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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庙是纪念和祭祀我国
伟 大 的 思 想 家 、 政 治 家 、
教 育 家 孔 子 的 祠 庙 建 筑 。
相信不少市民在节假日都
会带着孩子前去游玩。也
许一些市民并不知道，在
郾城区文化局院内，就有
一座文庙。在这座文庙西
侧，有一条街，这条街因
文庙而得名，它就是洪学
街。

街道位置：
位于黄河西路，紧邻文庙

1 月 11 日上午，记者来
到市区黄河西路郾城区文化

局西侧，找到了这条洪学
街。初闻洪学街紧邻文庙，
记者以为站在街口就能看到
与它相邻的文庙。可由于街
道蜿蜒曲折，在街口并没有
看到文庙。

随后，记者从黄河西路
与洪学街交叉口出发，沿着
洪学街向北行走。起初街道
比较宽敞，街道一侧为居民
区，另一侧则停着几辆汽
车。记者顺着洪学街继续向
北走，行至中间道路向西一
拐，再继续向北行走，绿瓦
红墙、古色古香的文庙大成
殿就映入眼帘。在大殿西
侧立有一块牌子，上面写
着“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文庙大成殿”。这座
在古时颇有名气的文庙大
成殿就坐落于此，这座文
庙大成殿也是郾城八景之
首。随后，记者继续前行，
道路开始变窄，一直可通到
海河路。

街名由来：
居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当天上午，记者采访了

一位在此居住的老人，他姓
张，今年 77 岁。“这条街挨
着 文 庙 ， 所 以 就 叫 洪 学
街。”这位老人说，这条街
的历史也比较悠久。

“文庙是唐朝开始修建
的，现存建筑建于明朝中
期。”老人说，那个时候这
里培养了不少秀才、举人、
进士，在郾城历史上曾经盛
极一时，只是到后来衰败
了。

“既然是因为紧邻文庙而
得名，那为何叫洪学街，而
不是文庙街呢？”记者问。

“这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是
因为挨着文庙而得名的，具
体原因我也不知道。”这位老
人说。随后，记者又采访了
几位住在这条街上的老人，
关于街名的来历，他们均表
示不太清楚。

最后，记者从市民政局
地名办获悉。此处临近文
庙 ， 文 庙 又 称 黉 （hóng）
学 ， 故 取 名 黉 学 街 。 因

“黉”字的繁体字“黌”笔
画较多，书写困难，黉与洪
同音，又改黉为洪，故名洪
学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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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学街：因紧邻文庙而得名

□酒醉诗狂

我国是一个诗歌大国，素来
享有“诗国”称号。中国古典诗
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
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
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
特性和风尚。古典诗也称旧体
诗，从体裁上可分为古体诗和
近体诗两大类，这是唐代形成
的概念，是从诗的音律角度来
划 分 的 。 近 体 诗 是 讲 究 格 律
的，特别讲究平仄和对仗，故
又称格律诗，简称律诗；古体
诗不太讲究格律，它不要求平
仄和对仗。

近体诗萌芽于南北朝齐梁时
代，定型于初唐，盛唐以后逐渐
成为一种比较稳定的体式。近体
诗的基本因素是定句、定字、定
韵、对仗、声律。每首诗定为四
句或八句，五言诗每句定为五
字，七言诗每句定七字；双句末
字必押平声韵，首句可押可不
押；八句诗中间两联（两句为一
联）必须对仗；四句或八句中各
音不要求平仄合律，即句中平仄
相间、联中平仄相对、联间平仄
相粘的规律。具体来说四个特
点：

1.字数固定。近体诗包括律
诗和绝句，律诗每首八句，绝句
每首四句，句数都是限定的。近
体诗每句一般是五言或七言。所
以，字数固定可以说是近体诗的
一个共同特点。

2.用韵严格。一首诗必须一
韵到底，中间不能换韵；一首诗
必须用同一韵的字，不许出韵；
一般只用平声韵。

3.讲究平仄。
4.讲究对仗。
其中讲究平仄和对仗两点，

是近体诗的本质特点。
古体诗是相对于近体诗而言

的。作为一种体裁，古体诗的特
点是不大讲究格律。凡是诗歌，
多多少少总是要讲究一些格律
的，比如押韵，就是一种格律；
字句比较整齐（四言、五言或七

言），这也是一种格律。这些因
素，古体诗都是具备的，所以不
能说古体诗完全不讲格律。但古
体诗格律的要求不像近体诗那么
严，即前面所说的近体诗在字
数、押韵、平仄、对仗四个方面
的要求，古体诗都没有，但二者
有本质的区别。具体来说，古体
诗不同于近体诗的地方在于：

1.字数句数不限，可以是
四、五、七言，也可以是杂言；
个别的甚至是二言，如上古歌谣

《弹歌》。句数最少可以是两句，
如傅玄 《杂言》；最多可以达
300多句，如《古诗为焦仲卿妻
作》共357句。

2.押韵不严格，可以换韵，
可以通押，可以用平声韵，也可
以用仄声韵。

3.不讲平仄。
4.不讲对仗。
古体诗也叫古诗或古风。作

为一种体裁来说，在近体诗产生
以前的诗歌，包括古诗（唐以前
的诗歌）、《诗经》（诗经体）、

《楚辞》（楚辞体或骚体诗）、乐
府诗。其发展轨迹：上古歌谣→

《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
→魏晋南北朝民歌→建安诗歌→
文人五、七言诗→唐代的古风、
新乐府。在唐代近体诗产生以
后，唐代的诗人除了写近体诗，
还继续写这种不大讲究格律的
诗，包括四言、五言、七言、乐
府等，也都可以称为古体诗。但
是在习惯上，往往把“乐府”另
立为一种诗歌体裁，而把其余的
称为古诗，特别是把五言的和七
言的称为古诗，这是狭义的古
诗。

古体诗与律诗的区别

↑↑郾城区文化局西侧郾城区文化局西侧这条街就是洪学街这条街就是洪学街。。
→→洪学街路名洪学街路名牌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