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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光潜全集：诗论（新编增订本）》新增文章近百篇，有些是原版失收的，有些则是从未公开
发表过的。
新增文章均依内容归入相关各卷，为保持著作的历史原貌，对文字内容尽量不作改动。
原书的译名不做统一处理，将在总索引中对不同译法的译名进行归并，以便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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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就大体说，发四声时所出的力有强弱，所得的音自有轻重之分。
读上入二声似比读平去二声较费力，所以较重，如《元和韵谱》及四声歌诀所指示的。
不过这还是臆测，各区域发音不同，同一声的轻重容易有出入，还待精细的测验去断定。
总之，四声虽似有轻重的分别，而轻重的比例仍是问题。
 高元谓四声为“在同一声（子音）韵（母音）中音长、音高、音势三种变化相乘之结果”。
就目前而论，这也许是四声的最妥当的定义。
不过这个定义对于诗音律研究有多大的价值，殊为问题，因为各声的音长、音高、音势都没有定量，
而且随时随地更动。
 四四声与中国诗的节奏 以上分析四声，都仅就独立的音来说，问题已够复杂。
在诗里音没有独立的，都与若干其他音合成一组而成句，四声的问题比较更复杂了。
 第一，在音组里每音的长短高低轻重都可以随文义语气而有伸缩。
意义着重时，声音自然随之而长而高而重，意义不着重时，声音也自然随之而短而低而轻。
同是一个字，在这一音组里读长读高或读重，在另一音组里读低读短或读轻，全看行文口气。
比如同是“子”字，在“子书”里比在“扇子”里；同是“又”字，在“他又来了”比在“他来了又
去了”，都读得较长较高较重。
在独立音上所推敲出来的长短、高低、轻重，在诗文里应用起来，可以完全变过。
 其次，除意义轻重影响以外，一音组中每音的长短、高低、轻重，有时受邻音的影响而微有伸缩。
这可分两层说：第一，两音相邻时由前一音滑入后一音，有顺有拗。
大约双声而叠韵的两音读来最顺口，由甲声转入性质不同的乙声（例如由唇音转喉音），由甲韵转入
性质不同的乙韵（例如由开口转撮口），则比较费力。
如“玉女”的“玉”与“玉山”的“玉”，“堂堂”的第一个“堂”与“堂庙”、“堂宇”的“堂”
，都略有分别。
第二，各国语言节奏大半有先抑后扬的倾向（英文iambic节奏最占势力，法文在顿上略扬，都可以为
证）。
中国语言中有许多叠音字，两字同声同韵，而长短、高低、轻重仍略有分别，例如“关关”、“凄凄
”、“萧萧”、“冉冉”、“荡荡”、“漠漠”之类都先抑后扬。
这两层分别虽然甚微，但对于节奏仍有若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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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朱先生从来不是一位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但是他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
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著名诗作酌那种新鲜、精辟的见解，一下子就抓住我们，大大开拓了我
们的眼界。
——荒芜在我过去的写作中，直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一《诗论》。
我在这里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
么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也作了探索分析。
——朱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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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诗论》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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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朱先生从来不是一位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但是他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
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著名诗作酌那种新鲜、精辟的见解，一下子就抓住我们，大大开拓了我
们的眼界。
 ——荒芜 在我过去的写作中，直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一《诗论》。
我在这里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
么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也作了探索分析。
 ——朱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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