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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品》：诗人的上
品、中品和下品

写诗的人如今比比皆是，几乎每个文学群
里，都能见到人们竞相展示自己的诗作。古体
诗、现代诗，押韵诗、不押韵诗，像诗的诗、不像诗
的诗，铺天盖地，狂轰乱炸。但你能说人家写得
不好吗？不能，谁说不好，就跟谁急。在一次研
讨会上，我曾委婉地向一位诗人提了一点建议，
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理我了。

所以，我很佩服南朝的钟嵘。在《诗品》一书
中，他大胆地将诗人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上品”，
即优秀诗人；第二类为“中品”，代表一般诗人；第
三类则为“下品”，意指劣质诗人。谁爱高兴不高
兴，他就这么定了。

有趣的是，尽管钟嵘的《诗品》也曾遭受非
议，却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
与《文心雕龙》一同被后世学者誉为文论史上的

“双璧”。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曾称
赞《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诗品》则“思深而
意远”。

钟嵘，字仲伟，颍川郡长社县（今河南省长葛
市）人，兄弟三个，都聪慧好学。南朝齐、梁时，钟
嵘曾担任县令、参军等官职。后来，因撰写《瑞室
颂》而受到会稽太守王元简的赏识，被提拔为宁
朔记室，相当于今天的办公室主任。

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 年）后，钟嵘受到汉
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启发，灵感涌现，开始
着手撰写《诗品》。

《诗品》共 3卷，选择自汉代至南梁的 122位五
言诗人。或一人一则，或数家合一则。一人一则
者，多为大家名家或诗风特异之人；数家合一者，
多为诗风相近。

在此，有几个关键词需要说明：
首先，《诗品》所选择和评论的 122位诗人，均

为汉代至南朝梁时期的作者。换句话说，春秋时
期的《诗经》以及战国时期的诗作，都不在评述
之列。

其次，《诗品》所评述的，均为五言古诗。因
为《诗经》以四言体为主，且被奉为儒家经典。而
五言古诗，是汉、魏时期形成的一种新诗体，它不
拘泥于格律、长短和平仄，用韵也相当自由。因
此，五言古诗迅速崛起，取代了四言诗的地位，成
为当时主流的诗歌形式。虽然律诗也起源于南
朝，但兴盛于盛唐。在钟嵘所处的时代，严格押
韵、平仄、对仗的律诗还属凤毛麟角。

在《诗品》中，被列为“上品”的诗人有 12 位，
如李陵、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等，他
们均名副其实。而被列为“中品”的诗人有 39位，
包括秦嘉、曹丕、嵇康、陶渊明等。其中，很多人
认为陶渊明应归为“上品”，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至于被列为“下品”的 72位诗人，如
班固、郦炎等，在此不再赘述。

外甥女初涉职场心中迷惘：
为啥我每天都感觉特别忙，
实际上却没干成多少事情？
阿福试以吃火锅为例解惑：
在家吃和在单位吃大不同！
在家吃火锅随时可以开始；
在单位吃需按规定走流程：
研究单位吃火锅的可行性，
完善单位吃火锅详细流程，
开展单位吃火锅风险评估，
制定单位吃火锅应急预案，

敲定单位吃火锅食材品类，
确定单位吃火锅参与人选，
筹备单位吃火锅动员大会，
拍摄单位吃火锅席间影像，
召开单位吃火锅表彰大会，
完成单位吃火锅满意调查。
生活就是这样：
官僚主义指挥人低效瞎忙
形式主义祸害人无效白忙
唯有彻底割除痼疾与顽瘴
才能高效干实事神清气爽

生活就像在单位吃火锅

本文的计较，专指计算比较之意。
计算比较什么？当然是得失与私利。
其实，“向事每计较”之人并不鲜见。此
类人似乎不通“用心计较般般错，退步
思量事事宽”的道理，见利必争，锱铢必
较，弄得心烦意乱，目赤口冷。

“斤斤计较”先生，乃计较的典型代
表，此君尖酸刻薄，整日划拉名为“利
益”的小算盘，噼里啪啦算个不停。而
他的邻居，则是位名叫“豁达大度”的仁
兄，整天笑眯眯的，好像世间利益纠葛
都跟他无关。

某日，“斤斤计较”家的鸡飞到了
“豁达大度”家的院子里，啄了一顿菜叶
吃。“斤斤计较”见状，火冒三丈，跳着脚
喊道：“哎呀我的妈呀，这鸡可是我家祖
传的‘金嗓子’鸡，必须吃我精心调配的
食儿！”说罢，非要“豁达大度”赔偿不
可。而“豁达大度”只是笑着摇了摇头，
从自家米缸里舀了一瓢米，递给“斤斤
计较”，说：“来，这是给你的‘金嗓子’鸡
补充营养的，邻里之间，何必如此计较？”

“斤斤计较”一听，脸色由红转白，再由
白转青，怒视“豁达大度”良久，两眼射出仇
恨之火。从此，两人老死不相往来。此事传
开后，人们无不讥讽“斤斤计较”小肚鸡肠，
而对“豁达大度”点赞不断。

“斤斤计较”先生无时不计较。平日里，
他对人们的每一句批评都耿耿于怀，无论谁

被表彰，他都计较是否公平。有一次
在食堂就餐，“斤斤计较”因为菜里比
别人少了一块肉，竟在众人面前大骂
分菜的师傅，让人尴尬至极。事后，他
还四处抱怨，说食堂歧视他，大家打压
他，日日骂骂咧咧，人人避之。

“豁达大度”则与“斤斤计较”截然
不同，面对个人得与失，他总是一笑置
之；对有些人的误解和批评，他也以平
和的心态去沟通和消解。有一次，“豁
达大度”的成果被“小算计”抢去，此君
非但没有计较，还主动向“小算计”表
示祝贺，并公开分享自己的经验。有
人不理解，问“豁达大度”：“你吃了大
亏，不觉得窝囊吗？”“豁达大度”哈哈
一笑：“木已成舟，计较无益。最后吃
大亏的，肯定不是我……”

事实证明，豁达大度者，人生顺风
顺水；斤斤计较者，道路越走越窄。

计较与不计较，就像是人生路上
的两条岔路，选择哪一条，往往决定了

你能走多远，看到多美的风景。那些整天斤
斤计较的人，如同背负沉重的“壳”，步履维
艰；而豁达大度的人，则如插上一双翅膀，可
以自由飞翔。

还是选择与豁达大度为伍吧，别让鸡毛
蒜皮，绊住前行的脚步。毕竟，人生苦短，何
必为了那些芝麻绿豆大的事儿，浪费宝贵的
时间和精力呢？不计较，少烦恼。

汉明帝谓东平王刘苍曰：“天下何事为
乐？”对曰：“为善最乐。”汉明帝的问题虽然
看似平常，但想对答得体并不容易。因为，
天下乐事，因人而异，各有各的乐趣，根本没
有统一的标准。比如有人以三伏天有空调、
WiFi和西瓜为乐事，还有人觉得升官发财才
是天底下最大的乐事。获得身体上的享受，
或者获得权力金钱，的确都是乐事，但这些
乐事均为获得者所独享，都不如“为善最乐”
的胸襟和格局大，因为做善事，既能让自己
快乐，也能让受助者开心，实现了独乐与众
乐的融合。

东平王刘苍“为善最乐”的对答，既显机
智又有格局。他的回答，何尝不是对汉明帝
的一种含蓄的劝谏呢？要知道，如果掌握最

高权力的皇帝认同“为善最乐”的话，那么黎
民百姓何其幸哉！

为善重施与，无条件地给予别人力所能
及的帮助，便是做善事。施与别人帮助的同
时，为善者也收获了心安与快乐，这便是为
善最好的报酬。事实上，为善者都是不求回
报的，所有善行义举，都是遵照本心自然而
然的。

为善使人心灵澄澈，无私心、少杂念，实
则也是一种养心。人的心灵不能靠物质涵
养，必须靠精神。所以，为善更是一种精神
追求，说到底是从扶助他人的角度来关照自
己，通过自己的善良举动获得自己良心上的
安定，怎能不快乐呢？

为善最乐
●高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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