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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经》是一个光辉的起点，从汉魏乐府，到唐宋以后的古近体诗，源远流长。
尤其是格律诗，以其优美而独特的古典韵律誉满全球，一些名篇名作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继承和发扬我国诗歌的优秀传统，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本书试图从实用的角度，为初学作诗者了解一些门径而作，因而重点在于阐述古典诗歌的基本原理
，为古近体诗的写作提供一些要点与技巧方面的知识，并对古近体诗创作中正反两方面的实例作对比
和分析。
我们认为，中国古典诗歌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在诗体、诗律、诗韵、诗法等几个方面，形成了明
显的特征。
就诗体来说，中国诗史上各种诗体是并行不悖、多头发展的。
中国古体诗歌的各种体裁基本上在唐代定型，唐代还最后完成了格律诗体的创造。
可以说，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了唐诗，技巧完全成熟了，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就诗律来说，古近体诗在字数、用韵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规律，尤其是格律诗，使诗歌充分地表现出它
的音律美，更适合于抒情。
这种体裁，严整地讲究声律，讲究平仄，讲究修辞，而又做到变化万端，这在世界诗歌发展史上也是
罕见的。
就诗韵来说，我国古典诗歌从《诗经》开始就是非常讲究韵律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作诗漫话>>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说　一  诗的特质　二　诗的流变　三　诗的阅读　四　诗的写作第二章　诗体　一  古体
诗　二　格律诗　三  变体诗第三章　诗律　一  字数　二  平仄　三　对仗　四  拗救第四章　诗韵　
一  诗韵常识　二　押韵规则第五章　诗法　一　语法　二　用典　三  炼字　四  修辞附录　　一　诗
韵举要　二　声律启蒙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作诗漫话>>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说　　一　诗的特质　　诗即诗歌，是文学是基本样式之一，是与散文、小说戏剧相
并列的重要的文学体裁。
《辞海》对诗歌的解释说：“文学的一大样式。
中国古代，称不合乐的为诗，合乐的为歌，现在一般统称为诗歌。
是最早产生的一种文学体裁。
它按照一定的音节、声调和韵律的要求，用凝练的语言，充沛的情感，丰富的想象，高度集中地表现
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
中国诗歌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
如《诗经》、《楚辞》、汉乐府以及历代诗人的作品⋯⋯一般分行排列，按有无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
，可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按语言有无格律，可分为格律诗、自由诗和歌谣诗；按是否押韵，可分为
有韵诗和无韵诗。
”从上面一段文字，我们可以概括出诗歌主要应该具有以下几种特征：　　1.形象性。
诗是用形象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的，而思想感情的表达也要通过形象来完成。
形象包括自然物象与人生事象。
《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这几句话非常简明地概括了诗中事物形象与作者思想感情的关系。
物是人类社会生活和自然景物，我即诗人的思想感情。
触物不免动情，览物所以抒情，写诗时，可以将主观的思想感情附托在客观的社会生活以及自然景物
上，这就是物与我的融合。
在诗人笔下，物我成为一体，物就像我一样，能够有生命，也有思想感情了。
　　2.抒情性。
中国古代有“诗言志”与“诗缘情”的传统，无论哪个方面，都是说要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的。
抒情诗的主人公往往是诗人自己，即使是叙事诗，表面上好像是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实际上，诗人
只是将事物推向前台，幕后操作者还是诗人自己。
无论是写景诗，还是叙事诗，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抒情成分。
因此，抒情性是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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