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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谢灵运的“有心安排”
他说“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我们现在

还是要讲形式上的对偶。《古诗十九首》里的对
偶，《行行重行行》一首诗只有两句对偶。 曹子建
的诗， 一首诗有三四联是对偶。 而谢灵运这首
诗，几乎每一句都对起来了，所以你很明显地看
到对偶在形式上和重要性的增加。

他说“潜虬媚幽姿”，“潜虬”是藏在深渊之
中的龙。 龙藏在深渊之中，自然有它隐藏在其中
的美丽姿态，所以藏在下面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它的“幽姿”是可爱的，“媚”，是可爱的。 你看他
的句法复杂了， 他是很多的意思而用这么简单
的几个字来表示的。 隐藏的龙有它幽隐的美丽
的姿态，那是可爱的。 所以隐藏有隐藏的好处，
有隐藏的美丽。“飞鸿响远音”，高飞的鸿雁传到
远方的叫声，是这样响亮，也是美好的。 所以能
藏有能藏的美丽和好处， 能飞也未始不有能飞
的魅力和好处！

这首诗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对偶的双起，就
是对句双双起来。 而这个双起，正反映了谢灵运
内心的矛盾———仕还是隐？ 仕有仕的好处，隐也
有隐的好处。 所以“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
而且他的对偶是多么工整：“姿”“音”都是名词，
“幽”“远”都是形容词，“媚”“响”在这里都作为
动词用，“虬”“鸿”都是动物，“潜”“飞”都是动词
作为形容词用。

我们举谢灵运这首诗做例证， 是要说明从
曹子建以来，诗人就有心安排对偶了。 而谢灵运
这首诗更有代表性的缘故， 使我们看到了他在
对偶时句法的繁复， 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层次的
不一样。 曹子建的诗虽然有对偶了，可是他的句
法是简单的，是比较直接的叙述。

可是谢灵运的句法开始繁复了， 而且章法
的承接，即上下之间是怎样承接，也是比较繁复
的。“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开头两句就对
起来了。 回想我们开头所讲的写诗的方法有赋、
比、兴三种，那么我们就知道，“潜虬”和“飞鸿”
是比， 主要表现他内心的矛盾———既没有机会
得到一个高仕，就是做官做到很高的地位，又不
甘心去潜隐，就是做一个隐士。 用“潜虬”跟“飞
鸿”两个形象作比喻，这是由心及物。 先有了内
心矛盾的感情，然后用外物来作比喻，不是兴的
自然感发，而是属于比的，有心安排，这是谢灵
运作诗的一个特色。

再看章法的承接。 曹子建说“仰手接飞猱”，
我举起手来就抓住一只在天上腾跃的、 像在飞

一样的猴子。 从仰手的动作，到接的动词，到受
事的宾词，都是顺的。可谢灵运这里不是。“潜虬
媚幽姿”，“潜虬”的“幽姿”是“媚”，是好的；“飞
鸿响远音”是说“飞鸿”有“远音”，“响”字的作用
其实很复杂，“响”字是说飞鸿以远音为响。 要倒
过来解释才可以，“潜虬” 以它隐藏的姿态为美
丽，“飞鸿” 以它响亮的叫声传得广远。“媚”和
“响”本来都是形容词，可是现在当动词用了。 中
国文字有一个特色，就是句法可以颠倒，而且词
性可以变化。 当然西方有时候也是如此，不过中
国文字这种变化更加自由一点， 这是说句法的
繁复。

至于说章法的承接，他说“潜虬媚幽姿，飞
鸿响远音”，他后面说“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
沉”。 我现在之所以要讲这些的缘故，因为这种
句法章法的繁复， 是影响后来唐诗的发展的。
“薄”是近的意思，“云浮”是飞翔在空中，你如果
靠近云霄，就可以在云中飞翔。“愧”，但是我很
惭愧，我不能做到如此。“栖川”，栖止在川谷之
中，“渊沉”，沉藏在深渊里面，可是“怍”，我很惭
愧，我也做不到。 所以你看这个句法，也是颠倒
繁复的。 他把很多复杂的意思都省去了，只是抓
住了重点来对偶。 因为要做对偶，所以不得不用
这种句法的颠倒和词性的变化。 就是说你掌握
了一些重点，不是把一句话说得很复杂，说如果
是靠近云霄在云中飞翔， 我很惭愧不能在云中
飞翔，如果是栖止在川谷之中，我也很惭愧我不
能够沉藏在渊谷之中。 不用这么很复杂的说明，
不用把它讲成白话文来说明， 把它掌握几个重
点，就对偶起来了。 这是对偶的作用。

另外在章法上说起来，第三句“薄霄”承接
第二句“飞鸿”而来，第四句“栖川”是接第一句

“潜虬”来说的。 前面这四句还是他所比喻的意
象。 下面他说“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进”
跟“薄”字意思相同，也是接近、追求。“德”指德
业。“所拙”，我在这方面是愚拙的。如果要接近、
追求德业，去建功立业，做很大的官，我才智、能
力是笨的，我做不好，我不会做官，那么我就退
隐，回到老家去种田。“力不任”，“力”是体力，
“任”是担任，我不能够劳动。

“徇禄及穷海，卧疴对空林”，这里有不同版
本。《古诗今选》是“徇禄及穷海”，可是戴君仁的
《诗选》上是“徇禄反穷海”。“徇”也是追求，不是
普通的追求，是有徇身精神的追求，就是宁可牺
牲身体来追求，一种更强烈的追求。“徇禄及穷
海”，他说我不能够完全不做官，我是回去种田，

靠着种田来维持生活。
一个人品德修养当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

要穿衣吃饭，所以陶渊明说我有高远的理想，我
不愿意做贪官污吏，可是我也要吃饭，我自己去
种地。 谢灵运就没有这种决心，所以他说没有办
法，要追求官禄，所以现在朝廷让我到永嘉来做
地方官。 永嘉在海边，我牺牲了自己的理想来追
求官禄，所以我就“及”，来到了海边。 我觉得
“及”字比较好，因为他本来的家不在永嘉海边，
不应该说“反”。“穷海”就是极远的海边。

“卧疴”，他到海边就卧床生病了，住的地方
四面看出去都是“空”，没有什么人烟，没有什么
街市，每天面对的都是空寂的林野。“徇”“卧”是
动词，“禄”“疴”是名词，“及”“对”是动词，“穷”

“空”是形容词，“海”“林”是名词，对句对得很工
整。

开头这四句，第三句是接着第二句说的，第
四句是接着第一句说的。“进德智所拙，退耕力
不任”的“进德”是从“飞鸿”的比喻来说，由心及
物，他先说了物的意象，“飞鸿”指的是“进德”，

“潜虬”是说“退耕”。 这两句是从所比的意象回
到自己内心要说的情意，他的结合是很密切的。
现在他是把自己的内心说出来了， 说我既然不
能够在朝廷做官，我又不能够归耕，我就落到这
样的结果和下场，我就落到荒凉的海边的下场。

“徇禄及穷海，卧疴对空林”，是“进德智所拙，退
耕力不任” 的结果。 所以他章法的层次非常紧
密。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 ”这两句不十分
对偶。他说我卧病之后怎么样呢？我每天睡在床
上，跟我做伴侣的就是“衾”———所盖的被，“枕”
是枕头。“昧”就是糊里糊涂的，没有注意。“昧节
候”，对于季节、气候的变化都不知道。 我整天卧
病在床， 所以对于大自然节气的改变不知道。
“褰开”，用手拉开窗帷，“暂窥临”，短时间地向
外边看一看。“临”是临望，从高处下望。 我在病
床上很久了，今天气候很好，我身体精神也比较
好， 所以就拉开了窗帷， 暂时从楼上向下看一
看。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 。 ”这两句就对起
来了，他说当我向下看的时候，我就侧耳，“倾”
是侧耳。 有的人年岁大了，一个耳朵不太好，另
一个耳朵比较好，他跟你说话老把耳朵转过来。
侧耳听什么？“聆波澜”， 听到底下有波涛的声
音。“举目眺岖 ”，抬眼向远处看一看，“眺”就
是远望，“岖 ”， 我们常常说山路崎岖，“ ”是

崇高的样子，就是山势起伏和崇高的样子。 所以
你看，“倾”“举”相对，“耳”“目”相对，“聆”“眺”
相对，“波澜”“岖 ”相对。

我在讲冯延巳词的时候引了很多李商隐的
诗，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冯词所写的，不是现
实的情事，不是明确的事件。 他所写的是一种感
情的境界，感情的情形谁看见了？ 所以我不得不
用很多别人的诗，把这种境界传达出来。 感情的
境界，看不见摸不到，又不能像谢灵运的诗一个
字一个字地讲， 而且引别人的诗篇来表现一种
境界的做法，在西方的接受美学、符号学里面，
叫“诗篇联想轴”。 这是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发
明，叫 intertext（互文文本）。

瑞士语言学家 Saussure（索绪尔）说，语言有
一个语序轴，一个联想轴。 我现在所讲的谢灵运
的诗，都是从他的语序轴来讲的。 什么叫语序？
就是语言排列的次序，他怎么说的？ 他说“潜虬
媚幽姿，飞鸿响远音”。 而且我说第三句跟第二
句是接着的，第四句跟第一句是接着的，这是它
句子的排列次序，是它的句法跟章法，是在句子
的排列次序的这一条轴线上产生的作用。 可是
我讲冯延巳的词所用的，是联想轴上的作用，我
讲温庭筠的词，也是联想轴上的作用，说“蛾眉”
就想到楚辞的蛾眉，“画眉” 就想到李商隐的画
眉、秦韬玉的画眉。 所以欣赏词的方法，尤其是
早期这些词，联想轴的作用更多。

而且你还可以发现，单句的一句，说“进德
智所拙， 退耕力不任”“潜虬媚幽姿， 飞鸿响远
音”，动词、宾语等次序的颠倒，这是一句之中语
序的颠倒。 说它第三句跟第二句相接，第四句跟
第一句相接，这是全篇章法上语序的轴线。 至于
说联想轴，“蛾眉”有什么联想，“画眉”有什么联
想，这是词汇的联想。 可是冯延巳的词，“每到春
来，惆怅还依旧。 日日花前常病酒”，是它整篇让
你联想到，李商隐的“飒飒东风细雨来”，杜甫的
“且看欲尽花经眼”， 这是整个诗的境界给你的
联想。 中国古代没有这些理论做基础，现在用西
方的理论回头来反省地看一看， 中国旧诗的欣
赏完全可以说出一个道理来， 这样讲才真的能
够把诗的好处讲出来。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诗之格律化的形成与发展（一）
叶嘉莹

暖阳静静地伫立于山顶之
上，缓缓洒于人间各处，脚下的
水泥路似乎格外闪亮，沿边的树
垂低着梢头。艳红的骄阳为晴天
添加了一抹绚丽的色彩，而蔚蓝
的天空，一尘不染，晶莹透明。

水泥路的尽头，隐约浮现了
一个废弃掉的鱼池，我们的好奇
心欲发而膨胀，便争先恐后奔向
鱼池，一探究竟。

顺势低头向下一看，众人无
不惊讶：这鱼池并非其他鱼池如
同水墨， 泅泅着池水的粼粼波
光，氤氲的水气，鱼儿尽情游荡，
池水繁多， 如同清幽明静的眼
眸。反之，这鱼池只见干涸的底，
与一些湿润的稀泥，龟裂的土仿
佛饱经风霜的老人面上的皱纹，
清晰、深刻、无奈、哀伤。

尽管是如此的干涸，但谁可
料之，鱼在这儿，依然活着。

偶然间， 一块石头坠入池
底，溅起浑浊的泥浆，一条身上
鳞片映着日光闪闪发亮的鱼，忽
然使劲甩动着尾巴， 拼命挣扎。
它仿佛是对死亡的不屑与嘲讽，
对世人宣告，它没有死的壮烈宣
言。

这时，另几条一改之前躺着
的无限沉默，一起呼喊着这句悲
壮的宣言， 池底的泥浆四溅，便
是他们不屈于死亡的有力证词。

几条孤独的小鱼，几团湿润
的稀泥，一个干涸的池子，竟能
造就，这幅不屑于生死的画面。

泥潭深处亦有鱼， 那么，绝
境逢生亦有人。

泥潭深处亦有鱼
魏骁阅

现在是壬寅虎年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十
七时零九分，我在这里。

在这里， 有一条大路通向东西， 道路两边有
树，西边树高，东边低。西边的路是通向省城的，爷
爷告诉我，渴了饿了就西边儿去，因为那里灯火璀
璨，商品琳琅满目，车水马龙，人群也熙熙攘攘，只
要你努力奋斗，就不会饿着。 爷爷还告诉我，要是
饱了困了就东边儿去， 那是通向大山深处村庄的
路，不喧闹嘈杂，在你物欲满载时，它是一个驿站，
可以给你一个安稳的栖息地。

故乡凹凸不平的石子路，前年刚铺上柏油，在
太阳的照射下，映出的是人影的稀疏。阳光普照怀
抱庄稼，还带着微风的倦意，树叶也漱漱作响，闪
着银光。 在这里，一场大雨过后，叶子稀稀疏疏落
下，最后铺满地，我可以盯着这番场景看上半个小
时。 在这里，夏天不用睡凉席，清风是最好的降热
剂，晚上还可以和蝈蝈来一场音乐的合奏。爷爷说
路边的砖头是大人的桥， 我却看见小孩儿用它做
游戏。近年开发了很多旅游区，农人靠着一身蛮劲
去参加修路、建筑工程，裸露的臂膀印下了汗水浸

过的痕迹， 挑水泥的扁担， 成了他们肩膀上的指
环。

在这里，零零总总，我生活了有二十三年了，
那么熟悉又亲切。自疫情爆发后，他成了我的避难
所，一个我想逃离却又割舍不掉的地方。我是坐在
大山的阳光里， 看见的是木门框， 闻见的是柴火
香， 在疫情期间， 经历着食物最原始最纯洁的诞
生，一切都是手工的，黄豆做成的豆腐，飘逸着豆
汁的清香。我完整的经历了她的四季，又是一段时
光，不知不觉影子就慢慢变长。 手机已黑屏，山里
的一切都沐浴着阳光默默无语， 刚晾晒的衣服投
下的影子在墙上倾斜着生长。

这个地方最害怕离别。在开学离家的那天，爷
爷伸着腰摇摇晃晃，目送我离开。 到底是老了，怕
下雨漏水， 前几天爷爷上房捡了几片瓦， 修修补

补， 腰痛了好几天。 我微笑着喊着，“爷爷我走了
哟”。 爷爷只是点点头，背微微驮着，双手挽在身
后，还不至于步履蹒跚，但我总会担心他，害怕他
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迈。爷爷还爱喝酒，前年医生
说爷爷高血压要戒酒，爷爷听话戒了，去年爷爷又
开始喝了，问怎么不戒了，爷爷说戒了也没起多大
个作用，可能每个老人都是一个老小孩吧，爷爷也
不例外。爷爷还有一只猫，白色的，蓝色的眼睛，
这只猫总喜欢爬上房顶，然后不知道怎么下来，就
哀叫着乞求爷爷的帮助， 爷爷开始总是数落他，

“你喜欢上去就好好待着，我不会来接你。”没过一
会儿爷爷就搭上梯子，猫咪就顺着梯子下来了，爷
爷就眯着眼看着它下来。 感觉爷爷和猫咪更亲近
一些，因为我们不在家的时候，都是它陪着爷爷。

在这里，我经历着四季最明显的变化，经历着

人情的冷暖。 海子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
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
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现在看，
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海子的明天始终是很
多人的明天。

时间和文字在一个个老庭院里厮磨， 这是可
以用于表达亲情存在的极温暖方式，千般荒凉，以
此为梦，万里蹀燮，以此为归。 现在是壬寅虎年二
零二二年十九日十九时零九分，我还在这里。陌生
人啊，我也为你祝福，要平安顺遂，如果难过，回去
吧，回到生你养你的地方，在那里重生。

（作者简介：何时清，巫山人，2018 年本科就
读于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汉语言文学专
业，2022年研究生就读于闽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
文学专业。 ）

在故乡重生
何时清

在长江第二个峡口———巫峡
我找到了巫山
找到了生命起源的地方

我一定来自龙骨坡
一定是巫人的后代

因为我体内有那么多云雾、树
那么多灵性而奇崛的岩石
那么多惊涛骇浪

我一定是由岩石和水堆积而成

所以我需要诗歌
需要美丽浪漫的传说
需要巫师为我祈祷、驱邪
需要铁、需要坚硬、需要风暴雷霆
需要对万物保持永久的忠诚

我亲吻岩石
日复一日，就成了它的手臂它的肩胛
人们口口相传，我又回到活物
脸上挂着冷峭，肌肤富含水分

我翻开山水，一朝朝一代代
我就成了它的星空
成了它持续发光的词语
成了李白、杜甫、元稹、李商隐
成了一千年后参加国际诗歌论坛的诗

人

我要像红叶一样
站在百丈危峰之巅
从石缝，从石缝的悬棺里
把先人的灵魂一件一件捡回来
放在博物馆
让时间低下头来向他致敬

我相信光芒已击穿最黑暗的肉体
每块岩石都潜伏着巫人的精神

转瞬即逝的美
常常让我们措手不及
所以我四季烟雨，紫气蒸腾
我要让人类的灵感与智慧
不受限制地在巫山流动

（傅天琳，女，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
员，编审，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重庆市作
协副主席。 ）

巫 山
傅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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