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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话的诗话 (自序)

面对这源远流长的中国诗话, 我们虽经长期地学习探索, 但对

其诗学地位和学术价值, 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门外汉。 我们用

了 60 多年摘录整理的诗话学习笔记 (60 多万字), 今经整理编辑

成册, 名为 《海滩诗话拾贝记》。 那么, 这本书的序言怎么写呢?

思来想去, 我们从诗话学习笔记中, 抄录了三则 《关于诗话的诗

话》 作序吧:

中国诗话史: “诗话是古代的一种文艺随笔, 或记诗坛掌故,

或评诗家得失, 或论诗艺, 笔调轻松, 挥洒自如, 读起来亲切有味

……诗话虽在六朝笔记小说中已露端倪, 唐人 《诗式》 《诗品》 和

《本事诗》 等亦有影像, 但发轫于宋代欧阳修的 《六一诗话》 ———

他既创 ‘诗话爷 之体, 又首用 ‘诗话爷 之名。 不过欧阳修作 ‘诗

话爷 的宗旨是 ‘以资闲谈爷, 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自己所创造的这

种文体所应包蕴的批评意义。 而到了另一位北宋人———许顗 (彦

周) 的 《彦周诗话》, 则开始明确指出: ‘诗话者, 辨句法, 备古

今, 纪盛德, 录异事, 正讹误也。爷 视诗话为指导诗歌创作的一种

批评文字。 再到南宋严羽的 《沧浪诗话》, 更把诗话提到阐述诗歌

理论的重要地位。冶 (李剑国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0 年 5 月第 1

版 《诗苑漫步》 第 1 页, 《话 “诗话冶》 一文。)

诗话的 “学术之 ‘金爷冶: “诗话的写作, 似乎不成系统, 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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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形成学术价值。 其实, 任何一种文体, 都各有长短。 诗话如果能

够写得多, 而且好, 综合起来考察, 就不难发现其学术价值。 而有

的诗话写作往往是即兴的, 情感充沛, 形象丰富, 多一己之见, 要

言不烦, 点到为止, 其蕴含的学术之 ‘金爷, 就更有特色, 其学术

价值也不会在写得好的论文专著之下。 至于当今堆积如山的泡沫著

作, 更是不可与之相提并论了。冶 (2008 年 8 月号 《中华诗词》 第

62 页, 盛海耕著: 《王翼奇诗话的才情和学识》 一文。)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为了诗歌, 为了诗人本身, 我们提倡诗

人们参与诗歌理论的探索和理论体系的建立, 真正开展 ‘百家争

鸣爷, 以使 ‘推陈出新爷, 最后体现我们这些新时期的诗人们在诗史

中的新高度, 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所在。 于是, 我们推出了 《诗话》

这个专题, 向诗词家们约稿。 我们希望诗词家和诗词爱好者踊跃参

与, 入席发表己见———旨在拯救、 普及和弘扬中华诗歌的持续发展。

我们相信这项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一定会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将填

补诗歌理论建设上的断裂和空白。 我们相信并期待着。冶 (2007 年 8

月, 四川省达州市 《难得书画院》 的 《 “诗话冶 特别约稿》。)

《关于诗话的诗话》 作这本书的序言,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论,

我们认为是对号入座的天意编排; 另外, 这本书 《海滩诗话拾贝

记》 的名字, 其意是不言尽知的———像天真烂漫的两个小学生, 在

这 《诗话》 的海滩上奔波着, 寻觅着, 俯拾着, 珍藏着诗坛前贤先

师的诗话宝贝; 那拾贝的终极目的, 自然是 “填补诗歌建设上的断

裂和空白的。 我们相信并期待着。冶!!!

李纯禄摇 白桂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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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辑摇 众人说诗 1……………………………………………………

摇 摇 诗歌的艺术魁力·诗是艺术发展的最高峰·抒人民和时代之

情·诗的本质·诗的精神实质·诗人的思想感情·以辩证法为

灵魂的心灵世界·诞生于古典诗意的深处·诗是文学发展的源

头·诗是艺术化的语言·时代、 人民和诗·诗是情绪的产物·

诗的社会含量·诗是 “内视点文学冶 ·诗是心谱的曲血溅的

花·诗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诗的优势·诗的力之源是现实·

诗是灵魂的回声·发自诗人肺腑, 才能感人肺腑·新旧诗的知

长·诗是我们民族的灵魂·诗的定义·诗是最富于启示力的艺

术·新诗感情境界的主要特征·真正的诗是 “诗穷而后工冶 ·

当代诗坛好诗少的原因·诗应成为时代的强音·真正的诗面对

当代属于未来·诗区别于其它文学体裁的真谛·中国诗歌是中

华民族之声·民族诗歌传统要反对僵化和西化·中国新诗的

“现代冶 内涵·真正充实的诗·诗画辉映的艺术特色·写诗本

身就是泄露·穿越时空绝唱千古的诗篇·画竹之法, 作诗之

道·诗的普及性、 文化性、 时代性·诗靠形象表达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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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是一座金矿·不可丢了自家的金饭碗·诗的生态平衡·中

国诗史的自身规律·感情是诗的动力和生命·诗人要抒发自己

的东西·白话新诗优缺点·真正的诗歌是圣洁的·诗歌创作高

度的标杆·中国文化艺术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里面

有诗·叶帅诗碑·最优秀诗歌的产生·诗史的境界·诗的功

能·诗的想象世界·诗的纯金三轮马车·诗歌的历史延续在创

造里·诗的规范性·诗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语言艺术·让诗走向

中国人心·小诗成大道, 神州路路通·诗歌的艺术殿堂·创新

才是诗的生命·中国诗就是中国诗·新诗还只能是诗的主体·

新诗、 旧诗·古代诗人在诗中说诗·诗中作文·中华民族文化

的塔尖·诗的事业·无趣无味, 难以成诗·国家无诗歌, 文学

成沙漠·雅俗共赏的最高境界·完整的艺术体·心灵保姆, 世

界回音·诗化的文学·诗歌的本色·爱情是民歌的永恒主题·

精彩与升华·心理的调合剂·人间至美莫如诗·诗教功能的箴

言·国魂凝处是诗魂·诗词的审美优势和美学特质·中国诗歌

的脊梁·新诗旧体, 各有千秋·诗的艺术本质·无 “理冶 不成

诗·新诗体的基本特征·诗言志·心灵的艺术·创造是诗词之

魂·诗贵真、 贵美、 贵趣味·我国诗歌的主旋律·走向大众的

好诗·诗篇和明月·健康长寿的法宝·诗可疗疾延年·无须多

产, 但求精品·时代需要好诗, 人民呼唤好诗

第 2 辑摇 诗的思维 84…………………………………………………

摇 摇 诗人要用形象思维感受生活·理性思维与诗歌创作·理性思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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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驱力·诗人思维版图的宇宙形态·大量诗人思维版图的尺度·

思维的时效性·形象思维是诗的表达方法之一·思维版图因人、

地、 时而异·灵感苦吟, 相辅相成·想象与写实的辩证关系·形

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东方文化的思维特征·诙谐思维是诗人的必

备修养·宇宙思维·典型的生命思维·环境思维·逆向思维方

式·写诗要有动势思维·诗性思维的脉搏·创性思维的广度和力

度·多维诗写永远都是相对的·无哲人思维成不了诗人

第 3 辑摇 诗的立意 105…………………………………………………

摇 摇 诗词的立意·咏物最要紧的是命意·写诗先立意·感物咏志·

构筑自己的诗雕公园·选材虽平常, 立意不平凡·小诗立意必

有深度·诗意是生活思想情感的总和·立意高远, 意融境中·

立意是写意的关键·立意是诗的主题

第 4 辑摇 诗的构思 115…………………………………………………

摇 摇 诗人构思上的出新·诗的构思·诗的构思可称灵魂·小诗构思

的特色·诗词的逆向构思·想象是构思的基础和关键·诗的构

思过程·讲究诗的巧妙构思

第 5 辑摇 诗的形式 121…………………………………………………

摇 摇 新诗形式的 “新户口冶 ·新体诗歌探索者的足迹·新古体诗·

新诗歌的艺术形式·诗歌民族形式的百花齐放·民族化群众化

的新诗形式·诗歌更加注重形式·诗体形式的重建·诗情诗意

3



!"#$%&'

创造了诗体·参差是诗歌发展的规律·如何选择形式·诗的形

式与音乐图画·新诗的形式·诗的形式美·无精致形式难成好

诗·形式是静的风格, 风格是动的形式·形式是 “自由冶 的前

提·运用诗歌的各种形式·内容美决定形式美·诗不能唯形式

和无形式·新诗排列美的审美价值·诗一定要讲究形式·诗要

探索新形式·形式是由意识决定的·刘章的诗歌形式·东方传

统的诗体形式·偏爱可以, 偏废不行·形式多样, 韵节鲜明·

看内容, 定形式·当代诗歌体式的创建·关照审美的新格律

诗·诗歌天幕上的双子座

第 6 辑摇 诗的品种 148…………………………………………………

摇 摇 哲理诗是生活的凝珠·散文的浓缩诗的压延·科学诗的最佳品

格·叙事所需要的·诗史是以文人诗为标志的历史·民歌的天

真纯朴的风味·长诗的长处和短处·短诗的长处·民歌海洋中

的袖珍诗品·诗情画意哲理的完美融合·诗哲的大家气派·优

秀哲理诗的创作条件·怎样写好哲理诗·新诗于自由中见规

则·小诗大功能·歌词之妙在于 “细冶 ·宋人哲理小诗的压卷

之作·胸怀全中国, 巧编地理诗·杜甫的政治诗·自由诗亦有

法则·真正的咏史诗·朗诵诗为人民服务·在民歌中取暖·新

诗旧诗我都爱·乡土诗应有乡土味·诗短意深是短诗的特点·

短诗是诗歌的精华·纯洁真挚的爱情诗·小诗的诗体影响数代

诗人·优秀的抒情短诗·旧体新诗———真正的当代诗词·政治

抒情诗———诗歌精华的延续·新诗创作讲意境· “新古诗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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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冶 ·新古诗不薄新诗爱古诗·政治抒情诗的大境界·关于儿

童诗·小诗造大象·品味不尽的山歌民谣·现代咏史诗·劝学

诗与惜时诗·科学诗·这样的风景诗该写·人间奇景待诗名·

服人以理动人以情的哲理诗·竹枝词·打油诗话·咏雪诗·朗

诵诗呼唤着创新·借题发挥题画诗·构思奇巧的数字对联·最

有名的数字诗·独树一帜的军旅诗词

第 7 辑摇 诗的风格 185…………………………………………………

摇 摇 风格的多样化·风格即人·豪放与婉约的辩证关系·曲笔之妙

与曲直渗透·诗人的风格是动态范畴·主导风格与诗坛昌盛·

风格的主导地位·雄放高亢的光明颂·诗贵朴素·淳朴真率·

平淡中见清奇, 清奇中觉文雅·阳刚美阴柔美兼济·风格的

变化

第 8 辑摇 诗的手法 196…………………………………………………

摇 摇 以少胜多抒情代叙事·诗的特写镜头·虚实相生, 熔铸意境·

以少总多, 情貌无遗·设喻夸饰等手法是艺术想象活动·动静

综合是创造意境的重要手法·隐显是含蓄的两个方面·诗 “忌

直贵曲冶 ·比兴是创造意境的主要手法·大数字可造宏阔境

界·对立统一的艺术辩证手法·咫尺应须论万里·无形的事物

有形的点化·用墨如泼, 惜墨如金·疏密辩证法·诗的技法在

“转冶 的魅力·虚实的艺术辩证法·诗的落差·时空跳跃酷似

电影蒙太奇·诗的物态化技巧·诗贵似浅非浅·形神兼备, 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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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结合·比喻要恰当·独特想象, 全诗核心· “三综合冶 的长

林丰碑·诗的新表现手法·叙述也是诗的表现手法·不能无实

笔, 尤妙虚出·采用传统手法, 注意现代意识·崭新的表现手

法和艺术境界·诗歌表现手法, 中国应有尽有·以虚化实的联

想手法·诗的手法选用·独特新奇的手法·心与物会, 情与象

通·绝妙的手法·展开想象的翅膀·夸张的手法·虚实相生的

手法·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篇·比喻的天才·想象是

诗歌创作的重要手段·用写小说的手法写诗词·白描手法的精

髓·拟人的手法·取形不如取神·诗传画外意, 贵有画中态·

巧构真假, 妙用有无·先从法入, 后从法出·中国透视法的

“三远冶 ·诗的侧写手法·著一妙喻, 境界全出· “飞白冶 手

法·佯饰手法· “剥皮冶 的写诗方法·传达诗情画意的高超手

法·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

第 9 辑摇 诗的修改 237…………………………………………………

摇 摇 诗不厌改, 贵乎精也·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再三更改无伤

也·题改诗更生辉·毛泽东虚心改诗·饱受语言折磨的诗人·

一诗千改始心安·写百首不如改好一首·吟安五个字, 用破一

生心·我的诗发表了还改·打造诗词质量, 提升诗的高度·世

间好诗是改出来的·改一字意境顿活

第 10 辑摇 诗的语言 246………………………………………………

摇 摇 率直的诗同样给人美感·以意胜不依字胜·炼句不能离开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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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写民歌一定要写出诗意·诗的魅

力在单语上开着花·毛泽东是锤炼语言的大师·传统诗词语言

的 “刷新冶 ·一语天然万古新· “诗家语冶 ·诗的语言·群

众语言也要进加工厂·佳句易记, 难记不佳·用语言把人的心

灵点亮·需要当代白居易·诗词语言的推陈出新·运用古典诗

词语·无言胜于有言的艺术魅力·诗的语言最有美的魅力·诗

歌语言主要是诉之听觉·关键在语言创新·意在言外的艺术效

果·诗的语言不是时装·诗词创作的 “文白并存冶 ·诗人的财

富是语言·口语入诗·诗语流上的节奏感·诗的语言由内容形

式而定·家常俗语, 谐趣韵致·炼字炼句之法·活人唇舌作源

泉·辞约而旨丰·现代语境下的 “诗家语冶 ·不因词害意·不

求高妙而自然高妙·深入浅出是新诗的最高境界

第 11 辑摇 诗的生活 273………………………………………………

摇 摇 从生活中汲取诗意·工厂是我的教科书·生活底子愈厚, 诗就

越有分量·投入生活的怀抱·诗的最高规范是生活·搜尽奇峰

打草稿·诗生根于生活·在生活实践里吸取创作源泉·现实生

活是诗的母体·生活是诗人感情的磁力场·最底层生活和艺术

观·歌词扎根生活土壤·写诗, 是要走走的·在平凡的生活中

发现诗情·有生活就有诗·开拓生活领域, 全新全美境界·工

人生活的浓郁诗意·有 “战士味冶 的诗·生活成全了诗人·艺

术规律从属于生活规律·技巧思想情感离不开生活·平凡生

命, 浓郁诗意·旺盛的诗情从生活中来·生活出作品·艺术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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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泉在于生活

第 12 辑摇 诗的标点符号 291…………………………………………

摇 摇 不爱无标点的新诗·标点符合运用不必一花独放·标点用否,

各有其妙·标点揭示了诗的美学价值

第 13 辑摇 诗词韵律 294………………………………………………

摇 摇 律化的条件·诗歌音乐相近的节奏旋律·诗的愉悦感官的芬芳

气息·韵, 是情感的 “心音冶 ·马雅可夫斯基主张诗押韵·臧

克家一直重视诗的音韵·不因声律伤诗·写诗词依新韵为主·

传统诗词声韵的现代化·运用格律是为正道·新诗诗词皆在内

韵律

第 14 辑摇 诗人素质 303………………………………………………

摇 摇 最伟大的诗人是时代的代言人·成为大诗人的必备条件·诗人

百年诗千古·真正诗人必是文化精英·大诗人的产生需要很多

积累·大诗人是名诗人又是思想家·诗人生命历程的悲剧性·

诗人与老年·大诗人的桂冠·思想的拓荒者· “勤读冶 眼高

“多为冶 手高·金子般的心与诗·大诗人之秘妙也·诗人修养

人才交响·优秀诗人的基石·诗人的知识结构·诗的钢铁是这

样炼成的·激情似火的诗人·艺术生活两足珍·为者常成, 行

者常至·入门须正, 立志须高·写诗悟理, 悟理思诗·人品决

定诗品·诗人是感情的富翁·诗坛呼唤名家·诗人的基本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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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胸有青山笔有花·诗人要看他年老的时候·诗人的不老青

春·晚岁微型见大诗·诗人人格和艺术灵魂·诗之人情真守

真·为历史存正气

第 15 辑摇 诗词评论家 329……………………………………………

摇 摇 人世无理论, 万古长如夜·时代呼唤大诗论家出世·诗论要讲

究科学性· “纯棉冶 的诗歌批评·诗评是 “行动的美学冶

第 16 辑摇 诗的浪漫主义 333…………………………………………

摇 摇 人类思维要有浪漫主义·贺敬之的诗魂·诗贵浪漫主义激情·

想象奇特的诗篇·浪漫主义的精品力作·浪漫主义的艺术境界

第 17 辑摇 诗的美学 338………………………………………………

摇 摇 诗的无言之美·以个性去发现美表现美·艺术境界主于美·诗

歌美是共同的·怎样提高审美感受能力· “计白当黑冶 的美学

思想·新诗旧诗两个美学体系·诗的美学价值·意境是美学价

值的艺术展示·八行体诗的美学原则·短小精悍之作的诗美·

诗中有画·群众美学是二人转的根·诗情画意尽在 “一冶 字

中·流动变化的文字绘画·情美是诗美的基础·寓虚境于实境

的美学手法·情趣和意境是诗的核心·只意会不言传的美妙境

界·诗画共同的审美规律·诗的天趣美·知物达趣的审美风

范·方块字建筑美的抒情功能·似与不似的美学观点·当代诗

坛的审美风范·自然最美, 美最自然·诗味是意境的审美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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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瞬间镜头中的永恒美·神韵是诗美的最高体现·新诗格律

关照视听嗅觉审美·诗人的美感思维·独特的意境美·真善美

啊, 缪斯爱着你·诗的色彩学·哲意美的追求· “实践美学冶

的追求·现代崇高美的主要特征·伟岸的形象美·大视野的壮

阔美·新体诗的建筑美

第 18 辑摇 诗的发展 366………………………………………………

摇 摇 要在比较和竞争中发展·创造性的发展·新格律体的史诗·毛

泽东诗词是新诗·旧瓶装新酒·只有改革, 才能发展·新 “毛

诗冶 必将传之久远·中国民族诗歌的发展道路·新诗发展的必

由之路·民歌为新诗开辟了道路·成功之路·诗的生命力在于

创造·继承与创新·创新的立足点在哪里·现代诗的真正归

宿·审美意识的觉醒基础·诗人的终生使命·新体诗之花·古

韵出新声·新诗的关键使命·在华文的语境创新·中国诗歌的

振兴之路·诗歌发展的艺术法则·郭小川体·诗歌的现代化与

民族化·民谣有根, 诗在民间·中华诗词进入繁荣时期·诗歌

插上音乐翅膀·旧诗现代化, 新诗民族化·新古诗的一席之

地·博采众长, 自铸新词·新诗民族化, 诗词现代化·21 世

纪的中国诗歌版图·超唐越宋的潮头·中华诗词如何发展·注

重创造意境·格律诗不会亡·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基本特征

后摇 记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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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辑摇 众人说诗

诗歌的艺术魅力

阿红先生在 《诗要给人信心、 勇气和力量》 中写道: “诗歌要

和姊妹艺术一起去增长人们心灵中的共产主义的信念、 真善美的因

素, 去拓展生活的光明面。 对奋进者, 诗应擂鼓; 对落伍者, 诗应

打气; 对迷惘者, 诗应拨去云雾; 对沉溺于自我幸福者, 诗应开拓

其心胸; 对心灵创伤累累者, 诗应给以抚慰; 对失望者, 诗应托起

那垂下的头; 对行将步入陷阱者, 诗不妨敲响警钟……在新时期里

缪斯是大有作为的。冶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3 月第 1 版 《诗

歌技巧新探》 165 页。)

诗是艺术发展的最高峰

黑格尔先生在 《美学》 一书中写道: “诗, 语言的艺术, 是第

三种艺术, 是把造型艺术和音乐这两个极端, 在一个更高的阶段

上, 在精神内在领域本身里, 结合于它本身所形成的统一整体……

作为语言的艺术, 诗既能像音乐那样表现主体的内心生活, 又能表

现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 所以诗是艺术发展的最高峰, 是抽象普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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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具体形象的统一。冶 (商务印书馆 1984 年 8 月北京版 [德] 黑

格尔著, 朱光潜译 《美学》 第三卷下册, 第 4 ~ 5 页。)

抒人民和时代之情

安旗先生在 《抒情诗和时代精神》 一文中写道: “抒情诗既是

文学艺术中的重要样式之一, 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抒情诗

自然也就能够反映现实生活。 黑格尔 《美学》 在探讨抒情诗的特点

时, 首先肯定其认识价值: ‘抒情诗绝不只是反映偶然的琐碎的事

物, 也能够反映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的事物……爷 抒情诗不是平面

镜和放大镜, 而是三棱镜, 在它那里, 我们看到的是现实生活和时

代风云的折光……对于诗人最宝贵的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有血有

肉的时代精神。 这只有诗人和人民群众共休戚、 同命运, 才能在现

实生活中感受到时代精神, 才能抒人民和时代之情, 也就是抒发诗

人的革命激情; 也只有到了这样的思想境界, 诗人自然而然地成为

时代精神的代言人———当时代精神和诗人的真情实感经过长期的蕴

积, 达到了饱和程度, 也就是古代所谓 ‘感而有思, 思而积, 积而

满爷 的时候, 便可一触即发……这也是雪莱能在偶然的一次散步

中, 看见西风扫落叶的深秋景色, 便有了他的 《西风歌》; 郭沫若

才能够在日本帝国大学的课堂上, 灵感突然袭来, 120 多行的杰作

在一天之内一气呵成; 学徒出身的鲍狄埃才能够在 ‘浴血的一周爷

的第二天就写出了震惊世界的 《国际歌》。冶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11 月第 1 版 《探海集》, 第 93 ~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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