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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在我们多年从事大学生文化素质课教学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我们的编写思路不是以习见的作家、时代、体裁或主题等为线索，而是紧扣中国诗歌特点，谈论
涉及诗歌观念、构成要素、表现艺术、诗学常识、阅读态度的诸多话题，如&ldquo;诗与画&rdquo;
、&ldquo;诗与乐&rdquo;、&ldquo;意象&rdquo;、&ldquo;意境&rdquo;、&ldquo;神韵&rdquo;、&ldquo;
博喻与通感&rdquo;、&ldquo;古典与今典&rdquo;等，以期使学生、读者得到关于中国诗歌的系统、鲜
明的印象，体会、感悟中国诗歌的独特魅力，激活诗兴。
因此，全书以一讲为一话题，每讲简要介绍相关知识，如&ldquo;比兴&rdquo;、&ldquo;意象&rdquo;
、&ldquo;平淡&rdquo;等，再选择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结合该话题作精要讲解或提示，启发学生领悟
该问题。
每讲均提供阅读材料供教师指导阅读，供学生或自学者延伸阅读；以思考题的形式引导讨论或供自学
者整理思路。
　　本书编写分工如下：　　引言：谢谦　　第一讲：谢谦、王红　　第二、三、四、九、十三、十
六、十七讲：王红　　第五、八、十二、十八、二十一讲：谢谦　　第六、十一、十五讲：陈莹　　
第七讲：杨俭虹　　第十讲：刘娴　　第十四、十九讲：梁洁　　第二十讲：杨俭虹、王红　　全书
由王红统稿。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鼎力支持。
在编写过程中，该社徐挥先生等给予了许多具体的指点、帮助，责任编辑杨丹女士更为此书付出了辛
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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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诗歌在表达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方面有无可比拟的优长。
《中国诗歌艺术》立足于中国诗歌传统，融会从《诗经》到现代的中国各类型、各体诗作，并以西方
诗歌为参照系，深入浅出地谈论中国诗歌艺术的诸多话题，内容涉及诗歌观念、中国诗的构成要素、
诗歌与相邻艺术的关系、诗的表现艺术、诗学常识、阅读态度等。
每一话题均提供阅读篇目与思考题。
各部分相对独立又彼此照应，结构精致独特，适宜课堂教学；行文活泼雅洁，重启发，信息量大，可
读性强。
《中国诗歌艺术》既可供大专院校的文化素质课教学使用，又为当代大学生及诗歌爱好者提供了一个
简洁精当的诗歌艺术读本。
　　《中国诗歌艺术》配有多媒体教学辅助软件，使用方法参见书后所附教学支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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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语言、节奏与格律　　无论对诗歌如何定义，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这是无可争议的。
因此，阅读欣赏诗歌，首先就应熟悉诗人所运用的语言，对词语的音调、色彩、修辞以及联想效果有
一种敏感，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语感。
而这种语感，又必须在一定的语境中含英咀华、潜移默化而来。
也许你掌握了上万单词，能阅读翻译英文原典，但读英文诗歌，哪怕是一首意义明朗的小诗，也不一
定能读出诗的感觉。
原因很简单：你缺乏语感，对原文的词采、声音及其联想效果没有感觉。
而这些恰恰是诗歌语言的&ldquo;神韵&rdquo;，一经翻译便丧失泰半。
所以，有人认为，诗歌是不能翻译的。
诗人何其芳曾谈到他读莎士比亚、雪莱、拜伦原文的感受，说翻译过来的英文诗如同走了气的葡萄酒
。
其实，岂止外国语，我们今人读古典诗词，也常苦于找不到感觉。
因为，古代诗人多采用文言写作，而文言是一种精致典雅的书面语言，需长期浸润其中方能领悟其遣
词造句之妙与声调抑扬之美。
也就是说，必须首先培养一种语感，才可能欣赏古典诗词。
而我们为应试而学习的文言，注重的是解读词语，忽略的正是语感。
而古典诗词的节奏韵律之美与修辞之妙，非具有这种相应的语感不能体会。
相反，我们读中国当代诗歌，就很容易产生共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熟悉诗人所运用的语
言。
　　但是，诗歌语言又不等同于日常语言，也与小说、散文等文体的语言有别。
它是一种特殊的艺术语言。
特殊在什么地方，却很不容易回答。
，古今中外的诗学家曾经概括出诗歌语言的特点，如抒情性、形象性、音乐性等等。
一般而言，这没错。
关键问题是，古今诗歌的语言风格千姿百态，我们很难归纳出古今通用的标准。
如果说它是抒情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并不抒情的反证；如果说它是形象的，我们也可以举出很多并
不形象的反证；如果说它富有音乐性，我们又可以举出很多并不富有音乐性的反证。
诗学家的概括，其实也是不得已而勉力为之，稍加追问，便不能自圆其说。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诗歌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一种非同寻常叙事的艺术语言，即使是民
歌或现代口语化的自由诗，也与日常口语有相当的距离。
近代黄遵宪倡导&ldquo;诗界革命&rdquo;，主张。
我手写我口&rdquo;，现代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学，主张&ldquo;言文一致&rdquo;，但读他们的诗作，
就很容易发现，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诗人写诗如同说话，何用诗为？
事实上，古今诗人总是在苦心孤诣地寻找、试验或创造着风格独特的语言，一种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
活的艺术语言。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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