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3月11日 星期一 责编：张伟伟06 人文沙澧

一条小巷缘何以“外交”为名
了解诗词中的平仄对仗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林润

一条幽静的小巷，却挂着
颇为大气的“外交”之名，让
人忍不住产生联想，这条小巷
可是有什么特殊的故事，故而
被人们称为“外交巷”？近
日，记者来到这条小巷探访，
发现此“外交”却非彼“外
交”，与我们通常理解中的外
交工作，并无什么直接关系，
它的得名别有一番说辞。

小巷宁静而幽深

3 月 8 日下午，记者来到
市区辽河路与井冈山路交叉
口，随后沿着辽河路向西行
走，走了约 150米左右后，在
道路北侧找到了外交巷的入
口。入口处很不明显，稍不注
意就会错过。

随后，记者走入小巷，小
巷宁静而幽深，两侧多为居民
住宅。巷子内的道路并不宽

敞，但看起来干净整洁，地面
上几乎看不到任何垃圾。

记者注意到，巷子内道路
宽有两米五左右，巷子东侧的
小路，可通往与它相邻的外贸
巷，巷子北头是环城路，南头
则与辽河路相连。

在一些有阳光洒进来的地
方，有几位老人搬着小板凳，
坐在一起唠家常。巷子内的路
上，时不时跑过几个你追我赶
的孩子。巷子内的居民走过邻
居家门前时，看到邻居总会问
一声好。这一切看起来颇有一
翻“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
味道。

小巷挂着“外交”之名，
记者在巷内走了一个来回，也
未找到任何与“外交”有关的
文字或者物件。

此“外交”非彼“外交”

为了解巷子名称背后的故
事，记者找到了巷子内的几位

居民打听。“这个‘外交’并
不 是 国 与 国 之 间 的 外 交 关
系。”家住外交巷的赵先生告
诉记者，他家的这栋房子已有
近三十年的历史，外交巷这个
名字与大家常说的外交并没有
任何联系。

“若非要说有啥联系，应
该就是那俩字一样吧。”赵先
生笑着说，也有不少人看到巷
子名字后，会产生疑惑，会打
听巷子名字背后的原因。

“这条巷子以前是郾城县
交通局与郾城县外贸局的家属
楼所在地。”赵先生向记者介
绍，巷子南头为交通局的家属
楼，巷子北头则是外贸局的家
属楼所在地。

“ 你 再 往 东 走 ， 有 条 巷
子就叫外贸巷。”赵先生说，
外交巷只是处在外贸局家属楼
与交通局家属楼之间，所以大
家就简称这条巷子为“外交
巷”，这个名字也一直沿用了
下来。

赵先生的说法，记者随后
也从市民政局地名办获得了
证实。“在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巷子为原外贸局和交通局
家属楼中间通道，群众习惯称
为外交巷。”一位负责人告诉
记者。

□酒醉诗狂

平仄，是律诗的一个重要
因素，是区别近体诗与古体诗
的一个主要标志。近体诗在平
仄方面，格律规定是非常严格
的，其平仄规则，一直应用到
后代的词曲。《毛主席给陈毅同
志谈诗的一封信》中说：“……
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
非律诗。”我们讲诗词的格
律，主要就是讲平仄。

平仄，即平声和仄声，泛
指诗词的声律。平仄是四声二
元化的尝试。四声是古代汉语
根据发音的轻重、长短、强弱
的不同，分为四个不同的声
调，即平、上、去、入四声。
平仄是在四声基础上，用不完
全归纳法归纳出来的，平指平
直，仄指曲折，即不平。这
样，它们就形成了两大类型。
如果让这两类声调在诗词中交
错着，那就能使声调多样化，
而不至于单调，形成声调上的
抑扬顿挫、轻重缓急，达到诗
篇的音律谐美。古人所谓“声
调铿锵”，虽然有许多讲究，
但是平仄谐和是其中的一个重
要因素。

千百年来，古人吟诗填词
必恪守平仄格律。若“不必拘
于平仄”，恐怕难以服众，毕
竟仍有数亿计的人以语言存入
声辨平仄，还有一些地区天然
辨平仄。

诗词的意境可以给人以美
感，可以取悦于读者，可以传
情达意，给人启发。诗人们想
到：为何不让诗词的声音也能
给人美感，读起来抑扬顿挫，
错落有致呢？于是平仄之说就
此诞生。

对仗又称队仗、排偶，是
把结构相同、字数相等、意义
相关的两个词组或句子并列在
一起的一种艺术手法，是诗词
格律的表现形式之一。蔡元培

《国文之将来》：“旧式的五七
言律诗与骈文，音调铿锵，合
乎调适的原则；对仗工整，合
乎均齐的原则，在美术上不能

说毫无价值。”王力《龙虫并
雕斋文集·语言与文字》：“对
仗，就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
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数量
词对数量词，虚词对虚词。”

与对仗相关联是对偶，对
偶是一种修辞格式。成对使用
的两个文句“字数相等，结
构、词性大体相同，意思相
关”。这种对称的语言方式，
形成表达形式上的整齐和谐和
内容上的相互映衬，使语句更
具韵味，增加词语的表现力，
体现诗歌的均衡美，具有独特
的艺术效果。对仗，是指诗词
创作时运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
式和手段，是按照字音的平仄
和字义的虚实做成对偶的语
句，是诗词中要求严格的对
偶。它要求诗词联句在对偶基
础上，上下句同一结构位置的
词语必须“词性一致，平仄相
对”，并力避上下句同一结构
位置上重复使用同一词语。格
律诗词的对仗使语言音韵和
谐，增强了节奏感和音乐美，
达到表现形式上的高度完美。

对仗是格律诗词独具的一
种创作技法。它兴起于隋唐的
近体诗，严格要求诗中的颔联
与颈联必须对仗。这一方法同
时也为词曲创作所采用，后来
又被用于对联撰写。由于律诗
词曲的创作本身对语言运用有
很高的艺术要求，讲究炼字炼
句，而对仗正好能够极大提高
诗歌的表达技巧和审美情趣，
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表现力。

对仗作为格律诗的一个基
本要求，是我国诗歌独有的最
具魅力的格律元素。它具有结
构形式美和声韵音乐美，使表
现的内容鲜明精美，富有张力。

漯河市群众文化活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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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活动名称 地点 举办单位

3月11日—6月 2019年漯河市文化馆公
益培训春季班

市文化馆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市文化馆

3月17日下午
3:00、4:30

“幸福漯河少年梦”优秀影
片公益放映活动

市人民会堂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中共漯河市委宣传部 2019年3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