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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岑参（7157～770），南阳（今河南南阳）人。
他的生平事迹大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他三十岁出塞之前。
岑参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父文本相太宗，伯祖父长倩相高宗，伯父羲坐太平公
主谋逆遭诛，家道衰落。
父亲岑植曾两任州刺史。
参少年时，父逝，从兄受学，“能自砥砺，遍览史籍”（杜确《岑嘉州集序》）。
十五岁时，到嵩山少室读书，在早期诗作中，可以看出他耽情山水，恬然自适的思想情绪。
但积极用世，是他思想的主要方面。
二十岁，他“献书阙下”，赴长安求仕，结果是“金尽裘弊，蹇而无成”（《感旧赋》），失意而归
。
　　岑参诗则擅长描写，善于用夸张、比喻等手法描绘景物，并在写景中寄寓感情，渲染气氛，如写
狂风：“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写炎热：“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
”（《火山云歌送别》）写大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等。
在岑诗中，几乎没有不与景物描写相联系的，或以景抒情，或寓情于景。
元人陈绎曾石：“岑诗尚巧主景。
”（《诗谱》）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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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唐代)岑参 注译：阮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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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庐  　阻戎泸间群盗　客舍悲秋有怀两省旧游呈幕中诸公 ◎附录　岑参年谱简编　岑参著作主要版
本　岑参研究主要著作　《岑参集》名言警句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岑参集>>

章节摘录

◎诗东归晚次潼关怀古题解岑参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二十岁时曾献书阙下，对策落第。
此诗大概写于此时，作者失意东归，晚宿潼关，慨今怀古，睹景生情。
潼关：据《元和郡县志》卷二：“潼关，在（华阴）县东北三十九里，古桃林塞也。
关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关。
”“流血”，一作“流尽”。
暮春别乡树，晚景低津楼，伯夷在首阳，欲往无轻舟。
遂登关城望，下见洪河流，自从巨灵开，流血千万秋。
行行潘生赋，赫赫曹公谋，川上多往事，凄凉满空洲。
新解暮春别乡树，晚景低津楼，伯夷在首阳，欲往无轻舟——别乡树：指岑参在长安的居处。
岑参在开元二十三年后“出入二郡，蹉跎十秋”（《感旧赋》）。
为求仕奔波来往于长安、洛阳间。
津楼：指风陵津楼。
风陵津，《元和郡县志》卷二解潼关：“上跻高隅，俯视洪流，盘纡峻极，实谓天险，河之北岸则风
陵津。
”伯夷：商末士君子。
武王伐纣，天下宗周，与叔齐隐于首阳山，义不食周粟，采薇而死（见于《史记?伯夷列传》）。
首阳山：即雷首山，在今山西永济县南。
首阳山与华山为黄河所隔，见“巨灵”注。
此四句写诗人于暮春离开长安，东归途中的所见所感。
西去的夕阳徘徊在津楼上久久不下，漫漫归程缥缈在前方，使游子产生一种无所归依感，商末“不食
周粟，饿死首阳”的伯夷、叔齐二君子忽然浮现在眼前，多想一睹他们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可在
对岸的首阳山无轻舟可济，只能望洋兴叹，空发幽情。
遂登关城望，下见洪河流，自从巨灵开，流血千万秋——关城：指潼关城墙。
洪河：指黄河。
巨灵：《述征记》：“华山对河东首阳山，黄河流于二山之间，元本一山，巨灵所开。
”（《艺文类聚》卷七）巨灵，指河神，此处指黄河。
流血：言自古以来此地征战不休，鲜血染红了黄河水。
此四句写关城落照中，诗人往登城楼，高处远望，但见奔流不息的黄河水卷夹着沉重的人类历史伤痕
，吞噬着无数英魂的悲咽和哀叹，滔滔东流去。
行行潘生赋，赫赫曹公谋。
川上多往事，凄凉满空洲——潘生：指西晋文人潘岳。
他曾西来长安，作《西征赋》。
赫赫曹公谋：曹公，即三国曹操，曹操曾西征韩遂、马超，过关斩将，立下赫赫战功。
《西征赋》称其：“魏武赫以霆震，奉义辞以伐叛，彼虽众其焉用，故制胜于庙算。
”此四句写诗人睹奔流不息的黄河水发思古之幽情，仰慕千古流传的潘岳之赋，缅怀赫赫战功的曹公
。
自古多为兵家征战之地的潼关，因为有了这份历史的厚重，诗人落寞无聊赖的心绪也变得更加凄凉怅
惘。
此诗为岑参早期作品。
诗人献书阙下，对策落第，心绪不佳。
东归途中，登高远望，睹奔疏万年的黄河水，思古人征战杀伐的累累战绩，叹自己茫然无着的仕途。
语言平易浅近，脱口而出，有自然天成的浑圆美，亦可见出岑参早年艺术功底尚不深湛，有偏于浅近
平淡之感。
诗写一种愁绪，而寄怀于思占之幽情，篇终“川上多往事，凄凉满空洲”，从怀古转到诗人，含蓄浑
涵，耐人寻味，直有阮籍《咏怀诗》之深婉不迫、蕴藉思深的风格。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岑参集>>

送王大昌龄赴江宁题解王昌龄，盛唐著名诗人。
史载，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王昌龄因“不护细行”被贬谪江宁，岑参为之饯行，并作此诗以寄感
慨。
全诗对王昌龄怀才不遇、仕途多舛给予同情，并勉励友人再展鸿图，青云直上。
王昌龄有《留别岑参兄弟》诗，可参看。
“悲送君”一作“愁送君”；“攻文”一作“工文”；“频望”一作“频梦”。
对酒寂不语，怅然悲送君，明时未得用，白首徒攻文。
泽国从一官，沧波几千里，群公满天阙，独去过淮水。
旧家富春渚，尝忆卧江楼，自闻君欲行，频望南徐州。
穷巷独闭门，寒灯静深屋，北风吹微雪，抱被肯同宿。
君行到京口，正是桃花时，舟中饶孤兴，湖上多新诗。
潜虬且深蟠，黄鹤举未晚，惜君青云器，努力加餐饭。
新解对酒寂不语，怅然悲送君，明时未得用，白首徒攻文——明时：指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盛世。
此四句写为将赴贬所的王昌龄饯行，而悲凉忧郁的气氛笼罩着大家，使他们把盏对斟，欲说还休。
君子临治世，当有为于天下，而王昌龄却难君臣遇合，被贬外官。
诗人叹息王昌龄徒有生花之诗笔和可干青云的文章，却得不到朝廷重用，以展自己的经世才华。
泽国从一官，沧波几千里，群公满天阙，独去过淮水——泽国：水乡，江南水量丰富，故云，此处指
江宁。
从：任职。
天阙：皇宫前的望楼，此处指朝廷。
淮水：即淮河，赴江宁须经此河。
此四句写王昌龄赴江宁任一微官，而路途遥遥，跋山涉水，又转而叹惋朝廷官员济济，独君被“明主
弃”，流落异地，寂寞孤独。
旧家富春渚，尝忆卧江楼，自闻君欲行，频望南徐州——富春渚：富春江，为钱塘江上游，在今浙江
富阳县南。
渚：水中小洲。
岑参父植曾任衢州司仓参军，衢州在富春江上游衢江，参随父曾居此。
卧江楼：无考。
当指富春江畔一小楼，岑参曾居于此。
南徐州：东晋南迁，侨置徐州于京口（今江苏镇江），故云。
参父植曾任江南东道润州句容县令，治所属南徐州辖地。
此四句写由王昌龄将赴的江宁贬所，引起作者对往日居住地的追念，诗人对好友的殷切关怀与牵挂，
也随好友征帆一路追随到江南水乡那个有过少年时的欢乐与眼泪的地方。
穷巷独闭门，寒灯静深屋，北风吹微雪，抱被肯同宿——此四句写穷巷独居的诗人，荧荧一盏孤灯相
伴，北风卷着雪花在屋外肆意飞舞，如此寒凉之景，作者想起将远行的好友王昌龄，漫漫征程孑然独
往，好友的凄凉光景当比自己尤甚。
情动之下，临别之余，诗人邀好友再抱被同宿，一叙寒暖。
君行到京口，正是桃花时，舟中饶孤兴，湖上多新诗——京口：今江苏镇江。
桃花时：桃花开在阴历二月，送别时是冬天，等王昌龄走到京口时，已在二月桃花盛开的季节了。
饶：多。
孤兴：陆机《文赋》：“对穷迹而孤兴。
”指感时触景，而独自幽赏。
此四句为诗人想象王昌龄南行至京口时，当是桃花烂漫的季节。
虽然孤舟孑行，无人做伴，见此桃花纷纭、春意盎然之景也必当诗兴大发，佳篇连成，精神焕发起来
。
潜虬且深蟠，黄鹊举未晚，惜君青云器，努力加餐饭——虬：传说中有角的龙。
《周易?乾卦》：“潜龙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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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登池上楼》“潜虬媚幽姿”李善注：“虬以深潜而保真。
”蟠：深屈而伏。
此处以潜虬比拟王昌龄才华横溢而不得重用。
黄鹄：天鹅。
《汉书?昭帝纪》：“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中。
”颜师古注：“黄鹄，大鸟也，一举千里者。
”举：高飞。
黄鹄非燕雀，虽暂且屈伏，终有一日必高举之上。
此处也以黄鹄拟王昌龄。
青云器：《史记?范雎传》：“贾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
”器：才具。
青云器，指廊庙才。
努力加餐饭：借用《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句，此处告慰好友远行多自珍重。
此四句写诗人赞赏王昌龄的高才大器，虽不得明君赏识，一时重用，亦当如葆真之潜龙，待举之黄鹄
，终有一日青云直上，鸿图再展。
新评此诗为送别类五言古诗。
诗人感叹好友远谪他乡，孑然独往，同情好友抱名器而蹀躞一时，不得重用，劝慰好友不必计较一时
得失，当珍重自我，葆光守真，以待人生之转机。
全篇弥漫着诗人对好友的真切挂念和殷殷祝福。
旧居的追忆、陋屋的同宿、远途的想象、春光中的诗兴，诗人设身处地地与好友同悲欢，真挚的友谊
不言而喻。
语言朴素自然却感情丰沛，思绪万千。
中间两段对故居的追怀、穷巷寒屋的描写有意在言外、新巧寓于平淡之效。
送崔全被放归都觐省题解此诗为岑参早期作品，作于开元末年诗人在长安时。
崔全：其人无考。
归都：为回归东都洛阳。
觐省：省亲。
诗人对崔全洁身自好、不求闻达的品格给予赞赏，对其怀才不遇，被放还乡给予同情和叹息。
“片玉”一作“宋玉”。
夫子不自衍，世人知者稀，来倾阮氏酒，去著老莱衣。
渭北草新出，关东花欲飞，楚王犹自惑，片玉且将归。
新解夫子不自街，世人知者稀，来倾阮氏酒，去著老莱衣——夫子：指崔全。
自衒：自我夸耀以求仕进。
阮氏酒：西晋阮籍避祸全身，远离司马氏政权，以嗜酒为由，求为步兵校尉，终日酩酊，遗落世情。
此处指崔全不以干君、谄媚官宦为务，故而被放。
老莱衣：指春秋时的隐者老莱子。
老莱子行年五十，父母犹存，着五彩斑斓衣以娱双亲。
后常以“老莱衣”表示孝养父母至老不衰，见《初学记》卷十七《孝悌篇》。
此处暗合诗题“觐省”意。
此四句写崔全因其洁身自好，不务谄媚，不矜夸以干人君，故而知音者少，名声不外达。
虽微官暂寄，然遗落世情，终被再放归省。
诗人表达对崔全人格的赞赏，也对其不被重用表示同情和惋惜。
渭北草新出，关东花欲飞，楚王犹自惑，片玉且将归——渭北：指渭水流域，在陕西一带，渭水流经
长安。
关东：函谷关以东地区。
此处指崔全回归的洛阳。
楚千旬：用《韩非子》卷四《和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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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持。
此处用楚王自惑喻崔全不得君臣遇合。
片玉将归：喻崔全为怀瑾握瑜之才而不得重用，被放回乡。
此四句写长安春草新发季，东都洛阳也值繁花烂漫时。
诗人想象崔全将去的洛阳，以春之盎然生意抚慰友人远行被放的孤寂苦闷。
结句用典故暗喻友人的磊落胸襟、良玉之器不得重用，如璞玉之真价难以被人赏识。
新评首二句作者以慧眼独识英才为好友叹息。
出笔即开门见山，诗人义愤填膺、仗义伸屈之情溢于言表。
五、六句以写景点示季节，用语平淡中有新奇，自然中有新巧，已现岑参后期追求“语奇体峻，意亦
造奇”（殷瑶《河岳英灵集》）的诗歌艺术风格之端倪。
诗中典故的运用显得深沉含蓄，耐人咀嚼。
登古邺城题解此诗为岑参开元二十七年（739）春天自长安往游河朔途径邺城时所作。
邺城：春秋齐邑，战国魏都，三国时魏置邺都，与长安、洛阳等合称五都，北周大象二年（580）遭战
火焚毁，民众南徙，隋开皇十年（590）复为邺县。
故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
诗题一作“登邺城坏古”。
此诗为咏古诗，诗人登临邺城，唯见荒草野火，昔日英雄已淹没于历史的滚滚尘埃中。
诗人吊古兴怀，情之所至，感而成咏。
下马登邺城，城空复何见，东风吹野火，暮入飞云殿。
城隅南对望陵台，漳水东流不复回，武帝宫中人去尽，年年春色为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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