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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次说了，初唐的诗是五言
律诗的体式，是律体刚刚成立的时候。
我们上次讲了杜审言那首《和晋陵陆
丞早春游望》，他注重的是对偶的工
整，而且用律体来酬赠，还要写得切
合，所以写得工整，写得切合。初唐的
一些诗歌，在工整切合之中，还有开阔
博大的气象，这是唐朝诗歌的特色。

格律的突破与变化

　　诗歌是很奇怪的一个东西，诗歌
一定是有生命的。我个人以为，艺术
一定是有生命的，搞艺术创作的，一定
是带着他自己的性格、感受、经历来创
作的，所以当然与个人有关系。而个
人生活在大的社会环境之中，所以它
就与整个时代的风气也结合了一个必
然的关系，这是初唐诗歌的特色。可
是，事情变化真的是非常微妙，开始的
时候非常注重工整切合，像杜审言的
那首诗。可是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
分，所以注重工整的同时就已经发现，
可以从工整之中有一个突破，你一定
要注意到，是从无到有——— 本来没有
格律，再从有到破——— 把这个格律破
出去。
　　我们现在要讲王勃的一首诗，就
是你要发现它在格律之中有了变化。
本来我们说一首律诗的格律，第三句
跟第四句一定要对偶，第五句、第六句
也是一定要对偶。对偶的规则是什么
呢？平仄要相反，词性要相同，这是律
诗最基本的格律。什么叫平仄相反？
第一个字跟第三个字可以通用，不必
注意，所以平仄相反主要是指音节停
顿的地方，我们再看一下杜审言那首
诗，“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霞”
是平声，“柳”一定要是仄声。“海”是仄
声，“江”一定要是平声。“淑气催黄鸟，
晴光转绿蘋”，“气”是仄声，“光”一定
要是平声，“黄”字是平声，“绿”一定要
是仄声。所以平仄相反，主要是第二
个字、第四个字，音节顿挫停顿的地
方，可是它的词性需要相同，这是律
诗的规则。
　　现在我们就来看王勃的诗。这首
诗的题目，《古诗今选》上写的是《送杜
少府之任蜀川》，戴君仁的《诗选》是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题目有不同的
版本。“蜀川”，《古诗今选》上说是四川
的西部。“蜀州”，戴君仁的《诗选》注解
说是四川崇庆县治。不管是蜀川还是
蜀州，总而言之是四川的地方。杜少
府是王勃所送的一个朋友，少府是唐
朝的一个官职。唐朝一县最高长官县
令称为“明府”，是一个客气的称呼。
县尉称“少府”，这是唐朝的习惯。他
送一个姓杜的人到四川去做县尉。和
晋陵的陆丞一样，杜少府这个人也不
可考。
　　他说：“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
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
沾巾。”你看唐诗的做法真的是妙，艺
术上要写得很精美，对于题目要切合。
他第一句就写我送你到四川去上任。
在哪里送？在长安送你走。杜审言那
首是和诗，是回答人的诗；而这个是送
行的诗，要把送行的地点、要去的地点
都点出来。“城阙辅三秦”是送行的地
点，就在首都长安。为什么长安是“辅
三秦”呢？长安在陕西，那时函谷关以
西称关中之地。楚汉之际，西楚霸王
跟刘邦起兵推翻秦朝以后，各地都起
兵了。项羽得到天下，分封了十八个
诸侯，都是战国时六国诸侯的后代。
他分封时，因为秦的首都在咸阳，就把
原来秦朝的关中地方，即旧日的秦地
分封给了三个“秦之降将”，所以叫“三
秦之地”。他站在长安的城楼上送他
的朋友走。是“城阙”，不是城墙，是城
楼。城楼常常是两层，底下还有一个
城门，像北京的前门，现在还能看到。
城楼为什么叫“城阙”呢？是因为“其
下阙然为道”，“阙”同“缺”，四面都是
墙，这里有一个缺口，是一条通路，所
以这个城楼叫城阙。“城阙辅三秦”，

“辅”是说周围的，本意是辅佐。长安
是首都，长安城的附近就是三秦这一
片广大的土地。我们所在的长安城楼
四面都是三秦地方的环绕，所以这个

“辅”就是环绕。三秦是何等地方，关
中八百里平原。我在大陆的时候坐飞
机，他们说快到西安了，那时是夏天，
一大片碧绿庄稼。你看它的地理形
势，站在长安城向下一望，关中八百里
的平原看得很远，向西南一看——— 我
在大陆旅行就是先到西安，然后从西

安到成都，从关中入蜀，都是如此的，
这是一个通道。所以“风烟望五津”，

“五津”就是杜少府所去的地方。为什
么叫“五津”呢？就是四川从灌县（现
都江堰市）到剑门县的一段。这个临
江的灌县我也去过，就是秦朝的李冰
父子建都江堰的地方。两千多年前的
水利工程，到现在四川还受到都江堰
灌溉之利，那里下去有五个渡口，白华
津、万里津、江首津、涉头津、江南津，
就是“五津”。“风烟望五津”，我看你所
走的地方，那么遥远，“风烟”，极言其
远，看不到你所去的地方，那茫茫的、
遥远的地方只有一片风烟。
　　杜甫晚年写《秋兴八首》曾经写过
这样的句子，“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
风烟接素秋”。那时他在四川的瞿塘
峡，他怀念长安，曲江在长安。他说我
站在瞿塘峡的峡口，在四川，怀念长安
曲江的江头，我看去是万里风烟。我
的心是跟长安连在一起的，而瞿塘峡
口到曲江江头在我的感情上是可以接
连起来的。可是现在我看不到曲江的
江头，只有万里风烟，那风烟连到曲
江。而无论是瞿塘峡也好，曲江头也
好，现在都在凄凉萧瑟的秋天之中。

“风烟”可以把四川和长安接起来。王
勃就说，“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与”
跟“同”当然是对的，可“君”跟“是”是
不对的，“君”是你，是代词，“是”是动
词。离别的意思，宦游的人，这个“意”
跟“人”可以对，因为都是名词。“离别”
跟“宦游”呢？“离别”本来是动词，现在
做形容词来形容“意”，离别的情意。

“宦游”本来也是动词，就是出外做官，
现在也作为形容词来形容人。可是

“君”跟“是”绝对不对仗。这里在格律
之中有了突破，不一定完全对起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在对偶上
应该对，现在不对了，就叫做突破。它
从无到有，从有到破。如果总是平平
仄仄地遵守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
就太死板了，所以中间有了变化。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我跟
你今天在长安的城楼离别。我们离别
的情意，在离别的感情之中，我跟你有
共同的一点，觉得可悲哀的，就是“同
是宦游人”，都是因为仕宦而漂泊的
人。好朋友也许不愿意离开，可是你
不能不离开。作为好朋友，我愿意跟
随你去，可是我也不能跟随你去。因
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仕宦而漂泊，
我们都是身不由己的。作为好朋友，
如果你不愿意离开，你应该可以留下，
如果作为好朋友，我愿意跟你走，我可
以跟你走。可是现在你既然不能留
下，我也不能跟你走，所以“与君离别
意，同是宦游人”。我们都是不自由的。
　　像这样的对句，它不是平衡的对
偶，不像杜审言说“淑气催黄鸟，晴光
转绿蘋”，那和暖的天气使得黄莺鸟叫
了，那晴暖的日光在绿色的蘋叶上转
动。这两个景物是平衡的，是相对的。
还有他说“云霞出海曙”，这是早晨曙
光的美丽，“梅柳渡江春”，这是春光的
美丽，两个都是景物，是平衡的、相对
的。而现在这两句呢，它在平衡上打
破了，在意思上是相承的，我们在离别
的感情之中，感情是悲哀的，“同是宦
游人”，都是宦游在外，都是身不由己
的。这样的对偶有一个特别的名称，
叫做“流水对”，上下是相承的，不是左
右的平衡。
　　我借用这几首诗，让大家对于中
国诗歌的艺术手法有一个了解，怎么
样安排，怎么样从无到有，怎么样从有
到破。现在我还要讲一点，它第三句
跟第四句不是变成流水对了吗？就是
说它把平衡破坏了。它是上下相承
的，一半是对仗，一半是不对仗。“离别
意”跟“宦游人”虽然对，但是“与君”跟

“同是”无论如何不能对起来。现在有
一个更微妙的事情，就是它还要保持
一个平衡。律诗一共是八句，每两句
叫做一联，每一联都有一个特别的名
称，第一句跟第二句是首联，第三句第
四句是颔联，首就是头，颔就是下巴，
第五句跟第六句是颈联，然后一下就
跳 到 尾 巴 了 ，七 八 是 尾 联 ，一 共 是
四联。
　　现在要注意了，这个颔联的平衡
破坏了，倒回来看首联，“城阙辅三秦，
风烟望五津”是对的，你就知道中国诗
词的艺术之妙。“城阙”，一个是城，阙
是城门，城阙合起来就是城门楼。“风”
是一个名词，“烟”是一个名词，风烟合
起来，是一大片烟雾的情景。“三”是个
数目字，“五”是个数目字。“秦”其实是
一个名词，“津”也是一个名词。“辅”是
一个动词，“望”是一个动词。所以你
看他把第二联破坏的时候，把第一联

对起来。第一联原来不一定要对，律
诗的格律是颔联、颈联一定要对，它现
在把要对的破坏了，把首联不需要对
的地方对起来。这边破了，那边再把
它抓回来，照样保持平衡，而这种破坏
还有特别的名字，叫“偷春格”。“春”是
美好的东西，应该是在第二联，把它偷
到第一联去了，所以叫“偷春格”。
　　我讲这些关于诗歌的格律，你就
知道中国语言文字那种微妙的变化，
如果能够掌握这个，对作诗写文章都
是有帮助的，对写现代诗也是有帮助
的，你就知道它中间怎么样变化。
　　后边“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这是两句有名的话，很多人写纪念册
都会写，这两句是对句。“海”是名词，

“内”是一个方位；“天”是名词，“涯”是
一个方位。中国古代认为自己在世界
中央，四面都是大海，所以“海内”，是
整个中国之中。
　　“海内存知己”，关于人生，禅宗的
和尚讲过这样一个道理。有一个和
尚，他说我年轻的时候看山是山，看水
是水，等我修道经过一个境界，看山不
是山，看水不是水。等这个阶段再过
去了，我又回到从前，仍然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这个话是很难讲的，你从
没有到有，然后再到没有。可是你曾
经有过与你不曾有过，你曾经经历过
与不曾经历过，是完全不同的。
　　佛家还讲过一个点拨，说两个和
尚到海边去玩，看到有人在抓鱼，网里
边鱼很多，从网里跳出去。有一个和
尚说，“俊哉，透网金鳞”，真是漂亮，真
是好，你看它被网住还能从网里边跳
出来。他旁边的和尚叫明和尚，就说：

“何似当初不曾入网？”它当初如果没
有被网住，不是更好吗？头一个和尚
说：“明兄，欠悟在！”“欠悟在”，缺少觉
悟。鱼进到网里去，能不能跳出来是
大成疑问的，被网住又跳出来了，跟没
有进过网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知己，不管这
个知己在不在身边，你有过，那就不同
了。有过就好，如果真是知己的话，就
应该有这种信心，因为凡是知己的了
解跟认识，不管年龄、学识、身份、地
位，这些外在条件都不存在，因为最重
要的是真正的精神，或是心灵或是品
格，一个最精微最深刻的地方是相同
的，完全不在所有的外在条件的限制
之下。所以“海内存知己”，尽管你在
天的那一边，我在天的这一边，可是我
们心灵上仍然相通，“天涯若比邻”，

“比邻”，身边最亲近的邻居。既然有
这样的朋友，我们就应该满足了。所
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无
为”，不要这样做。“歧”，分手的地方，
不要在分手的路上，像“儿女”，像那些
少男少女一样，为一点小事情就流下
泪来。
　　我们借用杜审言的一首诗和王勃
的一首诗，讲了五言律诗的格律，讲了
它的突破、变化。我讲过格律有 AB
两个形式，A 式是平平平仄仄，仄仄
仄平平，B 式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
仄平。如果是平起的就是 AB ，仄起
的就是 BA ，如果是律诗就是 ABAB
或者 BABA。
　　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凡是律诗，它
的第二句、第四句、第六句、第八句一
定要押韵，而且一定是押平声韵。《送
杜少府之任蜀川》，“城阙辅三秦，风烟
望五津”，“秦”“津”“邻”“巾”，都是平
声的韵。《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也都
是押平声韵。第一句的基本格式本来
不押韵，可有的时候可以押韵。第三
句、第五句、第七句是绝对不可以押韵
的。第一句如果是押韵怎么样？如果
是平声，就变成平平仄仄平。因为它
要押平声的韵，要把第一句的最后一

字变成平声，所以就把第三个字的平
声变成仄声，平平仄仄平。如果是仄
起的 B 的形式，那么就要把第一句押
韵变成平了，那么第三个字就变成仄，
仄仄仄平平。它在规律之中的变化也
有原则，不是随便变。

陈子昂的复古

　　五言律诗的格律介绍完，我们就
要看陈子昂的诗了。一是《感遇》诗的
第一首，还有一首是《登幽州台歌》，我
们先看《感遇》的第一首。
　　陈子昂的《感遇》诗一共有 38
首。上一节课我们讲过，中国文学、历
史总是这样变化的。本来古体诗是不
讲平仄对偶的，像《古诗十九首》、曹子
建的诗、陶渊明的诗，都是古体诗，没
有平仄对偶。齐梁之间因为对中国的
文字有了反省，开始注意到中国的语
言有四个声调，平上去入，而且发现如
果平仄或者声韵用得不合适，念起来
就不好听，所以齐梁之间有“四声八
病”之说。到初唐，我们刚才说的，一
个很完整的律诗体裁就形成了。
　　诗歌的演进有一个生命，当声律
刚刚形成时，作者比较容易受拘束，觉
得要对偶要平仄。结果就是作者的注
意力放在形式上了。所以相对的，他
感发的力量就减少了。感发的力量减
少以后怎么样？我们讲杜审言的诗未
尝不美丽，“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在把景色
对偶写得这么美的时候，它的内容、情
意、思想方面就比较空泛。
　　我们上次也说了，“丰兹吝彼，理
讵能双”。如果这方面“丰”，得到的
多，“彼”，那一方面就“吝”，得到的少。
在道理上，“讵”是岂，哪能够“双”，哪
能够两方面都好。所以把注意力放在
形式这方面，另一方面自然就空泛了。
于是就有人看到这一点，说是过分重
视形式的平仄跟对偶，内容和情意就
空泛了。所以有一个人，就是陈子昂，
起来提倡复古。
　　陈子昂复古的口号，也就是他写
诗的时候提出了什么意见。他写过一
首诗叫《修竹篇》，是写竹子的，“修”是
很高很直的样子。他借竹子的高和直
来赞美一种品格。《修竹篇》的前面有一
篇序文，很长，我只是引用里面的几句。
陈子昂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
梁之间，彩丽竞繁，兴寄都绝。”
　　汉魏时代的诗有一个特色，就是
有风骨。这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缺
点，就是用很抽象的一些名词来批评。
什么是风，什么是骨呢？我想要给它
一个比较现代化的、比较有逻辑的解
释，我以为“风”是一种感发的力量。
这个力量从何而来？从骨而来。什么
是“骨”？“骨”就是句法跟结构，所以汉
魏的诗有一种感发的力量，而这个感
发的力量不是从对偶、平仄来的，是从
句法跟结构来的。“行行重行行，与君
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它没有平仄、没有对偶，它感发的力量
是从句法结构来。我说过叙写的方
式，按照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说法，语言
有一个语序轴的轴线，就是你是怎么
样说出来，带着一种感发的力量。所
以汉魏的风骨，句法结构有一种感发
的力量。
　　可是这种感发力量，“晋宋莫传”，
晋朝跟宋朝没能够继承这个风骨。我
们讲晋朝的诗，张华的诗，陆机的诗，
一般说来，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注重
对偶，注重形式了。以陆机的生平遭
遇，应该能写出比他现在所留下的更
好的诗，他没有写出来，是受了当时时
代风气的影响，注重形式把他连累了。
　　但有一个特殊的诗人，超乎晋宋

的时代风气，就是陶渊明。刚才我们
讲了，诗歌的演变，是一种生命的演
进，有个人的因素，有时代的因素，可
是其中有真的杰出的天才，以他个人
的因素超越了、打破了时代的局限。
陶渊明就是在晋宋之间不被形式所拘
束的一个人，他真是直接写自己的本
心，完全超越外表的形式。
　　你一定会看见有些人过分重视所
有的外表的一切，而内心其实什么都没
有。当你真正掌握了内心，就知道外表
其实都不重要。陶渊明之所以能够在
诗歌形式上超越，是因为他在人格上超
越。辛弃疾有一首词是赞美陶渊明的，
说他“都无晋宋之间事，自是羲皇以上
人”。他说陶渊明在做人方面完全超乎
晋宋之上，所以“都无晋宋之间事”，那
些个贪官污吏，那些个贪赃枉法，那些
个争权夺势，陶渊明完全从这种污浊之
中超越出来了。所以他“自是羲皇以上
人”，他比美于伏羲、比美于三皇五帝时
候的人。所以他的人格是超越的，他的
诗的风格也是超越的。
　　“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大体上说
是如此，但有少数人可以在时代中超
越出来。“齐梁之间”，到了沈约讲“四
声八病”的时候，是“彩丽竞繁”，“彩”
就是辞藻，注意外面的辞藻，注意形式
的美丽。“竞”是大家比赛，谁写得更
美。“兴寄都绝”，“兴”就是感发，那种
力量没有了，“寄”是里面有深刻的含
义，都没有了。所以陈子昂提倡复古，
他很少写五言律诗。他写什么？他写
五言古诗。

诗歌的源流变化

　　正式讲陈子昂之前，我要先讲一
下中国诗歌的源流变化。所谓近体
诗，我说过包含两部分，一是律诗，一
是绝句。无论律诗或绝句，凡是所押
的韵字，都是平声。像杜审言的《和晋
陵陆丞早春游望》，凡是押韵的字，

“人”“新”“春”“蘋”“巾”，都是平声。
　　那古体诗呢？古体诗可以押平声
也可以押仄声。我们曾经简单地念过

《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首诗，“行行重行
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
一涯”，这个“涯”字在这里押韵，不读
yá，念 yí。“涯”有三个读音，分入三
个不同的韵部。如果是念 yá，押的
是“麻”韵，如果是念ái ，押的是“佳”
韵，如果是念 yí，押的是“支”韵。“道
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
越鸟巢南枝”。“离”“涯”“知”“枝”，都
押的“支”韵，都是平声。“相去日已远，
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
返”，“远”“缓”“返”，都是第三声，是仄
声。这中间换韵了，所以古诗可以换
韵。前面几句押的是平声韵，中间还
可以换成押仄声韵。
　　我们讲的温庭筠的词，“小山重叠
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灭”“雪”都
是入声。“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是
平声韵。“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换
韵了。“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他这
首词一共八句，换了四个韵，每两句押
一个韵。“灭”“雪”是一个韵，“眉”“迟”
是一个韵，“镜”“映”是一个韵，“襦”

“鸪”是一个韵。“灭”“雪”这个入声是仄
声韵，“眉”“迟”是平声韵，“镜”“映”是
仄声韵，“襦”“鸪”是平声韵。平仄可以
换韵。词有时候也换韵。
　　曲的平仄不是换韵，是通押。什
么叫通押呢？我们举一个例证。曲里
面有一首很有名的小令。短的曲子跟
词的短调一样，都叫小令。曲调不是
指题目，而是音乐的调子的名字。这
首很有名的小令就是《天净沙》，作者
是元朝人，叫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
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枯藤老树昏
鸦”是押 a 的韵，是平声，“小桥流水人
家”，a 的韵，平声“家”，“古道西风瘦
马”，还是 a 的韵，却是第三声了。“鸦”
第一声，平声，“家”第一声，平声，“马”
第三声，仄声。“夕阳西下”，“下”还是
a 的韵母，却是第四声了。“断肠人在
天涯”，“涯”是第二声。里面有第一声
的字、第二声的字、第三声的字、第四
声的字，可韵母都是 a 。这就叫做平
仄 通 押 ，就 是 同 一 个 韵 母 ，不 同 的
声调。
　　从《诗经》开始，从本来没有严格
的声律，到有严格的声律，到律诗绝句
的出现，到注重平仄和对偶。在这一
段时间里，追求形式上的艺术，古诗开
始格律化，注重平仄、对偶，把重点放
在艺术形式这方面。我们以前讲谢灵
运的时候也注意到，那时虽然平仄不
是很严格，但是有对偶。他的对偶大
半都是描写的景物，也是景物的形象，

外表的形式的形象。所以诗开始注
重文字上的、外表的艺术形式，内容
就缺乏了。
　　而中国古代认为，诗本来应该
是言情写志。诗不但要言情写志，
还要使你的感情发生感动。什么使
你感情发生感动？是外在的物象。
这个物象包括大自然的现象，跟人
事界的现象。是外在的物象，使你
内心感动，或者是由外物引起内心
的感动，或者是内心有了感动，用外
物来作比喻。这是心跟物之间的关
系，使你引起作诗感动的一个起源。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本来这是很自然的。
由外物引起内心的感动，这是兴，内
心有了感动，用外物做比喻，这是
比，本来很单纯，就是内心跟外物之
间的感动而已。《诗经》是周朝的诗，
可是汉朝学者讲《诗经》比兴的意思
时，就给它增加了解释。
　　他们说“兴”是因为“见今之美，
嫌于媚谀”，认为兴跟比都是反映当
时的政治。现在的时代有美好的政
治，一天到晚歌功颂德就觉得没有
意思，所以“嫌”，就避免。看到当今
政治的美好，他们要避嫌疑，不愿意
直接歌颂，就用一个外物来起兴。
所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本来很单纯，看到鸟
成双作对，有美好的伴侣，人不也应
该有成双作对的美好伴侣吗？这本
来是很自然的，可是中国古代一向
以为谈爱情是不应该的，汉朝学者
解释说这不是爱情的诗。“关关雎
鸠，在河之洲”，他说写的是“后妃之
德”，是皇后跟王妃的美德。而且还
不是说那窈窕的淑女可以做皇后跟
后妃，而是皇帝后宫佳丽三千人，皇
后要不妒忌，还要替皇帝选择妃嫔，
如此云云。所以汉朝不说《关雎》是
爱情诗篇，说写的是后妃的美德，是

“见今之美，嫌于媚谀”，所以就用
兴，用一个形象来做比喻。
　　“比”呢？他们说是“见今之失，
不敢斥言”。汉朝学者的意思是，现
在有好的政治，每天歌功颂德不好
意思；现在的政治不好，直接就批评
它，你也不敢，因为批评它，你马上
就获罪了，所以看到现在的坏处也
不敢直说，就用比。像我们所讲的

《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他
本来写的是剥削者，可是不敢直接
说，就用一只大老鼠来做比喻。
　　所以汉朝学者就把《诗经》心与
物之间相互感应的这种作用加了一
层意思，说这个比兴有歌颂赞美或
者讽刺的意思，“见今之美，嫌于媚
谀”，“见今之失，不敢斥言”。所以
比兴的诗从汉朝开始，就要讲出讽
喻和美刺的意思来。如果只写外物
的形式，没有讽喻美刺的意思，就被
认为太肤浅。所以到唐朝陈子昂，
他看到大家只注重形式不注重内
容，变肤浅了，只是雕章琢句在文字
上下功夫，在平仄对偶上下功夫，所
以他主张复古，希望诗里能够有讽
喻美刺的意思，就是说除去外表的
形式，要注重内容，包括思想和感
情，这是唐诗作风很重要的转变。

七言古诗的格律化

　　后来的文学批评对于陈子昂在
中国诗歌演进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重
视。他们怎么说呢？金朝诗人元好
问，曾经写过《论诗绝句》三十首。
　　我们说中国的语言文字是适合
作诗的，因为文法的颠倒可以有，也
有对偶有平仄，作起诗来很美，可是
写理论文字就不够清楚。中国人还
有一个习惯，喜欢注重文学艺术的
形式美。你论诗可以写一篇论文来
批评议论，很有逻辑，很有条理。可
是要用诗歌的绝句的形式来论诗，
当然也有它的好处。一篇长的论文
很难懂，就算看明白了，也不能把它
背下来。可是《论诗绝句》呢，它掌
握几个重点写成诗，一下就记得了。
　　元好问《论诗绝句》写了三十
首，批评中国从古代到他的时代的
诗人，有一首诗就是论陈子昂的。
他说“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
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
铸子昂”，短短四句诗包括了整个初
唐诗坛上的现象。我要借这个机
会，把初唐诗坛做个简单介绍。
　　初唐的诗坛，律体开始成立了，
当时有作者喜欢写新成立的律体的
诗，那是很摩登的。我们讲过的作
者杜审言是其中一个。跟杜审言同
时，作风相近的还有几个人，苏味
道、杜审言、李峤、崔融，这四个人在
诗坛上并称，同样有名，所以当时管
这个团体叫做“文章四友”。
　　我们还讲过王勃的诗，《送杜少
府之任蜀州》。那么跟王勃同样有
名的，也有一个小团体，那就是王
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这个小团
体也有一个称号，叫“初唐四杰”。
        （下转 16 版）

陈子昂为何主张“复古”？
叶 嘉 莹 讲 诗 歌 之 八 ：初 唐 诗 风 的 转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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