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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今学者们对杜诗学的研究已有了极其丰厚的积累，但对杜诗语言学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尤其
是缺少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主要着眼于为杜诗语言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
这个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杜诗语言的总体特征。
杜甫作诗时极其重视语言，“前无古人，后无作者”可以说是对杜诗语言的极好评价。
依笔者看来，从总的方面来说，杜诗的语言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精炼性；（二）丰富性
；（三）创造性；（四）灵活性。
二、声律篇。
声律，对于诗歌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而言，是一项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有生命力的组成部分。
杜诗中值得关注的声律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杜诗的用韵艺术。
就韵式而言，杜诗主要有偶行韵、随韵、头韵、行内韵等。
而随情押韵、平仄换韵和使用逗韵是杜诗用韵方面的几个特色。
（二）杜诗的对仗艺术。
杜诗对仗在事类上包括天时地理、衣食住用、艺文、人事、动植物、专名代名方位名、数目字、干支
字、颜色字、同义词反义词联用、虚字等类型。
其中时空对、颜色字对和数对等表现了深刻内容的对仗最能体现杜诗对仗的特色。
在体式上，杜诗的流水对、当句对和借对特点比较鲜明。
杜律对仗还存在一些变格。
（三）杜诗的双声叠韵艺术。
在将双声叠韵用于诗歌方面，杜甫是古典诗人中用得最多和最精的。
杜诗双声叠韵字在诗句中的使用位置相当灵活，有用于句首、句中或句尾的，还有四字连用的。
杜诗双声叠韵词数量很多，且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表现在：1、有助于形象鲜明地刻画出事物的特
征；2、有助于深化诗人的思想感情。
（四）杜诗叠音艺术。
就类型而言，杜诗叠音词包括名词重叠、形容词重叠、副词重叠、量词重叠、拟声词重叠等。
在艺术功能方面，叠音词的运用有助于构成诗歌的意象美和音律美。
另外，杜甫五七言律诗的叠音词运用各有特色。
（五）杜甫拗体的写作艺术。
杜甫的拗体，是汉语诗律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积累较少且缺乏统一说法。
在范畴及数量上，笔者认为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杜诗中广义的拗体七律共有50首，狭义的拗体七律有38首。
杜甫拗体“拗”的原因主要包括1、词语表达的不可替换；2、对其他增加诗歌音乐美手段的妥协；3、
有意为“拗”，追求奇峭之美。
杜甫拗体七律“拗”的特点主要有：1、“拗”出现在诗中的位置有所倾向；2、某些失粘句符合“对
”的规则。
三、语汇篇。
语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它在语言的传情达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杜诗中多种语汇都运用得极其精炼，对诗歌情感的表达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杜诗动词的运用艺术把杜诗动词的运用放在《全唐诗》这一大的背景下比较地分析，杜诗中有
些动词的运用是具有创造性的，如 “绊”、 “缠”和“蹴”字，其在杜诗中的主要价值在于杜甫将
它们的本义或基本义进行了比喻和引申，使得原本平淡的事物行为更加生动形象，诗歌更具有感染力
。
对某些本义或基本义涉及面比较狭窄但很富有特色的动词，如“坼”字，杜甫在更多的情况下往往是
运用它们的本义以显示自己的特色。
（二）杜诗虚词的运用艺术。
杜诗中运用了副词、介词、连词、语气词、叹词等大量虚词，对诗歌思想及艺术的表现都起到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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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尤其是对仗使用，有助于对虚词意义的正确理解，并渲染某种感情，而连续使用有利于体现诗人
对外部世界时空结构的感知顺序。
（三）杜诗地名的运用艺术。
杜诗中的地名的出现方式主要包括：1、直接以标题形式出现；2、以部分标题形式出现；3、在正文中
以个体形式出现；4、在正文中以对应形式出现。
这些地名的艺术功能主要表现在：1、真实地记录了诗人的生活经历；2、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历
史事件；3、借两个地名的对举表达思念与眷恋之情；4、借阔大地名的使用以增强诗歌壮阔雄浑的气
度；5、借古地域名的使用以使诗产生苍凉的情调和浑厚的气势。
（四）杜诗口语词的运用艺术。
杜诗中有些口语词具有首创或独创性，杜诗中口语词的运用，在艺术上所带来的主要效果是“真”和
“新”。
 “真”指事真和情真。
事真指杜甫直接采用当时之语叙写当时之事的特点。
情真主要指杜诗借口语词写出社会底层民众对窘迫生活的无奈之情，借口语词写出朋友间质朴的感情
，借口语词表现生活中由某些事物所带来的轻松之情。
“新”指杜甫也给予了口语词以新奇的魅力，从而达到了一种独特的效果。
（五）杜诗颜色词的运用艺术。
杜诗颜色词的运用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1﹑颜色词在杜诗中的语法功能。
表现在：（1）用作形容词，在句中作定语；（2）用作形容词或活用作动词，在句中作谓语；（3）活
用作名词，在句中作主语。
2、颜色词在杜诗中的并置与对举，包括邻近色的对举以及互补色的并置与对举。
3、杜诗中的颜色词在表达情感方面所起的作用极其明显，而且不同的颜色往往表达出不同的情感。
四、语法篇。
作为一个“集大成”的诗人，杜甫极重视又极善于铸句，他不仅遵循一般的习惯，构铸合乎规范的句
式，而且还常常突破常规，正中求变，锐意创新，其句式结构繁富多样，极尽变化之能事，这方面在
他之前和与他同时的诗人鲜有能与之相比者。
（一）杜诗的句法艺术。
杜诗中的句法又依五言和七言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五言诗的句法包括“二二一”式、 “二三”式、“四一”式、“二一二”式、“一一三”式、“一三
一”式、“一四”式、“三二”式等。
七言诗的句法包括“四三”式、“四二一”式、“四一二”式、“五二”式、“二五”式、“三四”
式、“一六”式等。
杜诗不同句式的选择一方面是抒情言志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诗人特殊艺术追求的必然结果。
（二）杜诗错位句的运用艺术。
错位是杜诗乃至唐诗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也是关系到能否读懂杜诗乃至唐诗的一个关键问题。
杜诗错位句主要包括主谓倒装、述宾倒装、定语倒装、状语倒装、部分谓语倒装、宾语的定语倒装、
交叉错位等类型。
杜诗运用错位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适应韵律规则的需要；2、突出语义重心的需要；3、
适应认知顺序；4、适应诗语营构的需要。
（三）杜诗省略句的运用艺术。
杜诗中省略句的运用主要表现为名词语、关系语、平行语及省略动词、语气词、连词等方式。
这些省略句的运用提高了意象的密集性与直观性，增加了诗歌语言的精炼与蕴藉效果。
（四）杜诗紧缩句的运用艺术。
杜诗紧缩句主要表现为因果、承接、目的、让步、假设、并列、选择、问答等内部关系。
这些紧缩句有助于表现诗人敏锐与细致的观察力，有助于增加诗歌的简洁性，有助于激发读者的想象
力。
（五）杜诗连贯句的运用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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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贯句在杜诗里表现出多种不同样式，这些连贯句对保证意义表达的完整性、有效地化散文句为诗句
以及有效地突出重点起了重要作用。
（六）杜诗中的几种其他句式。
杜诗中还有几种句式是应当引起注意的，包括：1、特殊兼语句，2、特殊述宾句，3、特殊判断句。
五、修辞篇。
杜诗中许多修辞格的运用较其他诗人的运用更有特色，更富有艺术表现力。
（一）杜诗的用典艺术。
从实用的角度看，杜诗中的用典可进行以下几种类型分析：1、从典故与现实的关系分，有肯定性典
故和否定性典故两种；2、从典故所影响的范围分，有整体性典故和局部性典故两种；3、从典故的来
源分，有事典和语典两种。
其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借典故，讽刺当时时政；2、借典故，抒写自己情怀；3、借
典故，评价他人功绩；4、借典故，以有效地避免潜在的危险。
（二）杜诗的对比艺术。
杜诗中常规对比的主要特征在于它往往借助比喻、夸张、用典、借代等修辞手段，使对比的双方特征
更加鲜明；非常规对比重在通过比照得出某一同一的结果，而且这个同一的结果引导着读者去进行深
层次的思考，从而更有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
杜诗对比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1、抨击社会的罪恶；2、表现时代的变化；3、衬托自己的悲剧命运
；4、突出事物的鲜明特征。
（三）杜诗的借代艺术。
借代手法在杜诗里主要表现为形象性借代、情绪性借代和纯代指性借代等三种类型。
杜诗借代还具有较浓厚的文化底蕴。
杜诗中还有几种修辞格值得关注：1、互文，这种修辞格在杜诗时空对中运用得最为普遍。
2、双关，杜诗中有谐音双关和语义双关两种。
3、拟人，杜诗中主要利用某些表现力较强的副词或某些可以表现人类所特有的感觉、认识和情感的
动词或形容词来实现。
4、顶真，杜诗中真正有特色的是句内顶真。
六、语言风格篇。
语言风格作为文学风格的基础，对诗歌艺术风格的形成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杜诗语言风格的把
握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杜诗艺术风格乃至杜诗所有方面的理解。
（一）杜诗语言风格的总体特征。
从共性的角度讲，杜诗语言风格主要体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1、多种语言风格如柔婉风格与豪
放风格、简约风格与繁丰风格、蕴藉风格与明快风格、朴实风格与藻丽风格、幽默风格与庄重风格等
在杜诗中形成有机的对立与统一。
2、语言风格的选择与不同的表达内容及交际对象相吻合。
（二）杜诗语言的简约风格。
杜诗语言的简约风格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予以体现：1、词汇表达手段。
包括：（1）选用最能显示事物特征的词语；（2）使用富有概括性的成语（3）恰当地运用虚词。
2、语法表达手段。
包括：（1）使用结构单纯的句子；（2）紧缩句和省略句的运用。
3、修辞表达手段。
主要有比喻、拟人、对比等。
（三）杜诗语言的朴实风格。
杜诗语言的朴实风格主要表现为：1、词语平实。
包括：（1）口语词的运用；（2）基本词汇的使用；（3）少用修饰语。
2、句式普通。
3、词句意义明确。
4、少用修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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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语言的朴实风格在以下几种题材的作品中表现得较为集中：1、表现亲情的题材；2、描述田园风
光的题材；3、叙写生活琐事的题材。
（四）杜诗语言的蕴藉风格。
杜诗中用以体现蕴藉风格的语言手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使用色彩义比较丰富的词语；2、使用
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非陈述句式；3、使用比喻、借代、用典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修辞格。
（五）杜诗语言的幽默风格。
幽默风格在杜诗中的体现方式主要包括：1、题目中出现“戏”字，从而为全文的语言风格定下基调
；2、使用带有明显幽默色彩的词语；3、使用能体现幽默风格的修辞格。
杜诗中幽默语言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对现实生活中丑恶的事物和现象进行讽刺和劝戒；2
、表现作者的乐观精神；3、增强作品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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