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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重视诗歌标题，有不少研究。东汉许

慎在《说文解字》中将“题”字解释为“额也”，将

“目”字解释为“人眼”。唐代诗人贾岛《二南密

旨》说：“题者，诗家之主也;目者，名目也。

如人之眼目，眼目俱明，则全其人中之相，足

可坐窥万象。”中国新诗已诞生百余年，新诗标

题有哪些具体形式？规律怎样？与古诗诗题有

哪些联系和区别？

   

   标题即面目

   一般而言，诗歌阅读的起点是标题，创作

构思恐怕也常常如此。道理很简单，一首诗的标题，就像一个人的面目，关系到给人的第一印

象，传递作者的情感姿态、社会身份、文化取向以及诗人性格特点等信息，担负着主体识别的功

能。像贺敬之《雷锋之歌》、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

诗，一望便知是传统抒情性的，田间《赶车传》分明是纯正叙事口吻，而像朱湘《哭孙中山》、

杜运燮《给永远留在野人山的战士》则显然是悼念诗。

   

   仔细琢磨，标题的信息量很大，常带有时代信息。像《穿牛仔裤的男子》（昌耀）、《美国

妇女杂志》（陆忆敏）、《中文系》（李亚伟）、《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欧阳江河）、《事

件：停电》（于坚）等标题，由于使用的概念只能来自现代社会，一望便知是现代诗。

   

   更多的，新诗标题可传达个性化的审美信息。如果你读多了新诗，就会注意到一个现象，不

少新诗的标题起得富有韵味，本身就是好诗句。“90后”诗人刘浪的标题令我印象深刻，《万物扎

根于我》《雪是一个向下的、使世界安静的手势》。画家诗人沈亦然的《活得简直就像一件艺术

品》、安琪的《父母国》、小布头的《养猫的人，要有养虎的心》，这些标题，或想象奇特，或

出人意料，不同于文学教材经常提到的《女神》《雨巷》《再别康桥》《回延安》等写人、咏

物、记事的新诗标题，也不同于《咏柳》《望岳》《送元二使安西》等古诗诗题。从总体上来

看，这些新诗标题不太注重说明性，而强调审美性，显示了一种新的制题思路。也就是说，读者

不必看正文，光看标题，就能捕捉到扑面而来的诗意。

   

   再举几例。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完全以口语方式制题，被悼念的人已经离世，却用

了“在”字，以“在”反衬“不在”，可谓别出心裁，苦心经营。读者如果不了解时代背景，仅从标题

看，很可能会以为诗人写诗时周总理还活着。同样是悼念，牛汉《悼念一棵枫树》沿用了传统的

制题法，有点像杜甫《别房太尉墓》《八哀诗》、李白《哭晁卿衡》等古诗题，用语明确，情感

节制，遵循惯例，一看便知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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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即是面目，有区分古今之用。王士稹《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七曾言：“予尝谓古人诗，且

未论时代，但开卷看其题目，即可望而知之。”为什么王士稹说古诗“望而知之”？因为大部分古诗

的标题都有遵循的惯例，且说明性强。相比之下，新诗标题日渐丰富多元，其中一个趋势是，说

明性逐渐减弱，审美性日渐增强。宋词不必说了，是按照既定的词调（词牌）来写的，多少句，

每句几字，押什么韵，都有定制。表面上长短不一，实际上规矩严谨。唐诗的标题也有规律。由

于诗歌在科举、社交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制题就比较讲究社交功能，以说明性为要旨。送给皇帝

和高官看的，要礼节庄重;送给亲朋好友的，要传达情谊。游历诗常用“游”“登”“望”“过”，送别诗常

有“送”“别”标示，如《送元二使安西》《别董大》。讲究的还须细分，如“宴别”“赠别”“送别”“饯别”

“寄别”“留别”等，以区别不同的告别方式。情形再复杂点，以加前缀后缀详加说明，如杜甫《船下

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冬晚送长孙渐舍人归州》《公安送韦二少府匡

赞》。总之，古诗题突出的说明性，是出于实用目的。吴承学在《论古詩制题制序史》一文中有

详尽的讨论，他指出，“从晋代开始，诗题创作逐渐走向规范化，到初唐、盛唐时期，古诗制题已

经完全规范化，诗题成为诗歌内容的准确而高度的概括，成为诗歌的面目”。吴承学进而认为，“制

题的自觉是诗歌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诗歌创作进入自觉与成熟时代的标志之一，这意味着

诗人对于诗歌艺术形态开始有了规则与法度的观念。于是诗题的功能，也就从单纯称引符号，转

化而成诗歌的有机部分。它不但成为诗歌的眉目，而且起了一种对于诗歌内容加以说明、制约和

规定的特有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诗人们对诗题越来越重视，标题功能越来越发达。

   

   中国百年新诗的标题，同样也反映出这一规律。强调社交功能和说明性的干谒诗没有了，因

为没有科举，不再有人写诗以求官职。诗的功利性越来越弱。诗歌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也导致了

诗的实用性功能降低，审美性功能增强，言志抒情的成分日益增多。

   

   有题与无题

   一般人都会认为，诗都有标题。这是个错觉。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所收诗歌，原来

均无标题，现在人们看到的标题都为后人所加。历史地看，诗并非从来就有题，无题也是我们诗

歌的传统。在诗歌史上，对无题诗的学术评价很高。清代诗人袁枚《随园诗话》卷七说：“无题之

诗，天籁也;有题之诗，人籁也。天籁易工，人籁难工。《三百篇》《古诗十九首》，皆无题之

作，后人取其诗中首句之一二字为题，遂独绝千古，汉、魏以下，有题方有诗，性情渐漓。至唐

人有五言八韵之试帖，限以格律，而性情愈远。且有‘赋得等名目，以诗为诗，犹以水洗水，更无

意味。从此，诗之道每况愈下矣。”清代乔亿《剑溪说诗》卷下说：“论诗当论题。魏晋以前，先有

诗，后有题，为情造文也;宋齐以后，先有题，后有诗，为文造情也。诗之真伪，并见于此。”王国

维《人间词话》说：“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

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把诗题之有无与先后说成是“诗之真伪”

之区别，未免极端;以之论证诗歌创作之每况愈下的趋势，当然也不足取，但几位前贤都把题之先

后作为古今诗歌演变的一大关键，则是相当有艺术眼光的。有题诗后来居上，顺应历史潮流，占

据了诗歌史的绝大部分，新诗亦然。

   

   百年新诗，大部分有题，一部分无题。无题诗尽管比例较小，但数量还是可观的。新诗开山

鼻祖胡适写有9首无题诗。以小诗著名的宗白华也写过无题诗。20世纪30年代，曹葆华专注于此，

创作热情远在他人之上。1937年5月，他的自选诗集《无题草》由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出版。

他的另一些无题诗散见于《北平晨报·诗与批评》《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季月刊》《水星》《新

诗》与《文丛》等报刊上。《无题草》的诗描绘的几乎都是超现实的梦境。林庚是古诗研究名

家，新诗理论也颇有建树，他的几首无题诗是偶然为之的结果，或是描述“爱的滋味”，或是记录其

在日常的生活场景中感悟到的刹那的理趣。

   



   现代无题诗分两种情形，一种是真无题，深得李商隐无题诗三昧。一种是假无题.诗人对无题

诗并无真正了解，徒有其名而已，正如宋代诗人陆游所说：“唐人诗中有曰‘无题者，率杯酒狎邪之

语。以其不可指言，故谓之‘无题，非真无题也。近岁吕居仁、陈去非亦有曰‘无题者，乃与唐人不

类。或真亡其题，或有所避，其实失于不深考耳。”

   

   真正的无题诗，是有所寄托又不便明示。

   

   现代诗人的无题是在有意之后的无意，有题之后的无题。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是诗人没

有合适的标题以概括全诗，也可能基于爱情或某种私密性的考虑不适合明确诗题，还可能出于现

实的压力不能够明确标题。总之，作为一个传统，无题诗仍然存在于新诗创作当中。与汉魏之前

的无题不同的是，现代新诗的无题是有意为之。他们表明了一种公开的私密性，这是一种非常矛

盾的心态。这种诗不属于要社交的诗歌，只想给自己留下一段记忆。即使公开，也很可能只是指

向那些想象中的远方知音。

   

   以无题命名的爱情诗理解起来相对容易。卞之琳的爱情诗受李商隐影响，他1933年邂逅一位

女子，产生爱恋，写下了5首无题诗，即属于向恋爱对象倾诉的私密性很强的爱情诗。如《无题

四》：

   

   隔江泥衔到你梁上，

   

   隔院泉挑到你怀里，

   

   海外的奢侈品舶来你胸前;

   

   你想要研究交通史。

   

   昨夜付出一片轻喟，

   

   今朝收你两朵微笑，

   

   付一支镜花，收一轮水月……

   

   我为你记下流水账。

   

   无题诗尽管是诗人自我的选择，比较个人化，但一旦发表，有时不免引起议论，反而多了一

点公共性的味道。

   

   长题与短题

   我曾经认为，现代新诗的标题一定长于古诗。事实并非如此。

   

   在诗题的字数上，古今短题诗的差异不大。如一字诗，李商隐《蝉》《柳》、罗隐《雪》

《蜂》、舒婷《船》、周梦蝶《囚》《蜕》《疤》。二至九字的诗题，多如牛毛，多有名篇。古

诗如杜甫《望月》、李白《赠汪伦》、陶渊明《归园田居》、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杜甫《江

南逢李龟年》、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韩愈《左迁至蓝关示

侄孙湘》;新诗二至五字诗题如冰心《繁星》《春水》、戴望舒《雨巷》、卞之琳《中南海》、贺

敬之《回延安》、阮章竞《漳河水》、郭小川《望星空》、郭沫若《凤凰涅粲》、徐志摩《沙扬



娜拉》、洛夫《边界望乡》、汪国真《热爱生命》、卞之琳《距离的组织》、郑敏《献给贝多

芬》;六字诗题，如牛汉《悼念一棵枫树》、李季《王贵与李香香》、席慕蓉《一棵开花的树》;七

字诗题，如舒婷《会唱歌的鸢尾花》、李少君《反对美的私有制》;八字诗题，如田间《假如我们

不去打仗》、何其芳《我为少男少女歌唱》、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张枣《灯芯绒幸福

的舞蹈》、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九字诗题，如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于坚

《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多多《语言的制作来自厨房》;十字诗题，如朵渔《生活在泪水中的利

与弊》、黄礼孩《放荡的心应了天穹的蓝》;10字以上的标题逐渐减少，15字以上者更少，20字以

上的新诗标题罕见。从前边几个七字和八字诗标题发现一个规律，七字标题较少，而八字标题较

多，也许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汉语的双音节词增加的缘故，使得偶字数的标题似乎比奇字数

标题更灵活更方便一些。

   

   新诗标题一般都在12字以下，超过12字的标题不多见。习惯了短题，遇到新诗长题觉得扎

眼。比如，臧棣《你就没有开过鸿溝的玩笑吗入门》《我从未想过时间的洞穴已变得如此漂亮入

门》《我们的沉默细得像一颗白色的子弹丛书》、白连春《在庄稼地里松土时我发现一小节骨

头》、沉河《与老尹、洁岷、江雪、修远由杨柳堤上汉江边散步得句》。

   

但跟唐诗长题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王维《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

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39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写作指导       新诗  

1  2  全文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艺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9979.html 

文章来源：海外文摘·文学版 2021年11期

分享到新浪微博：

0
推荐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

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Not

寄送给好友： 立即发送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9979-2.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search.php?keyWords=%D0%B4%D7%F7%D6%B8%B5%BC&searchfield=keywords
http://www.aisixiang.com/data/search.php?keyWords=%D0%C2%CA%AB&searchfield=keywords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9979.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9979-2.html
javascript:void();
http://www.aisixiang.com/data/search.php?lanmu=207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wen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search.php?lanmu=661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

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

https://beian.miit.gov.cn/
https://beian.miit.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