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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基本知识

王宜早

诗词的春天

诗词是我国文学园地的一朵奇葩。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几千

年前，孔子就高度重视诗教，他的名言为许多人所熟记：“不学诗，

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几千年来，中华诗词作为中国文学艺术的主流形式之一，对国人性

情的陶冶和素质的培养，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随着中国诗学的发展和

诗歌创作的繁荣，诗经、楚辞、乐府民歌、唐诗、宋词、元曲等光辉夺目

的文学作品，以其博大精美、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成为世界文学宝

库中的瑰宝；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努险刚涛划股刚划委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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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世界各国都有诗歌。但是中国的传统诗词有着独特的

艺术特征。过去有一段时间，白话诗兴起，传统诗词受到冷落。现在

已经有很多人不懂诗词，不会做诗词了。但是，随着我国现代化建

设的迅猛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这其

中就包含诗词。人们在学习古典诗词的同时，纷纷运用传统的诗词

形式来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情感。特别是近年来，诗词组

织遍布全国各个省市地县和工厂学校，出版了多得难以统计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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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刊物、诗词集，举办诗词研究和创作活动。有人甚至说，不懂诗

词，就是不懂中国文化。这话虽然有些偏颇，但说明了人们对于诗

词的高度重视。在世界的文化交流中，诗词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张文

化名片。

作为南京诗词学会的一名成员，我十分乐意在各种场合讲讲

诗词，讲讲诗词的学习、诗词的欣s、诗词的创作，讲讲诗词的格

律，讲讲自己创作诗词的体会。

新体诗和旧体诗

许多人习2于把诗歌分为“新诗”和“旧诗”两大类，把白话诗、

自由诗叫做新诗，而把古典诗词、传统格律诗叫做旧诗。其实，这样

区分是不科学的，是仅仅从形式上看问题。所谓“新”、“旧”，是个历

史概念、时代概念，判断新旧的主要依据是诗的内容。时代发展了，

现代人作的诗，表现的是现代人的生活、思想、情感，内容上明显不

同于古人，应该称之为“新诗”，而不应该称之为“旧诗”。即使他使

用了“五绝”、“七律”、“菩萨蛮”、“越调·天净沙”等传统形式，也不

应该称为“旧诗”。

1957 年毛泽东给《诗刊》杂志的主编臧克家写了《关于诗的一

封信》,其中除了表示同意《诗刊》发表他多年创作的旧体诗词 18首

外，还写了如下一段话：

“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

中提倡，因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这里就是以“新诗”与“旧诗”对举，以“旧诗”指格律诗词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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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样的说法，毛泽东、朱德、董必武、陈毅等人的诗词作品都得称

为“旧诗”，这显然不合适。他们的诗词作品，明明是“新诗”@，怎么

称为“旧诗”呢？当然我们承认，许多诗词情绪对立，水火不容，但它

们都是我们这个新的时代的产物。新时代的诗都是“新诗”。其中包

含“新体诗”和“旧体诗”。这里的“新体”、“旧体”是文体概念、形式

概念。这样划分，比较符合实际，而且可以避免歧义和误解。

后来，毛泽东改变了说法，采取了“新体诗”、“旧体诗”的概念。

据臧克家的著作《毛泽东和诗》，毛泽东还说了另一段话：

“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而……中

年人也喜)。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

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

可以兴观群怨@，怨而不伤，温柔敦厚@……”

这里说的“旧体诗词”，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诗词”。

旧体诗词的形式特征

旧体诗词的形式特征，在于它的格律。这是诗词的音乐性的体现。

诗词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美的语言艺术。在古代，“诗、乐、舞”

就是三位一体的，语言、音乐、舞O以相同的节p结合在一起。后来

三种艺术各自独立发展。用汉字记录下来的诗、词、曲作品，保留了

原来的形式特征，这就是：整齐稳定的声律、韵律、节律。

诗词格律是一种累积起来的比较稳定的形式。不论是比较整

齐的格律诗，还是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诗、古体诗，还是句子

长短参差不齐的词和曲，都有相对稳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已经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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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的思维特征、审美特征融为一体。诗人熟:地运用这些形式

来表意抒情，就像飞鸟展开了翅膀。当然，这种形式对内容的表达也

起着限制、约束的作用；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相当于枷锁和镣铐。

其实，那一种艺术的严密程式不是这样呢？如果没有严密的程

式，还会有芭蕾舞吗？还会有京剧吗？砍1翅膀的鸟儿，永远上不了

H天。诗词格律既不是可以脱离内容而独立存在的纯粹形式，也不

是必须砸碎的枷锁和镣铐。

毛泽东说旧体诗词“一万年也打不倒”。旧体诗词的所谓“体”，

只是一种文学样式，就譬如一种工具，本来不存在什么“打得倒”

“打不倒”的问题。不过近百年来，在中国社会变动的大潮中，先进

分子出于强国的愿望，反帝反封建，要打倒封建制度。出于这样的

愿望，他们提倡白话文，打倒文言文；提倡拉丁文，打倒汉字；提倡

新诗，打倒旧诗，打倒旧体诗词。历史经验要好好总结，时代发展中

的问题，必须在时代发展中解决。

旧体诗词，虽然它的“体”只是一种文学样式，但是有它的特殊

性。正如毛泽东所说：“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

特性和风尚”。

我曾经采访过一些喜)写作旧体诗词的人：“既然旧体诗词在

‘体’上有许多限制，你为什么还是喜)它呢？”他们回答说：“喜)

它的‘味儿’。”这里所说的“味儿”值得我们好好地品味品味。

这种“味儿”，是我们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层感悟。就像人对

于母亲,那种自然而然、无法割断的亲情，什么语言也不足以表达的

感受。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听到家乡话，读到诗词，就感到特别亲

切。这种心灵上的感应，是“天性”，是我们民族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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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味儿”还在于诗词自身的品质。诗词是在汉字、汉语的基

础上熔铸成的精美的语言艺术。它的节p感，它的音乐性，它的独

特而高妙的表达技巧，最适合于我们的民族，最能细腻地传达我们

内心的各种感受。

这样的艺术形式，谁能够打倒它？这样的艺术形式，又能不断

发展，与时d进，当然是“一万年也打不倒”了。

格律要素

诗词格律是前人在长期的诗词创作过程中逐步总结出来的。

当然，它也要与时d进，要改革，要发展。但是，鉴于许多人已经不

熟悉了，所以现在特别需要普及诗词格律。

所谓诗词格律，它的要素主要是三个：声律、韵律、节律。

声律就是使诗歌读起来音调和谐的规律。秦汉以前，人们根据

自然的语言去追求音调和谐。到了南朝齐梁之际，音律的研究取得

了突飞猛进的成就。以沈约、谢 为代表的提携诗人，发现了汉字

的“四声”：平、上、去、入，我们称之为“古四声”（普通话的四声：阴

平、阳平、上声、去声，称为“今四声”）。不同的汉字有不同的声调，

分为平声、仄声两大类。他们把这个发现自觉地运用到诗歌创作中

去，极大地推动了诗体的发展，诞生了近体诗———就是我们所说的

“格律诗”。规定一首诗的句数，出现了五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律

诗、七言绝句。规定每句诗的节p点上的字，必须平仄相间。相邻两

句诗节p点上的字，其平、仄或者相同，或者相对，于是出现了粘、

对的规律。律诗还有对偶的规律，全诗的结构还有起承转合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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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等等。在这些规则中，四声的规则是主要的基础。

韵律就是一首诗押韵的规律。“押韵”也可以写作“叶韵”。这说

明，韵律是使韵协调的规定。简单地说，“韵脚”的字，就是二四六八

双数诗句的最后一个字，要有共同的韵母，属于同一个韵部。律诗

的押韵要求一韵到底，但歌行体诗、词、曲都有换韵和兼韵的规定。

有的诗只能押平声韵，有的诗只能押仄声韵。这种情况在词谱中很

多，要特别注意。曲对韵的要求比较宽，有的可以平、仄通押。韵部是

对汉字的音韵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所做出的分类。人们把韵母相同

的字归在一起，按照韵部加以编排，就成了所谓韵书。韵书是供写诗

的人参考的，不熟悉的人可以随时翻检。优秀诗篇都押韵，读起来铿

锵悦耳，节p感特别强烈，所谓“金声玉振”，十分优美。具体的诗体

还有具体的押韵规定。不押韵的诗，是白话诗诞生以后的事儿，在传

统诗词当中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诗韵，叫《平水韵》。

明末清初多才多艺的文学家、与南京关系非常密切的李渔（字笠翁）

曾经编了一部《笠翁对韵》，流传很广，就是根据“平水韵”编的。

节律，是诗词的节p规律。由于汉字和汉语的适应性，诗词的

节拍，可以用汉字的字数来表示：通常 2字为一拍。四言诗的节拍：

2—2。五言诗的节拍：2—2—1；2—1—2。七言诗的节拍：2—2—2—

1；2—2—1—2。词曲是长短句，节拍变化的情况多一些，例如：3—

2—4（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1—4（怕秋光六朝）；1—4、4、4、4（望

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1—3、3、3（甚霎儿晴，

霎儿雨，霎儿风）,等等。但多数词句的基本节拍，仍然是以 2字为一

拍。诗词的节律不仅是指节拍、字数，还涉及到字词、词语的选择，

词性、色彩等因素的搭配，这些在对偶的句子中往往有特别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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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节律，对于诗很重要，对于词、曲更重要。词、曲的文字都是要配

合乐曲歌唱的，而前人创造的词牌曲牌很多，为了给填词作曲的人

提供方便，学者们就编出许多《词谱》、《曲谱》，也就是把相同曲牌

的作品摆在一起，归纳出它的节律，谓之《谱》，后人据此进行创作。

所谓“填词”就是往既定的框框里“填充”汉字。有些人只知道凑字

数，凑句数，忽略了歌唱的要求，那么填出来的词，往往不合格律，

读起来就会疙里疙瘩，不流畅，没有节p感。

讲究诗词节律，最重要的是全篇的节p，一篇作品形象发展变

化、情绪起伏转接所形成的旋律。这个旋律，是诗词的音乐性和文

学性相结合、相统一的旋律。

诗词的本质是文学

诗词是文学性和音乐性相结合、相统一的产物。诗词的格律是

由它的音乐性决定的。诗词的本质是文学。诗词创作必须遵循文学

创作的规律。我以为要特别强调形象性。要讲究形象，讲究意境，讲

究意象。

我们现在有些诗词作品只讲格律，不讲文学。有些诗词写得像

是社论，把口号或者理论概念堆积在诗词的形式里边，像是“压缩

饼干”。有的诗词写得像是临摹，景物、情绪都只是在模仿古人，动

不动就“凄凄惨惨戚戚”，就“小桥流水人家”，不像现代的人。还有

些诗词对现代社会生活缺乏新鲜的深刻的感受，浮在生活的表面，

一写发展就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那一套。

我们讲诗词要讲究形象，并不是说必须描写风景。举个例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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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一：“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一首出色的脍炙人口的

政治诗。它是不是不讲形象呢？不，它运用了一系列具有壮伟特征

的主观意象，“九州”、“风雷”、“万马齐喑”、“天公抖擞”，不论是对

社会现实的概括，还是对作者理想的提炼，都摆脱了纯粹抽象的概

念和理论逻辑；其深刻的寓意和磅礴的气势，醒人耳目，感人肺腑，

启人深思。

我们强调诗词要讲究形象，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希望大家深

入社会，体验生活，感受时代的脉搏。几千年稳定的农业社会，可以

说所有事物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而今天，不论城市还

是乡村，都不是以前的面貌了。新在何处？如何表现？我们现有的

旧体诗词当中，写得非常到位、非常真实、非常深刻的，有多少？

还有，如何把旧体诗词写得自然流畅、通俗明白，如何把新的词

汇、新的语言放到传统的形式里边去，这些也是需要研究探索的。

我们面临的使命，是熟:运用传统的诗词形式，来表现新的时

代，新的生活，新的情感，给旧体诗词充实新的活力。

（本稿由南京市社科联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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