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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许浑七言律诗的艺术价值

许浑,字用晦,是晚唐时期一位比较有影响的诗人。他的诗歌,特别是他的七言律诗不

仅数量多,而且整练工致、风格清新 ,思想性与艺术性都比较好。宋代范浠文 《对床夜语 》

云: “李、杜之后,七律当学者,惟许浑而巳。”虽未免偏颇,但许浑七律有着∵定的戍就

却是无疑的。

首先,在七律至 “中晚而始备”c的过程中,生活在晚唐早期的许浑对七律 形 式 的 发

展,作出了他自已独特的贡献。明代胡应麟 《诗薮 》云: “
唐七言律自杜审言、沈怆期首创

工密,至崔颢、李白时出古意,一变也,⋯ ⋯,许浑、刘沧角猎俳偶,时作 拗 体,又 一 变

也¤”就明确指出了许浑在七律艺术发展上的贡献即拗体和俳偶。

第一,拗体。许浑七律,在通篇平仄音调和谐中9颔联往往拗第三、五字,于平整中微

见跌宕,成 为拗律格式中的一种。 《和友人送僧归桂州灵岩寺 》这首七律是仄起平收式,颌

联的平仄格式应该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现在出句:“碧云千里暮愁合”
,

的第五字 “暮”应平而仄,对句 “白雪一声春思长。”的第三字 “一”应平而仄,于是对句

的第五字 “春”应仄用平 ,既救本句的 “一”字,又救出句的 “暮”字。 “中唐以后,则许

浑,赵嘏辈创为一种以第三第五字平仄互易,⋯ ⋯别有击撞波折之妙。”G许浑的拗体得力

于他在七律声调上的创新——许丁卯句法①,即双句对救法。这种句法是指一联中,着重在

第五字上 ,若有不合律,必相对救。如 《南亭夜坐贻开元禅定二道者 》一诗,虽不是许诗的

代表作,于许丁卯句法却颇有代表性。一、工句 “暮暮焚香何处宿,西岩一室映疏藤。”完

全合律;第三句 “光阴难驻迹如客”中9第三字 “难”应仄而平,第五 字 “迹”便 应 平 而

仄,这是本句借还之法;第 四句 “
寒暑不惊心似僧”第三字 “不”应平而仄,第五字 “心”

便应仄而平。这两句从平仄对偶规律而言,恰好彼此相救,第四句第三字 “不”以应平而仄

救了第三句第三字 “难”应仄而平,第 四句第五字救了第三句第五字;五六句 “高树有风闻

夜磬,远 山无月见秋灯。”中 ,′
“闻”、 “见”二字本合律格,可置不论,第三字之

“
有”、

“无”对救;第七句 “身闲境静日为乐”的 “日”
与笫八句 “若问其余非我能

”的 “
非”都

是平仄律较严的关键 ,但又恰恰相反,并不在本句对救,这就是因七句之 “境静”
与八句之

“其余”平仄都合律格,不必变动。可知所谓许丁卯句法的运用是有条件的,只重平起句中

一句的第五字 ,偶不合律,必与对句相救。这种句法在律诗中,不但不起破坏作用9相反却

起了辅助作用,使律格整齐中有变化,变化中有整齐,抑与扬交替变化,因 而律 格 历 久 常

新、富有生命力,且声调协调,利于表达复杂跌宕的感情,增添艺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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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丁卯句法在许浑七律中,尤其是颔联,随时可见,如 “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

水来”,便以 “春”这个平声字救了 “暮”、 “雪”两个仄声字;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

欲来风满楼” ,对句 “风”这个平声字既对句救了 “日”,又本句救了 “欲”, “欲”又与
“初”相对救,这样以一处之拗救了两处之拗,使声调协调,利于表达 “山雨欲来”这一细

微的自然界的变化 ,作品便有了跌宕之势。在唐人时,许丁卯句法就已著名。晚唐诗人赵嘏

《长安秋望 》中颔联 “
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以 “人”这个平声救了

“
雁

”
、

“一
”两个仄声字,就运用了这种句法;杜牧诗有的句子,如

“蒲根水暖雁初浴,梅径香寒蜂

未知
”①, “歌声袅袅彻清夜 9月 色娟娟当翠楼” (《 南楼夜》)也是平起句第五 字 互 相 对

救 ,运用了这种句法。

音韵是古今体诗的基石,可七律声调只有四种,少有变动,但在许浑之前,杜甫律诗便
“好作拗体”●如 《白帝城最高楼 》一诗,只要我们将它同正格的律诗相比就会发现,这首

诗的平仄和一般通用的律诗的平仄差异很大。除了第三句 “峡坼云殂龙虎卧”的平仄 “仄仄

平平平仄仄”是合乎律格的外,其余七句全不符合,特别是第二、四、六句,末 三 字 皆平

声,尤为律诗所忌,这是杜甫为表达他的思想而不落前人窠臼之处-—以拗怒的音节表达自

己激楚难平的心绪,以平缓的音节缓和自己愤怒的心情。但这远远不够,只有音韵的革命 ,

诗歌才有全新的发展。正如黑格尔所要求诗人的 “在整齐一律毫无变化呆板复现 的 音 步 之

中,放进一种联系和一种较活跃的生气” (黑 格尔《美学》第三卷下 )。 许浑对七律固定的四种

声调进行了变动,增加 了七律声调的种类,以 声调波峭圆稳取胜,发展了七律。和杜甫的拗

体格律不同9许浑七律从未有不合律处 ,凡拗处都要对救,既继承了杜甫七律变化的神理 ,

而又涤除了七律诗体中的古诗风味,使律体更能置现出自身的独特的风貌,这不能不说是一

种进步,因 而许浑的七律既有拗峭,又很圆稳,为他七律工稳整密的风格打下了基础。如他

的 《将度固城湖阻风夜泊永阳戌 》等,按照规定的平仄谱,都是合律的,凡不合律处必然拗

救。所以清代李重华说: “拗体律诗亦有古近之别,如杜老
‘
玉山草堂

’
一派,黄 山谷纯用

此体,竟是古体音节,但式样仍是律耳。如 “二月一日”等类。许丁卯最善此种,每一首有

一定章法,每句有一定字法,乃拗体中另自成律,不许凌乱下笔。”⑥清王 士祯 《分 甘 余

话 '》 也说: “唐人拗体律诗有两种,其一苍莽历落中自成音节:如杜老
‘
城尖径仄旌旆愁9独

立缥渺之飞楼
’
诸篇是也;其一出句拗第几字,则偶句亦拗第几字,抑扬抗坠,读之如一片

宫商 ,如许浑之
‘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
是也。”他们的话说出了唐代七言拗

律在两个不同阶段上的发展情况,从 中可以看出许浑拗律是律体既定以后的变格9是对杜甫

拗体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对偶。许浑律诗的对偶,最为人所称道。 “开成以降9则有杜牧之豪纵,温飞卿

之绮靡 ,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对偶
”⑦,“许浑、李商隐对偶精密”⑧许浑的对偶,与杜

牧、温庭筠、李商隐的诗一并被誉为代表晚唐文学的优秀作品。

律诗体制是半骈半散'中间两联要求对仗,所有名词、动词、虚词、形容词等各以其类两

两对仗,体现了文字语法上一种和谐对称9严整规范、错落有致的空间形式美。律诗中的警

句,大都是律诗中对仗精工,意境深隽的句子。对仗使诗歌整齐和谐,在内容表达上有互相

补充,扩大诗歌意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效果。

许浑七律的对偶,苜先是工切整练并隐然含情。将几种或几组各自独立的自然物象枚举

2
`



出来,拧 列在旺定的格绊形式 Ii:。 rt形丿J讠 相Ι刂比映衬的空阀臼式9描写白然景物而且在自

然景物中移入了作者的感情夕不是革纯拈写。象著名对句 “碧云千里暮愁合,白雪一声春思

长″, 亻‘
!l:径 晚云l次猎网”水门凉月持沮竿

” (《 村合其二》)等 9就明显地具有这一特点。

上联对句 “碧云”对 “广l〓Ⅱ’,都是白驻气候类p而 “碧∵
与

“白″皆 颜 色; “千 里”对
“一声v,数量诃相对; 〃吝愁”对 “扌思”, “杏

T与 “丰”
竹时令” “愁”与

“思″皆

人情; “合∷对 “长Ⅱ9扌形容河9整联元一字不对,各极工切9整个对句有声有色9表达

依依别离之情,结构匀称、自然。而上下两旬两下刂:色彩的配合9就形成了色彩感既明朗又丰

富的绘画世界。下联 “山”对 “水”9 “径”对 “门″, “云”对 “月”, “猎网”对 “渔

竿
”,皆为名词成对; “晚″对 “凉”9形容词为对; “收″对 “挂”,动词为对9这不仅

十分工整匀称9雨且刻划景物舁常生动9俨然攴一蜕淡汪闲适的村居野趣图9读 之 韵 昧 绵

长。象这样精工白然的对侄句在许浑七饣l屮很多”如 “龙归哓洞
=丈

江ρ蔚过夸山草自香”

(《 题仁处士山∷》) “风随玉枣笙歌氵[j9云卷△帘色饣F∶ 高″ (《 骊山》)等 皆攴。其次”许

浑七律 “对皆工切9语 ”衬贴″①”十分卸l致 9甚至细忄;i叫 辶l典对典,以汉人语对汉人话 ,

梵语对梵语的地步少象 “灿骨本挂灵l冬 氵:讠 ”法心泔动t龙‖” (《 I1释子栖云欲奉道目商》)就

是用佛典、梵语相对的典型例证。再Jt9许浑七J?妁对偶在句法上亦颊讲究”大都采用上珥

下三、或二二三、或四一工式9节奏平稳、舒绶,和佧者恬淡闲遘醇带愁昧的心情相合拍。

由于冲浑平生垤历的绦故9他拊七o多 写景之忭,两仆中对偶也就多写景名句9且大多

有声有色”情景并茂。这些对偶句或oi京丬i扌 :辶 浑出色9iⅡ “
ll}翠万至当槛出、水光千里抱城

来” (《 吊起白云楼订龙兴汪氵∴上
'丿
、未ll∷ 主秀忄》)飓对偶形式∴t勺画雄阀苍茫的自然景色 ,

精炼蒙壮”其中 “当”、 〃把″逮两个氵!;丿、化沟动诃”变死景为活景,使浩茫无际的沉静中

有一抹飞动的意走t∶ 9显 出一‖阀大的气沈;攻 LI委婉清面I见长9如 “兰叶露光秋月上”芦花

风起夜潮来” 〈《游钹掂苻山扌隐居西斋》)9只贝!兰 叶上露玎{∶ 发光9就知道秋月上升了9听到

芦茈中一阵风起9就知道是夜艹来了9i广丨色9把秀丽与△I两 i冫对立的景致融合起来 9

扩大了诗歌的空问容量9划具丿叉1格 ;或 写景过怀。如 〃
青 i!∶ 有

=谊
松性。碧洛无云称鸽心”

(《 寄殷尧藩》),通过扯人夸弘的手法乡把雪、云、松、找等白然景物赋予人的意志,栩 i羽

如生、神态活跃”境界高也p是高度△访∷永的仕勹;成借景咏史,如 “鸟下绿芜秦苑夕 9

蝉鸥黄叶汉宫秋。” (《 戊阳城西闸∴i|L》 ) “鸦噪暮云归古帅”雁谴寒雨下空壕。″(《 故洛

城》)9 以历史迪迹之妾景9抒写社会只衤的变扌匕c,l扌 之9讠饣浑七言律诗的对偶句所表达的

内容是革富的9特别。i重 内心请纡的传达。

与同时代诗人李商 t耜比氵工人七们l的△·茈句有共 l可 处p那就走都具有精密 工 整 的 特

点。在句法形式土”不仅句对、词组对、宇对”而且意对,因 雨整首诗往往多组成工对。但

不同的是许浑对∵革:多写景”往往一扌t事对、 —̂耿吊对p如 〃楚客病时无讨鹧鸟,越乡归处有鲈

鱼。湖生水郭蒹基响,而过山城锟柚琉″ (《 I。廾真曹先丰》), 前一联用事9后一联写景。

而李商隐七午则不同9往往多事对,即把可资印证的事物典敞并列成对,且两联都用事对 :

如 “空阀虎旅传霄柝”无苴鸡人报晓笄。此蹈六军同驻马9当 时七夕笑牵牛。″ (《 马嵬》)

两联都用事用典ρ显捋更为典筑i。 许潭七创i的对褶多用实诃夕 “曲锕日斜啦鸟雀9石潭波动

戏鱼龙” (《 i∶ 题华广}歹j才阮》),姑 f公两崛「i西 ,让人i体昧'占1者宁静的心境,全用实词描

绘;耐李商隐刖爱用虚闩夕使泞意r1环往欠” “已析砷鸿初t势 ,更惊骚客后归魂。” “l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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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司户责》),通过 “已”和 “更″的一先一后的泞续方式”表现了厄运的重复。 “巧啭岂能

本元意,良辰未必有佳期。″ (《 流
=》

), “岂t” , “未必∵五示}希望和绝望。表现了

痛苦的心理。许浑对偶少有比六。多采用直接抒写幼形式,如 “∴t辆崭多青草,白 石苍苓

半绿苔″ (《 题四自吉庙》), “贫后始知为吏拙”方来还喜识人琉。” (《 姑轵i舍 》),故比

较质朴9清 浅易解;李商隐七停对侄则比兴多9亢其是他的无肛诗9更是托物茁请9寄托遥

深, “但须甯莺巢阿阁,岂佰鸱钨在汁林” (《 h师丨》),以 “菇诗″指贤入正派,“鸱鹊
”

指小入奸党,所以李商隐对偶句往往曲折隐晦难∷索解。讷t浑七待对祸句不仅上下句意思重

复者较多9如: “三千客里宁元义”五百

^.中

必有恩” (《 i目 边将
^刂 ^t无

=受
戮》), “笙歌暗

写终年恨,台榭谐消尽日忱” (《 引铰汝州》),前后两句意思就颇近仁l,而且一诗与另一诗

的句式句意相同的亦不少9如 “因过石城先访茹夕社朝金蚵哲依丸″ (《 乙‖和杜侍御》)与
“
花

前更谢依刘客,雪后空怀访戴人” (《 郊:春 彐有卜府中诸公并束△兵苜》), 甚至两诗对 偶完

全相同的,如 “江村夜涨浮天水9泽目秩生动地风”同时见于 《汉水伤稼 》和 《酬郭少府先

孝使巡涝见寄呈裴明府 》二诗。 “碧云千里暮愁合”白雪一声春思长。”冂时见于 《和浙西

从事刘三复送隹南归 》与 《和灰丿、送忙归桂州灵岩寺 》工扌。此外用典重复之处亦不少9如

庾楼、相如等在许浑七律句中屡见不鲜。前产̌ j上评 I∵ 浑泞 “袼卑″,即指此而言夕这是有一

定道理的。李商隐七律却并不如此,一联两句大都⋯气一意9且寓意深 刻”含 蓄 有 味,如
“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

” (《 无;Ι 》), 隐寓着冲破封建衩J教樊笼的积极意义,

前盾两句的意义亦不相同夕再如 “苷蚕彐死丝方丿了”蜡烛成灰氵1始 干” (《 无题》)亦是如

此。

第三,纡构。许浑七律精工整密,圬构严谨。胡震亨说: “整密右丁卯v” 这个评语很

中肯綮。

许浑七律绪构精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格律和对僦。许浑七律该平则平,该仄则

仄9偶有不合,也要相救9这在前面巴经论及。二是章法9即诗耿的谋笫布局。许浑七律是

很讲究谋篇布局的。首句多∷入韵为主9起 f=或 曲眼l∶饣之景、身违之事写赶”或开门见山、

直接入题。中间两联或同时写景,如 《金璜怀古 》、《凌豉白》9 《姑苏怀古 》、 《咸阳城

西门晚眺 》旁《别刘秀才 》、《送弘扌丿l:归 闸庭 》等;或 ^联景语、一 联 情 语、事 语,如

《沧浪峡 》、《怀丨日居 》、《奉口郊园戏”衍嘏浮事 》等9少 有两联皆是情语或事语的9这

与李商隐七律中两联多用典不同 (如 《牛瑟 》、 《井络 》丿。但无i仑景语、情语、事语,皆

照应首联,尾联往往多含深意。暗用议论,带 有点乜或概括前文的意思。这就使冉许浑七律

整首诗工细而整密。如 《鹄林寺中秋夜△月 》,首联写待月和月之叨9切入题。采用侧面烘

托手法。颔联补写题中中秋乡以别于铯月之望。颈联写月两移”尼联写出怍者Ι令惜之情,时
光流失9好景不长。全诗八句极有层汐t,亩沔句写待”

^l四
句写忭9待在i肯之前9惜在正当

天后。五六句采用倒吝法”先写浙移9使
^心

J污:;属 写犹拄9使人心慰。这一倒一拄,便觉

灵气生动贷意昧无穷。诗意垸清凉9从 中流出淡淡的哀愁,结构碗有整密精炷的特点。

其次,许浑七律的艺术风讳、 ·/丨’诗

^、

的艺术风衤:∶ 9是蚀在扌r品 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

和艺术犄点相对稳定的综合汴。lt这个圪合沐中9i兮 终氵 -个 主调”把扛住这个主调,也就

认识了诗人的艺术λ、格的丨体。

许氵每:七彳|∶ p “清亩
”tΙ 艺术丿Ⅱt i∶∶

-∶



浑诗9字字清新句句奇。″ 《诗史 》对许浑诗的思想意义不无訾议,但也认为许 浑 诗 清 新

奇妙。唐末张为 《诗人主客图》把许浑列为 “清奇雅正”一派,可见许浑当时的人就巳经看

出许浑诗歌的这一风格了。

所谓 “清奇”即清新奇妙。司空图《诗品》在 “清奇”
一目中说: “娟娟群松,下有漪

流。晴雪满汀,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糅寻幽。载人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澹不可

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前六句说明清奇之状,后六句说明清奇之神。不难看出,所谓
“清奇”,实际上是指境界深幽,色彩淡丽,气氛爽肃,声调悠扬,情致疏放。许浑七律恰

恰也就具有这些特点。

许浑七律的 “清奇”首先表现在构思立意的淡泊宁静上。晚唐时期,科举失意和仕途蹭

蹬的苦闷,是当时文人的普遍心理。政治上的风云变幻,将许多文人卷入矛盾斗争的旋涡 ,

有些文人因莫须有的罪名遣到株连和斥逐,有的则空有一番抱负,奔波劳累,毫无作用。政

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困窘,种种痛苦和不幸,使一般文入厌恶和逃避现实的倾 向大 大 增

加 ,对于这种仕途凄苦、人世寂寞的情怀,许浑也有较深体验。受人驱使,疲于奔命的行役

之苦9激起了他早日归去的情思,出仕的兴趣亦渐趋淡薄,他倾慕前代隐士如陶渊明等不为

五斗米折腰9不 与现实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操。故田园山水的美好,佛教思想的深入,成为他

淡洎宁静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他自己又因为缺乏远大的理想和阔大的胸襟,自 小 体 弱 多

病,力不从心,面对复杂尖锐的斗争,意志消沉,但又不愿同流合污,这就只能选择韬光遁

隐的道路。因而,他的七律构思立意多以淡泊宁静的生活为基础,如 《村舍 》二首,都描写

自耕自种,自 猎自渔,合家欢乐,棋朋酒友相聚,虽清贫却闲适的归隐生活,俨然与世隔绝

一般,的确显示出一种与世无争的淡洎心境和远离尘世的宁静环境,这类作品右许浑七律中

还很多。如 “昔日未知方外乐、暮年初信梦中忙。” (《 沧浪峡》)“往事只应随梦里,劳生

何处是闲时” (《 旅怀作》)。 “身闲境静日为乐,若问其余非我能。”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许浑七律 “清奇”的艺术风格也表现在对诗歌题材的选材上。创作个性不同的作家,他

们的了性也常常表现在对客观现实的某一方面的特别喜爱,特别敏感,对它具有特别的观察

和摄取能力。许浑也是这样。和淡泊宁静思想感情的特有色调相适应,许浑七律在题材上注

重内心情绪的传达,其选材范围、描写对象,都能体现他淡泊宁静的思想感情,而偏于描写

自然界的静寂境界,从 而透露出清新气息。所谓 “
烟云风鸟之思,形容揉弄亦 已尽 华 态”

(徐献忠、唐诗品》)。 首先,许浑七律好用松、竹、柳、花草、鹤、蜂、鸟、鱼、雪等凝聚

着人们的精神品质的优美自然景物。如 “柳絮拥堤添衲软,松花浮水注瓶香。″(《 和友人送

僧归桂州灵岩寺》), “晴攀翠竹题诗滑,秋摘黄花酿酒浓。山馆日斜暄鸟雀,石潭波动戏鱼

龙。” (《 寄题华严韦秀才院》)“青山有雪松当涧,碧落无云鹤出笼。” (《 送张厚浙东谒丁常

侍》)等 皆是,这些具有坚贞清淑之质的景物构成了幽冷静穆的画面。读者通过领略这 些 景

物的自然纯真之美,从 而体味到作者淡泊宁静的思想感情,得到清新淡远的 美 感 享 受。其

次,许浑喜欢用 “水”以及与水相关的雪、霜、露、溪、泉等自然景物。如 “泉声呜咽绕宫

墙” (《 经古行宫》), “
黔江水暖还曾饮

” (《 归长安》), “
红树生寒啼晓霜” (《 和常秀才

寄简归州郑使君估猿》), “清露已凋秦塞柳” (《 卧病》)等诗句,这在许浑七律 中触 目 皆

是9这微露轻霜、细雨小波、潺潺流水,衬托出的环境气氛幽静恬美,使全诗散发出清凉气

息,沁人心脾,无疑给人—种清新奇特的美感享受。许浑在他的七律诗作中还喜好用剡溪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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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子晋成仙、秋风鲈鲶等这样一些为人所熟知的隐逸典故;爱写陶渊明、张仲蔚:商山四

皓、渔翁、隐士、佛僧等出世的人物。这些人物都很任真、喜爱宁静的环境,自 由自在的生

活。这些典故和人物给他七律诗作幽深境界的形成增添了意蕴,迫人联想,从中获得清淡自

然的美感享受。总之,许浑七律的描写对象,无论是人、是物、是景、是典 ,大多是幽深孤

寂、失意落魄而又洁身自爱的。如咏物诗 《残雪
′
》就取材清雅、诗境清幽,残雪的形象本就

含有失意落魄、不为人赏识的意蕴,它一旦与作者心中郁积巳久的独特情感遇合,就发生了

形象思维的飞跃,成为了一种具体的情感和人物景象,熔铸成了新鲜的艺术境界,形成了清

奇的艺术意境。

许浑七律的 阝清奇”风格还表现在描写手法上。诗人善于运用芳草美人的象征手法,表

明自己欲挣脱尘世网罗,向往淡泊宁静的生活以及自己不与尘世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这使

他的诗更加含蓄蕴籍。试看 《郑侍御厅玩鹤 》一诗,借咏鹤来抒发自己的志向,写鹤实际上

是写自己、寄托象征是十分明显的。前四句写鹤飞的雄姿,一只孤鹤从碧天飞舞而下,越过

金阁瑶池,冲决一切网罗、鸣声震动岩石,双翅振风响树;凌波越岸,孤影如雪,这是一个

威武雄壮但却孤独寂寞的逍遥者的形象。后四句写鹤情的高洁,这只鹤曾直冲云霄、远去缑

山,然后归回辽海,渡过了许多岁月;它展开双翅振翼高飞便能鹏程万里,但终归还是呆在

树林里栖稳最为安全。通篇采用象征手法,表现了作者消极避世、洁身自好的思想。这首诗

也显示出-种清雅平淡的韵味。此外,许浑诗中的松、桂、柳、竹等艺术形象,无一不具有

象征、寄托的意义,体现出清奇的风格来。

许浑善于通过景物描写显示出 “清奇”的特点。许浑喜欢在自己的诗中写景,且善于写

景,他的七律诗中,几乎每一首都有写景的部分。在诗人笔下,景物都注入了自己的感情。

由于诗人的感情淡泊宁静,故其诗作中的景物描写亦往往显示出淡泊宁静的特征。有的静谧

淡雅、朴实无华,有的声容宛丽、气韵生动;有的景象逼真、细致幽美,都能给人清爽流利

的感受,为诗歌意境的清新奇妙奠定了基础。许浑七律写景常采用寓动于静,以动衬静、动

静结合而又归之于静的方法,显示出和谐恬淡的美而又有流动的意趣。如 “风卷 翠 帘 琴 自

响,露凝朱阁簟先凉” (《 病间寄郡中文士》), “日落远波惊宿雁,风 吹轻浪起眠鸥” (《 郊园

秋日寄洛中友人》)描绘短时间内的某种动态,表现出诗人刹那间消除妄念,心境入静时对大

自然的特殊感受。细致的体物契合作者淡泊的精神,因 而这些诗句给人一种温润清凉,闲适

淡远的感受。许浑七律写景时还善于捕捉细微1的 不为人注意的平常之景,进行工笔描绘,收
到了 “状物生动”、 “乃为活景” (《 古诗评选》卷五 )的艺术效果。如 “高树有风闻夜磬 ,

远山无月见秋灯” (《 南亭夜坐贻开元禅定二道者》)“一声溪鸟暗云散,万片野 花 流 水 香”

(《 沧浪峡》)“灯照水莹千点灭,棹惊滩雁一行斜。” ( 别刘秀才》)等等。这些诗句纹理

细腻,色泽丰腴,含而不露,宛 而多姿,给人以生动形象的美感享受。许浑七律 “清奇”的

风格是通过语言体现的。将抒情、写景、议论融于一体,以 平淡朴素的语言,表达内心清静

闲适,而略带悲愁的感情,创造清新隽永的意境,这是许浑七律语言的一个特征。如 《经古

行宫》,苜联极状当年华清宫的富丽堂皇,颔联笔锋一转,转写宫内的孤寂清冷,紧接着颈

联以荒疏的环境气氛描写,与首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诗人经过顿挫开阖,抑 扬 有 致 的 描

述,到尾联则点出了深意。借着古行宫的变化,抒发了他对昏君误国的 慨 叹。 “先 皇”
一

句含蓄地透露了涛人思想深处的底蕴,启人深思,耐人咀嚼。前 三 联 皆写 景,写 景 中含



有抒慵。最后一联财楚议论,然议论是在新齑与景的基础上进行的9议论中含 慵,全 诗惜

景、议论融于一体,诗意清新而又余昧无穷。爽朗明快,精工细致雨富有平淡朴实的色彩 ,

这是许浑七律话言的又一个特色。如 “寒树雪晴红艳吐,远山晴晓翠光来。” (《 题陆侍御林

革》》 “紫芝翳翳多莆草,白 石苍 苍 半 绿 苔
″ (《 题四皓庙》)等。从话言表达中透露出潸

新的气息。
“清奇”

风袼无疑是许浑诗歌风格的主调,但由于诗人主观感情的丰富复杂,诗歌题材

的多种多样,艺术手法的不同形式和写作时期的前后差异,无可讳言9许浑七律的风格,在
“清奇”的主调外,还有着其它不同的风格。如他的怀古诗,就 有着-种境界雄浑,气象壮

阔的特点,如 《汴河亭 》,通过想象和夸张就把炀帝东游的赫赫声势、巍巍壮观和豪华盛况

活灵活现地刻划出来,气势雄伟。尾联议论,以 古喻今,讽刺意义十分明显。此外如 《秋日

早朝 》的潦新朗润,《 给李给事旧居 》的凄凉沉郁,《 题灵山寺行坚师院 》的 清 新 俊 逸 ,

《伤故湖州李郎中》,《 哭杨攀处士 》的深情哀惋,亦十分明显。可见诗人七律的风格在主

调之外也是多种多样的。

注释 :

①袁枚《随园诗话》

②赵翼《瓯北诗话》         
·

③方回《拗宇类小序》,见 《瀛奎律髓》卷25。

0卞L牧 《初春雨中舟次和舟横江裴使君见迎李赵二秀才同来因书四韵兼寄江南许浑先辈》。

⑤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

◎李重华《贞-斋诗说》。

⑦高丬茱《唐诗品汇 ·总叙》。

⑧高搛 《唐诗品汇 ·五律叙目》。

⑨许学夷《诗源变体》。

·学术动态 ·

首届国际赋学学术讨论会在济南召开

经国家教委批准,我校与山东大学等单位共同发起的首届国际赋学学术讨论会经过-年的筹备,于 1990

年10月 15日 在济南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威斯康辛

大学、波特兰大学、日本福冈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40余所中外高等院校55名∷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我校

教师万光治、邓元煊、刘朝谦向会议提交了专著一部、论文三篇。这次会议的最大特点是,赋文学研究、讨

论的重点从汉赋延伸到唐宋以后,从作家作品的局部考查扩大到文学现象的整体观照。会上,中外学者各具

特色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得以充分交流,海外赋学研究的地位和成就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会议于10月 19日

圆满结束。山东大学《文史哲》出板了
“
首届国际赋学学术讨论会论文专辑

’ (科研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