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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格律的两种最基本形式
“四声八病”你现在完全可以不管它，你只

要知道怎么样好听，自然就知道怎么样不好听。
怎么样才好听？ 就是声调的高低、抑扬、长短都
要配合起来。怎么样配合？我现在开始要讲唐诗
了，所以现在了解的就是唐诗的一个基本格律。
我只告诉大家两个最基本的形式，一个是 A 型，
一个是 B 型。

普通话里第一声、第二声是阴平阳平，是平
声，上去入是仄声。 可是普通话里没有入声。 入
声变成上声、去声，这个关系不大，因为把入声
变成上声、去声还是仄声。 关系大的在什么地方
呢？ 在有一些入声被我们变成平声了，比如“中
秋节”，“节”变成第二声，是平声，但是这个“节”
字是入声，所以这种情况就一定要念正确。 可我
是北方人，不会念正确的入声字，所以我就尽量
把它念成仄声。 凡是广东话、 闽南话里有
-p-t-k 的结尾的入声字， 我都把它念成去声，
因为这样至少它是仄声。

现在我要把徐陵的《山斋》念一遍，请大家
注意有哪几个字， 我念的跟普通话的声调不一
样，因为它是入声字，我要尽量把它念成仄声。

“桃源惊往客，鹤峤断来宾。 ”等一下我把有
的字入声念成去声时，我告诉你。

“复有风云处，萧条无俗人。 ”“俗”字在普通
话中是平声，但它在古代是入声，我念 sù，把它
念成去声，就是仄声。

“山寒微有雪，石路本无尘。 ”“石”字是入
声，所以我念 shì。

“竹径蒙笼巧。 ”“竹”字是入声。
“茅斋结构新。 ”“结”字是入声。
“烧香披道记，悬镜压山神。 ”“压”字是入

声。
“砌水何年溜，檐桐几度春。 ”“溜”字本来就

念 liù。
“云霞一已绝。 ”“绝”字是入声，不能读作平

声。
我现在不是教学作诗， 可是你要明白中国

诗格式的演进。 我告诉你们一个最简单的记忆
的方法，也就是记住声调的两个基本形式———A
式和 B 式。“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是 A
式，因为从平声开始，所以叫平起。“仄仄平平
仄，平平仄仄平”，是 B 式，仄起。

它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就是声调要好听，
“溪西鸡齐啼”这个不好听，你要平仄间隔着来
使用， 而且上一句跟下一句要在相反之间互相
呼应，就是保持一个平衡。“平平平仄仄，平平平
平平”，这样不好听，所以是“平平平仄仄，仄仄
仄平平”。

一首诗如果是四句，我们管它叫做绝句，如
果是绝句的诗， 形式就是 AB，“平平平仄仄，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这就是平
起的五言绝句。 还可以是 BA 排列，“仄仄平平
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这
就是仄起的五言绝句。 所以你只记 AB 两个形
式就都掌握了，不用管其他的。

基本的形式里面还可以有变化。 有什么变
化？ 第一个字可以通用。“平平平仄仄”，将平换

成仄，变成“仄平平仄仄”，这种变化是允许的。
“平仄仄平仄”，没有关系，“仄平平仄平”，也没
有关系。 但一定要注意：在结尾的地方要避免三
个平或者三个仄接连。

你会发现，第一个字是完全可以通用的，而
第三个字有时可以通用， 有时不能通用。 为什
么？ 因为五个字一句诗的停顿，是二三的停顿，
第二个字是一个停顿， 所以第二个字的平仄是
重要的，它是一个重点。 第一个字不停顿，所以
第一个字不是重点。 古人说“一三五不论”，也不
是都不论，它可以不论的缘故，是它不是一个押
韵或者节奏的重点，所以你可以通用。 第三个字
有时通用，有时不可以，就是要避免三个仄声、
三个平声在结尾相连。 如果它不连在一起，那就
可以换。 这就是五言绝句的基本形式。

如果不是绝句，要做一首八句的律诗，那又
该怎样？你可以作成 ABAB 模式：“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后面四
句把它重复一下———“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
平。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所以，如果是平
起，就是 ABAB；如果是仄起，就是 BABA。

那每句七个字的诗又怎么办呢？ 五个字我
们已经掌握，七个字，非常简单———加两个字。
加两个字，可是不要加在每句的后面，而是加在
前面。 平平前面你就加仄仄，变成“仄仄平平平
仄仄”。 这里加了仄仄，下一句就要加平平———

“平平仄仄仄平平”。 依此类推，后面诗句可变成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总之，平仄总是要间隔地使用，你把 A 式五

言的平起前面加上仄仄，就变成七言的仄起。 反
过来，B 式五言的仄起，你前面加平平，就变成
七言的平起。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记得 A 式、B 式，所有的
中国诗的变化就都在其中了，你可以运用无穷。
下面我们看一下徐陵《山斋》这首诗的平仄：

“桃源惊往客，鹤峤断来宾。 复有风云处，萧
条无俗人。 山寒微有雪，石路本无尘。 竹径蒙笼
巧，茅斋结构新。烧香披道记，悬镜压山神。砌水
何年溜， 檐桐几度春。 云霞一已绝， 宁辨汉将
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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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这首诗的平仄跟我说的 A 式、B
式完全相合，不管它重复了几个 AB，都完全相
合。 像“无”“悬”是在第一跟第三个字的位置，可
以通用。 凡是跟这个基本的格式不合的，那都是
它可以通用的地方。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诗之格律化的形成与发展（四）
叶嘉莹

田埂欢笑
在学校忙碌了一个学期，终

于盼来了一年一度的暑假。 这个
令人日日期望， 梦寐以求的假
期， 我们与表弟一家都去了老
家———笃坪。

到了笃坪，我与表弟小杰撞
见了好友兼亲戚小丹，小浩姐弟
俩。 这时小杰提议去坡下田埂中
玩儿“颇有儒意风感，可静气养
神”的烹食游戏。 我们表示赞成，
便一起奔向菜田。首先得明确分
工：我与小浩负责一起寻找并清
洗食材，小杰与小丹负责一起寻
找可以当菜板与碗以及小刀的
食材并制作餐品。

我与小浩顶着炎炎烈日在
田埂之间辛苦翻找着，汗珠顺着
脸颊一滴一滴地落了下来，小浩
嚷着想放弃，但在我们的鼓励下
还是奋力的找了起来。 终于“菜
品”共有辣椒 10 只，萝卜 2 只，
青菜 1 根，土豆 5 个。 怎么样，收
获了吧？

清洗之后，我们将食材放在
石板上，小丹拿着石头刀，将一
个萝卜大卸八块，还找来了一些
类似于青穗的东西， 撒在上面，
好看极了。

而小杰呢？ 他那双肥肥的手
剁着辣椒， 又抹了一下眼睛，弄
得他“痛不欲生”，想发泄愤怒，
却摔了个狗啃泥。 我们笑成一

片。
田埂中的欢笑， 快乐的童年。

风光乡下行
不知老爸何时作出了一个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伟大决
定：去乡下野炊！ 当晚，我开心地
眼都没闭，一夜未眠。

第二天早上，我们收拾好东
西，便开车上路了。 窗外的青山
挺拔地屹立着，好似一幅画卷嵌
在了玻璃上。 不一会儿，太阳又
为山戴上了一顶发光的帽子，它
就又缩进了云层。

很快， 乡下的水坝就到了。
它虽是水坝，但风景如画。 柳叶
随风而舞，竹子苍翠欲滴，茅亭
立在竹林中，令人心旷神怡。

我颇具印象的是那木桥。 它
由两根又粗又长的钢丝与二十
余块木板组成，一站在上面就会
微微摇晃。 经过我的几次试验，
木桥一点也不危险，就算你在上
面拼命狂奔也毫发无损。

观鱼与探蟹十分有趣。 河旁
的水沟中有许多鱼与蟹， 这不，
一只蟹正在一块大石头上优哉
游哉地散步，还边走边耀武扬威
地举着大钳子。 小鱼欢快地游着
泳，跳跃着。

乡下的水坝真是个游玩的
好地方哇！

巫山，素有“千年药乡”之称，是我们国家的
“天然药库”，以高品质庙党著称于世，而庙党在
红椿。

八月，是罕见的酷热之时，来红椿避暑的人
们络绎不绝，甚至是一房难求。在城里很难相见
的熟人，却频频相遇在这个土家小镇的街上，让
人感觉格外亲切。 人们悠闲地享受着这片净土
带来的快乐， 呼吸着高山茂密植被散发出来的
清新空气。 这样的生态，也是种植药材的沃土。
红椿，也就成了名符其实的药材之乡。

八月的红椿， 空气中弥漫着党参的诱人药
香，浓郁甘甜的味道滋养心脾。酷暑完全没有影
响庙党的正常生长，甚至让香味更加浓郁。我们
一行散步在大坪村到镇上的路上，夜风习习，凉
爽惬意，周围漆黑静谧，远处庙宇坝子里的灯光
闪烁一片，竟一时有站在天上看人间的错觉。

沿路看到村民院坝里的竹笆折上晒满摆放
整齐的党参，夜灯下，一家人正忙碌地用“七搓
八扳”的党参非遗传统技艺，整理着白天挖来的
鲜党参。筐里参差不齐的带泥的鲜党，经药农的
双手几搓几扳， 华丽转身为标准整齐的党参药
材。 院子里昏暗的灯光， 将药农的身影拉得很
长， 党参在他们的手里有节奏地扳出咚咚的声
音，那声音随着沉沉夜色消失在对面的山崖。眼
前的意境，让人仿佛回到《齐民要术》里的农耕
文明，那些千年的传统技艺，其实从来都没有离
开过我们，精湛严谨的手工一直在民间继续，在
这些朴素又知识丰富的村民的生活里。

放马场，一个神奇又神圣的地方，是红椿村
村委会所在地，庙党的主要产区，也是巫山到建
始的古盐驿站。

很多年以前，第一次来到放马场，正是党参
花开的季节， 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药香。 坝子
里，坡田上一片青绿，党参的喇叭花低垂在绿色
的藤蔓之下，让人不易觉察。蹲下身子将党参藤
提起，藤上开满淡黄绿色花朵，花片上点缀着淡
紫堇色斑点，晶莹剔透，朴素高贵。 它们低下十
分美丽的头颅，不以华美示人。 那一瞬间，我似
乎看到了那些倒钟型花朵低垂的本质， 它们从
植物的世界华丽转身， 在中国本草中显示出治
病救人的神性光芒。

明代大医家龚延贤所著的《药性歌括四百
味》中，将党参位列第一，并概述党参的功用性
味为：“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营养
卫”。 一句大补元气，将党参推向至尊地位。 党
参，因有人形，又是补益人之根本，因此，在古中
医典籍中被尊称为人参。《本草纲目》说，党参根
如人形，有神，故谓之“神草”，称为上品。 有“补
五脏，安精神，通血脉，止消渴”的功效。 党参以
色黄，化渣，香浓甘甜为上。而红椿的庙党，正是
以入口化渣，味道香甜，用于药膳的主要食材，
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在红椿， 在大片的党参地里， 在超级烈日
下，药农正飞舞着锄头，收获他们用了长达四到
六年的辛苦管护才长成药材的党参。 他们被太
阳晒黑的古铜色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一位
身穿青布衣杉的老者，看到我们的到来，停下手

里的农活，直起身将粗糙的双手杵在锄头上，脸
上漾着质朴和善的笑容。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
神农的身影，框里装着的是神农尝百草，经千百
次筛选出来的“上品人参”。 那手里杵着的分明
是巫咸的药锄，“大巫” 的高智慧深藏在他们沟
壑纵横的前额里。也许，神农，巫咸，他们从未离
开过这片土地， 只是以另一种形式一直护佑着
大巫山人民。

红椿，因为党参，因为那个神秘的龙洞，还
因为高达百分之七十的森林覆盖率， 成为人们
向往的理想生活之地。而我看到的红椿，是一扇
连通上古，与神农、巫咸对话的时光之门。 在龙
洞， 仿佛能看见大巫师岐伯正在精心挑选他的
疗愈工具，那些天然油润的“砭石”之秘。也能看
见巫咸用地骷髅叶叠成的盒子， 舀一盒龙洞的

“神水”， 为人们去病消灾， 护佑一方百姓的安
康！

在大坪村， 偶遇曾经在老城一起做事的陈
妹，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像家人一样互通往来。
陈妹的老家在人们口中的“老高山”，海拔近两
千米的飞播林场，与湖北交界，人烟稀少。 由于
野猪成群，粮食很难种成功，加上土质肥沃，森
林覆盖率高，非常适合药材种植，村民大都以种
药为主， 陈妹的哥哥陈平是其中之一的药材大
户。陈父在文家槽的祖屋前，种了五年的黄柏树
已经成林，但还没有达到收割的时间，大片正开

着白色球花的牛膝望不到边，十分壮观。
川贝田里的苗还没有破土， 天麻在遮阳棚

里的土壤下正孕育着希望。 一大片翻过的泥土
还残存很浓的党参味道，陈父说，有湖北的药商
刚刚买走种了六年的党参。 今年鲜党价格较往
年好一些， 但还是与种植多年的高品质药材价
值不是很配，此刻，让我深刻理解了“价低伤农”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陈平带我们去看他的药材基地， 一条坑坑
洼洼的机耕道， 是他用自己的挖掘机简单修出
来的。 站在管护房的门口，抬头仰望，有望不到
边的长势旺盛的川牛膝地，低头目光所及，也全
是党参，天麻，云母香。 那些满坡种植整齐划一
的药材苗，都是请村民一棵一棵人工栽种。

陈平说， 他将在外打工的钱买了几台挖掘
机，在外包一些小工程，所得收入才免强能支撑
一年七八十万的成本。亏本赚钱，全看药材市场
这一年的价格起伏。但红椿人种药材，不管能不
能赚多少钱，他们都会种，那是传承在基因里的
对药材的敬畏， 更是对这片出上品药材的土地
的敬畏！

那一年，在放马场的党参地里，我顺手摘下
一朵党参花放在嘴里品尝， 立即被香浓甜脆的
口感惊艳到了。 于是， 在古树人家的腊肉汤锅
里，放一些鲜嫩的党参花和党参的嫩苗，主人怀
疑地舀一勺入碗， 试探品尝， 然后惊喜地感叹

说：“真好吃！ 没想到党参花还可以这样吃。 ”
我试过党参花的很多种吃法，浇上沙拉酱，

酸酸甜甜的口感是年轻人喜欢的味道， 鲜辣汁
让党参花有美女与野兽的霸气， 在芙蓉鸡蛋羹
上撒满参花，立即赋予普通鸡蛋羹皇家的贵气，
而我觉得最妙的吃法一定是“高汤参花盅”。 用
文火炖一锅党参老母鸡汤， 将新鲜的党参花洗
净入汤盅上桌，随一碗清透的高汤，徐徐倒入鲜
活娇嫩的参花盅里，一碗高级感十足的“高汤参
花盅”就完成了。

手捧汤盅，参花还鲜活地在汤面绽放，慢慢
交融的药香与鲜味在房间弥漫，扑鼻的香气，让
人如同享受一场阳光明媚的嗅觉盛宴， 还没有
品尝味道，就已经置身在芳香疗愈的氛围里了。
用精美汤匙细细品味，参花脆甜，汤鲜味醇，整
个品尝过程仪式感满满。 原来药膳也可以这么
美好，在药材之乡巫山，药膳，并不是专属于高
级餐厅，寻常百姓家随时都可以有这样的体验。

在红椿，不用思考，一定要吃那些美味又养
生的庙党菜品。 从党参煎饼，传统的庙党炖鸡、
干煸党参、庙党珍珠丸子、辣拌庙党、党参烤鱼
等“庙党全席”，一定会让你慕名而来。当你走进
红椿，就走进了党参的世界。 从田间地头，餐桌
茶点，到旅游小吃，庙党的身影无处不在……

红椿庙党
陈嗣红

阅趣浅语（选）

魏骁阅

一水破云川，群芳分外闲。
风流不相妒，各自拜春山。

秋 虫

夜夜寒灯窗外鸣，一时语重一时轻。
愁来休与他人道，未必愁多才有情！

缺 月

遥忆清辉下，惊鸿照影时。
玉钩磨未就，何以钓相思！

鹧鸪天·赏雪
（外二首）

王自容

点检形骸更一轮，还凭杯酒长精神。
曼云犹寄新期愿，霁雪封存昨日魂。
梅窈窕，竹斯文。 世间风物最相亲。
剡溪今夜三分白，为续孤山那段真。

故乡行

梅村不见旧时楼，拈指已然数十秋。
霜鬓无端思故里，老歌尚喜却闲愁。
唯怜断壁生芜草，笑把残篁作钓钩。
一醉山前风拂月，江岚尽处有行舟。

遣 怀

从来借酒难消愁，未必多情和恨休。
野寺问禅香袅袅，山泉掬水兴悠悠。
腹中有句堪称富，囊里无银不怨尤。
莫笑斯人吟咏苦，自由自在岂他求。

《田野中的春光》
朱云平 / 摄

春色(外二首)

朱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