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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提出“四声八病”是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
段

中国的诗歌的演进，从曹子建、谢灵运这些
比较注重诗歌形式方面修饰的人， 他们是开始
注重了对偶。 作品慢慢多起来，作者的反省也越
来越多———诗要怎样作，声音才更好听呢？ 他们
发现中国的文字有不同的声调， 分为四声，即
平、上、去、入。 平声分阴平和阳平，本来上、去、
入都应该分阴阳，所以广东话才会有九个发音，
可是普通话只有平声分阴阳，上、去、入都没分
阴阳。 比如，“烟”是阴平，“严”是阳平，“眼”是上
声，“砚”是去声。 我姓叶的这个“叶”是入声。 把
四声用在诗歌里面可分成两大类，阴平、阳平统
称平声，上声、去声、入声统称为仄声。 普通话的
一声、二声是平声，三声、四声是仄声，没有入
声。 中国的诗歌有一个节奏， 有一个停顿的顿
挫。顿是真的停下来，挫是短短地停一下。说“关
关雎鸠，在河之洲”，“二二、二二”这样的停顿，
说“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
天一涯”，就是“二三、二三”这样的停顿。 念诗读
词你要把它那个音节的顿挫掌握住， 因为那正
是中国语言文字的一个特别美的地方。 除了顿
挫以外，在中国文学演进的时候，当作者反省越
来越多的时候，他们就发现除了顿挫以外，这个
诗要有一个韵调，就是要有一个韵律跟声调。 所
以除了有停顿， 除了有对偶， 还要有韵律跟声
调。 而这种反省的产生，把中国的文字能够分出

这么多不同的声调来，是在齐、梁之间。
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都很短， 很多君主

信佛，最有名的是梁武帝曾经舍身同泰寺，表示
愿意出家，当然不是真出家。 佛教思想传入中国
后，很多知识阶层都精研佛理。 外国的法师也到
中国来讲经、译经，而且唱经。 那些梵文要唱诵
的时候，必须发音正确。 所以中国人研究佛经梵
文发音的时候，就把学到的梵文的发声、发音引
用到中国文字上来了。

他们发现， 一个字的发音由声母跟韵母结
合，现在我们当然知道 c、d、h 都是声母，a、e、i、o
都是韵母，可是中国古时候不是这种符号，声母
韵母都用文字来代表。 比如你去查中国古老的
《辞海》《辞源》，“东，德宏切”，就是上一个字取
声母 d，下一个字取韵母 ong，结合起来念东，这
叫反切。 所以就是在齐、梁之间因为佛教的传入
中国，因为他们学习梵文，学习梵唱，所以他们
注重到外来文字的拼音， 所以就想到中国文字
也有拼音， 有声母韵母。 他们有这样反省的结
果，就发现中国的韵有多少多少，比如东韵、江
韵、支韵、庚韵等。 总而言之，在齐梁之间他们就
注意到， 中国的文字可以用反切来分析和归纳
有多少个韵，怎样拼音，有平上去入几个声调。

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反省，就发展，就有
了这样的一套理论。 齐、梁之间把这个理论很明
白地提倡出来的就是一个诗人，就是沈约。 他提
出中国文字的发音有四声。 有了四声，如果一句

诗都用平声的韵，好不好听？ 古人讨论时举例，
比如这样一句诗，“溪西鸡齐啼”， 小河的西边，
天亮了，鸡都叫了，意思都明白，可是你一念“溪
西鸡齐啼”，念出来什么声音呢？“后牖有朽柳”，

“牖”念 yǒu，上声，说后窗外有一棵半枯朽的柳
树，这个意思我们也明白。 可是你念“后牖有朽
柳”，不好听。“溪西鸡齐啼”，声调都是平声，韵
都是 i 韵，就是同韵，所以声调相同，押韵也相
同，念起来不好听，应该避免这种现象。

于是沈约就反省， 他说把同声的同韵的都
用在一起不好听。 沈约说“四声八病”，有八种毛
病是你应该避免的。 四声就是平上去入，八病就
是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
纽。 大韵、小韵、旁纽、正纽，都是讲声母跟韵母
的。什么叫大韵、小韵？ 比如支韵跟微韵，如果同
在这个韵里， 就是小韵， 如果这两个韵可以通
用，在这两个韵里面就是大韵。 总而言之就是有
窄的韵，有宽的韵。 正纽、旁纽也是，比如 b的声
音、p的声音，声母很相似，应该避免。大韵、小韵
就是韵的相似跟相同，正纽、旁纽是声母的相似
跟相同， 应该避免声母韵母的相似跟相同。 像

“溪西鸡齐啼”“后牖有朽柳”， 就叫做大韵、小
韵、正纽、旁纽，都应该避免相似跟相同。

什么是平头、上尾、蜂腰、鹤膝？《诗品注》上
说，蜂腰指每一句诗的第二个字，不能够与第五
字同声，也有人说是第三个字，就是两种不同的
说法。 也有人说，第二个字不能够与第五个字同

一个声母， 第三字不能够与第七个字同一个韵
母。 作诗都这么想太麻烦了，他举了一个例证，

“徐步金门旦，言寻上苑春”，上句五个字，下句
五个字，因为当时是五个字一句的诗流行，七个
字的诗还不流行。 第三个字是“金”，第七个字是
“寻”，都有一个 n 收尾的同韵的字，念起来不好
听。 鹤膝，是第五个字不得与第十五个字同声。
他也举例，比如“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裁为
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这是汉朝宫中一个叫班
婕妤的宫女的一首怨诗。“新”是刚才，“裂”是剪
开，“纨素”是山东的一种绸子，很有名，刚刚剪
裁下来的非常新的一块齐地出产的丝绸。“皎洁
如霜雪”，好像霜雪一样洁白。“裁为合欢扇”，把
这块白色的丝绸裁成圆形的扇子。 合欢扇是圆
的。“团团似明月”，圆得像天上的明月一样。 她
是说，当初她得到皇帝的宠爱，后来皇帝再也不
到她这里来了。 古人说“秋扇见捐”，“捐”就是抛
弃，因为秋风吹起来，就把扇子给抛弃了，这是
一首怨诗。 其实这首诗很好，可是按照他们的说
法，以声调来说，第五个字“素”是去声，第十五
个字“扇”也是去声，这样不好听。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诗之格律化的形成与发展（三）
叶嘉莹

庙宇，因清后期庙宇众多而得名，早期叫坪龙坝。比起
庙宇，其实更喜欢坪龙坝这个称谓。有水的大坪坝，四面环
山，气候宜人，土地肥沃，远古巫山人选择在这片富饶又灵
性的土地与龙共生，与百兽共处，可以想像这片土地的重
要性。《山海经》记载巫山这片土地：“爰有歌舞之鸟，鸾鸟
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 ”所谓百
谷，谷类的总称，以稻谷为首。 在这个富庶之地，有百谷汇
聚，鸾鸟歌唱，凤鸟舞蹈，远古巫山人在歌舞升平中，在种
谷劳作中，与百兽共同快乐幸福的生活着，千百年来，繁衍
生息至今。

九月的清晨，大庙南溪的稻田，有摄人心魄的美丽。阳
光像金子一样，在一望无际的稻穗上闪闪发光。 还没有散
去的露珠，如晶亮的碎钻整齐地镶嵌在叶片上。 放眼望去
又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诗情画意。 远处朦胧白雾随
阳光氤氲弥漫，不一会儿，就无影无踪了。 白雾散去，只剩
下稻田在眩目的太阳光下金黄一片。 仔细观察，稻穗不是
纯粹的金黄，稻谷颗粒两端呈红色，中间突出部分，薄薄的
谷壳难掩饱满圆润的玉色米粒，沉甸甸挂在禾杆上。 看着
这有着低垂之美的稻谷，感受它高贵生命的魅力。 捧一捧
贴近自己，心中有虔诚感恩，这养育我的亲爱的大米！

走进丰收的庙宇镇， 映入眼帘的是晒满大街的新谷，
院坝里，广场上，街沿边，金黄一片。 仿佛走进了范成大的
诗里，“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 笑歌声里轻雷
动，一夜连枷响到明。 ”的打稻场景。 稻谷特有的香气在镇
子中弥漫，走在街上，被浓烈的清香环绕包围。 深深呼吸，
微闭双眼，专注品味空气中诱人的气息，陶醉其中。这样的
场景，感觉如此亲切，像回到母亲的怀抱，让心宁静。

从小在只出“三大砣”的高山长大，虽拥有人人羡慕的
可以吃大米的非农业户口本，但实际上在那个物质匮乏的
年代，粗粮都无法填饱肚子。 母亲用我们在生产队收获过
的地里捡来的红苕，剁成苕米子晒干，撒一点苞谷面蒸成
苕米子饭。甑子中间用小土碗给生病的父亲搭一碗汽水米
饭。开饭的时候，我们会用童真的双眼，渴望的看向父亲的
白米饭，那种渴望的感觉是刻骨铭心的，至今难以忘怀。看
着碗里的苕米子饭，特别是烂苕米子饭，心想，长大后每顿
能吃上大米饭得有多好，这样的期盼，以至于成了童年的
一个美丽梦想。于是，大米，在少时的心中是神圣又敬爱的
名词。

大庙，拥有江南水乡之称，是巫山县的粮仓，上世纪的
供应粮，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此。 解放前通过古道也供应夔
州建始等地。黄家榜的稻谷，更是进上的贡米。以前种的麻
阳谷子和白阳谷子，非常香甜可口，因产量低，逐渐被新品
种所取代，这么好吃的香米，可惜现在已经难觅踪迹。麻阳
谷子，突然让我忆起在田家石印吃到的神仙谷子。 老文的
母亲每年都要种几垄神仙稻， 经过一年不慌不忙的生长，
待吸足日月土地之精华后， 打霜前割稻回家晒干收存，一
般过年才舍得拿出来吃。 但每年打新谷的时候，要好好蒸
一大甑新米饭，犒劳辛苦的家人，米饭是用碓子现舂现蒸。
老文的母亲是个勤劳能干的农村妇女， 会做许多咸菜，也
把多余的蔬菜瓜果晒干拿来做成各式下饭小菜。供销社分
店入住她们家的第一天，她简单烹饪几样农家小菜，一碗
干菜炒腊肉，一碟泡菜，一碗粑菜洋芋汤招待我们，饭菜摆
在有些年份的春台桌上。刚入坐，米饭的异香扑鼻而来，心
里有些惊讶，是什么样的米有这样的奇香呢？尝一口，柔软
润滑，满满一碗米饭眨眼见底，香糯爽口到根本不需要咀
嚼，春台桌上的下饭小菜也显得多余。 那时被一碗米饭震
惊到了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饭后不停问老文的母亲，这
是什么米呀？凡尘中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米饭？ 这么干净
纯洁的香？她笑笑答：我们喊的神仙谷子，是祖传下来的老
品种，每年自己留种，一直种到现在。

神仙谷子，自带仙气，也许是只有仙人才能享用的稻
米吧。有缘品尝到仙谷的滋味，大概是去仙境走了一遭，回
来人间，其余全都忘记，唯有神仙谷子的味道刻在了记忆
深处。 我想大概大庙的麻阳谷子，也如神仙谷子一般的神
奇吧，种在黄家榜就成了进上的贡米。

大庙米
陈嗣红

一
战友小军周末来我家造访时， 女儿正

在书桌前练习写毛笔字。
小军对女儿说：“让伯伯写几个字，行

不行？ ”
女儿便把毛笔递给了他。
只见小军找来一张报纸铺在书桌上，

再熟练地将毛笔蘸上墨， 又在墨汁瓶的瓶
口轻轻刮了几下， 毛笔的笔尖便捋直捋尖
了，然后悬腕写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
个大字。

看着他行云流水、清新飘逸的毛笔字，
我吃惊不小：“什么时候练就了这么一手好
字？ ”

小军回答说：“这有什么好炫耀的。 ”
小军的经历我知道一些， 在部队他是

汽车兵，退伍后便到新疆打工去了，五年前
才回来， 关于他练习毛笔字的事我一点儿
都不知道。

小军说：“因为是汽车兵出身， 打工时
便在一个工地上负责开大货车，开一天，休
息一天。 每天天不亮就出发，晚上才能回到
住地，工作很辛苦。 ”他顿了顿继续说到：
“其实，最难熬的时光反而是在休息的那一
天中，那时，工地上两班倒、三班倒的人很
多， 轮到休息的时候， 大家便聚在一起打
牌、喝酒，我不会打牌，酒量也极其有限，所
以便躲到一边练习写毛笔字去了， 以此打

发单调又枯燥的时间。 ”
说完， 小军拿起毛笔又在报纸上写着

什么， 边写边说：“练习毛笔字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 也是一个积累知识的过程， 在练
习、临摹古诗古词、名言警句中，有些知识
就掌握了......”

不善言辞的小军说起写毛笔字的时
候，话也多了起来，满眼都是光。

我的同学阿松是一位网约车司机，长
得五大三粗，说话的声音也很大，手伸出来
像一把蒲扇，并结满老茧，每天他都开着车
四处转悠，等着平台的派单。

一个周末的上午，天下着小雨，阿松给
我打来电话说：“今天叫车的客人太少，陪
我去逛一圈，我在你楼下等着的。 ”

走出小区大门， 我看见不少网约车停
在路边候客。 看来他们的生意不是很好。

阿松把车停在暮雨公园的一个偏僻处
后，对我说：“等一下，我去拿一个东西。 ”于
是，他下车打开后备箱取出东西后，很快就
闪进了车里， 他拿来的东西竟然是一把吉
他。

我笑着说：“还是这样有情调。 ”
阿松也笑着说：“总不能愁死吧！ ”
说完， 他就坐在后排叮叮咚咚弹起吉

他来，他弹奏的是《雨滴》。 此时，雨下得更
大了一些， 打在车旁那根粗大黄桷树的叶
片上发出沙沙的声音，车内的《雨滴》和车

外的雨滴萦绕在了一起， 让略带伤感的氛
围多了几份蓬勃的意味。

当优美的旋律再次从他粗壮的指尖流
淌出来的时候，我很感动。 阿松曾是一名下
岗工人，几经辗转当了一名网约车司机，生
活的重担并没使他消沉， 反而激发出他对
生活更多的热爱。

阿松对我说：“等攒一些钱后， 就去买
一个萨克斯玩玩， 那玩艺儿更能抒发情
感！ ”

在冗杂繁忙的生活中， 在疫情防控仍
然严峻的日子里， 有这样优雅的情趣是很
难得的，它会使烦燥的心平静下来。

二
为图清闲， 朋友两口子最近搬进一套

面积不大但远离城市喧嚣的新居。 朋友说：
“终于避开了那些纷繁嘈杂的声音。 ”这是
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搬进新家后， 朋友的老婆高兴得不得
了， 隔三差五就在网上购买一些她认为实
用又好看的东西。 今天在网上购买一个凳
子，明天在网上购买一个鱼缸，后天又在网
上购买一个花瓶， 连壁柜上都摆满了各种
饰品，屋子里装得满满当当的。

一个周末， 朋友邀我们几个去他新家
喝酒。 进门便看见一个大大的洋娃娃占据
了沙发一半的位置， 小小的客厅显得更压
抑了，窄窄的阳台还被一台跑步机占领着。

朋友的老婆对我们说：“以后要加强锻炼，
不能辜负这里明媚的阳光、清新的空气。 ”

我走近一看， 跑步机上却落有一层细
微的尘土。

朋友的老婆转身进厨房后， 朋友悄悄
对我们说：“我那个要强又爱好的女人还准
备去买一个按摩椅， 说什么等锻炼完后要
好好享受一下， 可那个跑步机到现在我也
没见她跑过几次。 叫她把有些东西扔了她
又不干，害得我收拾屋子时特别费力。 你们
看看，这房子被她搞得像收废品的一样，进
来就觉得呼吸困难！ ”

朋友对老婆购物的欲望显然不满，却
又无力阻止。

当我们起身上厕所时就显得有些尴尬
了，避开堆放在墙角里、过道上还未来得及
拆封的东西侧身走过时， 屋里的人屁股都
挨着了屁股。

望着那一堆堆“鸡肋”般的东西，我不
禁陷入沉思。 是的， 有些东西不能装得太
满，朋友的新家如此，人生也如此，特别是
一种叫欲望的东西，贪图多了，清爽就成了
一种罪过。

生活小记
尹君

《迎春》
卢先庆 / 摄

谁说冬天不能借来春天的和煦
阳光照着得意的三色堇
急咆咆的君子兰郁金香嘴含
春天的润喉片
又有谁会说出阳光会嫉妒花儿？
青出于蓝胜于蓝结出真理的果

阳光是春天的信使，比春天急得多
兜着阳光的花们素颜朝天
却按捺不住自己。 我大可不必忧心
阳光和花开的慈悲，它们都是凤仙

夜色阑珊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爱夜色阑珊
雨棚上琴声悠扬
告诉我阑珊的动向

今晚我已没有月色可沽
雨琴中想念一个人
代表阑珊中真爱的具体内容

我已无需顾及太多
月亮没了，还有夜雨
夜雨停了，尚有阑珊

阑珊一如既往，我的爱一如既往
而夜雨用来寄北，可以消去心魔
我只关心月亮的胖瘦

等待春天(外一首）

李成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