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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
今天，当历史车轮进到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的年代，中国人民又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
大历史使命。
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既有重重困难，也有种种有利条件。
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宝藏，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就是我们
的一大优势。
毫无疑问，普及祖国的历史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向社会提供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将对
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积极意义。
有鉴于此，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携手合作，共同推出“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
书”。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北京大学具有研究和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和优势。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一优势，学校领导于1992年初决定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
中心成立后，依托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系，组织各方面的教师和专家开展工作。
一方面，致力于专深的学术研究，编辑出版《国学研究》年刊和《国学研究丛刊》；另一方面，注重
于文化普及工作，“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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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四言诗、骚体诗、五言诗、七言诗、词、曲是我国古代的重要诗歌体裁。
本书首先介绍了诗歌格律的基础知识，然后重点讨论了五七言诗、词、曲的格律和用韵。
作者在专门的理论论述之外，列举了大量的诗词曲范例，让读者通过阅读具体的作品得到更丰富的感
性认识，从而更好地掌握诗、词、曲格律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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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同的诗体在分段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要求。
五七言诗是不分段的；四言诗(《诗经》为代表)大多数分段，一段叫做一章。
词一般分段，有的也不分段，词的一段叫一阕，按固定的谱式分阕是词的特点。
和词相近的曲不分格律上的段落。
声调平仄在诗歌格律中起着重要作用。
五七言近体诗、词、曲对于字的平仄各有一套完整的规则；五七言古体诗和更早的四言诗、骚体诗都
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对仗在各类诗体中都可以见到，但对于律诗和排律来说，对仗是格律上必不可少的要求，对其他诗体
则不是必需的要求。
诗句押韵一般在句子最末一字，这个位置叫“韵脚”。
有的诗句末尾用虚字(多数是语气词)，称作虚字尾，这种句子的押韵字一般在倒数第二字。
一首诗中哪一句用韵、哪一句不用韵，也因诗体而有所不同：近体诗是在偶数句用韵(隔句韵)，古体
诗可以隔句用韵、句句用韵，或者隔句韵与句句韵交错；词有句句用韵、两句一韵、三句一韵、四句
一韵甚至五六句一韵；曲是句句用韵或多数句子用韵少数句子不用韵。
节奏是诗句的声律单位。
不同的诗歌体裁，句中节奏可能不同。
例如同样是五字句，五言诗的节奏是“二二一”或“二一二”，上一层的划分是上二下三；词和曲的
五字句除了有上述形式，还有上一下四的节奏划分，小节奏可以有“一三一”等形式。
以上这些格律条件在不同诗体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本书要讲的内容。
不同诗体格律的宽、严程度不同，近体诗、词、曲的格律很严，书中主要讲这些较严格的格律。
又因为五七言古体诗和近体诗关系密切，所以还要讲五七言古体诗。
(二)四声和平仄诗歌格律中最细致、最复杂的部分是关于四声和平仄的讲究。
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四声，什么是平仄。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
声调是由字音的高低、升降、长短来区别的。
拿普通话来说，它有四个声调，分别叫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高山深沟”等字读音高而且平，
都是阴平声字；“平常来回”等字读音由半高不低上升到高，都是阳平声字；“走跑犬马”等字的读
音由半低到最低再到半高，都是上声字；“大路快迅”等字的读音由高降到低，都是去声字。
汉语各个方言的声调情况各不相同，古代的声调和现代也不相同，讲诗律关心的是古代的声调。
占今声调的差别首先表现在系统(即字调的分类)方面。
唐宋时代及更早的时候．汉语也有四个声调，但不是现代普通话的四声，而是平、上、去、入四声。
这套声调系统在诗词中沿用千余年，一直到近代、现代。
过去昕谓“四声”，就是指平、上、去、入四声。
如果和今天普通话的四声相比，古代的平声字在现代分别归属于阴平、阳平两个调类；古代的上声字
大部分仍属于上声，一部分变到了去声；占代的去声字在现代仍然属于去声。
以上是就总体本来说的，还有个别字不符合这些一般规律，占代的入声调在现代普通活中消失了，原
读人声的字分别归到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当中：不但是普通话，北方地区大多数方言、西南地
区的方言和南方部分地区的方言中也没有入声调了，而且入声字在各地区的归属也很不一致。
古今声调的差别还在于具体读音方面，古代四声的调值(高低升降的变化)已经无法确知，但可以肯定
跟现代不同。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诗词曲的格律和用韵>>

后记

中国古代的重要诗歌体裁包括四言诗(《诗经》为代表)、骚体诗(《楚辞》为代表)、五言诗、七言诗
、词、曲。
本书只讨论了五七言诗、词、曲的格律和用韵，没有顾及其他的诗体。
这样的选择出于以下几点考虑：其一，与其他诗体相比，五七言近体诗、词、曲的格律要严格得多，
诗律学成为专门学问，是以近体诗、词、曲为基础的。
如果不接触专门的理论性的论述，读者仅通过阅读具体作品得到的感性知识还难以全面了解格律的细
节。
其二，五七言诗、词、曲在传统诗歌里所占比重极大，在历史上占据诗坛主流的时间很长。
在祖国文化遗产宝库里边，诗词曲是放射着耀眼光辉的一块瑰宝。
要学习、继承、发扬这部分遗产，不能不重视它们的格律。
其三，这几种诗体至今仍充满十分活跃的生命力。
它们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上古诗歌和现代新体诗都比不上五七言诗、词、曲拥有更深厚的群众基础
；而且今天仍有众多的爱好者经常用这几种诗体进行创作。
无论从哪一方面讲，要真正进入诗歌殿堂都需要了解诗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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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诗词曲的格律和用韵》：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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