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００１　　　　

序
一
　
诗
教
文
化
的
布
道
者

序一　诗教文化的布道者

周　葵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热爱诗歌是一件高雅而惬意的事，因为在博

大精深的诗海里，到处都有极佳的景致，随便翻出几朵浪花，都能让人

陶醉。可心潮澎湃，可赏心悦目，可痛快淋漓，可聪慧通透。但要真正

地读好、学好、教好，品其真味，获其心得，却不易，有难度。

这种难度首先来自当代人对诗教文化的接受，可以说，诗教文化与

当代人是脱节的。具体来说，一是没有很好的诗教文化传播的环境和氛

围，二是没有很好的诗教文化讲授的教材和教师，三是没有很好的诗教

文化学习的方法和时间。一句话，诗教文化需要布道和布道者。

而周邦彦老师正是这样一个诗教文化的布道者。

退休二十多年来，她一直从事传统文化的教学，特别是诗词教学。

她把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付诸行动。她认为，“诗教文化是中国先贤们

对教育文化的伟大创造。”她不仅讲授，还创作了大量的诗词联赋作

品。近来又将它们集结成书，欲与读者见面。这就是 《诗词楹联读

本》。这是她多年对诗教文化进行研究、教学、创作的结晶，是关于如

何学习、如何欣赏、如何创作诗词联赋的集成。它集理论和实践于一

体，可作学习、赏析、参阅、教学之用。

该读本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立意高远，把握诗教文化之魂

如果说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那么诗词

 周葵：高级记者，诗人。现任玉溪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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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赋就是其中最动人心魄的浪花；如果说中华传统文化丰富深厚，像一

片珍贵奇妙的矿藏，那么诗词联赋就是其中最璀璨夺目的宝石；如果说

中华传统文化美丽迷人，像一个百花齐放的花园，那么诗词联赋就是其

中最赏心悦目的花朵。目前，诗学诗教又受到空前关注。

中华的诗教文化是一脉传承的。从 《诗经》 《楚辞》到汉赋乐府，

到唐诗宋词元曲，再到 “五四”以后的白话新诗，在诗教文化的历史

长河中，形成了独具中华特色的诗教文化价值取向。不论是 “《诗》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还是诗可以兴、观、群、怨，抑或

“为往圣继绝学”，都把握住诗教文化的魂：让中华文化成为民族的血

脉和精神家园，让中华文化的基因得以传承和延续。

周邦彦老师正是以这样的文化自觉去传播诗教文化的。在 《诗词

楹联读本》里，所有的观点和思想、实例和创作，都体现了这种诗教

文化价值观。

２丰富实用，把握诗教文化之法

《诗词楹联读本》的丰富性表现在既突出个性又找到共性的统一。

本书涉及楹联、诗词、辞赋，在古代文学中这既是一个分门别类的内

容，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它们之间还有其内在的联系，相近相

通，便于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丰富的理论与大量的实例的结合，使

《诗词楹联读本》呈现出厚重的色彩。

它的实用性表现在对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起到作用。一是面对初学

者，适于指导。按联—诗—词—赋的顺序，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进行

讲解和举例，方便学习。二是面对欲提高者，适于深化。因为有诗教的

理论，有诗教的实例，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和吸收。三是面对创作，适于

借鉴。由于作者有大量的创作实践，对诗教理论的理解就利于达到深

刻、独到、融通的程度。

在楹联、诗词、辞赋中，既讲为什么要学，又讲怎么学。讲章法、

讲规则、讲技巧、讲心得。力求读有所获，学有所得，使读者能从不同

的层次和角度进行了解和把握，学到真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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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雅俗共赏，把握诗教文化之道

从周邦彦老师方面说，这是她学与教相长、思与写相通、赏与析相

谐的结果。通过讲诗心、诗情、立意、胆识、灵感等，去把握诗的本

质、情怀、灵魂及作者的远见卓识、创作神思等，懂得创作之道。这种

讲授，不是空洞乏味的，而是具体实在的。在十余年面对面进行教学的

基础上，进行系统整理，更加精练准确，更加富于理论色彩和实践

归纳。

诗词联赋的欣赏和创作，需要掌握其技巧方法，更需要运用其中的

规律，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本书文字平实流畅，内涵丰富深刻，便于

读者学习和融会贯通；通俗易懂，让人不觉其艰涩；底蕴深厚，让人不

觉其肤浅。这种把握，需要相当的功力。

周邦彦老师在诗教文化的传播中，既明其魂，又讲其法，还示其

道，这是做学问的态度，是学识才华综合为一体的见证，更是坚定诗教

文化价值观的体现。

正迎八旬的周邦彦，没有疲惫和厌倦，依然充满青春的激情与活

力，信心满满地整理和写作她的这一读本。她在 《天鹅湖》一诗中写

道：“群芳曲渚送秋波，湖上雪莲尽天鹅。北往南来终相守，白头秋韵

咏春歌。”“白头秋韵咏春歌”分明就是一种自我写照。只有心中装着

美好情怀和正能量的人，才能在人生的晚年，释放如此的正能量，让诗

意这般萦绕人生。对古典文学中的诗词联赋进行这样深入浅出的阐释，

正如在课堂上娓娓道来的讲解。但愿我的理解切合她写该读本的本意。

勉为序。

２０１７年１月３１日



００４　　　　

诗
词
楹
联
读
本

序　二

张新蕊

周邦彦老师是我读高中时的优秀语文老师、优秀班主任。老师的近

作 《诗词楹联读本》（以下简称 《读本》），内容丰富、赏析交融、讲解

精到、充满真知灼见，是一部难得的诗教佳作，我为老师骄傲和高兴！

我在阅读中不时为老师的讲评神笔喝彩、为老师信手拈来的举例感叹

———７９岁的她是在用一生教学的知识积累和对传统优秀文化的款款深

情写这本书啊！读罢掩卷，感慨良多。

《读本》共设八讲，形式上从楹联到辞赋，时间上从西周到当今，分

别整理了诗、词、联、赋的相关知识———介绍规则、梳理脉络、传授精

要、用心评析。不但博览文献、精甄细选，而且将自己几十年的钻研习

得倾囊奉献。繁复的整理与对比，足量的例析与评点，让我体会到老师

的艰苦付出。

《读本》很精彩，读来很享受，使我增长了许多创作、欣赏诗词的

知识。我认为本书有以下几个闪光点：

１智慧的闪光

如对 《大观楼长联》《春江花月夜》等名篇的评析；讲律诗规则时

“相粘必相错”的总结；辨别入声字的八个归类，视平仄为长短音排列

组合；对传统对格的总结；谈诗词创作的要领，谈词的叙事功能；对

“意境”“意象”的评论；诗与词对比介绍，以及对近体诗平仄基本格

 张新蕊：女，昆明理工大学教授。先后担任昆明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外语学院

院长，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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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讲授；对格律诗立意的认识以及对格律诗、诗词之道的浓重着墨，

信手拈来的诗例……

２语言的闪光

“切景着墨”“深婉多讽”“词采瑰奇”“想象奇伟富丽”“精骛八

极，心游万仞”“王渔洋以风神情味胜，自珍则以思力绝伦、茂郁清深

见胜”……功力深厚的文字表述，让读者如饮甘醇，心醉神融。

３创作实践的闪光

如各讲中老师的诗作体验，玉中亭联的创作过程，灵感谱就 《高

阳台·神游滕王阁》的神奇，读来实在感叹 “厚积薄发”的重要。

４思想观点的闪光

如楹联 “意、辞、情、趣”的衡量标准，对诗教重要性的表述，创

作要重创新的观点，等等。这些闪光点令 《读本》熠熠生辉，充满教

育性和吸引力。

全书编写情、理融通，赏、析兼顾，既可为教材，又可为文学读

物，让读者在接受知识的同时欣赏名作，在欣赏名作的同时消化知识，

这样的写法很诱人，使读者很享受。其中 “精读”的设计使读者得以

了解、品味诗词名篇，幸甚！如曹丕的 《燕歌行》、窦綬的 《岳阳楼

联》、李白的 《蜀道难》、张若虚的 《春江花月夜》、第七讲中弘一法师

早年的作品、杜牧的 《阿房宫赋》、孙髯翁的 《大观楼长联》、周老师

的 《玉溪赋》等，这对学习传统优秀诗词很有帮助。

《读本》涌溢着诗教的力量。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诗词联赋是

无价之宝，其文化价值难以估量，这份璀璨的文明果实，必须传承发

展。中央电视台 “中国诗词大会”掀起的热浪，让国人再次体味到诗

词这种特定文学形式蕴含着的大美、大意、大精神。正如第一讲中提到

的，诗教可以影响人的成长、修养、眼界等方面，能 “疏瀹五藏，澡

雪精神”“净化心灵，开启智慧”。我们除了自身投入学习之外，还应

该做出可能的推广，让更多的人接受 “诗国文明的熏陶”。

作为一名高校工作者，我深感诗教对于人才成长的重要作用。在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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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吟诵低唱中，“兴、观、群、怨”引致的情感体悟、意趣升华、心

胸扩展乃至思想锻铸，都是完全可能的；这些 “无用的学问”，会让你

“轻悄悄”走进天性天籁；而那些存在于黄河白云间、空山新雨后、壁

立千仞上、戎马关山北的美学符号、万千意象，自会充盈、点化、调揉

青春的内心，令其变得丰富而又多彩。在应试教育屡遭批判的今天，诗

教无疑具有特殊的育人价值。老师的 《读本》为青年开启了精神世界

的一扇窗，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难得礼物。

《读本》付梓之际，恰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仿佛是为呼应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战略，《读本》号角般地在祖国西南边陲昂扬吹响，在

这万物生发的春天……

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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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来发

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收到周邦彦老师送来的 《诗词楹联读本》

小样，她嘱我写序。我向来疏懒成性，但又却之不恭，只好答应下来。

今日翻阅，借着窗外春色，凑合成如下文字，不知可否作为 《诗词楹

联读本》的序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

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于延续

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古典诗词曲

赋更是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宝库中璀璨的明珠。

习近平同志精辟指出：“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

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

２０１７年１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实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纳入国家战略，从整体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了重大战

略部署。《诗词楹联读本》可以说是汇入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洪

流的涓涓细流。它虽然没有洋洋洒洒的宏论，但却简明实用；它虽然构

不成系统的研究体系，但却是学诗填词的最佳指南。纵观全书，我认

 贾来发：诗人，书法家，现任玉溪市文化广电局副局长，玉溪市文联兼职副主

席，云南省诗词学会副会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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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诗词楹联读本》不论构思和编排，抑或形式与内容，都体现和融

入了周老师丰富的学识、诗教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是她长期致力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研究、探索和积累的结果，也是其心血和汗水的

结晶。《诗词楹联读本》既有理论的阐述，也有实践的探索；既有诗词

楹联的引用，也有从容赏析的优美。不仅可作为教学之样本，更可作为

存赏之读本。

前年初冬，承蒙周老师不弃，亲自到办公室向我赠送她的诗词专著

——— 《彦子诗词选》。我怀着尊重和感谢的心情，写了四首七言绝句，

并在诗前加了一段文字：“彦子者，乃周邦彦女史之笔名也。余未识其

人，早读其作，今既晤其面，再品其作，颇多感受，即成四绝，聊以示

贺。”今不妨录出，以飨诸君：

其一

盛名贯耳喜初逢，词赋诗联老更丰。

心血凝成功告就，天然最喜出芙蓉。

其二

红塔山高映晚红，秋深雁阵写长空。

诗吟百首惊才女，信手拈来果不同。

其三

多情自古是骚人，平仄推敲夏复春。

词赋诗联收两卷，拥书读破夜深沉。

其四

才女芳名早有闻，诗中巧种满园春。

新书获赠金秋日，展读凭窗月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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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时隔仅两年，周老师出版了她的又一专著——— 《诗词楹联读

本》，实在可喜可贺。今天，当我在阳光灿烂的书房里，捧读她的大

作，心底的那份惊喜就如久违的春雨洒遍干涸的心田。唯愿在与古老的

文化相融，与优美的文字相遇，与灵动的诗词相逢中，通过 《诗词楹

联读本》的引领，使我们重拾传统文化、亲近传统文化，用祖辈留下

的思想珍宝，增强文化自信，构造国民信仰，谱写崭新篇章。

丁酉孟春于宏轩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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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四　播撒春光照晚晴

周　洌

“诗是吾家事。”①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在数千年流淌不息的中

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诗思不断，诗魂永续。爱诗、读诗、

写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和创新，中华

诗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蕴藏极为丰富的文学宝库，许多优美的诗篇世

代传诵，许多蕴含哲理的优美诗句成为千古名句，许多优秀诗人成为

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丰碑。从 《诗经》到 《楚辞》，从唐诗到宋词，

中华诗词源远流长，创造出了多种诗歌艺术体式。正是通过中华诗词

“这种古老高雅的文学形式”，“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美学体式得以

广泛流传，深入人心”②。

虽然在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华诗词一度走向衰微，但是中华诗词的

创作活动从未停止。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华诗词更是有了新的发展。这

种发展的最主要表现就是读诗词的人和写诗词的人越来越多，其数量之

巨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企及的。这么多的人在读在写，好的作

品自然也会逐渐多起来。但是，由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诗词教育一

直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这就造成了目前虽然读的人和写的人都很多，

而诗词欣赏和诗词创作的整体水平却并不高。鉴于这样一种状况，普及

诗词教育就成为推动诗词文化发展的当务之急。这正是周邦彦老师二十



①

②

周洌：云南大学毕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调深圳特区工作，任深圳石化集团面

点王副总经理。学者型企业家，诗人。

参见杜甫 《宗武生日》。

参见 《当代诗词家别集丛书》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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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自觉致力于诗词教育活动的意义之所在。

中华诗词之妙，固然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浸润其中而乐此不

疲，但研习中华诗词之难，则非真正深入其中者所能感悟。个中滋味正

如王安石 《游褒禅山记》所云：“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

这个 “难”不仅 “缘于中国诗歌经过几千年衍化之后形成的超稳固形

式 （主要指章法、句式、声律等方面）”①，更是由于中华诗词在几千年

的发展历程中，玉灿珠辉，高峰迭耸，难以超越，让人常有 “眼前有

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叹。然而，中华诗词不只是 “传统文

学中最精粹的形式，尤能展现中华文化载体———汉字音形义合一的优

长，经过历代诗人文士的加工创造，形成丰繁的体式和严谨的格律，富

有声韵上的音乐美、章句上的结构美和意象中的图画美。结合比兴、用

典等表现手法，使其意蕴深厚，风格高雅”；更是因其富有 “特定的时

代气息和风采，并与上古以来就具有的人文精神通贯始终，诸如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成仁取义、守正祛邪、先忧后乐、天下为公、热爱自

然、天人合一等思想理念”②；以致其生命力之顽强超出了许多时代巨

擘的想象。何况，我们中华民族向来不缺迎难而上的豪迈气概。因此，

有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并运用中华诗词古老而又韵味常新的文学样式来寄

志言情就不足为怪了。当然，面对困难仅仅是有不惧怕的勇气还不够，

还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作为个人，要老老实实从诗词的最基础的知

识学起，逐步提高个人的诗词欣赏水平，循序渐进地去把握诗词写作的

方法和创作规律。而对于全社会来说，普及诗词教育，帮助青少年和诗

词爱好者加强文学修养，提高诗词鉴赏水平，明了诗词发展的脉络，进

而掌握诗词创作的规律和方法，是推动中华诗词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就

需要更多的像周邦彦老师这样有条件的教育工作者，自觉担当起这项事

关振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

①

②

袁本良：《二十世纪诗词评注》跋。

袁本良：《二十世纪诗词评注》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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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华诗词，我们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它的格律很严，有种种规则

的限制。譬如对 “平仄”和 “用韵”就有各种各样的规定。以 “平仄”

为例，不能 “三平”，不能 “孤平”，还有 “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

等。要严格遵守这些规则，本来已经很不容易。何况，随着语音的变

化，原本属于 “仄”声的入声字，在普通话中分别归入了阴平、阳平、

上声和去声。我们在学习前人所创作的诗词的时候，为了体验其 “声

韵上的音乐美”，就不仅要分清哪些字是由原来的入声字归到了现在的

平声字，还要知道这些字原来是如何发音的。这就更增加了学习的难

度。对于在今天的诗词创作中，还要不要严格遵守平仄规则的要求，也

一直存在相当激烈的争论。再说 “用韵”，前人创作诗词，大都依照平

水韵表，其韵部和今天的划分就很不一样。如果不熟知平水韵，欣赏前

人的作品就会有困难。而今人写作，究竟是依 “新韵”还是依 “平水

韵”，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这些问题有的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

解决，如对 “入声字”和 “平水韵”的认知和掌握；有的争论相信假

以时日也会渐趋一致。眼下则只能根据各人的认识择一而从。对于传统

诗词的这些在 “格律”上的规定，我们一方面不要把它看作是毫无必

要的束缚，而是要认真下一番功夫，通过对这些 “规则”的知晓，去

了解传统诗词艺术形式演变的规律，通过对这些 “规则”的遵守，在

创作实践中对词语和诗句进行反复锤炼，这样做有利于提高我们的诗词

鉴赏水平和创作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把某些 “格律”看作

不可逾越的雷池。所谓 “格律”，不过是前人对某一个特定时期诗词创

作在方法论方面的归纳和总结。作为一种艺术规则，我们既要重视它的

存在，也要关注它的演变。

周邦彦老师在她的 《诗词楹联读本》中花了大量篇幅讲解传统诗

词的写作规则和方法，这是学习传统诗词必不可少的基本程序；但在整

个读本中她更加强调的是 “诗心”和 “诗情”，是 “立意”和 “意

境”，是 “真情”和 “激情”，是 “净化心灵”和 “开启智慧”，是

“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审美情趣”，这才是我们研习中华诗词的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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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叶嘉莹先生说：“现在有一些青年人竟因为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

物欲所蒙蔽，而不再能认识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的提升作用，这自然

是一件极可遗憾的事情。”因此，叶先生认为：“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在

精神和兴发感动的生命，不应该中断。认真地学习古典诗词，可以让传

统获得一种新的生命力。”

中华诗词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大约１５００年前，钟嵘在

他的诗论专著 《诗品》中就指出了诗能够给人以精神力量，他说：“使贫

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也。”在中华诗词里，我们有 “亦余心之所

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追求 （屈原）；有 “好爵吾不荣，厚馈吾

不酬”的高尚节操 （陶渊明）；有 “谈笑安黎元”“相与济苍生”的宏大

抱负 （李白）；有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情怀

（杜甫）；有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旷达胸襟 （苏轼）；

有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概 （辛弃疾）；有 “人生自古

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高贵品格 （文天祥）；有 “我自横刀向天

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浩然正气 （谭嗣同）……这些美好的诗篇滋养

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又通过他们的努力践行，不断地构筑着我们中

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普及诗词教育，就是要通过传播中华文化来弘扬中

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写到这里，我脑海里忽然泛起了这样一种联想：叶

嘉莹先生１９７９年从加拿大回国，迄今近四十年，举行古典诗词专题讲演

数百场。现已成为海内外传授中华诗词时间最长、弟子最多、成就最高、

影响最大的华裔女学者。而周邦彦老师从１９９３年退休以后，一直没有离

开三尺讲台。二十多年来，她讲国学，讲文学，讲诗词。她们的成就或

有不同，但她们的精神却是相通的。她们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也是中

华民族精神的践行者。她们竭尽心力普及诗词教育，不仅自己如痴如醉

地徜徉在中华诗词的永恒春光里，还一直努力把这明润和煦、沁人肺腑

的春光撒播到更多人的心田。她们所做的这一切，让我想到了这样几个

字：播撒春光照晚晴。就以此作为这篇短文的题目吧。

２０１７年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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