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崇发

少年游·诗教随吟

纳凉小暑有诗文，吟
诵韵凝魂。荷花池畔，小桥
流水，柳下最清新。

忽来温雨斜穿树，墙
上洗微尘。竹叶沙沙，蝉鸣
长调，风到看流云。

□孙丽娟

南歌子·雨后观荷

半夜雷声滚，凌晨雨
幕垂。芙蓉仙子泪痕滋，点
水蜻蜓软语问何其。

露滴娇花瘦，风吹绿
叶稀。残枝败蕾理红衣，只
待深秋新藕出泥时。

□张素梅

谒金门·漓江圆梦

漓江水，梦里几回相
会。今日相偎惊梦寐，醒
来心已醉。

旖旎青山叠翠，倒影
如图谁绘。竹筏轻划波语
娓，岸林娇妩媚。

□高玉山

鹧鸪天·访到根见村

又见炊烟乡野深，横
峰竖岭碧森森。村姑捣布
哼新曲，溪水流银奏古音。

白鹅唱，紫薇愔。石红
墙绿到根寻。柴扉忽启皤
翁出，笑问来人可唱斟。

□王增德

昭君怨·夏牛图

夏到堤头柳翠，放牧
牛娃倒骑。四蹄踏清溪，水
涟漪。

耕地牛儿奋进，垄后
排排足印。待到收工时，日
当西。

□张延龙（原山东老干部诗词学会会长）

宋词的创作和律诗的创作不同，主
要表现在词和诗的句型句式上。律诗都
是齐言诗，句数字数固定，韵脚固定，对
仗要求固定。而词则复杂得多，它的句型
有两大类，一类是律句，这个按律句的要
求办就行；第二类是特殊句型，即长短句
组成的句组。有人说：“吟咏性情，莫工于
词。”词的特点和优点是长短句，也是词
声律的核心。词的魅力及其巨大的表现
力就蕴涵于这些多样性的句型句式中。
所以，把握宋词中的长短句，是学习宋词
和宋词创作的关键。

宋词有近千个词调，数千个词体，它
的长短句组合，大致有五个类型。

(一)和声句式

和声句式有两种，一是前和声，句型
是“短—长”；一种是后和声，句型是

“长—短”。要求是，短句的平仄结构应该
与跟它相邻的长句韵脚处三个字的平仄
结构相一致。它的作用是加强词的声律
效果，增强词的歌的味道。宋词是音乐文
学，词的产生，是用于配乐歌唱的。所以，
这种句型在词中大量存在。

如顾夐《添声杨柳枝》：秋夜香闺思
寂寥，漏迢迢。鸳帏罗幌麝香销，烛光摇。
正忆王郎游荡去，无寻处。更闻帘外雨潇
潇，滴芭蕉。

该词在《杨柳枝》的每个七字句后面
加了一个三字短句，添了韵，所以叫做

《添声杨柳枝》。其中第二、三、四句的三
字短句与其前面的三个长句最末三个字
的平仄结构是一致的。读起来，该调比单
纯四个七字句，歌的味道更浓了，大大增
强了词的音乐性。

再如李白《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
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

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该词上片“箫声咽”是后面长句的前

和声，“秦楼月”是前面长句的后和声。有
了这几个和声短句，再加上作者两处使用
叠字，大大增强了词的意蕴和声律效果。

(二)引导句和强调句型

句式一般表现为“短—长”。短句有
引导和提升后面长句意境的功能。短句
在语意上是为了强调后面长句的时间、
方向、状态等，或在声情上强化语气和声
律效果。所以我们称它为强调句型。

如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
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
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
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
朝朝暮暮。

该词上下片末句的“便胜却、人间无
数”和“又岂在、朝朝暮暮”就是强调句
型。“便胜却”和“又岂在”称引领句，它自
己没有独立的意思，不能写成完整的一
句，它是引导后面句子的。句中的“、”是
强化、停顿之意。词谱中“，”前面的句子，
可以写成完整的意思，“、”前面的短句不
行，称“不能挂单”。若去掉这个“、”，读成
一个普通的七字句，就是一般句型，表达
效果大大逊色。领句有时是四个字或五个
字，其中第一个是领字，称作“一字领”。这
个领字，一般用去声字。

再如秦观《行香子》：树绕村庄，水满
陂塘。倚东风、豪兴徜徉。小园几许，收尽
风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远远苔
墙，隐隐茅堂。飏青旗、流水桥旁。偶然乘
兴，步过东岗。正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

可以看出，上下片的“倚东风、豪兴
徜徉”和“飏青旗、流水桥旁”就是前面讲
过的带三字领句的强调句型。而上下片末
句的“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和“正莺
儿啼，燕儿舞，蝶儿忙”中的“有”和“正”不
能跟后面的三个字写成一个完整的意

思，写的时侯，“有”和“正”必须用仄声字，
它起引领作用，引领下面三个并列的三字
短句。朗诵时，“有”和“正”后面必须加以
停顿，不能连读。否则，这两个字就失去了
对后面三字短句的引领作用，改变了词
调的声律效果。在创作时，后面的三个并
列的三字短句，至少要有两个写成对仗
句或对偶句，三个鼎足对则更佳。

(三)延展句

句式一般为“长—短”，短句在长句
后面，它可能是后和声，也可以不是。在
语意上，后面的短句是前面长句的延伸、
完善和解读。所以延展句比和声有更多
的文学内涵。有人说：“和声歌味重，延展
意蕴深。”

如沈祖《滩破浣溪沙》：豆荚瓜藤处
处栽，柴门还在最高崖。一雨经宵庭草
长，上闲阶。山色故教云作态，好风常与
月相偕。小犬隔林遥吠影，有人来。

词中上下片末句就是延展式句型。
上片“一雨经宵庭草长”只是个一般概
念，停顿后，加了“上闲阶”三字，把因雨
草旺的程度讲清了，讲得更形象，更具
体，产生了新的意境。下片“小犬”为什么
隔着树林叫呢？不知道。停顿后加了“有
人来”三个字，把原因讲清了，而且增加
了新的情节。这就是宋词中特殊句型的
特殊表达效果。

(四)插入式句型

句式一般表现为“长—短—长”，两
个长句中间插入一个三字或二字短句，起
桥梁作用。插入的短句，在语意上必须与
两边的长句紧密相关，在逻辑上，必须有
紧密的逻辑联系，不能只顾一端。

如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
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

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词中作者把视觉的及听觉的孤城、
长烟、落日、边声、号角、将军、征夫等零
散意象，通过“千嶂里”“人不寐”两个插
入短句联缀到一起，渲染了一幅肃杀而
又悲壮的战地风景画面，衬托戍边将士
功业未逮，有家难回的苦涩心情。写得悲
壮而不悲伤，苍凉而不凄凉。

(五)对联式句型

句式一般表现为“短—长；短—长”。
是两个强调句型合在一起的一组大句
读。像一副对联。创作时要求短句与短句
对仗，长句与长句对仗，即隔句对。这种
句式，在长调中多见。

如张翥《多丽》中上片的“馆娃归、吴
台游鹿；铜仙去、汉园飞萤”。“馆娃归”对

“铜仙去”，“吴台游鹿”对“汉园飞萤”。下
片的“藕花深、雨凉翡翠；菰蒲软、风弄蜻
蜓”。“藕花深”对“菰蒲软”，“雨凉翡翠”
对“风弄蜻蜓”，都对得十分工稳。

有时隔句对前还有一个领字。如毛
泽东《沁园春·雪》中上片“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两个隔
句对前加了一个领字“望”字。下片“惜秦
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
骚”，一副隔句对前加了一个领字“惜”
字。增强了气势和表达效果。这种句型，
在婉约词人手里，表现出婉转曲折，一唱
三叹之感；在豪放词人手里，则表现出排
山倒海，一泻千里之势。这就是特殊句型
在词中特殊的表达效果。

正是因为词中有这些特殊句型的组
合运用，所以词适于表达各种复杂的思
想感情。我们学习宋词，必须搞清楚这些
句型的特点和要求，连标点符号都要弄
明白。在创作时，按这些句型的要求去
做，才能写出好作品来，才能由模仿阶段
进入自觉阶段，才能真正搞懂宋词。

宋词创作的关键：把握好特殊句型

【创作谈】

□王红梅

清平乐·七月七日夜

海边独坐(新韵)

浪花一朵，入韵清平
乐。夜幕风来吹欲破，天外
星辰寥落。

灯火点亮寒宵，倦身
独倚长桥。今夜无约可赴，
凭栏正好听潮。

□李艳霞

即事

槐阴生碧水生蓝，
一鹭冲天复向南。
丛苇沿堤排整肃，
小花遍地比娇憨。
我家诗自路边拾，
麻脸雀从枝上探。
笑问可能吟几句，
啁啾似答未曾谙。

□张栋

参观扶贫村

莫道偏村地远斜，
舒眸景致足堪夸。
连骈工厂开基业，
次第温棚育梦芽。
田圃添栽中草药，
池塘试养美洲虾。
宅前庭畔繁花果，
红绿橙黄锦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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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培友

登泰山

硕果低枝稻谷弯，
枫红榴笑小溪潺。
雁鸣一字离汶水，
客自千方拜泰山。
夜赏月明瞻旭日，
云生脚底瞰人寰。
团圆泪断娥儿寂，
速遣天舟苦女还。

□李云岱

雨过天外村

飞花直下点芙蓉，
两岸松风香更浓。
瑞气几时流厚地，
甘霖昨夜挂苍龙。
云边玉垒曾先问，
梦里瑶池今又逢。
遥指天门抬望眼，
依稀正是最高峰。

特邀编辑：布凤华 宗健


	A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