，介绍了诗人们的 生平事迹、文学成就、

性格爱好以及轶闻趣事，其目的 是“更真切地触摸到唐

诗的精神与意境，体会出诗歌的 美感来。鲜活的唐诗，

生动的故事，苦难的经历，能让 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

穿越大唐盛世，走向诗人们丰富 的内心世界，去感受诗

人们不一样的精神家园。” 

《诗囚•贾岛》全书 7 万字，共分三十章，就贾岛生平作了文学性介绍，使

读者对贾岛坎坷而孤苦的一生有了新的认识。与连环画《贾岛还俗》相比，此

书虽也有编著者的想象生发之处，但总观其行文结构，自有其成；情节典故，

亦有所依。这里不妨将全书三十章书目抄录如下，以便参考： 

第一章  少年壮志       第二章  崭露头角 

第三章  寄人篱下       第四章  寺院苦读 

第五章  初试牛刀       第六章  恒山走访   

第七章  碣石山人       第八章  四海云游 

第九章  途中感悟       第十章  长安奇遇 

第十一章  云游访友     第十二章  迁居洛阳 

第十三章  结交好友     第十四章  还俗应举 

第十五章  榜上无名     第十六章  广交朋友 

第十七章  张籍收徒     第十八章  误撞大尹 

第十九章  张籍患病     第二十章  哭别孟郊 

第二十一章  姚合中举   第二十二章  雪晴晚望 

第二十三章  佛骨风波   第二十四章  湖山书院 

第二十五章  成亲定居   第二十六章  重返长安 

第二十七章  干谒行卷   第二十八章  科举风波 

第二十九章  怒讽裴度   第三十章  长江主簿 

 

以上对近现代贾岛研究专著进行了粗浅的疏理，以纪念这位诗思奇僻的房

山“苦吟”诗人故世 1170 年。 

 

栗景鸿：区政协办公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