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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典诗歌，曾

有人问我：现在没有人喜欢

古诗，大多数人也不赞成吟

诵，那么，中国诗歌会灭亡

吗？我以为不会。中国古人

作诗，是带着感情而写的；

他们把自己内心的感动写出

来，千百年后再读其诗作，

依然能够受到同样的感动，

这就是中国诗歌的生命。所

以说，中国诗歌绝对不会灭

亡。因为，只要是有感觉、

有感情、有修养的人，就一

定能够读出诗歌中所蕴含的

充足的、真诚的生命，并且

生生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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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正在提倡吟诵，这是非
常好的事情。不过，有些年轻人没听
过古人吟诵，常把吟诵与朗诵或歌唱
混为一谈。虽然唱歌很好听，有节拍、
韵律，学起来也更加容易，但那并非
传统的吟诵。

中国的传统吟诵是结合中华民族
的语言文字特色，经过一个必然的、
自然而然的演化过程所形成的一种吟
诵的音调，虽然现在听来会觉得奇怪、
甚至于单调，但是却为中华民族所独
有。

中国语言文字的特色

中国语言文字最大的特色是“独
体单音”，不似西方的拼音语言。比
如，我们说“花”，属于单音，一个声
音；独体，一个方块字。但是英文的
!"#$%&' 是由很多音节组成的。这种独
体单音的语言文字特色为我们所特有，
因此只有中国才有吟诵，而这样的特
色也形成了一个要求，即中国的诗歌
语言一定要有节奏。

独体单音的语言文字要形成节奏

感，最简短、最原始的一种句式就是
四言体。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诗经》
就是以四言句式为主，比如 《诗经》
第一首诗———《关雎》：“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两
个字一个音节，这就是有节奏的、最
短的句子。这种句式并非是强加的规
定，而是自然形成的。因为一个字没
有音节，两个字或三个字，音节还很
单调，四个字才有双音节。

以独体单音的语言文字寻求一种
诗歌语言的节奏感，中国诗歌自然就形
成了对诗句吟诵时之节奏顿挫的重视。
一般，四言诗节奏以二、二之顿挫为主，
五言诗以二、三之顿挫为主，七言诗就
以二、二、三之顿挫为主。

此外，因中国语言文字之独体单
音的性质，要在形式方面产生一种抑
扬高低的美感效果，那么声调的讲求
必然是一项重要的要求。把吟诵时声
律的自然需求加以人工化，就形成了
近体诗的平仄声律。而近体诗格律的
完成，也正是为了吟咏诵读的需要。

中国古典诗歌的美感特质

中国古典诗歌自始即以其能予人
直接的感发之力量为最基本的特色。
说到作诗，一定是“情动于中而形于
言”，即看到外界的景物情事使内心感
动，然后用诗歌表达出来。作者看到
了外部的景物，进而引起了内心的感
动，然后写出诗作。所以说，人心是
不能够死的。辛弃疾有两句词：“一
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意
思是，每一棵松树、每一根竹子都是
我的朋友，山上的一只鸟、一朵花都
是我的弟兄。人就要有爱惜和关怀宇
宙万物之心。

到了南北朝，钟嵘 《诗品序》 中
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
性情，形诸舞咏。”他认为天地间阴阳
二气的运行感动了万物，万物的生长
变化又感动了人心，引起人性情的摇
荡，而借以表现这种感动和摇荡的最
好方式就是诗歌。

钟嵘所认识的诗歌，其本质乃是
心物相感应之下发自性情的产物。所
谓心与“外物”的相感，乃是兼有外
界时节景物 (物象) 与个人生活遭际
(事象* 二者而言的。使人心动的，除
了外在的、大自然的景物外，人世之
间的死生离别的现象更加使人心动。
如杜甫写在天宝乱离年间的诗歌：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果看
到沿途有饥饿冻死的人，难道不会关
心吗？所以，这就是我们学习作诗的
一个真正的动机和兴起。学习诗，不
仅使人心不死，更可以使人对宇宙万
物、对社会人事有一种关怀。

作诗的方法：赋、比、兴

中国古人作诗的方法有三种：
“赋、比、兴”。这三种最基本的表达
方式不仅指表达情意的普通的技巧，
更是对于情意感发的由来和性质的一

种基本的区分。
所谓“兴”，就是由物及心，人心

由外物而引起内心的感动。外物，是
指大自然的景物。所谓“比”，就是由
心及物，内心先有一种情意，然后用
外物来表述。所谓“赋”，就是即心即
物，内心有怎样的感动，直接表达出
来，不借用外物。

这三种表达方式，除去“赋”是
以直接对物象的叙述以引起读者的感
发以外，“比”和“兴”都是重在借
用物象以引起读者感发的。一般说来，
“比”的作用大多是“心”的情意在
先，借比为“物”的表达在后；而
“兴”的作用则大多是“物”的触引在
先，“心”的情意感发在后。

此外，“比”的感发多含有理性
的思索安排；而“兴”的感发则多由
于感性的、直觉的触引，不必有理性
的思索安排。可以说，前者的感发多
是人为的、有意的；后者的感发则多
是自然的、无意的。中国古典诗歌以
兴发感动为主要特质，如果就这一点
而言，那么较之于“比”的经过思索
的感发作用，“兴”所代表的直接感

发作用则更能体现中国诗歌的特质。

中国诗歌体式的演进

在中国悠久的诗歌历史中，诗歌
的体式经过了很多的演变。前面所讲
的 《诗经》 主要是四个字一句，经过
发展，有了南方的《楚辞》。

+一* 以 《楚辞》 中之第一篇屈原
所写的长诗《离骚》为例：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这里的“兮”字是语助词，相当
于今天的“啊”，是发声之词。且
“兮”字前后各有六个字，是很长的句
法。但 《离骚》 的这种体式，并没有
被后代诗人继承，而是由后代写赋的
一些人继承了这种体式。至于后代诗
人所继承的，则是《楚辞》中《九歌》
的某些体式。如 《九歌少司命》 中的
句子：

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七字一句的体裁影响了后代的诗
歌。每句中间都有一个“兮”字。项
羽和刘邦的诗就运用了这种体式。比
如，项羽的 《垓下歌》：“力拔山兮气
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

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刘邦的《大
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
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二* 到了东汉，诗歌的体式就发
展为只第一句有“兮”字。以张衡
《四愁诗》为例。

其一
我所思兮在太山。

欲往从之梁父艰，

侧身东望涕沾翰。

美人赠我金错刀，

何以报之英琼瑶。

路远莫致倚逍遥，

何为怀忧心烦劳。

每一首诗的第一句，都带有“兮”
字，这是受到 《楚辞》 的影响；而且
四首诗连起来读，每一首的第一句又
都是一个往返的重复，这是采取了
《诗经》的方法。

(三* 到了曹魏时期，曹丕写出一
首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

尔独何辜限河梁。

读过此诗就能发现，诗歌的每一
句都押韵———“凉、霜、翔、肠、乡、

方、房、忘、裳、商、长、床、央、
望、梁”，这是楚歌的方法。这时候的
诗歌体式还没有摆脱楚歌的影响，七
言诗并未发展成熟。

(四* 汉朝时期，诗歌又产生了一
种新的体式：乐府。乐府也有采自民
间歌谣的杂言体，但更可注意的是一
种以五言为主的体式，如李延年的
《佳人歌》：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此诗为五字一句，其中“宁不知
倾城与倾国”，虽八字一句，但“宁不
知”为衬字。这基本就是五言诗了，
之后的诗歌继承了这一体式，没有衬
字，形成完整的五言体式，如 《行行
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以远，衣带日以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此诗是 《古诗十九首》 中的第一
首。描述的是：女主人公与所爱的人
分离，日夜思念，并期盼所爱之人能早
日归来。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与作
者，过去曾有不少争议，一般说来大约
是东汉后期建安以前的作品。

从 《诗经》 的四言体式，到 《离
骚》，再到由 《楚歌》 形成的各种体
裁， 《乐府》 的五言，及至成熟、完
整的五言诗的出现。这便是中国诗歌
体式形成发展的大体过程。

诗歌的格律

诗歌的体式发展成熟后，到南北
朝时期开始注重诗歌的声律。之所以
注重声律，这与南北朝时期翻译佛经
有着密切的关系。

佛经原来都是梵文，中间有很多
念诵的颂赞。把梵文翻译成中文发音，
就需要推究如何准确地发音，这时候
就有了“反切”，即一种拼音的方法，
有声母和韵母，因此产生了“平仄格
律”。

平仄格律并不复杂，若要学习作
诗，只需记住两个公式即可。 (下图：
横线代表平声，直线代表仄声。*

五言基本律式

,式：
—————∣∣
∣∣∣———
-式：
∣∣———∣
———∣∣—
, 式“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

平”；- 式“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
平”。中国语言的单音独体，其平声与
仄声是相对的，其中第二个字和第四
个字是音节的节奏所在。

而对诗歌格式的判断，主要看诗
歌第一句的第二个字。第二个字是平
声，诗歌就是平起格式；是仄声，就
是仄起格式。, 式加 - 式：“平平平
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
平仄仄平。”这就是一首平起的五言绝
句；而 - 式加 , 式：“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
平。”就是仄起的五言绝句。

以上所讲是五言绝句。若七言绝
句，则多出的两个字就加在每句诗的
前面。同时要注意，若五言开头是平
声，就加两个仄声；开头是仄声，就
加两个平声。

七言基本律式

,式：
∣∣—————∣∣
———∣∣∣———
-式：
———∣∣———∣
∣∣———∣∣—
以上所讲是中国诗歌绝句的基本

格式。如果是律诗就多重复一次变成

八句，下面我们就以李白和杜甫的诗
为例，对格律诗进行赏析。

《夜泊牛渚怀古》李白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

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

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

中国古人，尤其是读书人，都有
一个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李白亦是如
此。有天夜晚，李白在牛渚 (今安徽省
当涂县西北* 停泊，想到了晋朝时期，
有位善于吟诵的书生袁宏泊船于牛渚。
夜间，他在船上吟诵自己的诗篇，恰
被路经此地的一位名叫谢尚的将军听
到。谢将军欣赏其才华，遂请其出仕，
伴随左右。于是李白遂发出“登舟望
秋月，空忆谢将军”的感慨。在李白
看来，“牛渚西江”是一个能够让他
遇见伯乐的地方，然而在这里，他并
没有碰到欣赏其才华的人，因此只有
失望地离去，“明朝挂帆去，枫叶落
纷纷。”

一般说来，绝句没有对偶，但律
诗有，在律诗中第三句和第四句是对
偶、第五句和第六句是对偶。所谓对
偶，是指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
词性要相同，而平仄则要相反。李白
的这首 《夜泊牛渚怀古》 不但对得不
工整，且平仄也不完全合律。比如第
三句“登舟望秋月”平仄就不合格律，
而且它与第四句“空忆谢将军”的对
仗也不工整。“登舟望秋月”是“平
平仄平仄”，根据诗歌的音节，第一个
字和第三个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第
二和第四个字，因为是音节所在。同
时，按照格律平仄相反的要求，第三
句应该是“平平平仄仄”，但是李白却
把它颠倒了，不合规律，这在诗里叫
做“拗句”。

所以说，李太白是位天才。尽管
《夜泊牛渚怀古》是首五言律诗，但其
中就有词性、平仄不对的地方。虽然
如此，但这首诗却有其绝妙之处。李
太白不受格律的拘束，但诗歌在情意
的分量上取得了平衡，如“望秋月”
和“谢将军”表面上看起来不对，但
就情意的分量而言是平衡的：“望”
是动词，“秋月”是宾语，“望秋月”
是动宾结构；“忆”也是动词，“谢
将军”也是宾语，“忆谢将军”也是
动宾结构。这就是李太白这首诗的妙
处所在。

再看杜甫的 《喜达行在所三首》。
这三首诗是杜甫经历了“天宝之乱”，
冒险乘隙逃出被安史叛军占据的长安，
投奔远在凤翔的唐肃宗，历经千辛万
苦，到达朝廷的临时所在地之后，痛
定思痛之作。以第一首为例：

其一
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

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

雾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

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

这次叛乱，长安陷落，玄宗幸蜀，
肃宗即位灵武后，移行在于凤翔。岐
阳就是凤翔，在长安的西边，就有了
本诗的第一句“西忆岐阳信，无人遂

却回。”杜甫每天都在怀念朝廷，希望
能够有岐阳的消息，但却没有一个人
从那边回来。在经历了“眼穿当落日，
心死著寒灰”的绝望和心寒后，他历
经磨难，终于来到后方。“所亲惊老
瘦，辛苦贼中来。”岐阳的亲戚朋友看
到他纷纷惊讶于他的衰老与瘦弱，因
为他是历经千辛万苦才从乱贼之中逃
出来的。

杜甫的这首诗特别的朴实，其中
的词句对称尤其工整。“眼穿”对
“心死”、“落日”对“寒灰”、“雾
树”对“连山”、“行相引”对“望忽
开”，这首格律诗对偶的地方完全看不
到雕琢造作的痕迹，非常的自然、真
切，感情表达也非常深挚。

通过赏析两位诗人的作品，可以
看出李白与杜甫的不同。李白的诗有
出尘脱俗之意象，而杜甫的诗则朴实
无华。然而，两人的诗歌皆为上乘之作。
究其原因，则是二人皆是吟诗之人。他
们作诗，并非查过字典、韵书、格律才写
出了诗作，而是二人熟于吟诵，声调就
在其心胸、口吻之间，那些字句便自然
地伴随着声调而出。

一般都说人的头脑分左右两半，

一为智性，一为感性；那么，文字思
想就是智性，声音直觉就是感性。因
此，只有使智性文字的思索伴随着直
接感性的声音而出，这样的诗才算得
上是好诗，才是有生命的、有兴发感
动的诗篇，所以说吟诵是很重要的。

中国古典诗歌的吟诵

从周朝开始，我们国族就非常注
重诗歌的吟诵。 《周礼春官宗伯》 中
曾记载：“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
兴、道、讽、诵、言、语。”这里
“兴”指读诗时应具有一种感发的能
力，就是“心”。只要心动，就会兴
发，就有感动。因此，教学应先要培
养出一种兴发感动的能力。“道”就
是引导的意思，是指对于感发指向的
一种导引，以及告知诗歌所表达的意
思。为了达到对于诗歌可以有随时随
地的感发，并且可以灵活自如运用的
目的，因此，又提出了“讽”与“诵”
的要求。古人云：“倍文曰讽，以声
节之曰诵。”就是说诗不但要背，且读
诗时还要有节奏。

当有了背读吟诵的训练后，就可
以有“言”和“语”的练习了。“发
端曰言，答述曰语。”“言”和“语”
是引用诗句以为酬应对答的一种练习。
举一例说明：晋国公子重耳被其父宠
爱的一个姬妾所害，遂出亡在外，周
游列国，见到秦国穆公。秦穆公背
《诗经》 中的一段诗，重耳也背一段
诗，两个人就此结成盟友。秦穆公送
公子重耳回国做国君，还把女儿嫁给
他。这种以诗对答便是“言、语”。将
诗歌吟诵用于外交，即“言”；用诗回
答，即“语”。由此可见，在中国古典
诗歌的教学训练中，吟诵所占有的重
要位置，以及其源流之久远悠长。

那么，要如何吟诵呢？中国的语
言文字都有其自身的发音，且不只是
一个声音，它还有腔可以拖，就是把
声音拖长。所以，如果有的诗句不合
乎吟诵的节奏，就可以用腔来拖长，
或者可以重叠，这个重叠就是古人所
说的一唱三叹，所以有“渭城三叠”，
句子重叠往复，进而把腔补足。

对于吟诵，现代人又有着怎样的
观点呢？很多人以为，吟诵有一种方
法：平声字拖长、仄声字缩短。其实
并不尽然。我以为，吟诵诗歌主要贵
在能将古人诗歌原有的韵律与自己读
诗时的感情融合在一起，使自己的生
命和诗人的生命结合起来，令诗歌的
生命延续，生生不已。这便是中国诗
歌的吟诵之妙。

而中国古典诗歌之所以有如此之
妙处，是因为中国古典诗歌重视心、
物之间的兴发感动，由一生二、由二
生三、由三生无穷；以内心的感发为
主，“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在心为
志，发言为诗”。杜甫说“摇落深知宋
玉悲”，杜甫读了宋玉的作品，就受到
了宋玉的感动。辛稼轩说：“老来曾
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我在梦里
遇见了陶渊明，读了他的诗受到感动，
而这个感动可以一直延续不断。所以
“兴发感动”是中国诗歌中的生命，且
这个生命生生不已。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让
古
典
诗
歌
生
命
延
续

叶
嘉
莹

叶嘉莹，号迦陵。./01 年生于燕京书香世家，从

小饱读诗书。./1. 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专攻古典

文学专业。曾在台湾大学任教，任美国哈佛大学、密歇

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

亚大学终身教授，并受聘于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现

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加拿大皇家学会

院士。她是为数不多的用英语讲授中国古典诗词的中国

学者之一，对中国古典诗词创作、教学、研究、对外传

播作出了杰出贡献。

吟
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