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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问世。
继《诗经》不久，诗人屈原登上了诗坛。
自此以后，有更多的诗篇产生，有更多的诗人出现。
汉、魏之时，乐府民歌，是诗歌园地中的奇葩。
至唐而宋，诗苑词林中，百花争奇斗艳。
元、明以降，戏曲、小说盛行，但也有一些好诗好词。
我们祖国的古代有多少首诗、词？
以千万计数难以概全，仅《全唐诗》就收集了唐诗近五万首，仅《全宋词》就收集了宋词“逾两万”
。
我们祖国的古代有多少诗人和词人？
很多很多，以至无数，誉满全球的大诗人、名词人，就有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
、陆游、辛弃疾等。
我国古代诗词这项极丰富、极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加以借鉴。
然而，因为古今相隔，现在的某些青年，对古代诗词感到陌生，有喜爱古代诗词的，也由于不了解其
形式方面的特点，而妨碍阅读和欣赏。
所以，有必要介绍一下我国古代诗词的一些常识。
古代诗词，在形式方面，有不少很好的传统手法，有不少很严的格律规定。
在古代，历代诗人、词人运用着，发展着；到今天，仍有诗人、词人借用这一形式，以抒发无产阶级
情怀。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以及董必武、陈毅等许多同志，都借用古
代诗词的形式，写出了无产阶级的瑰丽篇章。
我们要学习今天优秀的诗词篇章，也需要了解古代诗词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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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古代诗词作全面扼要的介绍和阐述，除古代诗词的种类、名称及押韵规则、平仄格式、对仗要
求、章法句式外，还介绍了古代诗词的语法特点、修辞手段、艺术形式和风格流派，书末附《诗韵例
字》及《词谱举例》，比同类书更为全面而有条理，对读者写作、阅读和欣赏古代诗词具有很大的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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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种类、名称诗和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两大种类。
（曲作为古代诗歌的又一种类，不在本书的讲述范围。
）诗又可从不同的角度分为若干种类，如从格律的角度来分，则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种。
第一节古体诗和近体诗古代的诗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开始于唐代。
从唐初开始，一种新的诗体形成了。
这种诗体在字数、声韵、对仗方面都有格律规定，是一种格律诗，唐人称之为今体诗或近体诗，后人
沿用唐人的说法，多称为近体诗。
同近体诗相区别的一种诗体，是不受格律限制的自由诗。
它产生于近体诗之前，唐人称之为往体诗或古体诗，后人沿用唐人的说法，多称为古体诗。
古体诗，在唐代以前就有了；唐代及其以后的诗人仍有写作古体诗的。
古体诗和近体诗，还可以各分成若干种类。
二般的划分角度是，按“言”，即按每一诗句的字数。
比.如，每句五个字的，便称为五言。
诗的种类中，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以及杂言等都有。
但是，三言的诗是极少见的。
古体诗如按言分，可分为：四言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杂言诗等。
（一）四言诗，在近体诗中是没有的，虽不加“古”字，但不言而喻，就知道是古体诗。
《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以四言诗为主。
《诗经》之后，两汉、魏、晋仍有人在写四言诗，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都是四言
诗。
唐代及其以后，四言诗就很少见了，但也有，如王维的《酬诸公见过》便是。
（二）五言古诗，简称五古。
较四言诗晚起，最早产生于汉代。
《古诗十九首》都是五言古诗。
汉代以后，写五言古诗的人很多。
南北朝时的诗大都是五言的，唐代及其以后的古体诗五言的也较多。
（三）七言古诗，简称七古。
它的产生可能早于五言古诗。
但在唐代以前不如五言古诗多见。
到了唐代，七言古诗大量地出现了。
唐人又称七言古诗为长句。
（四）杂言诗，也是古体诗所独有的。
诗句长短不齐，短句仅一言，长句达十言以上，但以三、四、五、七言为多见。
《诗经》中就有杂言诗，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
唐代及其以后的诗人，也写了不少杂言诗。
对这种杂言诗，不管其诗句字数多少，都被划入了七言古诗一类。
唐、宋时代的杂言诗，其形式多种多样：有七言中杂五言的，如张籍的《行路难》；有七言中杂三言
的，如张耒的《牧牛儿》；有七言中杂三、五言的，如李白的《将进酒》；有七言中杂二、三、四、
五言至十言以上的，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以四、六、八言为主杂以五、七言的，如李
白的《蜀道难》；等等。
因诗句长短不齐，又被称作长短句。
（五）古体诗中还有少量的六言诗。
六言诗，现能见到的最早的是孔融的《六言》。
唐人也有偶而写六言诗的，如顾况的《过山农家》。
 近体诗主要包括律诗和绝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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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诗，格律诗的意思；绝句，又叫截句、断句。
律诗每__首是八句，绝句每一首是四句。
还有超过八句的律诗，称为长律或排律；也有六句的律诗，称为三韵小律。
律诗和绝句，各有五言、七言的区别。
于是，可分为：五言律诗，简称五律；七言律诗，简称七律；五言绝句，简称五绝；七言绝旬，简称
七绝。
排律，一般都是五言的，句数不定，但必须超过八句，句数是偶数，如十句，二十句，一百句，至二
百句以上。
还有一种试帖诗，限定用十二句。
近体诗有格律规定，简单地说，即：每首诗句数固定（排律除外）；每旬诗字数固定；一般只押平声
韵，不许换韵，押韵位置固定；每句各字的平仄有规定；某些句子必须对仗。
关于近体诗的格律规定，在下几章中还要详细介绍。
第二节 关于诗的一些名称在阅读古代诗和涉及古代诗的一些书籍中，常常遇到一些和诗有关的名称。
有关诗体方面的名称，前面已介绍过古体诗、近体诗、五古、七古、律诗、绝句等。
这里，再就一些其他名称，作一介绍。
（一）风、雅、颂。
这三个名称都和《诗经》有关，一是指《诗经》的风、雅、颂这三个组成部分；二是指《诗经》六义
（风、雅、颂同赋、比、兴合称六义）中的三种。
风，又叫国风，即地方民歌的意思，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包括周南、召南和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十五国风，共有诗一
百六十篇。
雅，为西周王畿一带的乐歌，包括小雅和大雅，共有诗～百零五篇。
雅有记事的意思，大、小雅多是叙事诗。
颂有形容、赞美的意思，是祭祀用的乐歌，也有部分舞曲。
它包括周颂、鲁颂、商颂，共有诗四十篇。
风、雅、颂，又是诗的分类名称，唐人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
体。
”（二）楚辞。
原是一本诗歌总集的名称。
总集里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和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的辞赋十六篇，因运用了楚
地的文学样式和方言声韵，故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后来楚辞便成为这一诗体的名称。
（三）骚体。
楚辞的异名。
由屈原的代表作《离骚》而得名，即《离骚》一类的诗体。
这一诗体，形式较自由，多用“兮”字助语气。
（四）风骚。
原指《诗经》中的国风和楚辞中的《离骚》，后用为诗歌的总代称。
（五）辞赋。
辞，原指楚辞一类的诗歌。
赋，始于战国时荀卿的《赋篇》，到了汉代，学习了楚辞的手法，并更多地糅进了散文的特点，以铺
叙为主，形成了宏篇巨制的汉赋。
汉代以后，又出现了文赋、骈赋、律赋等名称。
文赋，接近散文；骈赋、律赋，接近骈文（一种同散文相对的文体，以双句为主）。
汉代人认为辞和赋是一个体裁，故合称为辞赋。
（六）乐府。
本是掌管音乐的官署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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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刘彻）时开始建立乐府，掌管朝会、游行等情况下所用的音乐，并从民间采集乐歌。
后来乐府成为诗体的名称。
汉、魏、南北朝乐府官署采集和创作的乐歌，简称为乐府。
魏、晋和唐代及其以后诗人拟乐府写的诗歌，虽不入乐，也称为乐府或拟乐府。
乐府又是宋、元、明以后的词、曲的名称，因词、曲原是入乐的。
（七）古风。
古体诗的异名。
风，即诗歌的意思，是由《诗经》中的国风而引申出来的。
唐代及其以后的诗人写作古体诗，还以古风作为诗题名的，如李白有《古风》五十九首。
（八）歌、行、乐、曲、引、吟、叹、怨、弄、操等。
这些名称原来都是汉、魏、南北朝乐府诗题用的。
南北朝乐府民歌诗题用“歌”者较多，有《子夜歌》、《企喻歌》、《琅琊王歌》等。
汉乐府民歌诗题用“行”者较多，有《陇西行》、《妇病行》、《雁门太守行》等。
文人拟乐府民歌写的古体诗，诗题也常标以“歌”、“行”。
歌、行有时在诗题中连称，如汉乐府民歌有《怨歌行》，曹植有拟作的《怨歌行》。
除歌、行外，汉、魏、南北朝乐府民歌及文人拟乐府民歌写的古体诗，其诗题还有的标以“乐“、“
曲”、“引”、“吟”、“叹”、“怨”、“弄”、“操”等，如乐府民歌有《石城乐》、《西洲曲
》、《梁甫吟》等，文人创作有李白的《估客乐》、温庭筠的《西洲曲》、李贺的《箜篌引》、鲍照
的《代东武吟》、皮日休的《橡媪叹》、李白的《长门怨》、李贺的《江南弄》、刘禹锡的《飞鸢操
》等。
明人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说：“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日‘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日‘行
’；兼之日‘歌行’；述事本末，先后有序，以抽其臆者日‘引’；高下长短，委曲尽情，以道其微
者日‘曲’；吁嗟慨歌，悲忧深思，以呻其郁者日‘吟’；因其立辞之意日‘辞’；本其命篇之意日
‘篇’；发歌日‘唱’；条理日‘调’；愤而不怒日‘怨’；感而发言日‘叹’。
”这些解释虽有一些道理，但在古体诗中采用歌、行等名称的，并未这样严格地区分。
歌、行连称时，又作为一种诗体的名称。
歌行体，即形式较自由、句子长短参差的古体诗。
歌行体的诗，题目上并不一定都有“歌行”等字样。
（九）新体诗。
这指南北朝后期的诗体。
当时的诗歌创作，特别注意声律、对仗和词藻，同以前的诗比较，在形式上有了显著的区别。
因而，称为新体诗。
新体诗，在近体诗形成中，起了过渡作用。
 第三节 部分诗题的来源和含义在古代的诗中，有不少诗的题目是相同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汉、魏、南北朝乐府中的一些诗题，为后来一些诗人所拟作，拟作的诗不再另标新
题，而沿用乐府旧题，拟作的人多了，诗题相同的现象也就多了。
借乐府旧题进行拟作，并不是单纯的模仿，虽同借一个题拟作，但拟作的人不同，诗的内容就不一样
，艺术上也有高下之分。
在这里，将经常遇到的一些乐府旧题作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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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有关古代诗词的书，是三十年前，我和杨新我老师在中文系执教吋，为大学生准备的补充教材。
当时，杨新我老师讲毛主席诗词课，我教唐宋文学课。
两课都涉及到了诗词格律。
前此，诗词格律的书出版了一些。
北京大学名教授王力先生也写了有关诗词格律的普及读物，如《诗词格律十讲》、《诗词格律》等。
如果补充教材中只有诗词格律的内容，那就没有印行的必要了。
讲诗词格律，能讲过名家王力老先生吗？
于是，由诗词格律扩而广之，凡有关古代诗词的种种常识，尽量作全面介绍，进而为写作和欣赏古代
诗词阐述一些规律性的问题。
因为内容上比出版的同类书全面而有条理，自身的价值也就提高了些。
河北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6月初版首印发行了七万五千册，1982年9月第二次印刷时就将印数累积到十
七万五千册。
二十多年过去了，没有买到这本书的读者，有的或寄信、或来电、或上门、或托人向作者求索，落得
我和杨新我老师只剩下人各一本了。
前些日子，网上搜索，见中国图书网复印站卖这本书的复印件，是否侵权的问题没有考虑，反而高兴
，因为解决了我的问题，我好回答因找不着这本书而着急的读者了。
让我更高兴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这本书，读者将会得到比复印件要精美得多的书册。
具体负责再版的编辑老师改正了初版的不少错误和缺失，使这本小书更趋完善，让这本在当今社会流
传了二三十年的书，再度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刘福元二00八年八月于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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