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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勤杜晓勤:: 从体格律研究盛唐文学从体格律研究盛唐文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吴莹吴莹

杜晓勤，江苏如皋人，1967 年
生。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
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
师，兼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中
国古典学》集刊主编。先后出版《齐
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六朝声
律与唐诗体格》《唐代文学的文化视
野》等专著10余部，在海内外学术期
刊发表论文90余篇。曾获“北京大学最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暨‘十佳教
师’慈竹奖”“北京市教育创新标兵”“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
等奖”等荣誉，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人物简介
从本体研究到初盛唐诗歌，从鉴

赏学到柳宗元、杜甫，从六朝诗歌的
体格律到唐代诗歌体格律的形成，再
及域外汉学，杜晓勤的学术研究格局
一路走来，徐徐展开，成为国内外较
有权威的重要学者。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学楼里见
到系主任杜晓勤，他带着我们边走边
聊，经过了“新华字典之父”、曾任北
京大学副校长、中文系主任的魏建功
（如皋籍）塑像前，两代致力于汉语文
字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南通人，在未名
湖畔的燕园交会。

受父影响，痴迷阅读，作文
出类拔萃

1967年，杜晓勤出生于如皋城
南郊的大明乡王巷村。他的父亲是
生产队砖瓦厂厂长兼采购。他的记
忆里，一年365天，父亲能有几十天
在家就不错了，其余时间都在全国各
地跑，采购烧窑的燃料。

杜晓勤六岁那年，跟着当时常驻
南京的父亲去南京住了一个月。上
了从前只能在墙上年画里看到的南
京长江大桥，还去了玄武湖公园、雨
花台、中山陵……他说自己“不一样
了，回来给大家讲南京见闻，秀爸爸
给他买的小皮鞋、小手表、小收音
机”，至今他都认为自己眼界的打开，
以及后来考大学、不断深造发展，或
许就跟六岁那年走出小村庄看到了
外面的世界有关。

“1974起，每次父亲回家，不见
他干农活，就坐在门口看线装书，《三
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西游
记》，带插图的，听他在那儿念。”正
是受父亲的影响，无形之中培养了杜
晓勤的古典文学修养基础，从小学三
年级开始，他就能连看带蒙，阅读繁
体字版的书籍。

从小学到初中，语文成绩都特别
好，作文出类拔萃，无论寒暑，杜晓勤
都躲在家里点着煤油灯，沉迷阅读。
《暴风骤雨》《林海雪原》《艳阳天》《万
山红遍》《小兵闯大山》《吕梁英雄
传》……“白天自己读，晚上给左右邻
居们讲，故事情节倒背如流。”杜晓勤
的家住在河边，南北通透的风吹过，
乡邻们听书一般，兴致盎然。

讲故事的能力，也就是那时候练
出来的。四年级时，他就能写千字美
文，每次老师都拿着他的范文在年级
每个班读一遍。初中毕业前夕，有机
会可以考如皋师范。老师对杜晓勤
的父亲说，你们家杜晓勤，如果上了
中师就可惜了，要让他上高中、考大
学的中文系，他以后可能会当作家。

高三下学期，扬州师范学院来南
通招中文系本科生。班主任动员杜
晓勤去南通参考，“老师说，反正离高
考还远着呢，就当练兵。”通过笔试、
面试，不到一个星期就发榜，五月底，
杜晓勤考上了大学。“我问老师，这样
我还能不能参加高考了，老师说不能

了！我本来可是想考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的！”因为这个遗憾，从进大学
始，杜晓勤就一心要考研究生，并与
他中学时要好的同学共同立下志向：
30岁当讲师，40岁当教授。

错位发展，转向评论，大学
成果丰硕

大学本科班的女同学们文学创
作热情高涨，杜晓勤想，论煽情、论文
辞优美、论意境清新，我比不过她们，
那就打一个交叉错位，她们去当诗
人、当作家，我来当文学评论家。他
跟同学成立了图南文学社，致力于文
学研究。他所写的批判朦胧诗的《热
闹否、寂寞否——当代诗坛热闹现象
之我见》评论，在校园里影响颇大。

大学二年级，古代文学老师徐应
佩的唐代文学课上，讲到了李白的
《峨眉山月歌》，其中“思君不见下渝
州”，这个“君”自古以来有多种不同
说法，有人说这个君指的是人，有人
说指的是月亮，到底为何？

杜晓勤本就喜欢李白，将李白的
传记、年谱都找来研究。同时从《中
国历史地图册》入手，分析李白诗歌
里出现的“峨眉山”“平江”“三峡”“渝
州”等地名和水程，并通过月相的变
化，认为首句“半轮”是月，“不见”者
亦当为月，因为此时是晦日，李白夜
间出发时不可能见月。最终得出结
论：这“君”不是指人，而是指月——
诗人月寄相思。再上课时，杜晓勤在
黑板上边画图边讲解他的研究思路，
徐老师听完鼓起掌：“你讲得太好了，
回去后将这四条理由一条条写下来，
就是一篇好文章。”文章写成，徐老师
先修改一遍，再让他誊抄投稿。终于
有专业老师可以指导研究、写作，杜
晓勤很激动。

接下来，大学生论文周来临，徐
老师鼓励他参加，并愿意继续指导
他。“我看许多古代作品选，对于诗歌
主旨的古今说法大多不一样，到底哪
个才是作者的原意呢？”经与徐老师
商量，杜晓勤决定专门研究作品主题
解说的多义问题。

结合徐老师的鉴赏学理论，以鉴
赏的主客体性来分析问题，将作品主

题多义性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杜晓勤
写了一篇《关于古典诗词解说多义问
题的理解和处理》，获得了比赛的一
等奖第一名。

那时，杜晓勤常去徐老师家里谈
论文，并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研究
柳宗元。大学三年级，他在《中国青
年报》上看到一篇《美不自美，因人而
彰》的美学短文。这不是柳宗元说的
话吗？“文章作者将柳宗元的美学思
想理解成美的主观说。其实，柳宗元
关于美的本质是客观说，美是客观存
在的，因为人的发现和欣赏，才彰显
和弘扬了美的价值，此即所谓‘彰’。”

当晚，他就到学校小卖部买了三
根蜡烛，挑灯夜战。以柳宗元的山水
审美观入手，从晚上10点写到第二天
早上5点半，9000多字，一气呵成。
果然，徐老师一读就击节称赏，一字未
改，直接推荐到《南通师专学报》发表。

之后，杜晓勤又从唐代诗人李益
的《从军北征》着手，考证其中“天山雪
后海风寒”一句，到底写的是什么山、什
么海？他根据地理、季节，以及李益的
行军路线，从三方面论证——天山指
的是祁连山，海风指的是青海湖。《“天
山”“海风”考释》一文，也顺利发表。

就在大学三年级时，杜晓勤已在
全国公开发行的刊物上正式发表了
三篇文章，在校名声大噪，更奠定了
他此后研究唐代文学的方向。

一生钟情，盛唐文学，学者
华丽转身

选择陕西师范大学，认定报考的
研究生导师——唐代学会常务副会
长、秘书长霍松林先生后，杜晓勤在
周建忠、姜光斗、尚永亮三位老师的
联名推荐下，成功到了向往已久的中
国唐代文学学会所在地——西安进
一步深造。在考取研究生后，大学四
年级下学期，杜晓勤就已在徐应佩老
师“入门须正，立志要高，要成大学
者，得研究大作家”的指导下，开启了
研究唐代最盛名诗人杜甫之路。

研究生一年级，杜晓勤写了一篇
近两万字的《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
题考论》，第二年发表于古代文学最
高刊物《文学遗产》。研究生学位论

文，他又从杜甫的文化形态结构入
手，全面阐述，成为陕西师范大学唯
一提前一年毕业的文科应届硕士生。

看他在杜甫研究上热情高涨，导
师霍松林老师和杨恩成老师鼓励杜
晓勤报考当时国内研究杜甫的最顶
尖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导师陈贻焮先生。最终，他以优异的
成绩考上了陈贻焮先生的博士生。

1992年9月，杜晓勤进入北大攻
读博士学位。陈先生首先给了他一
个下马威：“我知道你会写文章，但现
在起你不要再想写文章的事了，给我
埋头读书，从曹操到李后主，左文右
史，左边是作家的集子，右边是相关
的史书，全部读一遍。每个月给我交
一次读书札记。”

“是陈先生重新给我打基础，从
前我的许多理论文章都靠‘套’西方
理论和新方法，没有扎扎实实深耕一
块学术领地。”杜晓勤感叹恩师栽培，

“只有基础打好了，再对某几个重大
问题开始系统研究，才可能建立自己
的学术王国。”

地基夯实，大厦终起。杜晓勤开
始思考，为什么会形成盛唐诗歌艺术
高峰？盛唐人批判六朝诗风和齐梁
诗风，但盛唐诗歌又从齐梁诗歌发展
而来，那它是如何从蛹化蝶的？于
是，他将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定为
《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

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涉及近体
诗的形成问题——即近体诗的格
律。从七月份开始，杜晓勤把从前读
的那些相关诗歌一首一首地标注四
声、平仄，然后对其诗律进行统计，

“七大本笔记，通过这些数据和表格，
发现了很多问题和错误，并且我还知
道了其中的原因，这些作品为什么会
有这样的诗律特征、从齐梁到盛唐，
诗律是如何发展及飞跃的。”最终，论
文获得答辩委员们的一致好评。

而结合体格律，将原来的汉语诗
律学、中古音韵学与古典诗学打通，
整体研究，也成为杜晓勤后来独具特
色的研究方向。

博士毕业次年，《齐梁诗歌向盛
唐诗歌的嬗变》就在台湾出版了繁体
本，2009年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
了简体修订本。十年后，杜晓勤又出
版了《六朝声律到唐诗体格》，获得教
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去
年，他的新著《唐代文学的文化视野》
更获得了北京市社科成果一等奖。

“后来我又自己做数据库、软件
开发，学编程，涉及好几个领域。我
不但研究是什么（文学史现象），还研
究为什么（现象成因），自然而然就形
成一个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体系。”

盛唐，不再是古人言过一万遍的
梦一般的盛唐，而是百炼钢才化为绕
指柔的杜晓勤的盛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