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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典诗歌的“诗化语言”，由一套典雅精致的词语系统和营造诗语的句法规则构成。
在诗歌词汇和诗歌句法两大要素中，句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典诗歌源远流长、浩如烟海，《中国古典诗歌句法流变史略》择其要者、述其大略，以诗经、
楚辞、古诗十九首、大小谢诗和杜甫五言近体诗为主要考察对象，分章阐述了先秦、两汉、六朝和唐
诗的句法面貌及其特色，并就古典诗歌句法研究史、古典诗歌句法描写方法、古典诗歌句法的总体进
程及句法变异之成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追溯和勾勒古典诗歌句法流变的轨迹，有助于从本体形式上把握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机制，深化我们
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认识。

《中国古典诗歌句法流变史略》的作者是孙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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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力平，1951年生，江西南昌人。
1987年江西大学汉语史专业硕士毕业，1999年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毕业。
1998年晋升为教授。
曾评为浙江省三育人先进个人、浙江省优秀教师等，2011年评为浙江省教学名师。
现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学术兼职有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
常务理事、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等。
独著、主编《杜诗句法艺术阐释》、《古代汉语语法研究论文索引》、《语言研究论丛》、《中国文
化要览》、《经典诗文讲解与诵读》等，并在《中国语言学报》、《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60余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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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秦少游欲效之，作一首曰：“猕猴镜里三身现，龙女珠中万象开。
争似此堂人散后，水光清泛月华来。
”终若不及也。
东坡曰：“善画者画意不画形，善诗者道意不道名。
”故其诗曰：“论画以形似，见比儿童邻。
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借如赋山中之境，居人清旷，不过称之深，称住山之久，称其闲逸，称其寂默，称其高远。
能道其意者，不直言其深，而意中见其深。
如文靓诗曰：“松阴行不尽，疏雨下无时。
世事几兴废，山中人未知。
”又不直言其住山之久，而意中见其久。
如贾岛诗目：“头发梳千下，休粮带病容。
养雏成大鹤，种子作高松。
白石通宵煮，寒泉尽日舂。
不曾离隐处，那得世人逢。
”又不直言其闲逸，而意中见其闲逸。
如王维诗曰：“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独自往，事胜心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语笑无还期。
”又不直言其寂默，而意中见其寂默。
如昼公诗曰：“月色静中见，泉声幽处闻。
影孤长不出，行道在深云。
”又不直言其高远，而意中见其高远。
如王维诗曰：“山中多法侣，禅诵自成群。
城郭遥相望，唯应见白云。
”（宋·释惠洪《石门洪觉范天厨禁脔》卷中） 律诗拘于声律，古诗拘于句语，以是词不能达。
夫谓之“行”者，达其词而已，如古文而有韵者耳。
自唐陈子昂一变江左之体，而歌行暴于世，作者辈能守其法，不失为文之旨，唯杜子美、李长吉。
今专指二人之词以为证。
夫谓之“歌”者，哀而不怨之词，有丰功盛德则歌之，诡异希奇之事则歌之，其词与古诗无以异，但
无铺叙之语，奔骤之气。
其遣语也，舒徐而不迫，峻特而愈工，吟讽之而味有余，追绎之而情不尽。
叙端发词，许为雄夸跌荡之语，及其终也，许置讽刺伤悼之意。
此大凡如此尔。
“行”者词之遣无所留碍，如云行水流，曲折溶曳，而不为声律语句所拘。
但于古诗句法中得增辞语耳。
如李贺《将进酒》、《致酒行》、《南山田中行》，杜甫《丽人行》、《贫交行》、《兵车行》。
（宋·释惠洪《石门洪觉范天厨禁脔》卷中） 破律琢句法。
“仰看晓月挂木末，天风吹衣毛骨寒。
长江吞空万山立，白鸟一点微波间。
平生扰扰行役苦，譬如磨蚁相循环。
”此六句乃七言琢句法也。
“仰看晓月挂木末，天风吹衣毛骨寒。
”此对十四字，而上下两字平侧皆隔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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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句法健特。
“晓月挂木末”五字是侧，而“看”字是平。
“天风吹衣寒”五字是平，而“骨”字是侧。
如“华裙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臂摇玲珑。
”此对十四字，而四字是侧。
然二字侧以衬出五字平，则文雄劲。
凡律诗亦有四字平侧者：“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然皆照映相间，读之妥贴，非如古诗侧三字四字连杀，平亦如之也。
“除风吹黄沙，日暮水光在。
孤鸿翻云影，哀猿声一再。
关河断音书，客字隔岭海。
”此六句，乃五言琢句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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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典诗歌句法流变史略》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追溯和勾勒古典诗歌句法流变的轨迹，有助于从本体形式上把握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机制，深化我们
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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