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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精选北大老中青三代15位著名学者的论诗文章，对国内古诗研究有较大参考价值。
     本书辑录北大学者对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的多篇论文，包括在诗歌理论及诗人作品研究等多方面的进
展与成果，体现了对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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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考察一种诗体的产生，首先应着眼于其基本节奏的形成。
在七言产生之前，四言和骚体这两种诗体都是从散文句中提炼出主导的基本节奏音组。
四言以二、二节奏为主，统率了许多不能变成四字句的散句，所以杂有三言、五言、六言、七言乃至
字数更多的诗句。
楚辞也是同样，以三x二、三x三、二x二这三种基本节奏音组为主导，使各种散文句式得以诗化（x指
以《离骚》为代表的骚体句中的虚字句腰，这三种节奏和以《九歌》为代表的骚体句的三兮二、三兮
三、二兮二节奏相同）。
这两种诗体的各句字数以及意义词组的顿逗和诵读节奏不一定一致，但可以被统一在基本节奏音组之
中。
而七言、五言与四言和骚体不同，其意义词组的顿逗和诵读节奏基本上是一致的，不一致的情况只是
例外。
几乎不存在以主导的基本节奏音组统率其他字数不同的散句问题。
由于每句字数相同，节奏的形成在于基本句式自身词组的组合，以及句与句之间的连贯。
因此，五言体的生成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寻找节奏感的过程②。
七言也同样有这个过程，但与五言体的生成途径又有所不同。
　　七言的基本节奏是前四后三，这一点已经毋庸论证。
但是这四、三节奏是如何形成的？
却罕见学界论及③。
在七言体产生之前，七言句已经大量存在于先秦两汉的诗歌和各种韵文中间。
因此考察这些七言句如何形成四三节奏，便成为研究七言体生成原理的必要前提。
晋人挚虞在《文章流别论》里说：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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