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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诗歌是人类心灵之美的呈现，是人类社会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许多民族和国家都有其绚丽的诗歌，尤其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
中国诗歌伴随着中华民族，已经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从远古到今日，为人类的文化成长提供了无比
丰富的营养。
　　古老的中国是诗之国，孔子日：“不学诗，无以言。
”诗是什么？
白居易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也就是，诗要有丰富的感情、生动的语言、美妙的声韵、深刻的内容。
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诗，如《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夫（古肉字）”写的是制造弓箭进行狩猎
之事，反映古代生活，其感情真挚，语言简练而富有表现力，音节整齐，“竹”、“夫”押韵，铿锵
可诵。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内容深广，感情丰富强烈，语言生动形象，以四言为主，重章反复，
偶句押韵，琅琅上口。
如，《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诗中“苍”、“霜”、“方”、“长”、“央”均押韵，再加上四字两拍，形成整齐而铿锵的节奏、
韵律。
很好地表达了抒情主人公寻访意中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惆怅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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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杜甫《蜀相》）、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杜甫《登岳阳楼》）、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李商隐《无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杜甫《登高》）、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杜甫《绝句》）。
2.炼句。
例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王维《山居秋暝》）此联炼句极精妙。
不仅平仄合律，出句仄仄平平仄，对句平平仄仄平（“石”为人声），而且词性相同，语步一致。
更重要的是以平易之语，绘出深远明净幽清的意境。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照”“流”两个动词置于句尾，则蕴涵明月朗照
松间无尽无止，清泉流于石上无休无止的态势，给人以无限明净、幽清、深邃、遥远的感受。
如果改成“明月照松间，清泉流石上”不仅不合诗律要求，而且把明月照松、清泉流石的动感不息，
变成了静止的画面，失去了深邃而生动的意蕴。
例二，“鸟归沙有迹，帆过浪无痕。
”（贾岛《登江亭晚望》）倍受人称赞，（清）李怀民日：“此句尤妙。
”黄鹏评日：“最能体现贾岛诗‘言归文字外，意出有无间’（《送僧》）的审美境界。
”（《贾岛诗集笺注》）此二句用平易之字将眼前所见之景推想到过去与未来，即：看见眼前水鸟归
巢，便追想到鸟儿曾在沙滩嬉戏时留下的爪痕；从帆船划过的细浪推想到将要消逝的涟漪。
从“无”追想到“有”，从“有”推想到“无”，故而具有“言归文字外，意出有无间”的审美境界
，富有哲理意趣。
例三，“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温庭筠《商山早行》）此联是两个名句，倍受人赞许，梅尧臣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
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一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
”（见欧阳修《六一诗话》）此联扣住诗题，承首联的“晨起”、“客行”。
“鸡声”“月”均渲染“晨起”之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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