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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基础教育语文教科书

里古诗词的篇目在增加。与此同时，在前些年最新 2022 年版的《义务教育

阶段语文新课程标准》以及 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

标准》都列了推荐背诵的篇目，其中不少就是古诗词。 

传统做法对基础教育语文教科书里对古诗词的讲解多为对内容的赏析，

无可厚非。其实，我们还可以从格律的角度来探析这些所收录的古诗词，

因为在古代，格律属于诗词的形式方面。古诗词之所以成为经典常常是其

文质兼美。其中文的方面就包括古诗词的形式，而在其中就包含格律的问

题。正如古代诗词一度是可以配乐吟唱的，与声音方面是有关的，这也涉

及格律的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基础教育语文教科书所载古代的诗也并不是全是格律

诗，怎么能进行格律分析呢？其实这是走进了一个误区。因为古代的诗即

使本身不是格律诗，也会涉及格律的问题，如押韵问题。诗在古代，即使

不讲究平仄，但往往也是会有押韵的，因此，也可以进行用分析格律的方

法去检验。 

我们如果光从内容的角度来分析古诗词，有时难以全面理解古诗词，

体会不到其创作的精妙。我们在本书中不仅分析这些所入选古诗词的格律

本身，也往往分析这些格律与此古诗词主旨表达之间的关系。因为不能割

裂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形式往往是出于更好地表达内容。两者是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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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的。 

在此，我们要说明的是，本书所研究是基础教育教科书所收录的古诗

词，顾名思义，既包括诗，也包括词，不过不包括现代诗。因为书名里的

界定范围是基础教育，所以本书不仅包括义务教育阶段，也包括普通高中

阶段。我们所选的教科书多为近些年出版的。本书既包含教科书里正式篇

目入选的古诗词，也包含在课后阅读等环节所载的古诗词。在普通高中阶

段，语文与义务教育阶段不同，多了选修的教科书。对此，我们也将选修

的语文教科书纳入其中，以做到尽可能全面一些。 

需要说明的是，在书中，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有时会加上拼音来辅助

分析，因为往往是用来说明韵脚状况，故一般不标声调。由于每首古诗词

不完全相同，所以本书对各古诗词的分析有详有略，不平均用力，如果格

律可谈内容多的，就会适当展开，若无，则付之阙如，不强求。其中的遗

憾之处，有待以后有时间和精力，再继续进行更为深入地探析了。 

本书的分析与撰写得到了同学们的大力支持，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

无法一一具名，谨致谢忱。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本书或许还存在这样

或者那样的不足，还请读者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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