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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读写笔记》

内容概要

《诗词读写笔记》一书融格律、鉴赏、创作于一体，是当代进行诗词系列研读、创作的专业入门书。
作者王铁麟先生首创的关于诗词格律的演绎、归纳方法，在当今学界可谓独树一帜。读者若为鉴赏古
典诗词、诗词创作而希望了解、学习诗词格律并古典韵文深厚的文学内涵，可以在本书中找到最实际
，最基本的知识看点。
全书文字温雅清丽，亟富传统文学色彩，是当前同类出版物中不可多得的一本兼容甚广的优秀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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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读写笔记》

作者简介

王铁麟，中国语言文学教授。主要著有《中国诗词》《落日孤城》《李商隐诗词选赏》《语境与诗解
的多元性——李商隐诗<锦瑟论例与其他》、《李商隐诗话漫议》等。2005年独立主持课程“诗词基
础”被上海市评为上海市成人高校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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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读写笔记》

书籍目录

格律与形式
四声与平仄
近体诗律四大法则
对仗与押韵
唐后古体诗的声调变化
词的源起与特质
词谱新读
原典与解读
初起的歌
朴素自由的吟唱时代
煌煌唐韵
长短句中的婉约与豪放
传承与新作
题材与立意
雅、俗与风格
章法与结构
意象营造与象征
遣词造句与句的连贯
数字、色彩与设问、疑问、反诘的运用
用典
音部与合谱
附录 《词韵常用字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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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读写笔记》

精彩短评

1、闲时可重读
2、挺好的，如果能从头到尾看下去的话，前面的导论还有词谱都是非常有用的。后面几章品读非常
具有王老师自己的想法。。。总体而言是挺有内容的一本书，注水成分很少
3、诗词对于我们现代人来，是有意义的。2016-07-02。
4、王老师在格律诗学习写作方面提供一套便于操作实践的方法论。很受益。
5、很有用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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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读写笔记》

精彩书评

1、古典诗词于我，大抵是中学时，老师在课上反复强调的几个诗人的字、号、写作风格历史地位等
，最好背得与课本上一字不差，还有就是高考前猛背的诗词名句，只为了考试时的两分。考完短时间
内还有印象，如今十几年过去了，还给哪个老师都已模糊了。偶尔翻到那么三两句诗词，正应自己当
时的心情，与灵魂捆绑在一起的，压抑许久的爱与哀愁随那十几个字撒落一地，这几句便让我牢牢记
住，再也忘却不了。诗词能动人，或因为她似一池清水，将古人的生活与情感波光粼粼地投影在今人
的心中，这光温暖柔和，抚静了我们沉默汹涌的内心。我爱诗，但却从未认真地读诗，赏诗，一直徘
徊在大门之外。王铁麟先生的《诗词读书笔记》让我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外行人对诗有了些许了解，
如站在岸上，撩开迷雾，看到湖上帆影点点。是阅读，更是聆听一首歌《诗词读书笔记》文体很特别
，格律、鉴赏、创作融汇在一起。格律占68页，鉴赏占146页，创作占37页，看似鉴赏占了大部分，但
相比其他鉴赏类的书，两三个诗人便能写出十几万字，这146页何其短小。这一百多页却将诗词流水之
长讲得清晰缜密。王铁麟先生尽可能不用过多私人情感左右读者，毕竟读诗、赏诗，与古人心心相印
是极私密之事。说是鉴赏，其实是从最初古人在原野上的呼喊，到有意识的将音意结合起来的吟唱，
再到律诗、词曲一路奔涌而去。这一路让我一直有种想咏唱的感觉，这些美妙的诗词就是歌。虽早已
知道诗与歌是两生花，但都是零星体会，并未真切感受，更没摸着规律。直到读了《笔记》以后，发
现漂亮的字后面其音或悠扬缠绵，或短促如泣，或铿锵强烈，或喃喃迷离。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每一个
字的音及这些字的组合形成的律动。许久以前，也许哪个老师给我讲过格律，讲过平仄，但是都不曾
记得，后来因为喜欢也曾翻过王立的《诗词格律》，但是没看明白。但《笔记》一书却将格律的四条
简易规则总结得清晰明了，易记易懂，虽不能涵盖全部，但对于我这个门外汉来讲足以，终于找到寻
觅许久不得钥匙的感觉！《笔记》里，铁麟先生以四条规则为基础反复提醒读者注意字音，注意格律
。“汉字单字单音的特征、五声交响的韵味是世界任何文字、任何艺术载体都无法比肩的。无节奏不
成为其诗的理念也因此而诞生，逐渐成为创作、欣赏和研究的重要内容。但诗词毕竟是文学，不是平
与仄的游戏；是人生，不是数码的推理。”作者一路追溯到一些句子和句群：“断竹，续竹；飞土，
逐肉！”也许这还称不上是一首诗，只是古人的一声呐喊，作者分析此句虽只有八字，但却有了诗的
特质，其一二四句押入声韵，读之感觉雄武有力，果敢决断，这八字甚至有强烈的画面感：一群武士
在苍莽的原野上追逐猎物，尘土飞扬，这不是简单的打猎，这是为了生存的一场战役！在评说香山居
士时，作者另辟蹊径，不谈《琵琶行》，却解《夜闻歌者.宿鄂州》，“本篇貌似简约、玲珑，但通篇
释放出人性的悲惋和寂寞，同样令人产生深深的哀叹与悲悯。诗中对女孩的同情始终未由作者正面表
达，但通过‘夜’、‘月’、‘江’、‘歌’、‘愁’、‘泣’、‘咽’、‘雪’、‘倚’、‘泪’
、‘堕’、‘低眉’、‘不说’等字表达殆尽。本篇十六句，偶句入韵。一韵到底，且均为入声。入
声的断裂之感，恰好又增添诵读时的悲怆之情，女孩似泣欲诉，又诉不得的内心苦楚由此获得表述的
升华。”再读这十六句“夜泊鹦鹉洲，秋江月澄澈。邻船有歌者，发调堪愁绝。歌罢继以泣，泣声通
复咽。寻声见其人，有妇颜如雪。独倚帆樯立，娉婷十七八。夜泪似真珠，双双堕明月。借问谁家妇
，歌声何凄切？一问一沾襟，低眉终不说。”顿感幽曲传情是诗之根本，诗的音乐内涵是有生俱来的
，文字好看是一面，音乐性的节奏也是读者的一种享受。阅读《笔记》的音乐感很大程度上同时也来
自于铁麟先生的语言，如大提琴，低沉浓郁，质朴宽厚，每一句似对古诗的回应。是阅读，更是遇到
诗人的生命在《笔记》中，常常“转角遇到爱”，和暗恋之人撞了个满怀，静距离再看一眼诗人，哦
，原来他还有如此一面啊。作者在文中强调的是读者在读一首诗，了解一位诗人时，要“我思我辨”
。李白是我一直心底欢喜的诗人，喜欢他的豪情，喜欢他的才情。读了《笔记》之后，发现太白就是
个有钱任性自我的孩子啊！他孤独自负，游离在现实世界之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安
能摧眉折腰时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最后一无所有，走上了“成仙”之路。作者解释道“人生是
短暂的，主观的努力和客观造成的坎坷又是充满不解的变数。李白的诗人风骨与从政的强烈观念交织
在一起，形成了不可缓解的矛盾。诗人杰出的语言调度能力，非凡的想象空间，清丽、流转、顿挫有
致的句读以及气魄雄伟的盛唐气象，都让人产生一种欲读不能息的愉悦感和由此上升为的依赖感。文
学的移情作用在李白诗中表现得十分强烈，特别是他的古风，长短参差，一泻千里，其势不可挡，堪
称绝无仅有。如《将进酒》，不读完，会产生一种不舒服，气透不过来的的感觉。”杜甫在工整的词
句中感生死，担天下，见穷愁，是我这样一个只知美衣、美食、美景的女子无法完全承担的，所以一
直远远的看着，不曾亲近。《笔记》中选了一首《江畔独步寻花》“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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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读写笔记》

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却让我看到了杜甫笔下小儿女的清丽、娇艳，一改沉郁厚
重之感，让人觉得可亲，可爱。铁麟先生笔墨最多的当是苏东坡，此篇就占了近万字，难掩作者对东
坡的喜爱之情。从苏轼人生开始谈起，此间对比李白，继而端出词评家一向推崇的《水调歌头》，此
处笔锋一转反问读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
否豪放？乘势再追问是否有“豪放派”。作者以《贺新郎》为例，字字分析，层层剥离，最后“‘花
前对酒不忍触’，是诗人无奈的答复。‘不忍’不是‘不敢’，是儒家正统人士的政治理念出发，在
任何时、地，皇权总要维护的，苏轼深深懂得这一点。‘不忍’二字是作者痛苦两难心绪的表达。煞
句‘共粉泪、两簌簌’，以‘共’字将全篇人与物联系在一起，完成了石榴花谢，才人落泪的感情归
宿。”最后的无声，更显情长，丝毫没有豪放的高亢。铁麟先生恐读者不以为然，故又在稼轩的《摸
鱼儿》处又写道“本篇（摸鱼儿）无论就立意、章法、遣词、用句皆呈婉约回环意。上片起句以‘更
’字突然切入，总言春去，继之惜春、说春、怨春一气而下，煞句以‘尽日惹飞絮’的意向作结。下
片连用数典，亦凭空切入，换头处没有过渡，上下片呈两个表面意义不相关的并列结构。这种写法在
词中是一种成功的创新，有如电影中的蒙太奇，跳跃感十分强烈。”再次点出无纯粹豪放派。词言情
，情若动人，必是悠远绵长。由此而想，豪放句是有，但通篇是豪放句的词少有，用铁麟先生的玩笑
话说“那就是喊口号了”，纯粹豪放词少有，何来豪放派呢。诗人以往只随着一首诗，一首词风尘仆
仆穿过长河来到我的面前，我看到的亦是符号化，表象的，铁麟先生用一碗清水，洗出了诗人的眉眼
，让我在字里行间见到了诗人怒放的生命。阅读之后，更有邀请跟随作者阅读古诗，体验情感，与生
命相逢，这已是惊喜。不想作者在最后又给读者一个邀请。作者将自己几十年写古典诗词的经验，一
一归类，和盘托出。这是对读者的一种邀请，古典诗词写作虽是“小众”中的“小众”，但亦有人在
读诗感动之余，想写自己的生活。“飞花细雨入春苔，紫笋新芽碧玉杯。偏有西岭犬多事，隔离浅吠
乞茶来。”“莫釐山里几青檐，三二茶娘一缕烟。”“一叶扁舟，竹西桥下白蘋洲。三五盈盈微雨后
，相逗，莫负莲蓬携白藕。”这几首诗词的作者均是生活在魔都的凡人，朝九晚五，他（她）们在写
字楼里，格子间中，一板一眼的生活，他们用诗词填满忙碌的缝隙，安放灵魂，也许这是研读之外，
古典诗词对于我们又一点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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