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5月3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段笑蓉 E-mail:xcxw2@haust.edu.cn 洛神文艺副刊4

本报地址：洛阳市开元大道263号行政楼313室 邮政编码：471023 多媒体校报网址:http://xiaobao.haust.edu.cn 洛阳市报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承印 地址：洛阳市西工区定鼎南路22号 发行方式：赠阅、交流

不
再
苛
求
自
己

□
校
医
院

王

艳

◇
心
香
一
瓣

诗词是作者用简洁明快、生动形象和高
度凝练的语言反映生活或抒发情感的言志
抒情的文学作品。在诗词创作时，押韵、对
仗、平仄是诗词的格律要求，其中平仄最基
本的评判标准也是诗词创作中把握诗词格
律的难点。创作的诗词即便是韵脚合规、对
仗工整，但不讲平仄，那也不能称其为律诗
（词），或者叫做“打油诗”。

平仄是格律是最重要的元素，格律诗词
对平仄的要求非常严格。掌握律诗的平仄规
定是格律诗词创作的基础，也是格律诗词写
作最难的障碍。因为，不仅古代和现代的语
音是不断变化的（现代化里已经没有入声
了），而且古体诗词只有平水韵一种，现在又
有了新韵和通韵，所以，就没有必要去按照
古代汉语的四声和平仄来写诗词。

一般来讲，在诗词创作中，做到平仄不
违格律并不难，只要认真钻研诗词的平仄格
式和汉语拼音，就能很好地把握诗词的平仄
格律，尤其是现在有各种网路工具非常多，
查找、核对诗词格律也非常方便，无非是多
调整几个能表心达意的词汇。当在诗词创作
中遇到必须要记录（出现）的地名、人名、物
名等专属名词词组时，就会感觉到有很大的
难度，虽然做过很多次调整，还是很难不违
平仄格律。

诗词的拗救之法能较好地解决这个难
题。拗救也是诗词创作的基本技巧之一，称
之为“纤巧之法”。

拗救就是平仄不依常格的句子。它在诗
词创作中也是相当常见的。前面一字用“拗”
的，后面就必须用“救”。所谓“救”，就是补
偿。譬如，平仄的特定格式（五言的“平平仄
平仄”和七言的“仄仄平平仄平仄”），就可以
认为是拗句。

一般来说，前面该用平声（或仄声）的地
方用了仄声（或平声），后面必须在适当的位
置上补偿一个平声（或仄声），但是拗救不能
用在韵脚上。

这里，我们首先要弄清一个问题，那就
是拗救在诗词创作中能不能用的问题。

目前，大体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认
为在诗词创作中完全不能用拗救，用了拗救
就是拗体诗（或称病体诗）。另一种则认为在
诗词创作中是可以用拗救的。它不是病体
诗，而是诗词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仅可以
解决因固定词组而无法规避的平仄问题，而
且可以拓宽诗词创作的词域视野。

我赞同第二种观点，其理由有二：
首先诗词创作总是要合律的。不符合格

律的诗词就不能成为律诗。有些诗词看来好
像不合律，其实是用了拗救，仍旧合律。这种
拗救的做法，以唐诗较为常见。

例如：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唐】李 白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欲。
田家秋作苦，邻女夜春寒。
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
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

第一句“五”字和第二句“寂”字该用平
而用仄，“无”字平声，既救第二句的第一字，
又救第一句的第三字；第三句中的“作”是半
拗，可救可不救；第六句中的“月”和“明”与
第二句中的“寂”和“无”是孤平自救，但它
只是本句自救，与第五句无拗救关系。

“诗仙”李白在一首诗中把拗救的技法
用得如此样板，真堪称为是一代宗师。

其次特定格式被认为是拗救的一种。古
体诗词中特定的格式（五言“平平仄平仄”，
七言“仄仄平平仄平仄”）被诗人常用到那样
的程度，自然就跟一般的拗句不同了，可以
认为是诗词创作的一种技巧。

拗救主要分以下三种情况。
（1）在该用“平平仄仄平”的地方，第一

字用了仄声，第三字补偿一个平声，以免犯
孤平，就变成了“仄平平仄平”。七言“仄仄平
平仄仄平”变成了“仄仄仄平平仄平”。这叫
本句自救。

（2）在该用“仄仄平平仄”的地方，第四
字用了仄声（或三四两字都用了仄声），就在
对句的第三字改用平声来补偿，这样就成了

“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平”。七言则成为“平
平仄仄平仄仄，仄仄平平平仄平”。这叫对句
相救。

（3）在该用“仄仄平平仄”的地方，第四
字没有用仄声，只是第三字用了仄声，七言
则是第五字用了仄声。这是半拗，可救可不
救。

半拗句是格律诗中的一种特殊句式。它
指的是五言的“仄仄平平仄”和七言的“平平
仄仄平平仄”句型中，五言的第三字和七言
的第五字使用了仄声。这种句式被称为半拗
或小拗。它既可以被救也可以不被救。如果
要救拗，那么需要在对句的对应位置上将原
本使用的仄声字替换为平声字。如果不救
拗，那么该句仍然可以被认为是合律的。

因此，半拗句在格律诗中具有特殊的地
位。它既可以被视为一种有瑕疵的句式，也
可以被视为一种合律的句式。这取决于创作

者是否选择救拗。
古体诗人，在运用（1）的同时，又常常在

出句用（2）或（3）。这样既构成本句自救，又
构成对句相救。

例如：
新城道中（其一）
【宋】苏 轼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流自摇沙水清。
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第五句“竹”字拗，第六句“自”字拗，

“沙”字既救第本句“自”字，又救出句的“竹”
字，这是第（2）和第（3）的结合。同时诗中的

“欲”、“积”、“日”、“乐”字，都做入声处理。
如果说诗词格律在唐代还没有定型化，

那么宋代以后，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格律，讲
究音律的宋代诗人如苏轼、陆游等仍旧精于
此道。

又如：宋代陆游的七律《夜泊水村》，在
“以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中，出
句“有万”二字都拗，对句“向”字也拗，对句

“无”字既是本句自救，又是对句相救。
因此，我认为诗词创作中的拗救，虽然

不值得提倡，但是又不能不用。尤其在记录
游历的诗词创作中，遇到要记录的地名、人
名、书名等物名的时候，拗救是解决无法满
足平仄规则时的重要方法之一。拗救就是完
美的创作技巧，也是对诗词创作的拗救之
美。

经过几年创作尝试，我认为拗救之法能
很好地解决这个难题。甚至有时侯，还要“故
意”放一个平声字或仄声字来实现拗救。

譬如，在古代诗词和我的诗词中就有多
处，很好地运用了拗救之法，现分类举例如
下。

（一）固定词组的拗救
1、李白的五律《宿五松山下荀媪家》，在

“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中，“月”仄声
拗，“明”是平声救，“月”与“明”是本句孤平
自救，“月光”是专属固定名词。

2、我的七言诗《起义大楼》，记述的是到
南昌参观“八一”南昌起义博物馆后写下的
一首七言律诗。“八一”这个词在这首诗中是
必须要出现的。在“节纪建军八一日，从今我
党有武装。”的尾联中，为了留下“八一”二
字，在出句中调整了多个位置，不是“八”字
不合平仄要求，就是“一”字不符合平仄的要
求，无奈只好在对句中用“武”的仄声，拗救
了“一”的平声，“武装”二字也是南昌起义不

可不提的。它不仅是我党对“枪杆子里面出
政权”认识的首次实践，也是我党掌握的第
一支武装部队。

3、我的填词《荷叶杯·芒种》的下阙“唐
宋宰相归处。别墅。到老裴张忙。午桥碧草春
秋荒，人却不还乡。”中，“午桥碧草”是洛阳
老八大景之一，是固定词组，但仄声“碧”应
为平声，无奈只好用“春秋荒”里平声“春”字
拗救前面的“碧”字，较好地解决了此词的平
仄违格问题。

（二）人名拗救
1、唐代崔颢的七律《黄鹤楼》，在上阙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佘黄鹤楼。黄鹤一
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中，第一句第
四字“乘”应仄声而用了平声，第六字“鹤”应
平声而用了仄声，第三句第四字和第五字

“去不”应该是平声而用了仄声，第四句第五
字“空”应仄声而用了平声，而且上阕三处用
了的“黄鹤”二字，这在诗词中是少见的。尽
管如此，《黄鹤楼》仍不失为一首千古名诗。

2、我的七律《观黄洋界》，在颈联“朱总
题字界碑灿，伟人词文名著传。”中，“朱总”
和“伟人”都是特指特定人物，专有名词，出
句“总”字仄声拗，对句就用“人”字平声救。

3、我的填词《菩萨蛮·成都遇高平》，在
“品味旧谊情，久年遇高平。”中，“高平”是人
名，我的朋友，“高”字仄声拗，又在词尾，就
特意在上句放一“谊”字平声救。也可以说是
出句“谊”平声拗，对句“高”字仄声救。

（三）书名和诗词名等专属名词拗救
1、苏轼的七律《新城道中（其一）》，在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流自摇沙水清。”中，
“竹”和“自”两字都拗，对句中的“沙”字，既
救本句的“自”字，又救出句中的“竹”字。“竹
篱”是物名。

2、我的五律《品雅安鱼》，在尾联“问味
绝何处，干老四尤佳。”中，“干老四”的“老”
应平，但它是老点名，不能改动，故意在第四
字上放了个仄声“尤”字补救，本句自救。

3、我的填词《念奴娇·诗词纪念毛泽
东》，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我用毛
泽东的二十一首诗词名填写了这首词。在

“故乡”和“雀儿”两词各自自救、“重上井冈”
中的“上”字与“冈”字自救、“凭伟人悼，诞一
百三十辰。”中的“伟”字与“三”字拗救，因都
是毛泽东的诗词名不能改动，就琢磨采用本
句拗救解决了平仄问题。

（四）地名拗救
1、杜甫的五律《天末怀李白》，在尾联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中，“汨罗”指汨
罗江，是河水名，属专属名词。“汨”字取平
声。

2、我的七律《登梵净山》，在“夕阳铜仁
身疲惫，未悟靡音心亦安。”中，“仁”字仄声
拗，“靡”字平声救。“铜仁”是贵州的一个地
名，恰用“靡音”的“靡”字来拗救仄声的

“仁”字。
3、我的填词《诉衷情令·转途》的下阙

“将军梦，解甲伤，退流芳。仕途转路，心在天
山，身归洛阳。”中，“身归洛阳”里“洛”字应
平却仄，但是洛阳是中国十三朝古都，世界
闻名，不能调换，于是就把符合平仄“身老洛
阳”里的“老”字改为违格的“归”字，以拗救

“洛”字，使“仄仄平平”，变成了“仄平仄平”，
也算是蹩脚拗救。综上所述，拗救之法，在古
体诗词中常用到那样的程度，自然就成为诗
词创作的一种特殊“格律”。尤其是在处理专
属名字或物名、地名、人名等时，既是一种技
巧，又是一种思路。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
这样的千古大家皆深谙此道。我们这些无名
之辈岂能只望“拗”兴叹！

当然，在诗词创作中能不用拗救还是
不用之，既然是诗词创作就必须讲究格律，
不讲究平仄格律就无谓诗词，我不赞成而
且反对填写“四不像”的诗词，想自由就写
现代诗。

◇诗词在我心

浅谈诗词创作中的拗救之美
□ 张文献

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人，伟人尚且
如此，更别说我们这些普通人。尽管有了
这样的认知，但在处理具体事情的时候，
总希望自己表现得足够优秀，事情做得
足够完美，然而完美是不可能的，时不时
地有种挫败感。

自从我读了德国心理学家伯特·海
灵格的《我允许》以后，上述感受逐渐消
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坦然和自信。

这首诗为何有如此神奇的力量呢？
让我带领大家一起聆听其中的一些经典
名句，身临其境地感受一下吧。如：“我允
许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允许，我就是这样
的表现，我表现如何，就任我表现如何。
因为我知道，外在是什么样子，只是自我
的积淀而已。真正的我，智慧具足。”当您
听到这样铿锵有力的诗句时，是否和我
一样，对现在的自己有一种深深认可，从
内心深处升腾起一种深深的坦然和自信
呢？

我太喜欢这首诗了，不仅能熟练地
背诵全诗，其中的一些经典段落也深深
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指导着我的现实
生活。

上个星期，学院工会为了丰富教职工的业余生活，特意举办了一
个套圈趣味活动。规则是一个人五个圈，依次扔出，目标是套中矿泉
水瓶子。起初大家都觉得距离很近，只有五米，以为是轻而易举的事。
实操起来，大相径庭。明明看着圈儿已经套进瓶子，结果又弹了出来，
引得老师们不断发出唏嘘的惋惜声。结果很多人五个圈扔出去，一个
也不中。我原来在公园曾玩过这类游戏，但都是徒手而归。虽然这次
也不是什么竞技运动，只是游戏，我的心情还是有些紧张。这时，脑海
中突然浮现出《我允许》中的诗句：“我知道，我是为了生命在当下的
体验而来。在每一个当下时刻，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全然地允许，全然
地经历，全然地体验，全然地享受……”是呀，只是体验而已，不用考
虑结果，只关注当下的感受。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平静了很多，向旁边
看了看，一个老师正在投圈。他既不紧张，也不随意，淡定中透着自
信，结果5个圈中了3个。我好像悟到了什么，模仿他的动作，结果第
一个就中了。此刻，我的心情放松了，自信心爆棚，最后得了个二等
奖。我把经验传授给我的同事，并且对她说：“像扔飞牒一样，不仅仅
要有一个向前的力，还要有一个平行地面的旋转力。这样如果套中也
不至于再弹出来”。结果她照我说的做，也得了三等奖。我俩志得意满
地去领奖了。成人的生活里也需要游戏。

这虽然只是个趣味活动，但是让我认识到，人只要事事接纳自
己，允许自己，允许自己不完美，心情放松地去做事情，就会表现得更
好。

好的诗歌的力量是巨大的。它指导我的生活，让我走在逐渐变好
的路上。现在的我不再苛求自己，经常对自己说，以前的我足够好，剩
下的慢慢来。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本书有一种绵绵不绝治
愈的力量。为什么这么说呢？在阅读它时，困扰自己十
多年的问题就那么丝滑地迎刃而解。

一般来说，书是从前往后读比较好，当然也可以从后
往前读，还可以采用跳读的方法。总之，选取一种最适合
自己的方法去读就好。在读正文之前，可以先了解一下
作者和译者的背景资料。封皮背后的一小段文字介绍了
这本书的作者的基本情况：英国资深心理咨询师的罗伯
特·戴博德撰写了这本书，让经典童话《柳林风声》的动物
主角们再次登上舞台，演绎了一个心理咨询疗程的标准
模板。这本书凝聚了作者多年心理咨询工作的心得，也
是英国畅销20多年的国民级心理咨询入门书。

这本书的译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语言学博士、
上海师范大学英语系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赢。

通过《前情与导读》，读者可以大概了解一下书的脉
络故事：“蛤蟆是一个热情、时尚又爱冒险的家伙，惹出过
不少麻烦和笑话。可他现在陷入抑郁，不能自拔。他的

朋友们决定出手相助，其中包括智慧又威严的獾、关心朋
友但有点絮叨的河鼠，还有体贴善良的鼹鼠。他们商量
来商量去，决定督促蛤蟆重视这个问题，并带他去接受心
理咨询。于是本书故事就此展开。”

读到这里，您是否会觉得这是一本适合小朋友读的
书，和成熟稳重的大人们关系不大？起初，我的内心就升
起了一丝这样的想法。不过，这本书的语言写到了我的
审美点上，真的让我有点欲罢不能。于是，才有了让我越
读越觉得受益匪浅的意外之喜。

目录是一个让你快速了解书籍内容的一个快捷方
式。《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本书共有16章内容，分别
是：第一章：整个人都不太好。第二章：挚友前来相助。
第三章：初见咨询师。第四章：抑郁的原因。第五章：成
长的寓言。第六章：探索童年。第七章：愤怒的表现。第
八章：意外访客。第九章：秘密协议。第十章：午餐聚
会。第十一章：蛤蟆先生的选择。第十二章：说出人生故
事。第十三章：人生坐标与心理游戏。第十四章：赢了游

戏，输了自己。第十五章：最后一次面谈。第十六章：道
别与新生。

对我个人而言，帮助最大的应该是第十三章的内
容。苍鹫对蛤蟆说了一段话，我觉得对大家会有一定的
帮助，分享给大家：如果我告诉你，想要理解你的现在，就
必须回顾你的过去，你应该不会觉得意外。实际上，我们
得回顾你生命最早期的阶段，从出生到大约四五岁的时
候，发生的一切都对你影响重大，还影响了你后来的成
长，牵涉到你怎样看待自己和别人。这种影响是普遍存
在的。就这样，你形成了对这个世界特有的看法，对你而
言，这就是你看待事情的唯一方式。从那时起，你就生活
在自己的世界里，用同一个视角看待一切事物。

也许你觉得我说的不够全面，不过没有关系。你可
以找个时间，读一读《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本书。
这本书是一部值得反复阅读的经典著作。相信你会找到
独属于你个人心灵的那把钥匙，让你穿过重重迷雾，释放
掉你的坏情绪或不好的过往，拥抱快乐而美好的人生。

一 本 可 以 带 你 走 出 心 灵 泥 沼 的 书
——读《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有感

□ 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段笑蓉

◇书海泛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