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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典诗词注重抒情、写景，善于表现友情、亲情、爱情、乡情，以及其他各种复杂细微的个人情
感。
这形成中国诗歌又一个强大的传统。
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诗歌几乎从一开始就具有“发乎情，止乎礼仪”的特点，情感的表达比较无
制、内敛、含蓄，有别于西方的诗歌风格。
与此同时，中国诗人们又强调“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善于通过各种艺术手法传达言外之意，给读
者以无穷的回味、想象空间。
古代诗词中的优秀之作往往写得深情婉转，富于形象性和音乐性，诵读这些诗词，可以受到多层次的
艺术感染和美的熏陶。
古典诗词还善于表现自然之美及人与自然的融合，古人常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本书系中的每首作品，都配以当代画家根据诗词意境绘制的中国画。
通过欣赏这些诗、画，可以更深刻地领悟到中国古代艺术作品中的诗情画意，品味其艺术之美。
    除了“诗情画意”的特色外，本书系以各位诗人、词人单独成册，以更清楚地展示其不同的个性和
艺术风格；各分册包括诗人小传与作品赏析两部分。
对每篇作品的赏析，又分为题解、句解、评解三个章节：题解交待创作背景；句解用现代语文对诗词
进行逐句意译，对某些难懂的字词作注释：评解部分则提要钩玄，对作品特色进行点评。
我们的本意，首先是帮助读者减少阅读中的文字障碍，继而是理解诗词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和写作
技巧。
    中国古代经典诗篇把汉语升华到至美至纯的境界，足以使每个中国人感到自豪。
这些作品是联接所有炎黄子孙思想、情感的文化纽带，无论身在国内，还是身在海外，优秀的诗歌对
读者的感召力都是相通的。
一个喜爱祖国传统文化的人，可能会不断地接触和学习祖先的这些遗产。
久而久之，这些优秀文化中的一部会积淀下来，构成每个人头脑中一道美丽的艺术长廊，不断给人以
教益、激励和艺术享受。
我们期望，本书系所介绍的诗词名篇能够成为这道艺术长廊的组成部分。
    本书系所介绍的八位诗人，都各有很多传世名篇，限于篇幅，书中每人只选取了二三十首代表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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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简介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曲江无题二首（其一）无题四首（其一）无题代赠二首（其一）安
定城楼马嵬落花晚晴蝉 贾生夜雨寄北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嫦娥无题二首（其二）杜工部蜀中离席
二月二日筹笔驿重过圣女祠春雨隋宫乐游原风雨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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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李商隐（约811一859），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
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自其祖辈起，移居郑州荥阳。
他的先祖是李唐王室旁支，然而自其高祖以来家境已衰落，祖辈几代历官均不过县令。
其父李嗣先任县令，后为使府幕僚，携家在浙江东、西道辗转谋生，最后客死他乡。
　　李商隐不到十岁时，父亲去世。
他随母还乡，过着清贫的生活。
“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他跟从一位精通五经和小学的堂叔读经习文。
十六岁便因擅长古文而得名。
大和三年（829）移家洛阳，结识白居易、令狐楚等前辈。
令狐楚欣赏他的文才，让他与其子令狐陶等交游，并亲自授以今体（骈俪）章奏之学，而“岁给资装
，令随计上都”。
后又聘其入幕为巡官，曾先后随往郓州、太原等地。
在这几年中，李商隐一面积极应试，一面努力学习骈文，在科举上虽一再失败，但在写作上则完成了
由散向骈的转变。
此后他很少再写散文。
大和六年（832）令狐楚调任京职，商隐离太原返乡，曾入王屋山学道二、三年。
这对其思想和创作产生一定影响。
开成二年（837）又赴科场，令狐陶也为之延誉并推荐，商隐得中进士。
    及第后，他一度赴兴元（今陕西汉中），入令狐楚幕。
楚死，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不久娶其女为妻。
当时朝中“牛李党争”尖锐，令狐属牛党，王茂元被人视为李党。
商隐是令狐门人，却与王氏结亲，引起令狐陶等人不满，被攻击“背恩”、“无行”。
次年他应博学宏词科考试，先已录取，吏部报中书省复审时被刷落，理由是“此人不堪”，可能即与
此有关。
　　开成四年（839），李商隐出仕秘书省，为校书郎，不久调弘农尉，因触忤上司，怒而辞职。
　　会昌二年（842），他再应书判拔萃科试，被授秘书省正字，但很快因母丧去职。
服丧期满，重入秘书省。
不久唐武宗死。
宣宗即位，牛党得势，李党纷纷被贬逐。
李商隐放弃京职，随李党郑亚远赴桂海，任掌书记之职，结束了"十年京师寒且饿"的生活。
　　李商隐最后十二、三年，全部在唐宣宗大中年间度过。
他三次离家远游去做幕僚：大中元年、二年（847、848）在桂林郑亚幕；三年至五年（849-851）春，
在徐州卢弘止幕；五年冬至十年（851--856），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柳仲郢幕。
三位府主对他都很器重，官职品级也逐步升迁，但始终只被视作一个文牍之才。
其间也曾在长安任京兆府掾曹、太学博士等，为时均不久。
　　大中十年（856）他随柳仲郢离开梓州回到长安，不久被荐为盐铁推官，出巡江东。
在这次游历中，他写了一些以七言律、绝为主体的无题诗和咏史诗，形成他创作活动的最后一个高潮
。
大中十二年（858），李商隐因病退职还乡。
这年岁尾或下年年初，寂寞地在郑州逝世，享年不足五十。
　　李商隐生前曾自编《樊南四六甲集》和《乙集》各二十卷，后皆散佚。
后人搜集其遗文（包括骈、散、赋各体）并加笺注，其中清人冯浩《樊南文集详注》、钱振伦《樊南
文集补编》较详。
李商隐的诗，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原为三卷。
原本早已佚失，现存六百首左右，是后人陆续搜求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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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代开始就有人为李商隐诗作注，但早期注本均已佚失。
现存的笺解评点本以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出版标点本下简称冯《注》）
和今人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
下简称刘、余《集解》）最为详尽赅博。
此外还有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李商隐尚有杂著数种，其中除《杂纂》片断地保留于《说郛》外，其余均已佚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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