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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读写丛话》

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如何欣赏诗、如何学写诗。大胆写诗包括三层意思：一是打破拘束，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
问是否合于破题、承题的传统；二是怎样想的就怎样写，不问是否离有大力的时风太远; 三是讲作法
，有时难免触及用心和招数，近于泄底，或说杀风景。总之是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期对提到的
那些不耻下问的相识，以及他们的同道，舍得花钱买各种诗词选或集来读，并舍得花时间学写，以求
搏前月下哼自诌的平平仄仄平的，会有一点点用处。所有这些，有的偏于介绍常识，有的偏于抒发偏
见，都分题写,排个次序,算作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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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读写丛话》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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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读写丛话》

精彩短评

1、老头会讲俏皮嗑儿
2、学到很多
3、肚里有货后，还是要大量的背诵与阅读，越背越多也会越背越快。我对自己写过的东西根本记不
住，也没想过要记住，但是背诵过的前人的东西却经常拿出来复习。开始不要去攻哪一家或哪几家，
先杂食再择精。当然老杜是绕不过去的，学诗还是要以他做基础做底子。希望对你有些帮助。欢迎切
磋讨论。
4、和文言那本一样，被彻底戳中了~~~~新诗神马的谁要懂啊混蛋！！
5、　　这些年乱七八糟看了一点诗词丛话、选本甚至囧话。当我看到某些年轻人歪嘴和尚念经一样
的“诗话”，曲解古人作品甚至人格的“大作”都能够热卖的时候，我终于知道不花巧不炒作、文字
浅显而循序渐进的作品是多么难能可贵。
　　
　　这本书便是这样的作品，许多道理和入门方法都深入浅出——然而还是不难看出作者对古典文化
（这四个字最近也一样被歪嘴和尚或者书生们念烂了）的尊重⋯⋯还有一些变通。看了先生的推介，
一心想去知道更多。非常感激能和这样的作品结缘。
6、帮我推荐几本入门的书吧O(∩_∩)O~
7、看别人也凑诗，很安慰。。
8、　　太感人了
9、押韵， 平仄， 黏对， 还是要专门学一下 ；但这些都不难。基本的平仄黏对都有规律可寻；拗救一
开始记几种常用的，其余先放过，以后再补课。押韵和平仄要靠勤奋，多查多用心记，不建议去背韵
表，背诗和写诗的时候慢慢融汇贯通就行了。刚开始以及后面的很长一段时间还是用词用字最难，起
初还是要尽量用古人用过的词，不能拿现代汉语入诗，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磨练与提高。先用心背律
诗和绝句，大概200首在肚子里，就可以试着去写。写出来后最好找人请教，开始的路数不能歪，否则
以后会走得累。
10、我觉得只读是不够的，还是要背诵。
11、大致读过
12、当真是入门，格调还是低了点。以之入门则可，以之为圭臬则万不可。
13、读诗章节给出了很多建议，可以按图索骥。格律部分虽然声称是抄王力老师，但是细节看得出谦
虚，譬如仄韵与古体的关系上，看法更趋开明。
14、这个老头太有趣。
15、实用的读写入门指导～
16、2008.06.03
17、还行吧，有一些帮助
18、《诗论》还未拜读，大抵揣测，朱先生应该是偏重从美学得角度来对诗进行探讨吧。
    想要认真看诗也是刚刚开始的事，
    感谢楼上的推荐，回过头一定找来好好看看。
19、　　张先生说，诗词用以发幽微的情意。而我仅仅借这两个字，写些微读后的感受，惜无法用诗
词表达。
　　
　　这本《诗词读写从话》，是看第二遍才算勉强看完的。第一遍卡在古今音，和格律的地方，就觉
得太难而看不下去了。
　　
　　这个长假，陪父母亲之余，也许是性情也更沉静了，悠悠笃笃地，慢慢也竟算看完了，虽然离读
写的境界还十万八千里，好歹于诗词知了个大概，也算大收获之一。
　　
　　像张先生所言，诗词并且柴米油盐为生活必需，而要在这些不必需上下功夫也好，消磨掉一些闲
时间也罢，总也要有恰当的态度和节奏配合。早先是一时兴起，急急地就想了解吟诗作对的技巧，这
一急，遇着难处便过不去了，而其实格律，押韵，还都是小的难处，大则在坚持不懈的勤。而当时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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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读写丛话》

不能领会，只是将书当作资料、工具来翻。
　　
　　闲话了许多，好歹也写两句正经的评论。
　　
　　作为读写诗词的“工具书”，大约并不算是最详尽的，或许只得三星。然而，作为诗词读写的入
门读物，要而不繁，提要钩玄。在“技”方面：押韵、平仄、格律、变通、对偶，条分缕析，讲解得
深入浅出。在“法”方面：读则宜选哪些书目，步骤如何；写则又如何起步、如何进步，也尽完备，
而实在可以依言行事，非常具有操作性。
　　
　　然而，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作为一本读写诗词的指导书，尽管张先生自己说“这本书的目的微
乎其微，不是培养诗人和诗论家，而是让活动于街头巷尾的一般人，如果有幽微的情感，也可以利用
这神州的敝帚，或读或写，取得或多或少的境界化。”，但这只是他的自谦。
　　
　　至少对于我来说，获得感受深的，不只在了解了平水韵和格律，而是对于诗词看法有了更深的理
解，尽管并不见得是完全的赞同。比如关于事、理是否可以入诗，历来说法不一，整体而言张先生是
持否定的意见的；而我以为只要熔于情，事、理也未尝不可入诗。
　　对于用古音还是今音，何处严，何处宽；对于选诗选词，张先生也都有自己的见解。总得是偏向
保守，然而他言之有理、有据，读者可以不同意，却不能不佩服。
　　
　　尽管是入门的读物，却可见张先生治学的严谨，推荐的书目，详细到出版社；某朝某代应重点看
何人的作品，其作品中的重点又应在何处，而原因又是什么，都一一给出详尽的说明和解释。这只是
举一个小例，整本书从头至尾都以这种精神和治学的原则贯穿，正如张先生自己所言“忠于写作，不
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 不晓得现在以这种精神治学的还有几人？而在这一点上，评星级是
不足以突出其境界之深的。
　　
　　然而，我在评的时候，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给五星，而只给了四星。这却不是书或者人本身的
问题，只是自己的偏见罢了。这里也闲话一下。像钱穆先生说的，看书要看到书背后的人，而从这本
书里，如果要概括张先生，除了“治学严谨”之外，“谦卑”是我最深的印象。字里行间，可以清楚
看到张先生深受王静安的影响，然而两人的文风迥异。
　　
　　张先生的“谦卑”，从上文的自序里也能看到，而全书的用语、用词，无不保持这种风格，留有
余地，批评时多用“总是不大应该”之类的婉曲之辞。固然学者大多自谦，而我总觉得张先生自谦太
过，隐隐总透出一种沉郁遁世之感，不是我所欣赏的。而看张先生的简介，知有文革下放的经历，又
要说一些不合适的话，这样的“革命”对人的精神的摧残迫害真是非常可怕。以上感受均无凭据，属
个人的偏见了。
20、多谢指教。
21、　继续
22、入门不错
23、背完后呢？押韵什么的没有学过。
24、我的读后感有些地方真可算是一通胡诹
    但这本书是极推荐的
    对于 作诗、治学、做人
    都是极好的教材
    感谢你的留言
25、其实我看的是今年重印的版本⋯⋯
此书入门可矣，要深入研究的话就不够了
26、老先生说起俏皮话也很好玩呐
27、　　话不多说，直入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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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读写丛话》

　　1 语言略嫌冗余，许多事情完全可以用一句或两句话说明白，张先生却要打比喻说闲话，不知道
是不是存了为初学者指路的心思，若是如此，也无可厚非。不过本书其实并不适合初学，此处后谈。
　　
　　2 诗词之道，如何略窥门径，如何登堂入室，如何妙手偶得？本书说了方法，“要多读多写”，
不过我认为话说得太客气，且强调得也不够。以愚浅见，学诗首先就是背诵，不可畏难。先背三百首
律诗，再背一百首七绝，几十首古风，才是真底子。非如此不能言之有物，下笔有词。笔下无词是初
学者最大的障碍。
　　
　　3 张先生说宜从七绝入手，我很不同意。七绝神骏飘逸，似易实难。第三句转得不好，不仅末句
像断了线的风筝，整首诗也变得不知所云或寡然无味。我的观点（非我创见源自多位前辈）作诗宜始
于五律。首先律诗的间架在，这首诗就不会写得乱到哪里去。应牢记诗也是一篇文章，起承转合需存
乎一心。其次五律比七律虽只少两个字，可是难度却降低了不少。七律的那两个字决不是随便加的，
不然只能说是注水的五律，绝称不上好的七律。另外写律诗，可以培养对偶、炼字以及拆句的能力，
这是基本功，最好从头练起。
　　
　　4 本书其实不适合初学者。初学者读此书，如身入宝山，不知取舍。囫囵吞枣反而终无所得。最
好的方法是背了几百首，自己也开始写的时候，再回头来看。良莠粗细，方可察之。
　　
　　5 张先生用了很多话来解释为什么要写诗词，说的很好。借叶嘉莹的一句话和之：“诗词让人心
不死。”
　　
　　6 我很欣赏张先生对用韵以及格律近于执拗的态度。为诗便当如此，否则何苦学诗。
28、正准备读张老先生的书,听君一席后论,看来于我这书能当工具书,呵呵,谢谢!
29、这样的书作为入门书，似乎还是有一些匠气过重。我还是喜欢周振甫先生的古诗词论丛的书。
30、诗词入门书，如何欣赏古诗。
31、给中国诗歌爱好者的入门书
32、很好！可以提高人鉴赏诗词的眼力~~~学到了很多东西~~~~
33、虽说是入门读物，但是张先生太有意思了，书自然就很具有可读性。连续读了好几本先生的书。
很喜欢先生的文字。
34、我终于知道不花巧不炒作、文字浅显而循序渐进的作品是多么难能可贵。
    ————————喜欢这句话，说的好，这阵子刚好翻看了《人间词话》，同事一看我的书，居然
念到：人间词语。。。我无语，三代黑线，一滴汗
35、看到格律就开始跳，觉得有点跟不上，但大师的言辞很平易，读意境和用词那几章很顺
36、说的亲切
37、我印象中，张先生这本格律方面讲得不错。外加一本王力的格律，应该够了。不过有点需要提示
，格律这个东西特别是拗救一块，不可尽信格律书，唐时的规则相对宽松，后代则越来越严，越来越
细。不过这都是后话了，以上两本对初学者应该足够。喻守真的唐诗三百首可以细读，不仅有作法，
还有格律的详解，是本好书。推荐你就全背吧（可以先背五七律绝），那句古话不错的。此外，博览
群书，博采百家，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有伤春悲秋之心也是必要的。陆游说功夫在诗外便是如此
道理。
38、很浅的入门书
39、　　对于想写旧体诗词的人，看看是有些好处的
　　
　　中行先生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应该就是在所谓“幽微的情意”这个概念上面，基于这个概念而
提出的怎么读、怎么写，其中方法，应当可供初学者借鉴。
　　
　　读，应该读哪些，这是最主要的。
　　
　　推崇的还应当是唐以及唐以前的，质朴、自然的风格，如老先生强烈推荐的《古诗十九首》，“

Page 6



《诗词读写丛话》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确实好。
　　
　　写，所谓“凑合”，“借力”等等方法，只有自己去体会。
　　
　　不过，毕竟是很多年前写的，有些东西需要更新。比如，说起诗社，老先生说怕是找不到那么多
的志同道合者，未料到今日的网络已经方便快捷地集合同道。
　　
　　还有，老先生自有老先生的倔强，比如，用韵，坚持应当用平水韵，反对新韵；比如，坚持应当
用古语文言，要有古意。估计老先生对李子之类的创新是不会感冒的。此类问题，也是争论的问题，
无标准答案。我以为，倒不如宽容待之。
　　
　　
　　
　　
40、请问初学诗词者（已经读过很多诗词）该如何下手？实在是一头雾水。
41、看了开头就觉得作者是性情中人，记得这句话，诗歌就是为了表达内心幽微的情思。
42、看了楼主的评论，很想读读此书。
    不知楼主是否读过朱光潜的《诗论》，我觉得其对诗的探讨是很细致的。
43、见识深邃，文笔平实独特，见其专注。
44、很好，通俗平实，又深刻精辟，连我这种没有基础的人也能看懂。
45、很不错，可惜我已无意于此。
46、最深刻的感受，还是里面那句，不为无益之事，何以度有涯之生。
47、不能卒读
48、诗词入门的绝佳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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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读写丛话》

精彩书评

1、这些年乱七八糟看了一点诗词丛话、选本甚至囧话。当我看到某些年轻人歪嘴和尚念经一样的“
诗话”，曲解古人作品甚至人格的“大作”都能够热卖的时候，我终于知道不花巧不炒作、文字浅显
而循序渐进的作品是多么难能可贵。这本书便是这样的作品，许多道理和入门方法都深入浅出——然
而还是不难看出作者对古典文化（这四个字最近也一样被歪嘴和尚或者书生们念烂了）的尊重⋯⋯还
有一些变通。看了先生的推介，一心想去知道更多。非常感激能和这样的作品结缘。
2、对于想写旧体诗词的人，看看是有些好处的中行先生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应该就是在所谓“幽
微的情意”这个概念上面，基于这个概念而提出的怎么读、怎么写，其中方法，应当可供初学者借鉴
。读，应该读哪些，这是最主要的。推崇的还应当是唐以及唐以前的，质朴、自然的风格，如老先生
强烈推荐的《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确实好。写，所谓“凑合”，“借力”
等等方法，只有自己去体会。不过，毕竟是很多年前写的，有些东西需要更新。比如，说起诗社，老
先生说怕是找不到那么多的志同道合者，未料到今日的网络已经方便快捷地集合同道。还有，老先生
自有老先生的倔强，比如，用韵，坚持应当用平水韵，反对新韵；比如，坚持应当用古语文言，要有
古意。估计老先生对李子之类的创新是不会感冒的。此类问题，也是争论的问题，无标准答案。我以
为，倒不如宽容待之。
3、张先生说，诗词用以发幽微的情意。而我仅仅借这两个字，写些微读后的感受，惜无法用诗词表
达。这本《诗词读写从话》，是看第二遍才算勉强看完的。第一遍卡在古今音，和格律的地方，就觉
得太难而看不下去了。这个长假，陪父母亲之余，也许是性情也更沉静了，悠悠笃笃地，慢慢也竟算
看完了，虽然离读写的境界还十万八千里，好歹于诗词知了个大概，也算大收获之一。像张先生所言
，诗词并且柴米油盐为生活必需，而要在这些不必需上下功夫也好，消磨掉一些闲时间也罢，总也要
有恰当的态度和节奏配合。早先是一时兴起，急急地就想了解吟诗作对的技巧，这一急，遇着难处便
过不去了，而其实格律，押韵，还都是小的难处，大则在坚持不懈的勤。而当时却不能领会，只是将
书当作资料、工具来翻。闲话了许多，好歹也写两句正经的评论。作为读写诗词的“工具书”，大约
并不算是最详尽的，或许只得三星。然而，作为诗词读写的入门读物，要而不繁，提要钩玄。在“技
”方面：押韵、平仄、格律、变通、对偶，条分缕析，讲解得深入浅出。在“法”方面：读则宜选哪
些书目，步骤如何；写则又如何起步、如何进步，也尽完备，而实在可以依言行事，非常具有操作性
。然而，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作为一本读写诗词的指导书，尽管张先生自己说“这本书的目的微乎
其微，不是培养诗人和诗论家，而是让活动于街头巷尾的一般人，如果有幽微的情感，也可以利用这
神州的敝帚，或读或写，取得或多或少的境界化。”，但这只是他的自谦。至少对于我来说，获得感
受深的，不只在了解了平水韵和格律，而是对于诗词看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尽管并不见得是完全的赞
同。比如关于事、理是否可以入诗，历来说法不一，整体而言张先生是持否定的意见的；而我以为只
要熔于情，事、理也未尝不可入诗。对于用古音还是今音，何处严，何处宽；对于选诗选词，张先生
也都有自己的见解。总得是偏向保守，然而他言之有理、有据，读者可以不同意，却不能不佩服。尽
管是入门的读物，却可见张先生治学的严谨，推荐的书目，详细到出版社；某朝某代应重点看何人的
作品，其作品中的重点又应在何处，而原因又是什么，都一一给出详尽的说明和解释。这只是举一个
小例，整本书从头至尾都以这种精神和治学的原则贯穿，正如张先生自己所言“忠于写作，不宜写者
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 不晓得现在以这种精神治学的还有几人？而在这一点上，评星级是不足以
突出其境界之深的。然而，我在评的时候，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给五星，而只给了四星。这却不是
书或者人本身的问题，只是自己的偏见罢了。这里也闲话一下。像钱穆先生说的，看书要看到书背后
的人，而从这本书里，如果要概括张先生，除了“治学严谨”之外，“谦卑”是我最深的印象。字里
行间，可以清楚看到张先生深受王静安的影响，然而两人的文风迥异。张先生的“谦卑”，从上文的
自序里也能看到，而全书的用语、用词，无不保持这种风格，留有余地，批评时多用“总是不大应该
”之类的婉曲之辞。固然学者大多自谦，而我总觉得张先生自谦太过，隐隐总透出一种沉郁遁世之感
，不是我所欣赏的。而看张先生的简介，知有文革下放的经历，又要说一些不合适的话，这样的“革
命”对人的精神的摧残迫害真是非常可怕。以上感受均无凭据，属个人的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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