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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词创作视角讨论高考诗词鉴赏题策略研究
——以格律诗“同中有异”之现象为例

吴亚男

（贵州大学附属中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针对高考古代诗歌鉴赏题这个教学重难点，多数教师会从一些传统教学方式如“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入手进行击破，

效果参差不等，笔者此文拟从诗词创作的角度来对诗词鉴赏题策略的多元化与丰富性进行分析探讨，力求为解题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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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典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出于立德树人与文化传承

之考虑，诗词鉴赏题应运出现在中学语文教材与考题之中，而这

类题目因为诗歌语言的陌生化以及时空造就的各种隔膜感使其成

为了中学生解题的难点所在。历来各方学者与名师对诗词鉴赏题

做题策略做了各种探讨，对各种传统解诗手段，比如知人论世、

吟咏诗韵、以意逆志、披文入情等，运用得炉火纯青，但教学效

果参差不齐。是以笔者也不揣浅陋，决定另辟蹊径，从诗词创作

的角度入手，对解读诗词鉴赏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以期有

助于实现方法的多元化，希望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一、于中学生而言，诗词鉴赏题难点何在呢？

贵州省高中语文测试对古诗词的考查形式仍然处于变化之中，

近几年主要呈现为一道 3 分选择题和一道 6 分问答题的形式，总

分值为 9 分。而考查的方向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无非集中于内容

确认、情感主旨、方式手段、语言风格等方面。呈现方式单纯，

考查内容相对固定，那为什么做题效果却不理想呢？很大一部分

原因是诗歌语言的陌生性，传统诗词以含蓄蕴藉为美，以直白显

露为下乘，在这样的审美意识引领下，大面积的语意留白就在所

难免，所以古人写诗在千方百计地“藏”，而今人解诗在千辛万

苦地“找”。今人古人有如此多的隔膜，而情意最是幽微，本就

难以确知，这样看来，理解偏差仿佛也无可厚非了。那么，如果

我们改变角度，不是一个品读者、做题者，而变成一个创作者呢？

我们能否借助自己的创作经验，设身处地地进入诗境之中，从而

解决掉那层横亘在读者与创作者，今人与古人之间的种种隔膜呢？

在对解题策略进行探讨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格律诗创作的

基本常识：

天下一切美丽之物，多半兼具内质与外形之美，我国的近体

诗更是将这种美体现得淋漓尽致。一般认为，近体诗包含了格律

诗以及符合格律要求的绝句，而格律诗又通常分为一共八句的五

言律诗与七言律诗以及多于八句的排律。笔者此文的探讨主要围

绕八句的格律诗而展开。

桐城派大家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格律篇”中指出：“格、

律本为二词。格，是指诗文所当达到的文体风格，凡为诗文得体者，

皆为有格。律，是诗文所不当凌犯的戒条。”①可见，姚永朴对

格律诗概念的界定是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出发的。内容受限于阅

历才情，不是仅凭后天的努力即可登峰造极的；形式则可学而效

之，相较内容并非难事。然而有许多人提出“格律诗已过时”“新

时代应有新时代之文学，新时代应有新时代之规矩”等口号，倡

导推翻束缚繁多的格律诗或者改变其部分规范使其能更满足现代

人的要求。对此，笔者绝不敢苟同。自由衍生于规则之上，凡艺

术必有其规律，凡规律必有其便利。对于经典的传统文化，我们

首先应心存敬畏，严苛不是推翻规则的最佳借口，繁难不是不学

习的恰当理由，倘我们随意更改规范，每个时代都有了不同的创

作及赏析标准，其实就相当于没有标准了。我想，之所以有以上

诸多口号出现，除了懒惰无能以外，恐怕更多的是大家只觉得它

枯燥繁难而忽略了它的美感吧。其实，格律诗美在大处，兼具内

容美与形式美，笔者从格律诗“同中有异”的角度入手来分析。

平仄的同中有异现象。律诗最重要的因素即平仄。自南朝沈

约发现了四声的作用之后，唐人在格律诗的创作实践上对四声的

要求也逐渐细密且严格起来。四声即平上去入，平声包含了我们

现代汉语的阴平与阳平，上声去声基本等同于现代汉语的三声和

四声，入声已分散融入其他三声之中，须做特殊辨别。简而言之，

今天的一声二声属于平声，三声四声及入声字属于仄声。所谓“字

有定声”，就是说律诗的每一个字的平仄是基本固定的，比如五

言律诗的格式一共四种，其实质只有两种，后两种是前两种的变

形。这两种是平起式和仄起式。平起式的范式为：“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起式的变形将首句改为“平平仄仄平”

即可，其余不变。仄起式的范式为：“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

仄，仄仄仄平平。”仄起式的变形将首句改为“仄仄仄平平”即可，

其余不变。而七言律诗只需在五言之前加上相反的一个音步就可

以了，七言的实质也是五言两种范式的变形而已。这种基本固定，

且后人需遵守的格式，谓之“同”，但律诗并非一板一眼一成不

变，“同”中也有“异”，律诗的“异”主要表现在拗句与拗救

上： 孤平拗救。作诗有所谓“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说法，

五言即一三不论，二四分明，但其实并非所有的一三五皆可不论，

在“平平仄仄平”句型中，如果第一字“不论”成了仄声，那么

此句就犯了律诗忌讳“孤平”，但孤平是可补救的，只要将第三

字调整为平声即可，变化后的句型成了“仄平平仄平”，实现了

一种新的平衡。七言换成第三字和第五字，七言由五言变化而来，

所以七言也看后五字，下同。比如“寂寥无所欢”“笑问客从何

处来。”在“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的句型中，如果出句第

四字用了仄声，那么就得把对句的第三字变成平声来补偿，改动

后变成了“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平”，如岑参诗句“客舍梨叶

赤，邻家闻捣衣。”“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充

分体现了律诗整饬中具灵动的美感。“平平平仄仄”这个句式，

我们可以将三四字交换位置，变为“平平仄平仄。”（从这里也

可以看出“二四六也未必分明。”）这个句型在唐诗里极为常见。

如“情人怨遥夜”“正是江南好风景”。综上所述，可见出律诗

平仄律的同中有异之美，当平仄出现了“异”，读者应高度关注，

因凡有异相，必有缘起。

押韵的同中有异现象。首先应明确的是，“现代普通话属于



0652022 年第 4 卷第 25 期 教育前沿

近代音系统，而创作格律诗所要遵循的平水韵则属于中古音系的

切韵音系，平水韵共 106 韵，平声 30 韵，上声 29 韵，去声 30 韵，

入声 17 韵，格律诗必须押平声韵。”②所谓“韵有定位”，对律

诗而言，指必须在二四六八偶数句末尾这个固定的位置押韵，押

韵即韵腹相同且必须属于平水韵的同一韵部。比如杜甫《登高》

里的韵脚：回、来、台、杯在古音里韵腹相同并且都属于上平声

十灰部，这展现的就是不同诗句的一种共性，展现一种“同”。

当然这种同中也包含着异，异主要体现在首句入韵式，只要首句

是平声收尾，就必须押韵，但这个韵和其他偶句末尾的韵相比相

对宽松，不一定非出自同一韵部，而可以邻部借韵，首句韵脚借

用邻韵的诗格被称为“孤雁出群格”。比如林逋《山园小梅》：“众

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

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

须檀板共金撙。”此诗首句韵脚用的是先韵，而园、昏、魂、樽

的韵脚则出自元韵。王力先生认为，这种首句用邻韵的风气到晚

唐时已相当普遍。押韵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尾句韵脚借用邻韵，

其他韵脚同一韵部，这种诗格被称为“孤雁入群格”，比如鲁迅《无

题》“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

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

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衣属于上平五微韵部，而其余四韵属

于上平四支韵部。需要注意，这样的情况只能出现在一头或者一尾。

无论是“孤雁入群格”还是“出群格”都是对律诗严厉押韵规则

的一种变通，也体现出一种同中有异的美学特质。

对仗的同中有异现象。“律有定对”指律诗的中间两联必须

对仗，这是大家写律诗所必须遵循的“同”，但同中也有变通，

表现在 形式的变通。有时候，诗人会有意突破规则，使首联对仗，

而中间两联只一联对仗，此举被称为“偷春格”，如王勃《送杜

少府之任蜀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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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前三联都对仗的，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杜甫《春望》）；有后三联都对仗的，如“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

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

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有少于两联，即只剩颈联的对仗，

这种形式突出了颈联的作用，有“蜂腰体”之称，如“下第为空囊，

如何住帝乡。杏园啼百舌，谁醉在花傍。泪落故山远，病来春草长。

知音逢岂易，孤棹负三湘。”（贾岛《下第》）；甚至有四联皆

对的，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

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登高》）。内容上的讲究。

对子有工对、宽对、借对、流水对等类型，至于技法，林妹妹曾

说“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

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

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③，其言深得三昧。对仗为了避免单

一枯燥，有诸多讲究。a、虚对实，如“井莲当夏吐，窗桂逐秋开。”b、

人对事，如“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c、刚对柔，

如“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d、大对小，如“烽火

连三月，家书抵万金。”e、远对近，如“四面动清风，山夜起寒色。”f、

有对无，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g、感官对仗，

如“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等等，从这一点也可推知，

不必非是对仗，凡有写景，亦讲究错落。

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律有定对，韵有定位。律

诗听起来束缚繁多，但只要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其变化灵动、

同中有异的美感。有了这些基本常识，能使我们在做题的时候有

更专业地道的眼光，更具胸有成竹的从容。

三、让我们带着以上常识，从“对仗的同中有异”角度来作

解题策略的具体分析。

下面是 2022 年全国高考语文乙卷的诗词鉴赏题，原题如下：

白下驿饯唐少府

王勃

下驿穷交日，昌亭旅食年。相知何用早，怀抱即依然。

浦楼低晚照，乡路隔风烟。去去如何道，长安在日边。

设问：本诗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都是王勃的送别之作，

但诗人排遣离愁的方法有所不同，请结合内容简要分析。

这道题主要是从两首诗的对比阅读中分析诗人表情达意所运

用的方法，而抒情涉及什么方法呢？从大处说，不过两种，有所

凭借和无所凭借，后者我们一般表述为“直接抒情”或者“直抒

胸臆”，而前者虽可统称为“间接抒情”，但总因凭借的对象不

同而具体名称各异，可借典故抒情、借动作抒情、借景抒情、借

空间变化、色彩变化等等来抒情，其中以借景抒情最为常见，如

果你有诗词创作的经验，对这点应该感触犹深。

有此认知以后，我们再看试题中的两首诗，《送杜少府之任

蜀州》起笔境象开阔；颔联虽提及“宦游”之遭际，却并无多少

伤感之意；颈联格调又起，疏朗豪迈，传唱千古；尾联以劝慰之

口吻，抒发常人离别之时少有之情，很显诗人个性风貌。综观全诗，

一二两联分别以粗线条勾勒离别之景和描绘此时此地处境，在为

后来的情意抒发蓄势，乃寻常诗人所能写爱写；而三四两联与情

感最是紧要关联处，因而也最能彰显个性，而这两联几无凭借，

情感倾泻而出，“天涯若比邻”“无为”等句，直抒胸臆，情感

表露无遗。

而《饯唐少府》诗，首联颔联提及了诗人与友人曾经相识于

微时，交往于贫贱的生活经历以及感慨两人仍然怀有共同的抱负

理想，同样是属于蓄势的文字；颈联与尾联，都有写景，古诗词

中的写景，尤其是在“转合”位置出现了写景，我们基本可以断

定“借景抒情”这一写作手段，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出现

的景较多，那就很有讲究了，首先这些景都是属于主观化了的客

观景物，本来就被打上了诗人的个性烙印，其次这些景该以何种

方式排列，何种方式出现也极能体现诗人的性格爱好甚至文学功

底。倘若是一位对自己的诗词创作有一定要求的诗人，一定会精

心地“排兵布阵”，参考杜甫的《登高》《秋兴八首》等诗，就

会发现他的景物描写涉及时空、虚实等变化，参差交错，避免了

语言的呆板机械。而仔细观察王勃这首诗的最后两联，你会发现

他也有意在将景物描写参差化，从“浦楼”“晚照”“乡路”等

眼前实景到远处的“长安”，逐渐虚化，实现了一种空间的纵深

和情感的绵长，不舍与担忧跃然于纸上。

从创作者的角度，运用专业的知识，或许可以为我们鉴赏诗

词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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