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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麟游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先秦置县，沿以至今。境内丘陵与川塬交
错，林草并流泊丰盈。县城环九峰而萦四水，涌绿黛而蕴灵秀，“信安体
之佳所，诚养神之胜地”。隋唐两朝在此修建了著名的避暑离宫———仁寿
宫、九成宫，帝王贵胄屡屡临幸，文人雅士频频咏颂，使这里存世文物古
迹星罗而品高，自然人文景观棋布而状美。尤其是唐名相魏徵撰文、楷圣
欧阳询书丹、名匠精刻碑文的“三绝”古碑———九成宫醴泉铭碑以其 “人
间第一帖，世上无双铭”、“楷书极则”之美誉而名扬中外，声震古今。隋
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以及一代女皇武则天，在这里留下
了治国理政的历史印迹; 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一代名臣在这里留下了
直言辅政的千古佳话; 王勃、杜甫、王维、李商隐、李思训、苏轼等艺术
大师在这里留下了赞景颂时的诗词华章和书画瑰宝。自唐至今，历代文人
骚客莅临怀古，临摹欧楷，钻研九成宫历史者更是难以数计，从而形成了
丰厚璀灿的九成宫文化。

盛世兴文。为了进一步弘扬光大九成宫文化，中共麟游县委、县人民
政府于 2010 年成功筹办了以全国第二届丁芒诗词艺术研讨会，九成宫全
国书法大赛暨全国书法名家学术邀请展和九成宫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
一届研讨会为内容的“两会一赛”宣传推介活动。其中全国第二届丁芒诗
词艺术研讨会于 7 月 12 日至 15 日举办，来自全国 26 个省、市、地区的
180多名诗家学者涉远倾情出席，开展了诗词创作、论文研讨、观光采风、

诗词咏诵等活动，各方英杰盛情相聚，诸路俊贤壮怀赋颂，盛况空前。丁
芒是全国著名诗人，一生倡导新诗，成果丰硕，弟子众多，以其领衔，聚
集诗界精英，采风离宫故地，咏颂麟游新貌，可谓相得益彰!

为了忠实彰显这一当代九成宫文化现象，及时汇集诗词研讨会的作品
成果，我们将研讨会收集的诗作和论文分别冠名《九成宫雅集》和 《诗路
未来》予以付梓。概观两书，内容丰富，主题突出，雅俗共赏。一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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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容强大。收集了海内外百余位作者的作品，高手林立，名家汇萃，既有
丁芒等诗界大师，也有原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等政界要员; 既有沈道
初、月人等教授专家，也有各省市相关学会、研究会的会长和会员，阵容
十分壮观。二是作品质量极高。《九成宫雅集》荟萃了 121 人的 400 余首
( 篇) 诗词曲赋，体式规正，意境优雅，语言精美，脍炙人口，堪为咏颂
九成宫、推介新麟游的靓丽名片。《诗路未来》所收 30 余篇论文从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上深刻探究了以曲为主的中华韵文发展现状与走向，题材广
泛，立意高远，论述剔透，观点新潮，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专业引
领作用。三是钟情九成宫，溢美新麟游。尤其是 《九成宫雅集》，其中绝
大部分作品均是对离宫历史文化与麟游自然风光及经济社会现状的盛情咏
赞; 即就是研讨文集《诗路未来》，也可从写作的态度水平、交流的场面
气氛等方面明显反映出作者对古离宫与新麟游的偏爱之情。文化是有力量
的，且其力量是全时空的。我坚信，我们这次文化盛会及其珍贵结晶，必
将在推动新诗改革，弘扬九成宫文化，彰显新麟游形象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

后生”。历史在麟游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积淀了丰厚的九成宫文化，

挖掘、研究、弘扬九成宫文化并使其在推动麟游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
应有的作用，是我们应尽的历史责任。唯愿海内外和全国各地钟情祖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各届人士，能够继续倾情九成宫，不断走笔新麟游! 我相
信，在大家的共同关注和全县干部群众的齐心努力下，麟游今后政治更加
文明，经济更加兴旺，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进步!

是为序。

中共麟游县委书记

2010 年 9 月于麟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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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创作的十大关系

丁 芒

诗词的“传达”，从诗人的创作到读者的接受，不但包含着实践和检
验过程的时段，也是多种多样审美观念的激烈碰撞，矛盾从激化到归于统
一的复杂过程。而结果总是: 什么样人写什么样的诗，什么审美观写出什
么样的诗来，毫厘不爽，这是无可奈何、假冒伪饰不得的事。无疑，诗词
创作水平之提高，并非一朝一夕、拿到钥匙就能开锁的事，基本在于提高
自身的素质。但事先懂得一些前人实践经验，掌握一些规律知识，在创作
中知所遵循、提高警觉、少走弯路，总是好的。根据当代诗坛实际情况，

现概括出“十大关系”，亦即十大矛盾，使广大诗词作者有个提纲挈领的
概念，在创作过程中，加以权衡、抉择，择善而从，以提高诗词的品位及
艺术水平。

一、古与今
我们是 21 世纪的人，写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一直运用的诗词形式，这

当然是现代诗词作者面临的第一大矛盾。

复古与创新，在美学思想史上，始终是人们注意的中心。

我们赞成美是一个流动范畴的说法，美是由无数相对稳定的具有形式
美要素的固定范畴组成的。形式美是人类实践积累下来的对美的规律认识
的总和、体现。形式美有相对的稳定性，又有适应时代需要的活动性。

进步的文学艺术家，总是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脉搏，呕心沥血地研究
过去时代可以为当代吸取的美的规律认识。世界美学史上就曾发生过两次
伟大的审美复兴热潮，一次是公元 14 至 16 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
动。资产阶级早期文艺家美学家，如但丁、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米
开朗琪罗、莎士比亚等，以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标榜，创造了空前繁
荣的人文主义文艺与美学思想体系。第二次是 17 世纪至 19 世纪，以法国
为典型代表的古典主义提出的美学思潮，高乃依、莫里哀、拉辛安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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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克洛瓦、西瓦洛等，以古希腊古罗马文艺为典范，甚至采用大量古代
题材，创造了典雅的古典主义文化。拿我国的例子来说，李白的审美理想
审美趣味是求真返朴，复古是表，求真是里。复古是其美学思想的形式，

求真是其美学思想的精髓。王维、李白、杜甫及张旭、吴道子、公孙大娘
他们表现的审美精神，都是敢于藐视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保守或颓废的
艺术，善于吸取各种艺术形式的审美表现因素，以现实生活中生动的形
象，入书入诗入画入舞，进入了自由显现的境界。杜甫说过: “转益多师，

别裁伪法”，也是包括了复古与创新的两个方面的含意的。

所以说复古 ( 应该解释为学习前人的经验，而不是抱残守缺) 与创新
( 应该说是面对现实，博采众长，标新立异) 是辩证地存在于历史中的同
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万物由此而传宗接代，繁衍滋生，文学艺术也是如
此。为什么要一提“复古”就觉得像碰了马蜂窝呢?

当代诗词与新诗重大的不同，就在于形式上是古是今。当代诗词应该
是仅仅古在形式上，至于内容，则无疑仍绝对要求是当代的。即使形式，

也仅仅是指体式结构而言，例如古风、五七言律绝、各种词牌曲谱等; 当
然也包括格律因素中节奏问题 ( 如平仄律、韵律) ，而在使用的语言上
( 包括韵辙) ，则仍然要求摈弃陈旧的、废置了的古代语言，而以当代语言
语音来代替。当然，运用当代语言人古代的体式，会产生种种不相适应的
问题，这就需要确定一个概念: 只应该以形式去适应内容，改变旧形式以
适应新内容、包括新语言的需要; 而绝不能以内容去适应形式，削足就
履，改变新的内容 ( 包括思想感情直至语言) 来迁就和适应旧有的形式。

这不但是时势之必然，也是事物的发展规律。

可惜诗词界确实有不少人以复“古”为追求目标，认为不但形式，连
思想感情、连语言，都要按前人足迹，亦步亦趋。要求无一事无来历，无
一见解无鼻祖，无一感情无根据。写诗变成典故及僻字的新排列，那样的
诗就成了《康熙字典》，诗人就成了“有脚书橱”。辛弃疾固是宋词大家，

慷慨激越，声盖一代，因用典较多，犹不免 “有脚书橱”之讥。至于用
典，其最大也是最致命的弱点，是共知率太低。随着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
率降低，对历史典故的共知率也越来越低。于是诗人就不得不用比诗本身
多得多的篇幅来作注解。古人的诗词，今人花许多精力作注作笺，写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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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才能稍加普及，那是万不得已的事。今人作诗又何必硬变成假古
董，还要花许多精力和篇幅去作笺注呢? 那不是多此一举吗? 考其心态，

有的是陷溺太深，拔足不出; 有的仅仅是为了猎奇炫博，故作艰深，以此
为荣。但这种泥古之诗，往往因为能见出古典文学功力和创作功力，而在
诗词界拥有一定的权威性，受到不知究竟的人们的尊崇，从而形成诗词界
的一个痼疾，影响极不易消除，何况其中还涉及到审美观念乃至写诗的目
的之类的根本问题，不是朝夕之间就可以扭转过来的。

二、同与异
趋同容易求异难。趋同被认为是紧跟、合潮流，“吾从众”，保险、省

事; 求异则常被目为叛逆、标新立异 ( 贬意) 、脱离群众、离经叛道，既
费力又不讨好。这是我国当代诗人比较特殊的社会心态、政治心态、审美
心态在同与异这个矛盾问题上的表现。

趋同、求异，是人类比较普遍的社会心态。为什么一种服装款式会出
现? 出现后又会在社会上流行起来? 为什么商品不断出现新牌号? 出现后
某些牌号能够吃得开? 都是求异、趋同心态在交替主宰。

诗人是社会的人，诗创作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在创作心态中，不可
避免的、自觉或不自觉地会受这两种心态所左右，而有所选择。

诗是外界事物击落于人们心弦而发出的声音。强烈的个性是诗的本质
特征。诗的个性化是诗的重要价值取向。标新立异当然就成了诗创作的自
然追求目标。

然而，由于某些政治观念、习惯势力、社会思潮、个人的学力才力和
性格作风的种种影响，趋同的召唤在诗人耳边更为响亮，使他们的心灵发
生倾斜。

趋同性的社会心态和求异性 ( 个性化) 的艺术追求，就成了诗创作过
程中的一个需要清醒对待的矛盾。趋同性的精灵，往往在诗创作的每个环
节、每个步骤上作祟。

于是，你写西北风，我就写黄土地; 你写孤独感，我就写百无聊赖;

你一字一行表示流水，我也一字一行表示下雨; 你 “站成了一棵树”，我
也“站成了一棵树”———这是趋同。

于是，陶渊明写“悠然见南山”，我也写现代的隐逸; 林和靖写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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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影，我也来个疏影暗香。把古人的唾沫当味精用，把古人的词汇当积木
用，一搭就是一首诗，一撒就是一股“香”。这是趋古。

写新诗者趋时的比较多，写诗词者趋古的比较多，都是趋同。其实也
不尽然，既趋古又趋时，二者兼而有者也不少。因为既然不醒悟这种趋同
的心态，写作时总是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的。但比较起来，诗词界趋同率
比新诗界多得多。新潮诗蜂拥而上时，各立门户，发布宣言，虽然大多说
的是空话狂话，但这种追求创造个性，敢于标新立异的精神，倒是应该肯
定的。而诗词界恰恰缺乏这样的前进求异精神，趋同的观念把他们捆得动
弹不灵。他们不但趋古，还趋时。今天八一，都写歌颂解放军的诗，明天
开了个大会，又是一拥而上。“你写太阳我写霞，辉煌灿烂放光华”，重复
别人也重复自己，套话成山，陈言如海。这种趋同性，简直成了旧体诗界
的一大瘟疫。

趋同率高，原因很多，除了上述社会因素以外，主观因素也占很大比
重。主要是不懂得诗歌要追求个性化的艺术特点，甚至有人根本不知诗歌
创作为何物。有的一味模仿，把古人和今人发表了的诗词当作样板。何况
趋同无论如何比求异创新要省事得多、安稳得多。

不过，趋同性往往又是事物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它和求异创
新互为条件，相辅相成。没有趋同就没有求异创新的基础、对照物。某些
人毫无诗歌的基本功，却侈言创立流派，适足以暴露其浅薄。连共性都不
熟悉，怎么能创造个性呢? 应该反对的是摈弃创作个性化目标的盲目的趋
同，也就是把趋同本身作为其写诗的终极目标。同时，也应该消除导致趋
同的精神枷锁，使创作心态放宽松些。总之，以创新、求异、追求个性化
为主导，把趋同作为学习、借鉴的手段、条件，这样的趋同，是合乎事物
发展的规律的，一概加以反对，反倒是形而上学。

三、气与势
“气势”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似乎有点变幻莫测，其实它是真正

存在于每一首诗中。人们一般都推崇阳刚美的诗，觉得气势磅礴。阳刚美
是感情表达的美的类型，而气势则是感情在诗中的形态表现。再细析之:

气是感情的浓度和力度的形态。所谓 “神完则气足”， “神完”即感情饱
满，指的是感情的浓度; “情极则句遒”，指的是感情的力度。气足则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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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句，情极则易出豪言。

但是诗不是一句两句就完事的，即使旧体诗中的绝句，四句之中也要
有个起承转合的。所谓有起承转合，就是诗的内在的发展筋脉，诗的内部
建构形态。气足的诗，不但表现于出现警策豪言，还要表现出气的推力，

即诗人能以情驾驭诗，推进诗的发展，形成一种流动状态。“气”的流动，

就是“势”。有势就能充分表现气的发展，也就是在发展中表现了气。否
则神完气足地写了一两句后，就嘎然而止，就象屯兵于坚城之下的军队，

不能形成“攻势”，那么 “士气”很快就会泄光。大 “气”磅礴，加上声
“势”夺人，使气与势都能达到一定的高亢状态，这首诗才能获得完整的
效果。气与势，不是矛盾的关系，是诗的“静”与“动”的不同形态。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唐人卢纶的

这首著名的《塞下曲》，是一首典型的阳刚美的诗，真正达到了大气磅礴、

声势夺人的高亢状态。他表现气与势的特点是: 不写出击过程和结果，却
把抒写的笔触，放在最迫近战斗高潮的准备出击的一刹那，也即所谓 “引
而不发，跃如也”的士气最为昂奋的时刻。同时，他表现 “势”的形态，

则是通过静与动的强烈反差来完成。全篇其实都写静物: 月黑之夜，雪满
弓刀，都是“静”的极致的寓形。写士气高昂，也仅写到准备出征的静止
状态。然而背景却是即将轻骑出击、追逐单于的强烈的动的意念。形式上
似乎没有活动，其实暗中的气氛十分强烈，仍然使人感到夺人的声势。诗
没有交代战斗场面及结果，然而其势却已贯到，读者会强烈感到战斗的激
烈，战果的辉煌。孙子兵法上讲到“蓄势”问题，毛泽东著作中也曾讲到
他对“蓄势”的运用。这种只把气鼓足、不把势用尽用到底的“蓄势”的
用兵之法，不正是这首名诗写作的妙诀吗? 否则直写到势尽气竭，全篇反
倒黯然失色了。气要足，势要蓄; 以大静，写大动……我们可以从这首诗
里悟到许多处理气与势、动与静关系的为诗之道。

四、直与曲
写诗，是径情直遂好，还是委婉曲折好? 是把诗情裸露出来好，还是

掩藏一些好? 风格是阳刚美好，还是阴柔美好?

诗言志，诗是感情的记录，是感情烈火下的结晶体，因此，直抒胸臆
似乎更能传达真情。如果感情达到一定的程度，只要语言能够把它传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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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是好诗。反过来说，写诗与其矫揉造作、与其故作艰深、与其炫奇
弄博，结果隐晦难懂，或令人肉麻，倒不如直抒胸臆，使感情畅达，倒还
能达到自然、质朴、纯真的艺术效果。性格开朗豪爽的诗人，其审美取向
往往是刚健纯朴，他的诗风往往是阳刚豪放直露型的。

但诗文要求含蓄，要言简意赅，耐人咀嚼，饶有余味。这岂非矛盾?

其实只要处理好，矛盾就可以解决。这两种风格各有所长，阳刚美的诗以
气势胜，而阴柔美的诗以委婉胜。要点在于作者的思想感情，所写的题
材，作者的个性、风格和写作习惯，各有不同。适宜阳刚表现的就不宜委
婉曲折出之; 反之，适宜阴柔委婉表现的，就不宜铜琶铁板。有些诗人主
张越晦涩难懂越好，结果诗写得象天书，他们还自鸣得意，自以为高明。

其实，这是对诗的含蓄美的绝对化理解，是十足的自欺欺人之谈。

露与藏所形成的两种审美效应，可以并存于一体，因为它们是可以统
一的。一个诗人可以因题材不同而写出审美取向不同的诗，一首诗中也可
以阳刚与阴柔并美，以求得诗艺上的互济互补。前者如李清照，既有 “守
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的柔婉，又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刚
健; 后者如苏东坡的 《水调歌头》，通篇雄伟豪放，但也有 “不应有恨，

何事长向别时圆”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缠绵悱恻之句。与
“我欲乘风归去”这类豪言壮语，相映相衬，互济互补，形成了全诗的多
彩多姿的综合审美效果。豪放与婉约并举，阳刚与阴柔互济，直露与曲藏
并擅，这是一个诗人艺术上成熟的表现，也是每个诗人在艺术造诣上所应
该追求的高度。

五、理与情
情是诗的灵魂，诗是情的外化物。诗而无情，不知其可也。但是唯理

而诗者，也往往能成为千古名篇佳什。尤其是诗词短制，篇幅极小，却要
浓缩饱满的感情，往往更多出现 “理”句，很容易误解为 “情”诗和
“理”诗完全是两码事。

其实，道理是从实践中总结而来; 感情也是实践的心理反应。感情的
产生往往先于理，并随实践为终始。是由于感情的发展、积累、升华、浓
缩，便形成理性的认识。这是人们正常的认识规律。弄清了情与理的原发
状态，就可以知道，作为情的外化物的诗，当然也可以写那些作为情的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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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提纯的理。理诗到达的感情境界，有如哀极而无泪，忿极而无言那样
的高纯度。因此，理诗才能调动作者的感情经验，从而使读者不但能
“理”解，而且帮助他们感情经验的提纯、升华，使他们有所憬悟、欣然
有得。这样的诗，比起浅情、矫情、滥情之作，反倒更加隽永、深刻。例
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雪中抖擞松含翠，狱底沉埋剑
有光”、“走尽羊肠无小道，尝遍苦辣更知甜”、“千古文章皆有泪，几多直
道不蒙尘”等等，带着眼泪、带着深沉; 从强烈的悲愤、高度的昂奋种种
生活感情经验中，升华、总结出来的至理，怎么能不打动人心，启人思
索，激人感情，发人深省呢?

也可以说，无 “理”不成诗。写诗，在生活中获取诗感时的心灵触
发，选择素材，酝酿感情，提炼主题，建构意象的整个创作过程，无不是
理性与感性的矛盾运动过程。这在旧体诗词创作中尤为明显。这种理性的
活动，一直笼罩全诗的生产过程，直到最后，有的诗便自然地产生出
“理”句，到达其理性活动的终点。当然，大量的诗不一定走到这一步，

意到即止，或留有余韵。而一篇诗的“理”的余韵常常是重要的。“诗教”

目的体现，并不完全在于写出了哲理性的诗句，大量的是隐藏在整个诗的
艺术感染力之中。在当代旧体诗坛，有大量的以“理”诗面目出现、以教
育人为直接目的的诗，这就是所谓 “政治诗”。为了配合政治事件，各种
政治性节日和政策宣传，把许多政治概念，通过政治术语、口号，再加上
空洞说教，老一套的颂辞，敷衍成诗，认为这就是思想性强，足以激发读
者的政治热情。其动机、目的是正确的，毋庸置疑。但效果却相去甚远。

因为: 一来这些政治口号其实并非作者缘情而生，而是社会高度概括的理
念产物，作者只是摭拾牙慧; 二来这些政治概念，未经作者自己消化变成
自己的感情，然后寻求诗的意象加以表达的而完全是生吞活剥，从理性到
理性的东西，充其量只是共知率的极高政治概念的诗形式化。其三，所写
大多是一般可见的道理，和老套的喻象 ( “红旗”“东风”之类) ，根本不
能从感情角度打动读者，调动读者的感情经验。这类诗，从严格意义上来
说，不能算是真正的“理诗”，只能算是某些理念的概念图解，乃至重复。

六、深与浅
意象，是诗的细胞，诗的构件单元。意象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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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体、意念与形象的结合体、情与景的结合体。下章将有专节谈论，此处
只就其深与浅的问题略加阐述。

当代诗词创作中，有意无象、有象无意之作，比比皆是。概念化口号
化的政治诗、说教诗、节日诗，常常是有意无象; 单纯描绘景色的山水
诗，常常是有象无意，有些诗人已经懂得形象化的重要，因此有象无意之
弊更不易被觉查、被重视。

单纯发一阵哀叹，是有意无象; 单纯描写秋叶落地的景况，是有象无
意; 把哀叹之情与枯叶坠地之景结合起来: 秋叶载着哀叹，坠地之声如呻
吟，很沉重。枯叶坠地( 象) 与叹息( 作者之意之情) 两者结合，才是意象。

意与象的结合有紧有松，意与象的结构也就有深有浅。哀叹付托与枯
叶，这是紧密的意象结合体，因为秋叶坠地的飒飒之声，与人们的叹息之
声，有共同的基础，有沟通的纽带。而现在有些诗，描写欢乐就说如朝霞
灿烂，描写壮志必然是吐气如虹，描写坚强大多是挺立如松。这种意象的
结合就太松。原因之一是情与景对比度太大，不够贴切; 二是这种意象的
结合法已经太滥太熟，完全失去形象的新鲜感，从而也就没有了诗意的发
射感。

在力求意与象的紧密结合的基础上，还要求深结构。叹息与落叶的结
合虽紧，却还是浅层的结构，当然作为一个意象单元，已经是很理想的
了，但从整个诗的构成来说，它只是一个单元，一个细胞，它与全诗的总
体意象安排，是紧密还是游离，并不由其自身的基础来决定。这就是有些
诗虽然不乏打动人的心的一二意象，令人难忘，而全篇不能给人完整印象
的缘故。单个意象与总体意象相吻合，单个意象服从总体意象的需要，并
由此改变、强化或弱化其浅层结构的角度、深度等等，这是意象深结构的
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是意象单元本身的深度营构。举例来说: 作者有一次参观了
浦口珍珠泉，当时曾想即兴写首小诗，后觉得太浅薄，心中酝酿着如何更
深刻地加以表现，具体来说是如何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与珍珠泉这客观世
界的景物，进行更深的结构。从水泡被目为珍珠，从珍珠想到蚌，想到珍
珠就是蚌向人间的奉献; 另方面想到自己的身世、年龄，想到不管经历坎
坷，生不得意，却还想向人间做最后奉献。于是意与象，就在 “奉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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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起来，凝成为两句诗: 定山老蚌沉潭久，日日珍珠作泪抛。

这个意象是分三个层次结构而成的。第一层次: 从珍珠逆向想到老
蚌，老蚌就是自己; 第二层次: 老蚌的珍珠就是自己的眼泪，自己是将眼
泪孕育成珍珠的; 第三层次: 珍珠泉老蚌日日向人间奉献的珍珠，就是自
己每天挥泪向人间作出的奉献。

这种深层结构，含蕴深厚，诗意浓郁，耐人寻味，应该成为诗词作者
衷心追求的境界。

七、虚与实
虚实的关系，前文已说过，且为人所知所重，所以不再赘言，只析一

例，以加深印象。当代老诗人唐玉虬诗 《周恕齐寄示游桃花源诗题寄》

云: 清绝湖南不可言，诗成马背总超群。故人寄我桃源作，犹带仙人洞里
云。第四句无疑是充满诗意的佳作。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1． 概括性: 诗无法全部坐实，篇幅不允许，太实也就无诗。哲学用
理论概括，诗用意象 ( 情) 来概括。此处之云，其实是桃花源里的风光、

气氛，甚至是桃花、溪水、仙人洞宅等等一切事物的概括、代表。
2． 形象化: 诗以情概括，情必托之于形象方成诗。而云是充满着缠

绵、奇幻、迷蒙等观感的形象，惟其是仙人洞这充满奇幻氛围的地方，此
处用云的形象并与作者之情谊结合，构成作者无限向往桃花源的意象，非
常贴切。

3． 虚拟性: 前三句都实，如第四句也实，此诗就象一块平整无痕的
方砖，可以掷地有声，却了无诗意。诗非完全排斥实，无实就无虚; 但无
虚，实就失去任何光泽。为诗之道，贵在以实生虚，以虚朴实，虚实相
生; 贵在以实铺垫，以虚生情，以情出诗。本诗此句固佳，如果没有前三
句，则此句就达不到目前的艺术效果。顺便说一点，古今诗词佳作中，尾
句用虚的例子甚多，唐玉虬此诗固是，上文所引卢纶的 《塞下曲》尾句:
“大雪满弓刀”，也是以虚承前三句之实，以意象概括，突出全诗之情
( “雪满弓刀”，实际是“情满弓刀”) ，并留下无限余音。例子俯拾皆是，

说明一诗中叙述、交代性的句子宜实、可实，而点 “情”之句，概括诗意
的句子，尾句等宜虚。其实诗句的每一句，最好都能组成虚实同存、互补
的句子。像李商隐的名句: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古今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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