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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这本拙著带有偶然性和必然性。
偶然性是去年6月，厦门举办全国美术书籍交易会，学校委托我和一位同事前去采购。
在我的母校中国美院出版社的摊位上，我的同事发现一本袖珍历代题画诗选，抢过去就塞在衣兜里自
己要了，我一时也没在意。
后来我的朋友、中国美院出版社社长付新生问我有什么书稿，他那里可以出版，我手头一时还没有，
只是答应有就给他。
可是，我的脑屏突然回放同事抢书的一幕，立刻来了灵感，意识到我该自己写本与题画诗写作有关的
专著。
　　必然性是我知道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出版社竞相出版历代题画诗选集，一直都供不应求
，但就是没有出版帮助画家学写题画诗的相关书籍。
我在国画教学中，发现当今的学生，无论研究生还是本科生，都有人对古代诗词兴趣浓厚。
我要求研究生学会题画诗，不是一厢情愿强加于人，而是他们自己有兴趣。
有些外地的年轻画友，也寄诗作向我征求意见。
他们使我看到现代仍然有培养诗、书、画、印兼能的文人画家的希望，我才深感有责任把题画诗纳入
教学。
可是没有专著或教材，只靠临时性的辅导讲解，难于系统化，教学效果很有限。
为此，出版一本《题画诗写作》之类的专著或教材是非常必要的，迟早也是必然有人会写的。
　　这种必然性，没想到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落实到我的头上来。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撰写这样一本专著或教材。
要不是偶然地看到同事抢书，又偶然地得到中国美院出版社的邀稿，我真的绝对不会不自量力、越俎
代庖。
　　打定主意写这本拙著，并征得出版社的同意和支持之后，我立即动手，利用课余时间，起早贪黑
、日以继夜、一鼓作气写成初稿；再经七八次修改、推敲和增订，耗时半年有余，终于杀青。
尽管写得很疲累，但心情始终很愉快，因为是在做一个延续题画诗传统的美梦。
同时，把我一生学诗和近年来教写题画诗的心得做一个总结，也是很愉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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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题画诗是我国传统诗歌里的一个门类，历来虽有诗人参与写作，但主要作者是文人画的画家。
他们本身也是文人，能诗甚至工诗，不必另外学习题画诗的写作法，所以未见有相关的著作传世。
题画诗在现代文人画里依然保有相当地位；可是由于时代、社会、文化与教育的变迁，当代画家欲学
无门，只能依靠自修，《题画诗写作》即是根据这种自修需要而写的参考教材。
书中系统介绍题画诗的历史与价值、平仄音韵格律、语法章法特点、炼意炼字要领以及不同门类题画
诗的讲究等等。
共分十五讲，一气呵成、深入浅出、娓娓道来、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实用性强，与一般诗法书籍迥
然不同，独具特色。
其间举例解说有正有反、剖析深透，特别有助于初学者。
书末附录平仄格式与古今诗韵常用字表，也具有工具书功能。
作者洪惠镇教授，是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国画研究生导师，他既是国画家又是美术史论家，不但有着题
画诗创作与教学经验，还有不少见解精当、为他人所未曾道的研究成果；因而《题画诗写作》也是一
部学术专著，填补了题画诗写作法的空白，可供业余爱好者和美术院校国画学生选读，也可供国画家
和研究者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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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开场白第一讲 画上题诗看古今第二讲 记住平仄有窍门第三讲 先严后宽学古风第四讲 押韵选字费点神
第五讲 句式语法找特点第六讲 写诗还需懂修辞第七讲 对仗可工亦可宽第八讲 作诗章法如构图第九讲 
炼意炼字铸诗魂第十讲 人物题诗重抒怀第十一讲 山水题诗重意境第十二讲 花鸟题诗重寓意第十三讲 
题诗论画明观点第十四讲 律诗也可学学看第十五讲 题画之诗贵平易附录一 近体诗平仄格式表附录二 
旧诗韵常用字表附录三 新诗韵常用字表后记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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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讲 先严后宽学古风·古体诗与今体格律诗的界限·纯粹古风的特点·入律古风的特点·古绝·介
于律绝与古绝之间的绝句等我们掌握了律诗、绝句的平仄格律之后，再重读历代画家的题画诗，便可
以发现有些并不严格遵守平仄格律，这千万不能作为我们一开始也可以不严格遵守格律的借口。
古代文人画家首先是文人，然后才是画家，不会草率对待题诗。
他们的题画诗出现不合平仄的地方，有两种情况：一是为保全立意，宁愿不顾平仄，这是诗法所容许
的；二是所写属古体诗，又称古风，平仄比较自由。
本来先有古体诗，后来才有叫近体或今体的格律诗。
学诗似乎应该由古入今，但那是诗歌专业的事。
我们先严格学好近体，再涉猎古体就更容易了。
这和画国画一样，先严格打好笔墨与造型基础，精熟后就能收放自如。
倘若先宽后严，就可能产生怠惰之心——反正已能题几句了，何必麻烦记那么多格律？
我认识的几位画家，就有这种心理，结果老在题诗上出格律问题，就像一幅画因为笔墨没过关，总是
不耐看一样。
古体诗和近体诗有不同的讲究、不同的美感但用途是一样的，最好都能够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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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这本拙著带有偶然性和必然性。
偶然性是去年6月，厦门举办全国美术书籍交易会，学校委托我和一位同事前去采购。
在我的母校中国美院出版社的摊位上，我的同事发现一本袖珍历代题画诗选，抢过去就塞在衣兜里自
己要了，我一时也没在意。
后来我的朋友、中国美院出版社社长付新生问我有什么书稿，他那里可以出版，我手头一时还没有，
只是答应有就给他。
可是，我的脑屏突然回放同事抢书的一幕，立刻来了灵感，意识到我该自己写本与题画诗写作有关的
专著。
必然性是我知道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出版社竞相出版历代题画诗选集，一直都供不应求，但
就是没有出版帮助画家学写题画诗的相关书籍。
我在国画教学中，发现当今的学生，无论研究生还是本科生，都有人对古代诗词兴趣浓厚。
我要求研究生学会题画诗，不是一厢情愿强加于人，而是他们自己有兴趣。
有些外地的年轻画友，也寄诗作向我征求意见。
他们使我看到现代仍然有培养诗、书、画、印兼能的文人画家的希望，我才深感有责任把题画诗纳入
教学。
可是没有专著或教材，只靠临时性的辅导讲解，难于系统化，教学效果很有限。
为此，出版一本《题画诗写作》之类的专著或教材是非常必要的，迟早也是必然有人会写的。
这种必然性，没想到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落实到我的头上来。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撰写这样一本专著或教材。
要不是偶然地看到同事抢书，又偶然地得到中国美院出版社的邀稿，我真的绝对不会不自量力、越俎
代庖。
打定主意写这本拙著，并征得出版社的同意和支持之后，我立即动手，利用课余时间，起早贪黑、日
以继夜、一鼓作气写成初稿；再经七八次修改、推敲和增订，耗时半年有余，终于杀青。
尽管写得很疲累，但心情始终很愉快，因为是在做一个延续题画诗传统的美梦。
同时，把我一生学诗和近年来教写题画诗的心得做一个总结，也是很愉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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