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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诗词格律新讲》在写作上突出一个“新”字。
无论是在格律知识的表述上，还是在要点的选择上，以及编排的角度上，都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呈现给
读者。
同时，兼顾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在平仄、用韵等方面的区别，特别是新旧韵的关系和使用。
对一直以来颇有争议的不同观点，尽可能地加以交代，以利读者对诗词的发展和诗词格律知识有一个
全面的了解和掌握。
 
《诗词格律新讲》在诗词格律中的平仄格式、用韵、对仗、“一三五不论”、拗救以及唱和、诗词的
语言特色等方面都有作者的独到的体会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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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编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常识 第一章中国古典诗歌的起源与发展概说 第二章中国古典诗歌的
分类与格律诗的特点 第一节中国古典诗歌的分类 一、按诗的发展与格律划分 二、按句式划分 第二节
格律诗的特点 一、诗有定旬 二、句有定式 三、平仄有规 四、押韵有位 五、对仗有别 第二编诗的格律
入门 第一章格律的基本知识 第一节基本要素之一：句数和字数 第二节基本要素之二：平仄 一、平仄
与四声 二、平仄的使用 第三节基本要素之三：粘对 一、先说“对” 二、再说“粘” 三、失对与失粘 
第四节基本要素之四；用韵 一、格律诗用韵要求， 二、旧诗韵与新诗韵 三、《中华新韵》与平水韵
的区别与优势 四、旧韵与新韵的关系与使用 第五节基本要素之五：对仗 一、对仗的基本要求 二、对
仗的特殊要求 三、对仗的种类t 第二章格律诗的基本格律 第一节绝句 一、绝句的句数和字数 二、绝句
的平仄格式 三、绝句的粘对 四、绝句的用韵 五、绝句与对仗 第二节律诗 一、律诗的句数和字数 二、
律诗的平仄格式 三、律诗的粘对 四、律诗的用韵 五、律诗的对仗 第三节排律 一、排律的篇幅 二、排
律的平仄 三、排律的粘对 四、排律的用韵 五、排律的对仗 第四节格律的应用 第三章“一三五不论”
与拗救 第一节“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 一、格律诗平仄的非格律搭配 二、“一三五不论”的使
用原则和适用范围 三、关于“二四六分明” 第二节关于拗救 一、撕救的几种方法 二、拗救的变通 第
四章古体诗简介 第一节古绝 一、古绝与律绝的区别 二、古绝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古风 一、篇幅不限，
句数多少均可 二、句武不同，长短句可混用 三、不讲究平仄 四、不要求粘对 五、不限制对仗 六、用
韵自由 第三节乐府诗 一、早期的乐府民歌 二、以叙事为主的乐府诗 三、用乐府旧题的乐府诗 四、不
用乐府旧题的乐府诗 第三编词的格律入门 第一章词的基本知识 第一节词的特点 一、每调各有格式 二
、句式有长有短 三、平仄限制严格 四、押韵形式多样 第二节词的分类 一、按字数划分 二、按结构划
分 第三节词牌 一、词牌的形成 二、一词多格 三、一牌多名 第四节词谱 第二章词的基本格律 第一节
词的字数和句式 第二节词的平仄 一、固定的平仄格式 二、律句为主，拗句兼用 三、可平可仄的原则 
第三节词的用韵 一、关于词韵 二、五种押韵格式 三、特殊的押韵形态 四、词的限韵 第四节词的对仗 
一、位置不固定 二、平仄不严格 三、同字相对 四、同韵相对 五、一字领后面的对仗 第四编诗词的唱
和、选韵与语言特色 第一章诗词的唱和 第一节联句 第二节和诗与和韵 一、和诗 二、和韵 第三节追和
第四节赠酬 第五节自和诗 第二章诗词的择韵 第一节宽韵与窄韵 第二节韵的通押 一、诗韵的通押 二、
词韵的通押 第三节韵的感情色彩 第三章诗词的语言特色 第一节诗词语言之精练性 第二节诗词语言之
形象性 第三节诗词语言之准确性 第四节诗词语言之音乐性 一、诗词中的节奏来源于音节的交替组合 
二、诗词中的节奏来源于平仄的交替组合 附录 诗韵 词韵 常用词谱精选 笠翁对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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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反对 反对是对仗中的对句和出句在字数、词性、结构相同的基础上，字面和整句内容
都相反。
由于对句和出句相反，它们可以形成一种反差，一种对比，从而给人一种强烈的感受。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自嘲》句 鲁迅《自嘲》中的这一联是最具代表性的反对。
联中的“横眉”与“俯首”，“冷对”与“甘为”，“千夫指”与“孺子牛”都是反义词，它们互为
相对，构成了强烈、鲜明的对比。
 朝拥坐至暮， 夜覆眠达晨。
 ——白居易《新制布裘》句 白居易诗中的这一联，“朝、夜，暮、晨”都是在时间上相对；“拥、
覆，坐、眠”都是在行为动作上相对，构成了相反的对比，成为一联上佳的反对。
 2.工对、宽对与邻对 工对、宽对与邻对是针对对仗符合规则的程度而言的。
人们喜爱工对，推崇那些从内容到形式都完美的工对。
但也不排斥、摒弃宽对和邻对。
工对、宽对和邻对都是格律诗创作的需要。
 （1）工对 工对就是完全符合规则，对偶工整的对仗。
工对有不同程度的工对，但不管程度如何，只要没有超出规则范围，就都叫工对。
以名词为例，名词可以分出不同层次的类别。
如天文、地理、时令、居室、器物、文具、植物、动物、专有名词等等。
而地理类又分为山、河、湖、泉等等。
专有名词也可以分为地名、人名、药名等等。
而药名又可以根据不同的药性或者性状再分类。
这些分类，越往下分，子类的范围就越小。
用于对仗就显得越工整。
但是，我们在实践中又不能走这样的极端。
因为过于追求这种工整，实际是对自己的束缚。
它必定要影响到你诗思的驰骋。
切不可泥于工而失其诗意。
同时，过于追求这种小类别的工对，容易造成同义词相对，甚至变成对句和出句说了一件事。
这就又造成了“合掌”。
这种工整是功底的体现，应该顺其自然。
按大的分类用于对仗，也是可以收到同样工整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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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诗词格律新讲》中虽然诗词格律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好的诗词作品还要取决于深刻的思想内
容、完美的语言表现力以及作品的意境、感染力等，但是再好的作品如果在形式上不合乎格律的要求
，那么它就不能称为格律诗词。
所以诗词格律的掌握对喜爱古典诗词的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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