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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诗词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王铁钧编著的《诗词写作入门》面向在校大、中学生及广大诗词爱好者，通过格律知识的介绍和经典
作品的讲解，使读者理解诗词的格律特点和写作方法，感受诗词艺术的无穷魅力。

本书选讲的诗词以形式和内容并重，既注重选取名篇佳作，覆盖不同的题材，关注文字的可读性，又
要照顾到诗词格律的基本形式和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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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宿五松山下荀媢家 （唐）李白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
 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
 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
 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
 此诗是五言仄起仄收式，按照格律，第二句和第六句都应是“平平仄仄平”的格式。
此诗第二句是“仄平平仄平”，因为第一字“寂”用了仄声，就有可能形成“仄平仄仄平”，犯“孤
平”的大忌，所以一定要在第三字上调整，增加一个平声字。
第六句和第二句完全一样，也使用了“仄平平仄平”的格式。
 诗人在写作的过程中，对于“孤平”的大忌相当重视，是一定要避免的。
我们在写作近体诗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一点。
 （三）三平调 所谓“三平调”是指一句诗的后三个字都是平声，如果完全按照律诗的平仄格律来写
的话，这种句子也不会出现，但是在“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前提下，就有可能出现这种句子
。
在“仄仄仄平平”的句式中，第三个字如果不论，写成“仄仄平平平”，就成了三平调了。
相应的七言“平平仄仄仄平平”，如果第五个字不论，写成“平平仄仄平平平”，就成了三平调了。
我们看一首诗： 乌衣巷 （唐）刘禹锡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首诗的第二句，如果按照现代的语音读，“夕阳斜”，就成了三平调了，但是在古代，“夕”是入
声字，属于仄声，所以完全符合格律“平平仄仄仄平平”，不是三平调，没有犯律诗的大忌。
 第七节 拗救 以上讲了近体诗的基本格式和禁忌，不违反上述要求就能写出合格的近体诗了。
但是，有些时候，为了内容的需要，我们必须要在某些地方进行调整，平仄就可能不完全符合格律，
那么，有没有弥补的方法呢？
某些情况下，是有方法弥补的。
古人把不合格律的情况称为“拗”，把弥补的方法称为“拗救”。
拗救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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