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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新古体诗”: 继承古诗的新路径?

一

去年以来，我学作 “七言”古体诗，有朋友

谬奖诗作言之有味、有情、有韵，闻之心中窃喜，

于是加油创制; 亦有朋友责以不讲平仄，不通格

律，闻之惶恐不安，辩之以 “打油”图以免责。

重温王力先生的 《诗词格律》，受到了很大启发，

也为自己的创作找到了一些理论依据。

其一，拙诗似可归入 “古绝”一类，所受约

束主要为押韵，不用律句的平仄，也不刻意追求

粘对和对仗。

其二，就押韵而言，由于时代的变迁，今日

之四声 ( 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已不同于

古时之四声 ( 平、上、去、入 ) 。古人作诗，依

001



据的是如 “平水韵”之类当时的韵书。今日作

诗，不可能亦不必拘泥于古人的诗韵，宜依照中

华新韵，且只要拼音韵母相同，朗诵起来和谐，

都是可以的。这样，今人所作之古体诗，似可称

之为“新古体诗”。

其三，不过，即使在创作这种自由度很大的

新古体诗时，为求音声和谐，当尽量押同一声调

的韵，或押平声韵，或押仄声韵。若押平声韵，

不押韵的句子末字须是仄声; 若押仄声韵，不押

韵的句子末字须是平声。首句则尽量入韵。

其四，我之诗作之所以采 “新古体诗”一

体，盖因私以为写诗应重内容而轻形式 ( 主要是

平仄 ) ，诗的功用，应恢复到孔夫子所主张的

“诗言志”和 “兴观群怨”的理念上来，并赋予

时代面貌，言之有物，清丽自然，生动活泼，吐

故纳新。在这一方面，很赞同元好问的诗论，其

《论诗三十首》第十七首云: “切响浮声发巧深，

研摩虽苦果何心? 浪翁水乐无宫徵，自是云山韶

頀音。”

此外，古体诗多五绝而少七绝，但我在 “新

古体诗”的尝试中，主要采用了七言绝句这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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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当然不排除今后尝试五言绝句) 。当初创作

时，是无意为之; 事后思之，则如沈祖棻先生所

阐述的: 七言绝句 “可算是最精粹的诗体之一，

因为它以最经济的手段来表现最完整的意境或感

情见长。当然五言绝句字数更少，但七绝虽然每

句只比它多两个字，却显得委婉曲折，摇曳生姿，

声辞俱美，情韵无穷，因而别有动人之处。”

二

门外谈诗，不揣浅薄，提出与格律诗 ( 包括

律绝) 相对的 “新古体诗”的浅论，意在减少格

律对现代人的束缚，唤起大家拿起笔来，根据自

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创作古体诗的热情和兴趣，

承继中国作为诗的国度的文化传统。依照这一想

法，作为实践，我陆续写了一些七绝，当然还幼

稚得很，难登大雅之堂。是论抛出后，得到了一

些爱好古诗词的朋友的附议，引为同道; 但也不

大见谅于一些能够驾驭格律的行家里手。

后者所反对的，一是拙见提倡的句内不刻意

讲求平仄、粘对，认为如此便失去了称为古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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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 二是坚称押韵仍应严守古韵 ( 平水韵 ) ，

反对依据新韵。

内行的意见，自然值得尊重。但我想引用朱

光潜等先生的观点，为 “新古体诗”做一些辩

护。

关于第一方面的问题，朱光潜先生在其所著

《诗论》中讲到:

四声的研究最盛于齐梁时代，齐梁以前的诗

人未始不知四声的区分，不过在句内无意于调四

声，只求其自然应节。

这是说，诗歌对四声的讲究，在我国并不是

一开始就有的。那么，既然齐梁之前古人作诗可

以在句内不囿于四声的严格限制，今人作诗又为

何不能效法呢? 记得顾随先生在 《驼庵诗话》中

亦曾指出:

近体诗有平仄，古诗无平仄，亦有音节之美。

而无论有无平仄，袁子才在 《随园诗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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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诗在骨而不在格:

杨诚斋曰: “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

而不解风趣。何也? 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

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

有性情，便有格律; 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

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 谁为之格，谁为之

律? 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 况皋、禹

之歌，不同乎《三百篇》; 《国风》之格，不同乎

《雅》《颂》: 格岂有一定哉? 许浑云: “吟诗好似

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可见，即使在古人那里，格律亦非牢不可破

的天则。只要不混迹于律诗 ( 律绝) ， “新古体

诗”的提法就远算不上惊世骇俗之说，不过是欲

恢复唐代之前古人作诗的那种比较自由、率性和

朴实的生命状态罢了。当然，我并不反对能手按

照成法作律诗; 也不讳言，自己目前于格律诗的

创作，非不为也，是不能耳。

虽然齐梁以前的古人无意于在句内调四声，

但是，朱先生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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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却必用韵，而对于韵脚一字的平仄仍讲

究很严，平押平，仄押仄，很少有破格的。这事

实也可证明韵对于中国诗的节奏，比声较为重要。

《诗论》认为，韵对于诗的最大功用，在于

把涣散的声音联络贯串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曲

调。正如在《法国诗学》中，邦维尔所描述的:

我们听诗时，只听到押韵脚的一个字，诗人

所想产生的影响也全由这个韵脚字酝酿出来。

这就牵出第二个问题，作诗应该依古韵或是

依新韵? 关于这一话题，实际上在 20 世纪上半叶

就早已争论过，而朱光潜先生当时的态度很鲜明，

那就是:

用韵必用现代语音，读的韵，才能产生韵所

应有的效果。

朱先生在《诗论》中尖锐地批评了近人胶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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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瑟、抱残守缺的做法:

中国旧诗用韵法的最大毛病在拘泥韵书。不

顾到各字的发音随时代与区域而变化。现在流行

的韵书大半是清朝的佩文韵，佩文根据宋平水刘

渊所做的和元人阴时夫所考定的平水韵，而平水

韵的一百零六韵则是合并隋 ( 陆法言切韵) 、唐

( 孙愐唐韵) 、北宋 ( 广韵) 以来的二百零六韵而

产生的。所以我们现在用的韵至少还有一大部分

是隋唐时代的。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用韵，仍假

定大半部分字的发音还和一千多年前一样，稍知

语音史的人都知道这种假定是很荒谬的。许多在

古代为同韵的字在现在已不同韵了，作诗者不理

会这个简单的道理，仍旧盲目地 ( 或则说聋耳

地) 把“温” “存” “门” “吞”诸音和 “元”

“烦”“言”“番”诸音押韵; “才” “来” “台”

“垓”诸音和“灰”“魁”“能”“玫”诸音押韵，

读起来毫不顺口，与不押韵无异。这种办法实在

是失去用韵的原意。

朱先生这一番话说得再明白不过，袭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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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死”的音代替现实生活中 “活”的音，这种

做法并不显得高明，相反，依照古韵写出的诗，

今人读起来很拗口，往往大异其趣。朱先生的见

解并非独出心裁，而有古人的同论为先声。诗词

大行家、 《笠翁对韵》作者李渔，在 《诗韵序》

里曾有一段鞭辟入里的文字:

以古韵读古诗，稍有不协，即叶而就之者，

以其诗之既成，不能起古人而请易，不得不肖古

人之吻以读之，非得已也。使古人至今而在，则

其为声也，亦必同于今人之口。吾知所为之诗，

必尽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数韵合一之诗; 必不复作 “兮绤兮，凄

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之诗，使人叶

“风”为 “孚金反”之音，以就 “心”矣; 必不

复做“鹑之奔奔，鹊之疆疆，人之无良，我以为

兄”之诗，使人叶 “兄”为 “虚王反”之音，以

就“疆”矣。我既生于今时而为今人，何不学关

雎悦耳之诗，而必强效绿衣鹑奔之为韵，以聱天

下之牙而并逆其耳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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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先生的同时代，语言学家钱玄同先生亦

曾在《新青年》中不留情面地揶揄了一些炫技派

选手:

那一派因为自己通了一点小学，于是作起古

诗来，故意把押“同”“蓬” “松”这些字中间，

嵌进“江”“窗”“双”这些字，以显示其懂得古

诗“东” “江”同韵; 故意把押 “阳” “康”

“堂”这些字中间，嵌进 “京”“庆”“更”这些

字，以显其懂得古音 “阳” “庚”同韵。全不想

你自己是古人吗? 你的大作个个字能读古音吗?

要是不能，难道别的字都读今音，就单单把这

“江”“京”几个字读古音吗?

钱先生讽刺得着实痛快，使用古韵还是今韵，

似乎不必再辩了。

顾随先生在《驼庵诗话》中的意见，应该可

以为我们今天搞一些创新 ( 其实是复兴) 活动解

开心结:

格律之 “律”，不是不随人意志为转移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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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律”是人为的。“律”不能为人服务时，人

应当打破它。 “律”是形式，一切形式都是为内

容服务的。当形式不能为内容服务时，人应当改

造它。

之所以提出“新古体诗”一说，其实就是因

为，格律这种形式，至少已经不能为许多人做古

体诗的内容服务了。按照 “不以辞害意”的原

则，遵循古诗的主要规则———句内不讲平仄，邻

句不求粘对; 押韵一韵到底，韵脚谨守平仄。在

内容上强调兴趣、神韵、性灵、境界，同时力求

朗朗上口。此即为我所提出的 “新古体诗”的诉

求。
或许，在重新得到解放的条件下，回归到古

体诗的创作道路，解除格律诗的平仄粘对所对人
们的束缚，可以唤起人们创作传统诗词的热情，
可以涌现出一大批既能抒写时代情貌、又兼具古
典趣味的诗作来。

希望借助于本书的出版，有机会引发诸位同
道对“新古体诗”一说的讨论和提升，激发大家
以更大的兴趣和热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新古体
诗”。

010



书书书

目
录

代 序

“新古体诗”: 继承古诗的新路径? _ 001

咏杜甫草堂·十八首_ 001

草堂咏梅·二十首_ 021

行吟记·十九首_ 043

咏《论语》·十首_ 065

峨眉山记·三首_ 077

青城山记·三首_ 083

都江堰记·三首_ 089

三峡记·三首_ 095

001



锦江记·三首_ 101

大理记·十首_ 107

苏州记·七首_ 119

咏春·二十首_ 129

咏夏·二十五首_ 151

咏秋·二十五首_ 179

咏冬·十七首_ 207

咏花·十五首_ 227

杂感·三十六首_ 245

代 跋

自由时代的旧体诗创作

———兼评陈赤先生的《浮世风花》 /陈卫_ 283

后 记_ 302

002



书书书

咏杜甫草堂·十八首





壹

访杜甫草堂

人日未来今日来，

诵君诗章慕君才。

草堂红花牵碧树，

文脉相连到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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