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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应制与七言近体

刘!顺

摘!要# 语言学条件的成立及语体的雅化是古典诗歌特定诗体流行的前提与助援% #四字句$的成立是七言成体的语言
学前提&也是依赖#二二$节奏的四言诗最终衰落的要因% 而应制对于七言的语体提升则是七言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
七言近体之所以能够与五言近体并立&自语法层面而言&七言能够强化殊相&利于拓展写景,言情,论理的表现空间&且更
具语法密度)于韵律层面&七言#上四下三$结构所形成的表现功能&则较五言更具修饰性&情感表现的层次与空间亦更为
丰富%
关键词# 七言近体)!语体)!应制)!语法结构)!韵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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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应制与七言近体

!!在古典诗学研究中%#七言近体何以必要$似
乎是一个关注度远低于#七言近体何以可能与如
何演进$的问题& 但若无法明确一种诗歌体式存
在的必要%则难以解释何以不同的诗歌体式在文
学史上存有文本数量的巨大差异%以及同一体式
在不同历史时期影响高低的变化& 一种诗歌体式
可以是可能的%却不必然是能产的& 以七言近体
而言%其所以成体的可能%建基于四音节复合韵律
词与三音节超韵律词的出现与流行以及七言近体

声律规则的构建)冯胜利%+论稿- #!3a*& 而其
必要性则指向其演进的动力问题%也即为何在七
古与歌行而外%尚需作为一种特殊体式的#七言
近体$的存在' 何以在五言近体已然成体并成为
早期近体之典范的背景之下%七言近体犹有存在
的空间并逐步与五言近体平分秋色' 一种诗体在
萌生之初%技法多取效于其它成体%须逐步研磨方
能定型%但成熟诗体所具有的结构(语法(功能以
及风格特性却必然根源于成体之际& 故而%诗歌
体式源头的考察并不仅在于历史脉络的完整构

图%同时也是原理考察的必然要求& #七言近体
起自初唐应制%句法严整$ )谢榛 #$$*乃古典诗
论的常规判断&!$% 世纪八十年代%赵昌平先生即
较早关注到初唐应制与七言近体演进之间的关

联& 其在对七言近体风格的生成作出相应学理分
析的同时%并以详密的数据统计佐证了谢榛判断
的可信度)赵昌平 $a!a"*& 其卓越的工作确立
了有关七言近体演进问题后续研究的大致方向与

路径选择& 但#七言近体何以必要$作为谢榛诗
论所可能隐含的问题%在近四十年来的研究中并
未成为关注的焦点%从而也使本文的讨论具有了
一定的话题空间&

一$ 唐初应制与七言近体的语体迁移

七言句成体甚早%战国文献多见遗存& 两汉
之际%七言独立成体%但多为韵语%与诗句有别%民
间谣谚及字书(镜铭常加采用%内容涉及祈福(辟
邪(布道与赞刺等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语言质
朴%甚或俚俗)赵敏俐 $a!a"*& 七言诗自东汉
后期逐步兴起%已变句中押韵为句间押韵%但以隔
句韵为标志的成熟诗作却迟至鲍照之时方始出

现%此时%去五言诗的确立已近四百年& 成体之后
的七言诗多为乐府题材%虽篇制结构增大%抒情功

能强化%但并未能迅速改变七言#体小而俗$的语
体认定)葛晓音 $aa*& 七言若欲成为主流诗体%
真正挑战五言诗的强势%语体的提升将是其必须
跨越的障碍&

举凡一种文学体式通常有典型之语体%+文
笔式-曰.

凡制作之士!祖述多门!人心不同!
文体各异# 较而言之!有博雅焉!有清典
焉!有绮艳焉!有宏壮焉!有要约焉!有切
至焉# )张伯伟 b_+

语体作为话语交际中所产生的具有情感及身份区

分效应的功能性概念%其生成取决于言说所服务
的对象(场合(主题及言说者的态度等四重因素的
综合作用%而以韵律及语法为呈现手段 )刘顺
#%a!#`*& 虽#语体$一词并未见之于中古时期
的诗文批评%但时人对于语体的敏感却极易察觉&
#博雅$#清典$ #绮艳$诸语%+文笔式-以文体称
之%不尽同于语体%但与今日文学史研究中所习称
的文体则差异明显%反较近于#风格$& 风格及语
体在文本艺术特性的类型描述上存有高度交叉%
然语体对于生成机制与实现手段以及语体弹性

)移位*与文体演化诸问题的系统关注%则为风格
所不及%而具有较高的解释效力& +文笔式-先论
文体后及文类%当可视作中古文论对于语体效应
的重视& 在此知识氛围之下%应制诗的书写无疑
为七言近体的语体移位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契机.

应制诗非他诗比!自是一家句法!大
抵不出于典实富艳尔&''(若作清癯
平淡之语!终不近尔# )葛立方 a^_+

虽然语体并非文体%但语体要求可以催生新的文
体& 在五言诗具有压倒性影响的历史时期%七言
若无语体的内在推动%很难迅速完成语体移位的
进程%并进而在士人的频繁应用中提炼技法(拓展
诗体的功能空间& 应制诗#典实富艳$的语体要
求%无疑会推进七言近体的成型与雅化&

据彭庆生+初唐诗歌系年考-所标诗目%自武
德元年至先天二年%共存七言近体应制诗 #"" 首%
占此时期七言 $b3 首总量的 a_2$�&"

应制确为

七言近体成熟的重要契机& 应制诗既贵#典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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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七言近体欲自此一途趋于繁盛%语体上的适
应是必要前提& 此外%由于七言近体在初唐数量
有限%且主要限于应制活动%故而%所谓应制对七
言近体的语体提升%于其实际效应而言%乃是七言
近体没有经过七言诗整体的语体抬升过程%即获
得了跨越发展的机遇%甚而可以说%七言近体的语
体有着先典雅而后再做拓展的过程& 而若衡以中
古诗歌体式演化的历史脉络%四言诗的衰落以及
因此而导致的语体庄典化%无疑为七言近体的语
体提升提供了补位的空间&

复据彭庆生+初唐诗歌系年考-%初唐四言诗
总计 #`# 首& 与国家礼仪(宗庙相关者共 #"3 首%
个人抒情言志之作则数量寥寥%四言诗此时已不
再是文坛的流行诗体& 四言诗的此种变化%与其
成体的语言学条件的变化有着重要关联.

/国风0 /雅0 /颂0之诗!率以四言
成章&''(宋%齐而降!作者日少# 独
唐韩%柳/元和圣德诗0/平淮夷雅0脍炙
人口&''(自时厥后!学诗者日以声律
为尚!而四言益鲜矣# )吴讷 "%*"#+

四言诗的兴起%缘于汉字的单音节化以及汉语词
汇的双音节化%但随着词汇的实字化(语助成分在
诗中的逐步消减%四言诗失去节奏上的多样性%功
能渐趋萎缩)葛晓音 $%a*& 虽然中古之世%四言
犹有#雅音之韵%四言为正$ )挚虞 #^%`*的语体
位置%但汉语在东汉末年出现并渐次流行的四音
节作为一韵律单位的#四字句$现象%#

将会彻底

改变四言诗存在的韵律基础%李唐四言唯韩(柳有
少许佳作%应根源于此&

传统时期的诗学批评%在关于诗体构造问题
上的相关言说%虽重在现象描述而少有机理分析%
但已可见出对基本节奏问题的关注& 冯复京+说
诗补遗-曰.

予谓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皆天地
自然之节奏!惟六言操调恒促!而无依永
之音!布格易板!而乏转圜之趣# 古今殊
少佳制!非结撰之不工!乃作法之弊也#
)冯复京 "_"^+

所谓#天地自然之节奏$%虽并无进一步的原理分

析%然已大体描述出汉语诗歌在诗体构造上的基
本特性& 汉语古典诗歌的结构系统默认最基本(
最小亦即最佳的结构. 两个音节组成一个最小音
步,两个音步组成一个最小的诗行,一个最小的旋
律单位组成两个诗行,两个旋律单位组成一首最
小的诗)冯胜利%+论稿- 3a*& 四言诗句由两个
标准音步)双音节*组成%故而四言诗成立的条件
为汉字的单音节化与词汇的双音节化,五言诗句
由一标准音步�一超音步)三音节*组成%其成立
的条件则为三音节韵律词的出现,七言诗句由一
复合音步)四音节* �一超音步组成%四音节复合
韵律词的产生是其成立的语法条件& 诗歌史上%
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的相继兴起%其背后的语
言条件乃为双音节韵律词(三音节韵律词及四音
节复合韵律词流行时间的相继& 四音节复合韵律
词的出现%意味着四字模块成为一个独立的韵律
单位& 虽然在此单位内部依然遵循二二的节拍划
分%但四字模块作为一个独立的韵律单位%会形成
整体的音感效果%其内部的节拍划分则须服从整
体音感的要求& 四字模块的主导重音格式为 #
"$a)数字大小代表轻重等级*%这必将弱化四言
诗二二节奏)#$%#$*的相对独立性& 松浦友久曾
认为只要四言诗依然流行%大量创作七言诗%尤其
是每句韵的七言诗%从节奏方面看即无特别的必
要)松浦友久 #$^*& 松浦注意到了七言诗的兴
起与四言诗衰退的共时性%但因其分析七言节拍
时%遵循四节拍的划分法%故难以聚焦四音节复合
韵律词与二二节拍的内在不同& 因而%不是四言
诗的流行%而是二二节拍的流行%方是七言诗不能
兴盛的根本原因& 随着魏晋以来四音节韵律词的
逐步增多)冯胜利%+论稿- $#a*%#四字密而不
促$)刘勰 #$3`*的特性开始被认可%七言诗的兴
起与四言诗的衰落即是必将发生的诗学现象& 四
字格的兴起本即与四声理论的流行高度相关& 四
字格的构造从依赖经验至规则明确而逐步成为日

常的语言现象%与近体的演进在时间上高度重合%
其为七言近体的流行提供了语言学条件并内在影

响了七言近体的表现功能%亦同时改变了四言诗
的语言环境& 四字格的流行%意味着四言诗必须
通过语法的作用%以对抗四字格韵律节奏的影响%
方能形成相应的诗句节奏& 虽然在唐代以及之后
的历史时期%四言依然在郊庙歌辞中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但此种现象既缘于四言诗体的经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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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也是因为配乐而歌多少回避了韵律节奏上的
挑战%而个体之作则#作者日少$且难见佳作& 由
于四字格的影响%唐初四言节奏多偏于轻快& 于
志宁+四言曲池酺饮座铭-中#泾抽冠筝%源开绶
花& 水随湾曲%树逐风斜& 始攀幽桂%更折疏麻&
再欢难遇%聊赏山家$)彭定求 #%^"%*等句%节奏
上即有此特点%王勃+倬彼我系-亦如之& 而颇受
吴讷称誉的韩愈+元和圣德诗-%其序曰.#辄依古
作四言+元和圣德诗-一篇$ )韩愈 3$b*%表明此
篇为仿古之作%乃精心构拟而成& 四言诗因为与
流行语言现象的历时距离%语体庄典化对于士人
而言已是高度技术化的诗歌体式& 韩诗起首数
句曰.

皇帝即阼!物无违拒.曰旸而旸!曰
雨而雨# 维是元年!有盗在夏.欲覆其
州!以踵近武!皇帝曰嘻1 岂不在我$
)韩愈 3$b+

为了强化二二节拍间的节奏停顿%四言诗须大量
使用虚字及语法上的并列结构%以此制约韵律节
奏& 在此诗中%#曰$#而$#维$#有$#以$#岂$等
语词的密集使用%强化了四言诗的节奏感%也为此
诗赢得了#词严气伟$的赞誉& 但四言诗写作的
高度技术化%难以适应应制诗现场写作的要求%也
意味着其作为诗体流行度的下降& #凡上一字为
一句%下二字为一句%或上二字为一句%下一字为
一句)三言*& 上二字为一句%下三字为一句)五
言*& 上四字为一句%下二字为一句)六言*& 上
四字为一句%下三字为一句)七言*&$ )遍照金刚
#3"*虽然今日的读者已难以越过四字格的节奏
影响%去重建四言诗二二节奏的音感%从而为四言
诗与七言诗的此消彼长提供实证%但唐人无#上
二字为一句%下二字为一句)四言*$的表述%当可
为以上的推论提供具有历史现场感的坚实佐证&
当四言诗已不足以成为七言近体成熟与流行的历

史障碍时%五言近体却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作为中古诗坛的主流诗体%五言近体进入应

制诗的时间早于七言%其数量亦远超七言&$
七言

近体进入应制始自高宗永徽二年%而逐步兴盛于
武则天及其后的一段时期.

律体板!而七言较五言多两字!反觉

委蛇宽舒&''(诗主和平!大都古体七
言不如五言近雅!唐体五言不如七言近
骚!唐体五言伤于急!古体七言过于放#
)郝敬 $^%3+

作为应制诗的首选诗体%五言近体的地位所以被
七言逐步弱化%根源依然在于五言在回应应制诗
对#典雅壮丽$的语体要求时%不及七言近体彻
底& 而七律#委蛇宽舒$的特点%也同时提示#典
雅壮丽$非仅与语义亦和韵律相关& 虽然%七言
近体的语体移位并未能立即动摇五言的主导地

位%#夫文章之体%五言最难$ )张伯伟 #b#*依然
是唐人对诗歌体式的基本认知%但应制诗的流行
却无疑促成了七言诗语体的跨越性提升& 相较于
古体七言#过于放$的体式特性及语体的#小而
俗$%七言近体无疑更能适应应制诗的语体要求%
七言近体遂迅速成为士人关切的文体形式%技法
研磨的进程也由此加速& 唐初七言应制以圣历三
年)久视元年*(景龙三年(景龙四年为其高峰%此
时期诗体的数量超过一百首%且不乏名作& 虽然
应制终究只是七言诗兴盛的外在推力%但也正因
应制诗的流行%才最终在四字格初步成熟后的百
余年间即实现了七言诗的繁盛& 在此过程中%对
应制语体要求的适应则可视为其技法研练中的核

心原则&
典雅壮丽是美颂型应制诗的语体要求%也是

后世所认可的应制诗的典型语体& 此一语体%要
求文本书写所涉及的题材多为公共性主题%其程
度越高%典雅庄重的色彩越浓& 自文本的技法呈
现而言%又具体化为七言近体在语词(对仗(用典
乃至语法与韵律结构上的选择& 语词物象与对仗
典故选用上的适恰虽是七言近体完成语体移位的

必要步骤%但五言近体同样可以满足以上要求&
故而%七言近体所以必要的根本原因%需要在一般
性技法分析的基础上%综合五七言诗语法与韵律
结构的特点%方能得到较为彻底的解答&

二$ 七言近体语法结构的表现功能

语法与韵律的相互制约是言语功能最为重要

的生发机制& 一切言语%无论韵散(短长%均具韵
律与语义双重节奏& 与散文或口语中意义节奏明
显而韵律节奏相较模糊不同%汉语古典诗歌韵律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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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明显%而意义节奏则通常服从于韵律节奏的
制约%以#上三下四$及#上三下二$为典型的折腰
句通常被称为文句%即为韵律制约句法的结果&
但语法结构同样会对韵律产生制约%或改变诗句
的韵律节奏)其特例即为折腰句*%或通过语法容
量以及结构组合方式的变化%以影响韵律单位间
的相对轻重& 由于语义节奏依赖语法结构而生%
故而%诗句语法单位的容量及其组合效应%对于诗
歌携带信息的多寡(韵律节奏的相对轻重以及其
最终的表现功能影响深远& 七言应制诗所以能够
逐步弱化乃至超越五言的影响%语法容量与结构
的特性应是要因之一&

句法组合的词汇化%至北宋方告一段落& 自
此而后%论及诗歌句法者不胜枚举%然讨论的焦点
多为技法的研磨与推敲%或对特定诗人句法的描
述与命名%却较少留意五七言句间的根本差异&
即有论者对五七言的句法结构有所着墨%但大体
多为表层的现象陈述& 冒春荣+葚原诗说-云.

五字为句!有上二下三!上三下二!
上一下四!上四下一!上二下二中一!上
二中二下一!上一中二下二!上一下一中
三!凡八法# )冒春荣 #a^_+

七字为句!中二联最忌重调# 句法
则有上四下三!上三下四!上二下五!上
五下二!上一下六!上六下一!上二中二
下三!上一中三下三!上二中四下一!上
一中四下二!上四中一下二!上三中一下
三!此十二法尽之# )冒春荣 #`##+

五言诗句在句法组合关系上共有八种%七言诗句
则有十二种之多%但八种组合与十二组合之间的
根本差异何在%此种差异对于诗句的表现功能又
会产生何种影响%并未因此得到具体的解答& 当
下流行的古典诗歌句法理论%较为专业而细致的
成果%当推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但此书借
助现代汉语语法概念所作出的细密分析%因过于
繁密且与古典诗论常用语词偏差较大%对文学研
究的影响有限& 相较而言%蒋绍愚+唐诗语言研
究-中对紧缩句与连贯句的描述%更便于文学研
究的具体操作%但也未及讨论五(七言句语法结构
的内在差异& 在#七言近体何以必要$作为问题
被接受之前%五(七言句法的差异问题似乎并无追

问的理由& 但王(蒋两位先生的研究仅在整体句
式上讨论句法问题%难以真正触及两者间的根本
差异& 由于五言诗由一个标准韵律词�一个超韵
律词构成%而一个韵律词无论是词抑或短语均可
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语法单位%故而%五言诗句在
整体上可以视为两个相对独立语法单位的组合&
与之相应%七言诗句复合韵律词部分可分拆为两
个语法单位%如此%七言诗句即可被视为三个相对
独立的语法单位的组合& 五(七言句法的差异在
最为基础的层面%即视为两个语法单位与三个语
法单位之间的不同& 为简化分析%可以暂将五言
诗句的句法分析为6�S,七言诗句则为)?�6*
�S)?和6的位置可相应调整*& ?可以首先视
为全句的附加成分%只增加信息%不改变整体的语
法结构& 此类型的七言诗句的句法结构可以描写
为)?*6�S&

初唐七言应制以+石淙侍奉应制- )#b 首*(
+夜宴安乐公主新宅-)#3 首*(+幸安乐公主山庄
应制-)#a 首*(+春日幸望春宫应制- )#" 首*(
+兴庆池侍宴应制- )## 首*最具典型%兹取其中
两首%以为样本%分析如下.

/侍宴安乐公主庄应制0" )平阳+
金榜凤凰楼!)沁水+银河鹦鹉洲# )彩
仗+遥临丹壑里!)仙舆+暂幸绿亭幽#
前池)锦石+莲花艳!后岭)香炉+桂蕊
秋# 贵主)称觞+万年寿!还轻)汉武+济
汾游# )李適 bbb+

/兴庆池侍宴应制0" )碧水+澄潭
映远空!)紫云+香驾御微风# )汉家+城
阙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镜中# )向浦+
回舟萍已绿!)分林+蔽殿槿初红# )古
来+徒羡横汾赏!)今日+宸游圣藻雄#
)沈佺期 #b^+

?部分的存在对全句上下韵律单位相对轻重的影
响暂置不论& 其作为附加部分%可以增大诗句的
信息含量%如时空(状态(性质(程度(物象(人事以
及逻辑关联等& 应制诗#典雅壮丽$的语体要求
是七言进入应制活动的重要推动%而应制诗语体
在文本层面对齐整律的偏好以及对变化感(变异
感的警惕%让空间景观成为应制诗最为重要的
成分&

"#b_"



初唐应制与七言近体

#自景龙始创七律%诸学士所制%大都铺扬景
物%宣诩宴游%以富丽竞工&$)胡震亨 ^"*铺扬景
物虽然容易造成七言近体节奏的板滞%但七言近
体欲气象伟丽(庄典%物象并置则是必由之途.
#七言诗中%每句用上三物即成气象%至四物即愈
工%然愈少%所可举者二三联而已&$ )吴沆 "$!
""*近体诗中的自然物象%若使用单名%如#天$
#地$#山$ #川$等%只能表现共相& 但即便使用
双名%通常也以表现共相为主%特别是在名词叠加
的复合词中%此类性质更为凸显)高友工!梅祖
麟 3_*& #互成对者% 3天4与 3地4对, 3日4与
3月4对,3麟4与3凤4对,3金4与3银4对,3台4与
3殿4对,3楼4与3榭4对& 两字若上下句安%名的
名对& 若两字一处用之%是名互成对%言互相成
也& 诗曰.3天地心间静%日月眼中明& 麟凤千年
贵%金银一代荣4&$)张伯伟 b`*虽然互成对的名
词叠加会产生新的共相并形成独特的表现功能%
但若仅停留于共相的表达%应制诗难以满足典雅
壮丽的语体要求.

/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0" 今春芳苑
游!接武上琼楼# 宛转萦香骑!飘飖拂画
球# 俯身迎未落!回辔逐傍流# 只为看
花鸟!时时误失筹# )沈佺期 #3b+

虽然若仅从句法语义的角度而言%五言应制亦可
以满足典雅的语体要求%但若综合考虑韵律的限
制%五言近体的表现功能不免会受到相应的限制&
与+兴庆池侍宴应制-相较%此首五言应制诗可称
雅正(清丽%但与伟丽无涉& 虽然此诗中的主要意
象如#芳苑$ #琼楼$ #香骑$%其形成方式为形容
词与名词的叠加%不同于互成对中名词与名词的
叠加%但两者之间只有功能上的差异. 后者产生
新的共相%前者则意在突显物象的特定性质%而性
质依旧是共相& 应制诗特别是美颂型应制诗对于
#至高无上$性的表现要求%却恰恰要求展示
殊相&

七言句语法单位 ?能否完成对于殊相的表
现%甚至将决定七言近体语体移位的成败& 李峤
+石淙-一诗%前四句云.#)羽盖*龙旗下绝冥%
)兰除*薜幄坐云扃& 鸟和)百籁*疑调管%花发
)千岩*似画屏$ )彭定求 b$_*%羽盖与兰除同为
只能表现共相的意象%但羽盖与龙旗(兰除与薜幄

的叠加%则可以通过同类物象的并置增强特定场
景的独特性& #百籁$与#千岩$因为数量值的存
在%成为#鸟鸣$与#花发$的程度修饰语%以满足
应制诗对于宏壮与阔大的偏好& 刘宪+奉和幸安
乐公主山庄应制-中#主家别墅帝城隈%无劳海上
觅蓬莱$)彭定求 b_%*一联%#无劳$暗示#因果$
关系的存在%诗人以此来凸显安乐公主山庄的壮
丽华美& 由于唐初应制诗前六句多为对句%提示
逻辑关系的推论句通常出现在应制诗的尾联%但
由于颂圣的语体要求%尾联的逻辑关系服务于对
#当场$与#当下$的强调& 宗楚客+奉和幸安乐公
主山庄应制- #幸睹八龙游阆苑%无劳万里访蓬
瀛$)彭定求 `3a*一联中%蓬瀛乃仙山%本超越于
现世之上%但安乐公主山庄壮美之极%现场即是仙
境%故不必再为刻意访求相传之仙山& 李適+侍
宴安乐公主庄应制-中#贵主称觞万年寿%还轻汉
武济汾游$ )彭定求 bbb*的古今对比%本隐含了
变化的观念& 但应制诗常通过否定性用典将表层
的以古为尺度转化成以今为尺度%或古今本即同
一尺度%而今又是未来的尺度%如此%理想的历史
形态不过即是#当下$的重复& 至此%七言句相对
于五言句最重要的差异即可大体归结为对于殊相

的表现& 此种能力%满足了美颂型应制诗的语体
要求%同时也为七言近体语体功能的拓展奠定了
基础& 胡震亨+唐音癸签-曰.

开%天以还!哲匠迭兴!研揣备至!于
是后调弥纯!前美益鬯!字虚实互用!体
正拗毕摄!七言能事始尽# 所以溯龙门
之派者!必求端沈%宋.穷沧海之观者!还
归大杜陵# )胡震亨 ^"+

七言近体的演进与成熟可以称之为李唐在诗歌体

式上的最大创获%通过应制而得以提升语体位置
的七言近体逐步侵蚀五言近体的领域%至杜甫而
#穷沧海之观$%并渐成与五言并立的诗体%#五言
为难$的认识也逐步转变为#七律最难$ )赵文哲
a`3*& 在此转化过程中%大量虚词进入七言
句中&

虚词的存在不但提示逻辑关联%同样也是表
现情感的重要方式%但虚字使用逐步导致了唐诗
风格的变换& #诗用实字易%用虚字难& 盛唐人
善用虚字%其开合呼唤%悠扬委曲%皆在于此&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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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善%则柔弱缓散%不复可振%亦当深戒&$ )李
东阳 ^_*虚字的使用增大了诗歌的表现容量并
降低了诗歌书写的难度%也自然让七言重新面临
语体确认的挑战%只是汉语白话的兴起%已让此种
努力变得不再必要&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所
以成立%最为根本的原因当是汉语语法与韵律基
本结构的改变%在此意义上%汉语诗歌可谓至七言
而盛%也自七言而衰&

三个独立语法单位的数量优势以及超韵律词

可为短语又可为词的特性%使得七言句在整体层
面上的语法组合具备了多种可能%前引冒春荣所
列出的十二种组合%大体可以见出七言诗句句法
结构组合的多元%这也是七言语法结构区别于五
言的另一特点& 句内语法组合的多样%会增加整
体句法结构的复杂性%而七言近体对于对偶的强
调%亦为此种复杂句法的出现提供了便利)高友
工 $"3*& 虽然应制诗因为语体的制约%难以构
造语法过于复杂的对句%但偶一出现的复杂句式%
如#文移北斗成天象%酒递南山作寿杯$已暗示了
七言句法复杂化的可能%只是句法复杂化对于七
言近体的意义远不及#表现殊相$的重要& 而七
言近体因整体结构上的要求%对七言句虚字实字
位置的强调%以及首联(尾联及中间两联内容与句
型的规定%则更可视作七言句与五言句在句法结
构上根本差异的连带效应&

三$ 七言句韵律结构的表现功能

汉语古典诗歌韵律结构的形成%主要受制于
音节数(押韵以及超音段的音高与音长间的搭配&
从诗歌整体层面而言%齐整律是四(五(七言共同
遵循的韵律原则%甚至看似参差不齐的杂言诗%以
整体结构而言%依然会体现出对齐整律的遵守&
但齐整律是对诗歌基本节奏的强化%故而%五七言
诗虽然共同遵循齐整律的要求%但在基本节奏上
却存有明显的差异%并由此产生明显的表现功能
与表现效果上的差异& 松浦友久认为五律作为诗
型%以表现古典的(正统的或典雅(厚重(庄重之类
的感觉为中心%而七律则以表达非古典(当代的或
者壮丽(典丽(畅达一类的感觉为中心& 此种表现
感觉的差异源自于诗句基本韵律节奏%也即节拍
数量上的差异& 松浦友久以其所提出的#句末半
拍休音$概念%将五言分为上一拍(下两拍的三拍

结构%而七言诗则为上两拍(下两拍的四拍结构&
此种分法并未违背七言诗句上四下三与五言诗句

上二下三的基本节奏%其所提出的五言节拍#头
轻脚重$与七言节拍#头重脚轻$的差异%更是对
此基本节奏的认同)松浦友久 $a`*& 但其分析
似乎难以解释为何汉语诗歌以三节拍及四节拍的

五七言最为能产%#二字头$与#四字头$作为独立
的韵律单位其内部是否也有轻重之别%#头轻脚
重$与#头重脚轻$又何以会产生感觉表现上的差
异%问题最终似乎又回到#四字头$与#二字头$的
差异& #诗以声为主宰$)赵宧光 b^a*%#声音$虽
然并不能直接建立起对他人体验的感知%但却是
产生感受感染的重要契机%在声音顿挫抑扬所形
成的氛围中%读者极易为诗歌所感染%继而形成某
种同一感甚或相互一同感受& 故而%应制对于七
言近体的需要以及七言近体最终与五言平分秋

色%其根本原因或当由此求之&
汉语诗歌若能产%则必然满足诗歌结构构造

的最佳条件%也即任一诗行须至少也至多包含两
个节律单位& 五言诗由上二�下三两个节律单位
组成%而七言诗由上四�下三两个节律单位组成&
由于语言节律须遵守相对重轻律%作为最基础的
韵律单位的音步即是一个轻重单位%从而形成一
个内部的双分支结构& )冯胜利%+汉语韵律句法
学- $%*#二字头$因顿断的节奏要求为右重%其
格式为)#$*%而#四字头$的轻重则是前二轻于后
二%具体到每一音节则轻其轻(重其重%其主导格
式为)#"$a*%间有)"#$a*式& 而五七言诗行作为
一个整体韵律单位同样也是一个双分枝的轻重组

合%上二为双音节韵律词(上四为四音节韵律词(
下三为三音节韵律词%所以五言诗的相对轻重结
构为头轻脚重%七言诗为头重脚轻& 相对较重的
部分即为形成诗句语义与节奏的焦点成分%所以
七言诗的焦点在上四%而五言诗则在下三.

/侍宴安乐公主新庄应制0" 皇家贵主好
神仙!别业初开云汉边# 山出尽如鸣凤
岭!池成不让饮龙川# 妆楼翠幌教春住!
舞阁金铺借日悬# 敬从乘舆来此地!称
觞献寿乐钧天# )沈佺期 #`#*#`$+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应制0" 春豫灵池
会!沧波帐殿开# 舟凌石鲸度!槎拂斗牛
回# 节晦蓂全落!春迟柳暗催# 象溟看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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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景!烧劫辨沉灰# 镐饮周文乐!汾歌汉
武才# 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 )宋
之问 a_%+

在七言应制诗中%由于上四为焦点部分%故而在此
复合韵律词中%常可见到修饰性成分%或以并列方
式增强修饰效应的成分%同时表示逻辑关联的语
词也主要出现于此& 沈佺期以尤长七言著称%
#皇家贵主$ #妆楼翠幌$ #舞阁金铺$ #称觞献
寿$%语义重复度甚高%但这恰恰是七言近体诗强
化上四焦点作用的基本方式& 如后来杜甫诗中%
#风急天高$ #渚清沙白$ #锦江春色$ #玉垒浮
云$%乃至杜牧#深秋帘幕$ #落日楼台$均同一机
杼& 而#山出尽如鸣凤岭%池成不让饮龙川$则通
过#尽如$#不让$以凸显逻辑关系& 虽然%七言诗
中虚词可以出现在下三中%但出现于此的虚词%通
常传递的是当句内的逻辑关系%尤其是对立的关
系%如#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杜甫
b"3*(#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杜甫
#a_b*& 而对立关系的效果呈现却依赖于上四的
整体效果&

当虚词出现于上四时%其逻辑关联则主要依
赖于行间的对立即一联而成立%如#人生几回伤
往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刘禹锡 33^*(#沙鸟不
知陵谷变%朝飞暮去弋阳溪$ )刘长卿 $%%*& 五
言近体的焦点为下三%故宋之问的应制诗中%#灵
池会$#帐殿开$ #石鲸度$ #斗牛回$诸部分才是
全诗语义与节奏的中心& 由于上二难以突显#殊
相$%上二下三的连接通常只能描述特定的行为
状态或性质%故五言近体更易于表现共相与一般
性%传递传统(典雅等感觉.

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0" 独有宦
游人!偏惊物候新#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
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 忽闻
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彭定求 b"#+

由于信息过于简约的限制%五言近体的情感表现
较七言近体更为克制& 即使杜审言使用了#归思
欲沾巾$这样明确表明情感程度的语句%因受语
义与韵律的双重限制%似乎依然只能传递一般性
的感伤& 但如此描述%并不意味着否定五言诗言
说特殊情感的可能%也并不否认一般性的感伤表

达%尤其是人心之至情(古今之共理所可能具有的
动人心魄的能力%而是意在强调五言近体在情感
表达上相对而言的特点与限度& 与之相较%七言
近体中的情感呈现更为细腻%也更具个体性.

/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
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0" 逐臣北地
承严谴!谓到南中每相见# 岂意南中歧
路多!千山万水分乡县# 云摇雨散各翻
飞!海阔天长音信稀# 处处山川同瘴疠!
自怜能得几人归# )宋之问 a""+

七言近体对情感的表现%多外显而少含蓄%这既是
因为四音节的结构为情感的细节化提供了便利%
也缘于上四下三在音律节奏上#头重脚轻$所形
成的流畅感%适宜于情感的表现.

武平一/幸梨园观打球应制0" 令节重遨
游!分镳应彩球# 骖■回上苑!蹀躞绕通
沟# 影就红尘没!光随赭汗流# 赏阑清
景暮!歌舞乐时休# )彭定求 #%_$+
武平一/奉和立春内出彩花树应制0" 銮
辂青旂下帝台!东郊上苑望春来# 黄莺
未解林间啭!红蕊先从殿里开# 画阁条
风初变柳!银塘曲水半含苔# 欣逢睿藻
光韶律!更促霞觞畏景催# )彭定求
#%_"+

同出于武平一之手的两首应制%作于景龙四年&
五言近体欲流畅(圆美流转%用语须清丽%追求情
景互融%过于堆垛雄伟壮丽的意象则会造成节奏
的迟缓& 相较之下%七言应制因为#头重脚轻$的
韵律特性%其流畅度较五言为高& 由此%也部分化
解了七言近体可能因为堆垛物象所造成的凝重与

迟涩&
七言以表现#非古典的$ #当代的$感觉为中

心%其语言学基础在于四字格早期的口语化以及
在隋唐时期的流行度& 四字格本由双音节通过并
合与拆补而成%当四字格盛行时%双音节的正式度
随之提升%由之奠定了五(七言近体在表现感觉上
的差异& 四字格主要由双音节并合与拆补而来的
构成方式%形成了四字格)#"$a*与)"#$a*两种重
音模式& )"#$a*的重音模式源于双音节的拆补%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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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四音节主要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口语使用%如
花花草草(年年岁岁等& 此外%若#别别扭扭$#凑
凑合合$等具有轻声成分的组合%其重音形式为
)"#%$*%因过于口语(俚俗%也不适宜于七言近
体%甚或七言诗体& 故而%七言近体的四字格较少
使用)"#$a*重音模式& 相反%歌行体中的使用频
次则相对较高& 由于七言诗上四下三之间的轻重
关系为相对轻重%上四较重%下三也随之为重%反
之亦然& 故而七言欲提高诗歌的正式与典雅度%
则应增加上四的整体音重.

阳音字重!入声字硬# 古人因七言
句长易弱!往往用阳音入声字以救之
&''(袁简斋谓",3群山万壑赴荆门4!
不用3千山4!而用 3群山4!所以是唐
音#-此言极是!而未发明# 盖,群-字属
阳而重!则句有气势而不佻# 用 ,千-
字!属阴而轻!则句伤流利矣# )施山
33"3+

四字格的主导重音模式为)#"$a*%欲增加整体音
重%最为直接的方式即增加最轻一字的音重. 或
改变其音长)声调*%或改变其音高)字之轻重*&
#群山$之#群$为合口三等韵%#千山$之#千$为
开口四等韵%#群$音低浊强度高于#千$字%更适
应于传递历史沧桑之感& 此外%改变四字格内部
的语法结构也是改变整体音重的有效方式& 当四
字格的语法关系最为紧密时%节奏最为流畅%亦最
易产生轻清之感& 故而%四字格中并列式以及修
饰成分前置后置位置的调整作为有效手段被频繁

采用& 如#舞阁金铺$ #称觞献寿$是并列式%#羽
骑参差$#霓旌摇曳$是语法成分位置的调整& 但
因为上四终究为一韵律整体%所以四字格很难接
受二四双平的声调结构& 当考虑全句整体节奏
时%降低上四与下三特别是后五字间的语法关联
度%也是增加七言句正式度的常见手段!!!上四
与下三有明确的语法关联度%是七古或歌行体乃
至俗语七言的常见特点& 在七言句语法与韵律的
互动关系中%韵律对于语法的制约更为明显与强
势%这也为七言近体提供了相较五言更大的韵律
调节的空间并相应扩展了其表现功能&

结E语

应制作为政治高层文学活动的典型形式%其
语体要求推动了七言近体的语体移位& 七言近体
迅速雅化并最终促成了七言诗在唐代以及后世的

繁盛& 虽然%七言诗成立的语言学条件乃是四字
格的流行%而七言近体之所以能够适应应制诗的
语体要求%其根本原因在于七字句与五字句在句
法结构与韵律结构上的不同%但应制活动的存在
却为七言诗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外在推力%并为七
言诗技法的提升提供了研磨的空间%七言近体区
别于五言近体的表现功能由此才得以逐步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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