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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王国维称之为“一代之文学”的唐诗、宋词、元曲，都属于诗歌的范畴。
先秦的《诗经》和楚辞，两汉乐府，以及其后各个朝代的乐府民歌，皆是有乐之诗，同样属于诗歌的
范畴。
中国古典诗歌既如此丰富，诗歌体式自然也是多种多样。
自西晋挚虞开始根据每句字数的多少对诗歌体式作出划分之后，中国古代诗歌批评家对诗歌体式的研
究，基本上就是按照挚虞的划分法，把古典诗歌分为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和杂言，
把后起的词和曲视为诗歌中的长短句。
两汉之前，古典诗歌是以四言为正体，两汉以后尤其是魏晋以后，则是以五言、七言为正体。
正是因此，前人对古典诗歌的研究，就诗歌体式而言多集中在四言、五言和七言方面，钟嵘《诗品》
专论五言，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以四言、五言为主要论述对象。
和钟嵘、刘勰约略同时期的任昉在《文章缘起》中虽然提到了六言诗，但仅留下一句“六言诗，汉大
司农谷永作”。
唐代以后的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主要集中在五言诗和七言诗，至于六言，则少有论及。
　　诗家对三言、六言、九言少有论及，固然是因为这三种体式的诗歌和四言、五言、七言比起来，
创作者较少，诗歌数量不多。
但是，作为一种诗歌体式，它们能够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且能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必定
有其可以立身存世的理由，有一定的社会内容、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
因此，对这些非主流诗歌体式进行深入研究，不论是从文化发展史和诗歌艺术发展史的角度而言，还
是从某种非主流诗歌体式自身发展演进的角度而言，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作者选择了研究者较少给予关注的六言诗作为研究对象，着重从六言诗
歌体式的形成，六言诗与五言、七言诗的比较，六言诗与辞赋、骈文、词曲的关系，以及六言诗的评
价等方面，勾勒和描述六言诗发生、发展、演变的轨迹，探讨六言诗作为一种诗歌体式所具有的社会
、文化、艺术价值，对六言诗与其他艺术形式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六言诗没能成为主流诗歌形式的深
层文化原因，进而对六言诗作出整体评价。
　　六言诗从滥觞到各体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进程。
从时间跨度上讲，大体是从春秋时期一直到初唐，前后1400余年；从诗歌体式演进历程方面讲，六言
诗经历了从《诗经》、楚辞六言句的滥觞，到汉乐府中的六言句、汉赋中的六言段落及骚体六言，再
到汉末完整的六言诗出现，最后才是六言各体的形成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六言诗在吸收和借鉴其他艺术形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为人们接受和认可
的诗歌形式，成为四言、五言、七言之外另一种较有影响的诗歌体式。
这是一条纵向发展脉络，本书的“纵论篇”正是按照这一发展脉络设置的，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六
言诗的滥觞，六言诗的发展，六言各体的形成，六言诗与唐声诗，宋以后的六言诗。
为了理清六言诗的起源问题，在“纵论篇”之始，对六言诗起源诸说作了简要的介绍、辨析、厘正和
评价。
　　如果说“纵论篇”是对六言诗的纵向研究，“比较篇”则是对六言诗的横向比较研究。
在六言诗的发展演变进程中，六言诗和其他诗歌体式或文学样式之间必不可少地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
互借鉴、相互吸收、相互影响的关系。
因此，对六言诗与其他诗歌体式或艺术形式进行比较研究，就成了对六言诗给予准确定位和评价的重
要途径。
古典诗歌体式和艺术形式丰富多样，如何确立六言诗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进行比较研究，从哪些
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都是“比较篇”所要回答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比较篇”重点从六言诗与五言、七言诗，六言诗与辞赋骈文，六言诗与词曲三个方
面，对六言诗进行比较研究。
六言诗与五言、七言诗的比较研究是古典诗歌体式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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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七言诗是两汉以后的主流诗歌体式，它们和六言诗相比，仅是少一字和多一字之别。
为何少一字的五言诗和多一字的七言诗能够在中国诗坛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仅是比它们多一字或少一
字的六言诗却一直比较落寞和沉寂？
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六言诗与五言、七言诗的比较研究才能回答。
六言诗与辞赋、骈文的比较研究，目的是探讨六言诗和辞赋、骈文的相互联系及影响，重点探讨辞赋
和骈文的六言段落与六言诗的关系。
六言诗与词曲的比较研究，重点探讨的是六言诗对以六言为主体句式的词曲的影响，或者说是以六言
为主体句式的词曲对六言诗的借用。
通过这些比较研究，力求对六言诗与其他诗歌体式或文学样式之间的关系作出较为准确的描述和定位
。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除四言诗曾经居于主流地位外，五言诗和七言诗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六言
诗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主流诗歌体式；同时，由于六言诗自身的特点所限，自完整的六言诗出现之时
起一直到清末，从事六言诗创作的诗人虽然不在少数，六言诗的数量虽然也比三言、九言要多得多，
但是却很少有人从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的角度对六言诗给予较多关注。
偶尔有人留意到六言诗的存在，其批评也多是评点式的，留存下来的仅是只言片语。
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挚虞、任昉、刘勰，唐代的皇甫冉，宋代的洪迈、严羽、刘克庄，明代的杨慎、
谢榛、陆时雍、吴讷、徐师曾，清代的赵翼、冒春荣、潘德舆、董文焕，都曾对六言诗歌发表过各自
的看法，但其中大多为不足百字的简短评点。
较长一些的要算是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二十三中论六言诗的一段话。
其文之所以较长，是因为赵翼在考察唐之前六言诗的基本情况，并对六言诗歌的特点发表了评论。
不过，即使是把前人对六言诗的所有评论加在一起，也仅仅是很少一部分，与对五言、七言诗的评论
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这种状况对六言诗的发展或许会有一定影响，但不会产生根本性影响。
六言诗没能成为主流诗歌体式，有六言诗自身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古典诗歌的发展规律使然，也是
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律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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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六言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较有影响的一种体式，是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
学现象。
《六言诗体研究》在钩沉史籍、梳理文献的基础上，从六言诗的发展演变、六言各体的形成、六言诗
与其他文学形式的比较、六言诗未能广为流行的原因及评价等方面，对六言诗进行了深入、系统、全
面的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作者精选的三百多首六言诗，为中国古典诗歌爱好者全面了解六言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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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六言诗的发展成熟进程中，《楚辞》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但是，不论是《离骚》上七下六的基本句式，还是其他作品中大量出现的六言连句，都毫无例外地保
留着“兮”字或其他用来起连接作用的虚词。
这正是《楚辞》有别于《诗经》和两汉乐府的一个显著特征。
这一特征不仅明确标示出《楚辞》中的六言连句与六言诗的区别，而且表明六言诗的成熟尚需时日。
　　进入两汉时期，乐府（包括民间乐府和文人乐府）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但不论是民间乐府、文人乐府，还是《古诗十九首》，都是以五言为主，四言诗逐渐退居次席。
《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在两汉时期已经进入成熟期，而“建安之初，五言腾踊”①局
面的出现，则使五言得以迅速取四言而代之，成为诗坛上的主流诗歌体式。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为五言诗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另一方面也延缓了六言诗走向成熟
的进程。
所以，在两汉时期，六言诗仍处于艰难的蜕变过程中，六言诗句的易虚为实，就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
个蜕变过程。
　　两汉诗歌虽然是以五言为主，但六言句却已较为常见。
郊庙歌辞中的《日出入》是一首以四言和六言为主的杂言诗，其中六言句有“时世不与人同”、“泊
如四海之池，遍观是耶谓何”等三句；鼓吹曲辞中的《上陵》是一首以五言为主的诗歌，其中六言句
有“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两句；清调曲《董逃行》是一首五言、六言、七言相杂的诗歌，
其中六言句有“黄金为阙班磷”、“百鸟集来如烟”、“教敕凡吏受言”、“陛下长生老寿，四面肃
肃稽首，天神护拥左右”等六句；杂曲歌辞《悲歌》是一首以四言为主的诗，但开篇两句“悲歌可以
当泣，远望可以当归”却是六言句；杂曲歌辞《猛虎行》仅四句，首二句“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
雀栖”为六言；杂曲歌辞《上留田行》是一首以六言为主的诗：“出是上独西门，三荆同一根生。
一荆断绝不长，兄弟有两三人，块摧独贫。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六言诗体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