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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词创作与鉴赏》

前言

　　近读黄志浩兄的《古代诗词创作与鉴赏》书稿，十分欣喜，以为这将是一部对从事诗词教学与诗
词创作很有益的著作。　　（一）　　学习古典诗词须要了解或掌握其格律和锻炼字句方法的基本知
识和基本功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早年曾从曾几学诗，中年从军南郑，诗境大有发展，故晚年《示子
通》中谆谆教诲：“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极力强调了生活实践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但如
果就此认为陆游完全否定“诗内功夫”的作用，那也是一种相当片面的认识。试看陆游又作有《追怀
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近尝示诗》云：　　忆在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　　常忧老死无人付，不
料穷荒见此奇。　　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　　人间可恨知多少，不及同君叩老师。曾
几曾居茶山，因以为号。“玄机”云云，足见陆游对曾几诗说的推崇与自己的心领神会。“律令”一
联主要当指作诗时的审音协律、炼字练句等诗内功夫，得自曾几所传授者。实际情况正是这样。成功
的创作来源于丰富的生活，但也须有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为基础。否则为什么南宋当时从军南郑的浩
浩荡荡队伍中只出现了陆游一个大诗人呢？由此看来，“诗内功夫”与“诗外功夫”须要辩证结合。

Page 2



《古代诗词创作与鉴赏》

内容概要

《古代诗词创作与鉴赏》内容包括：诗史述略、词史述略、诗词的特征及其区别、诗律与词律、诗歌
的鉴赏等。学习古典诗词须要了解或掌握其格律和锻炼字句方法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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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词创作与鉴赏》

书籍目录

第一章诗史述略一、 《诗经》与《楚辞》二、 汉魏六朝诗歌三、 唐宋诗歌四、 元明清诗歌第二章 词
史述略一、 词的起源二、 唐、五代词三、 北宋、南宋词四、 金元明清词第三章 诗词的特征及其区别
一、 音、形、意的艺术形式二、 言在此、意在彼的艺术表达三、 独特的艺术形象<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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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词创作与鉴赏》

章节摘录

　　中国是世界上闻名的古国，有文字的历史至少在3500年以上，而诗歌产生的历史还要远远超过文
字的历史。可是当文字产生后再去记录那些所谓的。原始歌谣”时，实际上它们都已经被加工和改变
过了。所以真正的上古歌谣，的确是浑茫难睹了。关于诗歌的起源，传统的说法是起源于劳动。然而
恩格斯曾经讲过：劳动创造了人。连人都是劳动创造的，何况是诗歌呢！从根本上讲，人类的一切文
明及其思想观念，都是从劳动生产实践中产生的。说诗歌产生于劳动，显然是过于笼统了。鲁迅先生
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　　我想，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
的。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其一，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从单纯的呼
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其二，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渐
因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在上古的歌谣中反映劳动生
活，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歌谣还可以反映别的生活，比如爱情，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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