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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格律是古代诗歌重要的方面。诗歌在古代是韵文的一种重要体裁。既

然是韵文，就往往会涉及押韵的问题。押韵就涉及到格律的问题。不光是

格律诗，狭义的古体诗也是如此。本书中所收的白居易诗虽然不能说全部

都为格律诗，也可以进行格律分析。对于古代的读书人而言，掌握格律方

面知识，就犹如今天的人掌握乘法口诀一样，是重要的必备知识。 

白居易是我国古代著名诗人。其创作了不少格律诗，是古代格律诗人

的代表之一。白居易的诗有很多经典作品。我们以白居易诗作为研究对象，

具有相应的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依据白居易诗的来源为《白居易

诗集校注》(谢思炜撰，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华书局，2006 年版)。

该书原为繁体字版，为了尽量不至于引用出错，本书在引用该书时，有时

也会采取保留繁体字的方法。在以该《白居易诗集校注》作为依据时，我

们对其中引用的诗进行了重新标序号。 

本书所作的是格律语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从押韵、平仄、对仗、句

式等角度进行切入。其实格律的内容较为丰富，比如格律与诗主旨之间的

关系等。格律虽然属于诗的形式问题，但也是作诗的基本要求之一。如果

所作的诗，发生了出韵的问题，没有用同一个韵，或邻韵，或按规定可以

通押的韵部。其内容即使写得很好，在古代也常常会被人批评。这在古代

是要尽量避免的。即使此诗并非格律诗，也是如此。以致于从上古一直到

近代，很多人不是太理解为何上古的《诗经》里的诗歌，用近代的汉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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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不押韵，于是想出了叶音的办法。直到近代，学者陈第才真正提出科学

认识古今语音演变的语言事实。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我们今天

看来是不难理解的唯物辩证法，然而在陈第之前的人们不是很好地认识这

一点。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古人对诗歌的押韵是很看重的，也就是

对格律问题也是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的。 

诗的格律与内容表达有着内在的联系。由于客观因素的制约，本书当

中有些地方会涉及，如果有就会适当展开，若无，则付之阙如，不作强求。

这有待以后有时间和精力，再作进一步的探讨了。 

本书的分析和撰写得到了同学们的鼎力支持，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无

法一一具名，特此致谢。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书中或许还存在这

样或那样的疏漏之处，还请读者多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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