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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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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春色倍还人》

内容概要

“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色倍还人。”2009年3月13日，温家宝总理对采访中国两会的各国记者说，
“我期待着明年中国和世界都会变得更好。”出自唐代诗人杜审言《春日京中有怀》的开场白与随后
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诗句，成为了世界瞩目的“中国信心”。
这些经典妙用，其实对于温总理来说，都不过是信手拈来。早在2003年出任总理伊始，温总理就博得
了“诗人总理”的雅誉。温总理饱读诗书，擅长以诗言志，对传统经典的巧妙运用，处处蕴含着总理
个人的情怀。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灿烂的文化历史传承的古老民族。自有
文字记载的两千多年来，无数贤哲在历史这本大书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也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篇章
。大浪淘沙，经过时间长河的淘洗，这些遗留下来的文化精粹，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更是
我们现代人精神力量的源泉。但随着时代变迁和现代人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与我
们的生活渐行渐远。是不是我们的经典已经失去了用武之地？是不是我们现代人真能隔断两千多年的
文化传承？当然不是！温总理就用自己的活学活用，给了我们一个鲜明的范例，告诉了我们经典的力
量。
本书收集了温家宝出任国务院总理以来，在各种场合引用的经典名句；在交代背景的基础上，对经典
名句的含义进行了阐释，并引出经典的出处及原文，对原文予以解析；每章末尾，附以精炼而又富知
识性的拓展阅读，让读者能按图索骥，既了解温家宝总理对经典的妙用，又通过温家宝总理的谆谆教
诲，让我们能真正潜下心来，了解一点中国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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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铭，1964年12月生于甘肃环县，甘肃省庆阳县人，1980年起，先后在兰州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
学学习，文学博士，曾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现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古
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屈原学会代会长，《中国楚辞学》主编。主要从事先秦两汉魏晋六朝文
学与文献研究，主要著作有《战国文学史》、《战国文学史论》、《战国诸子概论》、《期待与坠落
：秦汉文人心态史》、《经典与传统：先秦两汉诗赋考论》、《秦汉吏治监察举核知见录》、《天人
眼目（释译）》等，主编有《中国儒学文化大观》、《儒学与二十一世纪文化建设》、《春秋三传与
经学文化》、《诗骚分类选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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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
2003年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00
寸寸山河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00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00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00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00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00
2004年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0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0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0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 00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00
《甲申三百年祭》/ 00
2005年
形势稍好,尤须兢慎/ 00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 00
2006年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00
知难不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退缩，不言失败/ 00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00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00
衙斋卧听箫箫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00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00
2007年
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 00
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 00
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00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00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00
2008年
事不避难/ 00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 00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00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00
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 0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00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00
2009年
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色倍还人/ 00
取火莫若取燧，汲水莫若凿井/ 00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0
2010年
行百里者半九十/ 00
亦余心之所向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00
人或加讪，心无疵兮/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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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小忿，不废懿亲/ 00
时进则进，时退则退，动静不失其时/ 00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因身在最高层/ 00
2011年
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 00
忧国不谋身/ 00
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00
骨肉之亲，析而不殊/ 00
2012年
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 00
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 00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00
情天再补虽无术，缺月重圆会有时/ 00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 00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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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春色倍还人》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首诗对刘禹锡23年的坎坷经历表示了叹惋和同情，也表现出诗人和刘禹锡的深厚
友谊。 诗歌大意为：给我拿起酒杯，倒上酒，和你一起用筷子敲着盘子唱歌。你的诗做得很好，堪称
国手，但命运不好不能出人头地，让人无可奈何。放眼望去，处处风光，而你却长期忍受着寂寞，满
朝官员，个个升官，但是你却一再遭贬。我也知道这是因为你太有才气与名望了，应该受些挫折，但
是这挫折持续了23年，未免太过分了。 这首诗诗意通俗易懂，其中表现的情感也非常直白。刘禹锡看
了白居易这首诗之后，就写了一首诗回赠，就是这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因为白居易在诗
的末尾说到了刘禹锡被贬谪的“二十三年”，所以刘禹锡在诗的开头就接着说：“巴山楚水凄凉地，
二十三年弃置身。”刘禹锡被贬后，曾在朗州、连州、夔州、和州等地做官，夔州在四川东部，属于
巴国，而剩下的地方在两湖一代，属于楚国。所以“巴山楚水”指刘禹锡被贬做官的地方。这些地方
很凄凉，而诗人就在这些凄凉的地方度过了23年。刘禹锡在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因“永贞革新”
第一次被贬，到写这首诗的时候，实际上只有22年，但因为第二年才能回到京城，所以说23年。 诗人
在颔联抒发了自己的感慨，23年过去了，人事都发生了变化。很多老朋友都去世了，诗人只能吟诵《
思旧赋》来怀念他们，然后用“烂柯人”的典故来表达自己贬谪时间之长，而世事沧桑，人事全非，
给自己带来恍如隔世的感觉。 《思旧赋》是西晋时期向秀所作。向秀的好友嵇康被当权的司马氏所杀
。向秀在嵇康去世后，经过他的旧居，听到凄恻的笛声，引发了内心深处的悲哀，写下了悼念亡友的
《思旧赋》。而“烂柯人”的典故出自《述异记》，相传晋人王质到山间砍柴，看见有几个童子在唱
歌下棋，就停下来听。有一个童子拿了一个像枣核一样的东西给王质，王质把它含在嘴里，并不觉得
饿。过了一会儿，童子问王质为什么不离开，王质这时才发现自己那用木头做的斧柄已经完全腐烂了
。等他回到家乡之后，发现与他同时代的人都已经去世了。后来，这个典故就被经常用来形容人事变
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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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灿烂的文化历史传承的古老民族。自有
文字记载的两千多年来，无数贤哲在历史这本大书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也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篇章
。大浪淘沙，经过时间长河的淘洗，这些遗留下来的文化精粹，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更是
我们现代人精神力量的源泉。但随着时代变迁和现代人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与我
们的生活渐行渐远。是不是我们的经典已经失去了用武之地？是不是我们现代人真能隔断两千多年的
文化传承？当然不是！温总理就用自己的活学活用，给了我们一个鲜明的范例，告诉了我们经典的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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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历时3年，无数人参与编攥、校对的古诗文普及读物本月终于上架销售，如果想读读古诗文，我推
荐！
2、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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