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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诗的国度。
唐诗是中国诗歌之巅峰，可谓名家辈出、精品如林、盛况空前、后难为继。
唐诗以其卓越的思想性、艺术性永载中华诗歌艺术史册，流芳百世。
    唐代为我国诗之盛世。
唐人以种种因缘，在诗坛上留下空前的伟绩。
唐代从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前一百多年间，经济一直是上升的。
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文化的繁荣。
即使在安史之乱后，由于南方的开发与南北交通保持畅通，经济和文化增长的势头也未停顿下来。
且唐人思想比较活泼，言行较少拘束，这也为诗歌创作和流行提供了方便，从而形成了唐诗的群众性
基础。
    唐诗是在既继承前代传统，又大胆革新、勇于创造的基础上繁荣昌盛起来的。
唐帝国建立后的最初三十多年，诗坛上仍弥漫着梁陈余风。
武则天当政时期，王勃、卢照邻、骆宾王、沈俭期、宋之问和杜审言等陆续登坛。
经过他们的努力，唐诗的题材和主题由宫廷的淫靡改为都市的繁华和正常的男女之爱，由台阁应制扩
大到江山之美和边塞之情，风格较为明快清新。
同时，初唐诗人陈子昂提出以复古为革新的主张，冲破了齐梁以来宫廷文学的苑囿，恢复了汉魏的传
统，重新使诗歌与社会政治结合起来。
陈子昂从汉魏风骨中汲取素养，为唐诗开辟了一条健康的道路。
他把握住对超现实的向往和对现实的执着这一基本矛盾，用新的语言和形象在诗中加以表现，上承阮
籍、曹植，下开李白、杜甫。
    从玄宗即位起的半个世纪为盛唐时期。
这一时期，因不同的生活道路与不同的生活态度，诗人们或者成为高蹈的退守者，如孟浩然、常建、
储光羲等；或者成为热情的进取者，如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或者因时变化，两者兼之，如
王维等。
盛唐诗人在其创作中都散发着强烈的浪漫气息。
高蹈的退守者在其诗作中多以隐士为代表人物形象，表现为希企隐逸，爱好自然，借以反映诗人淡泊
宁谧的心境；热情的进取者多以侠少为代表人物形象，表现为追求功名，向往边塞，借以反映诗人积
极进取的精神。
前人所谓“盛唐气象”，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他们这种富于浪漫气息的精神面貌。
    安史之乱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界标，也是唐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乱前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乱后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双峰对峙，在诗歌创作方面，显示了盛
唐之所以为盛。
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
这种已被现实牢笼束缚但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
风习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
这也就是李白的独特性，和杜甫始终以严肃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和反映祖国人民的命运那种现实主
义精神是相反而相成的。
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哀乐而歌唱。
杜诗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都是旁人难以企及的。
这就是后人尊李白为诗仙，尊杜甫为诗圣的理由。
    代宗大历时期(’766—779)的诗人，生活在一个遭受了极大破坏以至物质精神都贫乏的社会里。
这一时期，钱起、李端、韦应物、司空曙、卢纶、戴叔伦、李益等的作品，着力于时序的迁流、节物
的变化、人事的升沉离合等方面的描绘。
其中，韦应物之澄澹、李益之悲慨，尤为后人所称赏。
宪宗元和时期(806—820)，一度中衰的诗坛重又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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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期有两个源出于杜甫的诗派：一派以白居易为首，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为代表，对杜甫的
继承侧重于敢于正视现实、抨击黑暗，并努力使自己的语言更通俗流畅、生动感人。
另一派以韩愈为首，孟郊、贾岛、卢仝、李贺等为代表，继承了杜甫在艺术上刻意求新、富于创造性
的精神，多写险怪、幽僻、苦涩、冷艳，且以散文句法入诗。
文宗到宣宗(827—858)的三十余年里，最为活跃的诗人是杜牧和李商隐。
杜牧出于杜、韩。
他将清新峻拔熔为一炉，表达诗中较为丰富的政治抱负和激情。
李商隐长于七律。
他以精心的结构、瑰丽的语言、沉郁的风格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宗国之哀。
懿宗即位至唐亡(860—906)，诗人不少，成就不大。
    诗本以言情，情不能直达，寄于景物，情景交融，故有境界，似空而实，似疏而密，优柔善入，这
正是唐人之所长。
唐诗以情景为主，即叙事说理，亦寓于情景之中，出以唱叹含蓄。
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
唐诗之美在情辞，故繁丽丰腴，而贵雍容称华，兴象华妙。
唐诗堂庑阔大，声调高亮谐和，深情远韵，一唱三叹之致。
    唐诗盛美并臻，千古流传，脍炙人口，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
《教你欣赏唐诗名篇》正是我们在学习、借鉴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博采众长，网罗唐代名家各种
流派杰作两百多首，精华毕呈。
本书编撰体例安排除原诗外，特有诗人简介、注释及鉴赏。
“诗人简介”力求言简意赅；“注释”疏通诗义，求其简洁准确；“鉴赏”文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
，优美精当，有助于读友掌握原诗的美学内涵，陶冶性情。
愿我们精心编撰的这部《教你欣赏唐诗名篇》，能帮助读者朋友们更好地欣赏唐诗名篇佳作，领略唐
诗的隽永神韵。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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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舍韦应物淮上喜会梁州故人秋夜寄邱员外赋得暮雨送李曹卢纶塞下曲四首之一塞下曲四首之二李益
夜上受降城闻笛江南曲孟郊游子吟常建宿王昌龄隐居张籍没蕃故人王健新嫁娘韩愈山石八月十五夜赠
张功曹石鼓歌刘禹锡蜀先主庙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白居易卖炭翁长恨歌琵琶行并序花非花草柳宗元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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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夜雨寄北风雨寄令狐郎中隋宫落花为有无题瑶池春雨嫦娥马戴楚江怀古(其一)灞上秋居郑畋马嵬坡
罗隐蜂陆龟蒙白莲卫庄金陵图台城章台夜思张乔书边事崔道融西施滩韩偓已凉吴融卖花翁张蠙登单于
台葛鸦儿怀良人金昌绪春怨于武陵劝酒郑谷海棠杜荀鹤春官怨小松罗虬比红儿诗(百首选一)崔涂孤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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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滕王阁诗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①。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②。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②。
    ①江渚：江中的小块陆地；小岛。
罢：停止。
②浦：水边；渡口。
③帝子：皇帝的儿子。
这里指唐高祖之子，滕王李元婴。
槛：栏杆。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情景诗。
    滕王阁是高祖李渊之四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今江西南昌)’都督时所建，故址在南昌章江门上。
唐高宗上元三年(676)，作者由长安去交趾(今越南境内)探父，途经洪州时应阎都督之邀，赴其在滕王
阁上举行的宴会，即席作《滕王阁序》，序末附本诗。
全诗文字凝练，意境含蓄，高度地概括了序的内容，使诗、序相得益彰。
    首联从时空上描绘滕王阁。
首句开门见山，用质朴的笔法点出了滕王阁的高峻。
滕王阁下临赣江，可以远望，可以俯视。
下文的“南浦”“西山”“闲云”“潭影”和“槛外长江”都是从首句“高阁临江渚”生发出来的。
次句将时间推移到几十年前，说高阁形势是这样的美妙，但如今谁来游赏呢?当年修建此阁的滕王早已
逝去，他坐着鸾铃马车，挂着琳琅玉佩，来到阁上举行宴会的那种豪华场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首句写空间是那么兴致勃勃；次句写时间却又意兴阑珊。
两两对照，随立随扫，作者用这种手法使读者产生盛衰无常的感觉。
寥寥两句已把全诗主题包括无余。
    次联紧承首联加以发挥。
阁既无人游赏，阁内的画栋珠帘当然也很冷落可怜，只有南浦的云和西山的雨，与它朝朝暮暮相随相
伴。
这一联不仅描绘了滕王阁的寂寞，而且以“画栋飞绕着南浦的云”写出了滕王阁的居高；以“珠帘卷
来了西山的雨”写出了滕王阁的临远。
本联可谓情景交融，寄慨遥深。
    至此，作者的题旨已全部包容，但表达方法上比较隐晦，所以在前四句用“舞”韵的基础上，后四
句转用“悠”韵，前韵沉着而后韵柔和；在前四句侧重在时间上加以发挥的基础上，后四句转而在空
间上加以强调。
第三联用“闲云”二字与前面的“南浦云”衔接，用“潭影”二字既避开了“江”字的重复，又把“
江”深化为“潭”。
云在天上，潭在地下，一仰一俯，扩大了空间；又用“物换星移”与“闲云潭影”对照，更加扩大了
距离。
“日悠悠”三字把空间转入为时问，“物换星移”又使时间无限延长，也使读者再一次自然地想起建
阁人而今已不在人世。
    尾联又紧承第三联加以深透。
句式则接第六句进一步设问。
这里一“几”一“何”，连续发问，表达了紧凑的节奏。
最后又从时间转入空间，指出物要换，星要移，帝子要死去，而槛外的长江之水，却是永恒地东流无
尽。
“槛”字、“江”字又回应了首句的“高阁临江”，可谓神完气足，结束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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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诗时空概念特别强烈，且转换于无形。
五十六个字中属于空间的有阁、江、栋、云、雨、山、浦、潭影；属于时间的有日悠悠、物换、星移
、几度秋、今何在。
这些词融会在一起，毫无叠床架屋的感觉，其主要原因是它们都围绕着一个主轴——滕王阁，而各自
发挥众星捧月的作用。
    唐诗多用实词，这与喜欢多用虚字(尤其是转折词)的宋诗有很大区别。
本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如三、四两句中，除了“飞”字和“卷”字是动词外，其余十二字都是实字，但两个虚字就把十二个
实字一齐带动带活了。
唐诗的善于用实字，实而不实，于此可见。
    本诗的另一特色是尾联用对偶句法作结。
一般律诗多将对偶句放在二、三联中，起到铺排的作用。
且本诗的对偶不像两扇门一样地并列，即所谓“扇对”，而是一开一合，采取侧势，即所谓“侧扇对
”，读者只觉其流动，而不觉其为对偶，显出了作者过人的才力。
后来者如杜甫、自居易等的七律，甚至七绝，也时常采用这种手法，足见王勃对唐诗发展的重大影响
。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①。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①城阙：指唐代都城长安。
辅：护卫。
三秦：泛指当时长安附近的关中之地。
古为秦国，秦亡后。
项羽分其地为雍、塞、翟三国，故称三秦。
五津：四川境内长江的五个渡口。
    这是王勃供职长安时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今四川崇州)所作的一首著名的赠别诗。
    首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以写景起兴，对仗相当工整。
“城阙辅三秦”是一个倒装的句式，其实是“三秦辅城阙”，指长安的城垣、宫阙都被三秦之地护卫
着。
这一句一扫以往送别诗常有的萧索黯淡之象，起笔雄伟。
下句“风烟望五津”，五津指四川境内长江的五个渡口，泛指蜀川。
这里诗人用一个“望”字跨越时空，将相隔千里的两地连在一起。
“风烟”在此起了渲染离别气氛的作用，从而引出下旬。
    颔联“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这是诗人在直抒胸臆。
诗人并没有接着叙写离情别绪，而是笔锋一转，转而说你我都是远离故土的宦游之人呀，彼此间应该
都能体会这种心情的吧。
也许是思绪太多，也许是无从说起，诗人在此有意略去了对众多思绪的叙写，而留下一片空白让读者
去填补，增加了无限想象的空间。
    离别总是伤感的，但诗人并未停留于伤感之中，颈联笔锋一荡，意境又开阔了起来：“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这句似受曹植“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启发，但曹植句强调志在四海，而王勃句强调友人间
重在知心，天涯相隔也会是像相邻一样。
这句使友情升华到一种更高的美学境界，早已成为千古名句。
    尾联紧跟前三联，以劝慰杜少府作结。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送别常常在分岔路口分手，“歧路”又一次照应送别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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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是诗人在即将分手之时劝慰杜少府之语，不要在分手之时抹眼泪了，像小儿女一般，只要心心相
印，远在天涯不也如近在咫尺一般么?    这首诗充分流露了诗人旷达的胸襟与友情的诚挚。
全诗开合顿挫，气脉流通，意境旷达。
一洗古代送别诗中的悲凉凄怆之气，音调爽朗，清新高远，独树碑石。
    宋之问    宋之问(约656—712)，名少连，字延清，一说汾州(今山西汾阳)人，一说弘农(今河南灵宝)
人。
高宗上元二年(675)进士。
武则天时，以文才为宫廷侍臣，颇受恩宠。
后因结交张易之获罪，贬泷州参军。
中宗景龙中(708)转考功员外郎，与杜审言、薛稷等同为修文馆学士。
又以受贿罪贬越州长史。
睿宗景云元年(710)流放钦州。
玄宗先天元年(712)赐死。
有《宋之问集》。
    题大庾岭北驿①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②；    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①?    江静潮初落，林昏
瘴不开④。
    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⑤。
    ①驿：驿站。
②阳月：农历十月。
③殊：实。
④瘴：南方湿热蒸郁之气。
⑤陇：据沈德潜云疑作“岭”字。
    这是宋之问被流放岭南途经大庾岭时所作，题于岭北驿的一首诗。
大庾岭在今江西大余、广东南雄两县交界处，岭上多梅，故又称梅岭。
    宋之问是武则天时著名的宫廷诗人，与沈俭期齐名，颇受宠幸。
后武则天退位，宋之问因结交张易之，被贬为泷州(今广东罗定东)参军。
由宫廷近臣骤然沦为罪谪之人，且远离家乡和亲友，只身远流岭南，他心中的痛苦哀伤是可想而知的
。
所以当他来到大庾岭北驿时，写了这首诗。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诗人辞别了亲友，告别了生活了很久的长
安，来到了大庾岭。
想到越过岭去，就彻底地告别了故乡所在的中原，进入蛮荒的岭南，看到南飞的大雁，想起大雁飞到
此处便不南去的传说，不禁写下了前两句诗。
大雁南飞，飞到此处就不再飞了，但作者自己却被流放到大雁都不飞去的地方；大雁的南飞既有限度
，也有返期，而作者自己却要继续南行，何年何月才能回来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三、四句的意思。
开头四句通过人与雁的对比，写出了自己抛家别亲，远赴荒蛮之地的悲苦凄凉心情。
五、六句是写景。
江上潮水下落，林间雾气弥漫，暮色渐浓，周围的一切越发显得荒凉，显然是作者心境的写照。
结尾两句是对明天早晨的预想：大庾岭梅花已开，作者想象明日度岭南行，回望故乡时，看到的将不
再是家乡的风物，而是庾岭高处的梅花了。
这两句诗表达了作者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之情。
    宋之问在这首诗里表达的感情无外乎谪悲、乡愁，并无特别之处。
但其构思布局、写景言情的艺术手法是很高妙的。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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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诗盛美并臻，千古流传，脍炙人口，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
《教你欣赏唐诗名篇》正是我们在学习、借鉴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博采众长，网罗唐代名家各种
流派杰作两百多首，精华毕呈。
本书编撰体例安排除原诗外，特有诗人简介、注释及鉴赏。
“诗人简介”力求言简意赅；“注释”疏通诗义，求其简洁准确；“鉴赏”文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
，优美精当，有助于读友掌握原诗的美学内涵，陶冶性情。
愿我们精心编撰的这部《教你欣赏唐诗名篇》，能帮助读者朋友们更好地欣赏唐诗名篇佳作，领略唐
诗的隽永神韵。
本书由傅德岷、卢晋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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