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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颂之优美诗词/关爱留守儿童系列》

前言

教育是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活动的整个过程，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到继承和发扬的关键步骤
，主要是指对适龄儿童、少年、青年进行培养的过程。我国渊源流长的文化证明了我们对教育始终如
一的重视，而国学更是我们永远要学习的对象。    “国学”之名，始之清末。当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
，号为“新学”、“西学”等，与之相对，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或“
国学”等。    国学是几千年文化的沉淀，承载了很多古人的智慧，它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
源泉。本书主要选择了古代一些经典的诗词著作，让我们不但可以领略到古人的文笔风采，还可以陶
冶情操。多背一些古诗词不但可以增强学生的写作能力，也可以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乐观地面对生活。    国学属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对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有着深远影响。千万不要
把国学理解为简单的诗词名句，其实它还蕴藏着很多丰富的知识，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而且对他们的成长和人格素养都非常有帮助。在这个浩瀚的知识海洋里，人们会得到很多深刻的道理
，一生受其指引，做一个好人，一个成功的人。    在国学中，精美的诗词占了很大一部分。从咿咿学
语开始，家长就开始教我们背诵古诗词。在入学以后，书本中也有很多古诗词需要我们学习，但是，
由于一些孩子只懂得背诵而不理解其中含义，或者一知半解，因此国学真正教育的目的难以达到。    
这本书主要是精选古代文学《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曲》《千家诗》《乐府诗集》《花间集》的
精华部分，让孩子们认识到古代诗人伟大艺术底蕴的同时，也让他们懂得一些写作的方法，一些处事
的道理，这无论是对他们的文化教育和思想引导都非常有意义。也许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让他们健
康、正确的分析问题，让他们在没有大人督促的情况下，也能独立分析一些事情，解决一些事情，对
于自己的学习，也能严格要求。    《全唐诗》是清朝康熙年间编纂、整理的唐代诗歌总集，全书九百
卷，共收录唐代诗人二千五百二十九人的诗作四万二千八百六十三首。    《全宋词》是中国近百年来
最重要的古籍整理成果之一。唐圭章编纂的《全宋词》在综合前人集本的基础上，广泛收罗宋朝文集
中附带、宋人笔记中所载、宋代词选中所选兼收并蓄，并从画谱、题跋、金石各处所见统汇一处，以
求完备。    《全元曲》收录元代两百多位曲作家现存作品杂剧六百多种，散曲四千多支，共12卷。元
代的诗词文章都相对落后，只有在金代俗谣俚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曲十分领先，可以和唐诗、宋
词并驾齐驱，世称元曲。元曲分杂剧和散曲，散曲多属北曲，包括小令和套数，今存小令三千多首，
套数四百多首，有名作者两百多人。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国学的世界，诵读这些经典的诗词名句，细
细品味其中的深刻道理，在领略唯美意境的同时，学习其中蕴含的丰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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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单元  千家诗    ——妙思灵秀处诗情千篇生  第一节  春夜哀愁友人离别  第二节  伊人离去甚是思念  
第三节  被贬漳州心情沉痛  第四节  山中美景令人神往  第五节  冷清秋夜孤寂宫女  第六节  荒僻塞外公
主远嫁  第七节  秋天到来孤客先闻  第八节  春光明媚漫步赏景  第九节  清明时节  心之感触  第十节  冬
天将至尽享时光  第十一节  美景映照安静祥和  第十二节  邻里之家淳朴祥和第二单元  全元曲    ——中
国文学历史上的丰碑  第一节  寒冬傲梅表心志  第二节  生灵涂炭百姓苦  第三节  痴情女子思夫君  第四
节  自古思乡几多愁  第五节  自古红颜多薄命  第六节  《山坡羊·潼关怀古》  第七节  《天净沙·秋思
》  第八节  《天净沙·秋》  第九节  《蟾宫曲·怀古》  第十节  《满庭芳·看岳王传》第三单元  乐府
诗集    ——配乐填诗词爱奴苦乐吟  第一节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第二节  鸿雁传我言飞鸽诉我愿  第
三节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第四节  雁尽书难寄愁多梦不成  第五节  不畏权贵势巧拒污言辞  第六节  
天地为我鉴矢志终不渝  第七节  时光如流水东去不复还  第八节  江山如锦绣念念不能忘  第九节  都说
徭役苦莫若骨肉分  第十节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第十一节  远隔家千里思念故里情  第十二节  寒冷
悄然来相思更加深第四单元  唐诗    ——诗唱东方余韵幽长  第一节  春风不度玉门关  第二节  莫笑农家
腊酒浑  第三节  秦时明月汉时关  第四节  千载谁堪伯仲间  第五节  登泰山而小天下  第六节  嫦娥孤栖谁
与邻  第七节  十年生死两茫茫  第八节  一人宫门深似海第五单元  《花间集》    ——缠绵悱恻幽怨婉转  
第一节  花容月貌为谁妍  第二节  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三节  脉脉此情向谁诉  第四节  伤心人别有怀抱  第
五节  多情自古伤离别  第六节  撩乱边愁听不尽  第七节  偷得浮生半日闲第六单元  宋词    ——舞裙歌板
浅斟低唱  第一节  问君能有几多愁  第二节  举杯消愁愁更愁  第三节  梅花香自苦寒来  第四节  隔千里兮
共明月  第五节  年年柳色霸陵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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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伊人离去  甚是思念    【原文】    寓意    宋·晏殊    油壁香车①不再逢，峡云②无迹任西东。    
梨花院落溶溶③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几日寂寥伤酒④后，一番萧瑟禁烟⑤中。    鱼书⑥欲寄何由
达，水远山长处处同。    【释义】    ①油壁香车：用香木制成经过油漆的车子，女子所乘。这里代指
乘车的人。    ②峡云：巫山峡谷上的云彩。    ③溶溶：月光似水一般地流动。    ④伤酒：饮酒过量导
致身体不舒服，是唐宋时代的俗语。    ⑤禁烟：古代风俗，在清明前一天或两天禁举烟火，人们都吃
冷食，名寒食。    ⑥鱼书：指书信。鱼指藏书信的函，以木版两块，刻成鲤鱼形，将信夹在里面。    
坐在油壁香车里的美丽女子再也见不到了，她就像巫山峡谷上的云，行踪不定。院落里，梨花沐浴在
如水一般的月光之中；池塘边，阵阵微风吹来，柳絮在空中飞舞。这几天寂寞得很，酒喝多了伤了身
体，又是寒食禁烟日，更感到眼前一片萧索景象。写好的书信，想寄给她，但不知如何才能送达，水
这般远，山这般长，到处都是高山远水阻隔，此信怎能送到！    【文学品读】    伊人乘着油壁香车而
去也许无缘再逢，她就像那巫山行云来无影去无迹。小院里月色朦胧梨花正开，池塘畔柳絮伴着淡淡
微风阵阵飞舞，只有我孤独一人，寂寞无聊，只有借酒寄托我思念之情，喝多了酒伤了身体，又赶上
是萧索冷落的寒食节中。想写封信寄给我思念的人，可是，这山高路远叠嶂重重，我又如何送到她的
手中。我想，她也和我一样，在思念着我吧。    此诗写的是对别去情人的怀想。从用峡云之典看来，
诗人所思念的显然是一位遭遇不幸而落入红尘的女子，然而他却对她一往情深，所有的爱慕与思念都
化作了缠绵悱恻的诗句，让听者伤怀，闻者落泪，诗人用他一颗真心去倾覆当时社会禁锢的年轻人自
由恋爱的礼教，可谓至情至性，敢作敢为。    晏殊一生富贵，所以他的词中没有游山玩水或羁旅愁苦
之作，但他也并非全无悲戚，不过他所悲的是上升到人生中的‘无可奈何’的共悲，而非个人为某事
的小悲小痛。又因为他一生历任各级大官，纵有儿女之情也不能像其他诗人那样表达出来，所以他词
中又似乎有一种潜在的风情，不能倾泻出来，只能在一定范围内隐约地表达，适可而止。    有如他的
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种人的意志所不能挽回的情景，即使只是个人一时莫
名的悲伤，也蕴含着人类永恒的无可奈何的悲感，由此而感到人类永久的无可逃避的命运。由这种主
观的悲哀，推而至于客观世界的运转，又何尝不是如此。    【链接小贴士】    晏殊是北宋文坛上地位
很高的文人，和北宋前期大多数文人的作风一样，晏殊的诗文词都是继承晚唐五代的传统，他“
赡(shan)丽”之中有沉着的内容，所以不流于轻倩、浮浅，故为当时所重。他一生显贵，善于写旖旎
风光，欢愉情趣，但他的作品并不单纯如此，而孕育着深厚的悲戚之感。    晏殊笃(du)守《花间》的
成规，但没有一首是矫揉造作的“次韵”之作，这可见晏殊填词，纯为抒写自己的性情，不是流于形
式用来炫耀的文字游戏，所以此诗蕴含了作者深刻的思想。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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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学是几千年文化的沉淀，承载了很多古人的智慧，它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卢旭东
、赵海英、李乡状主编的《中华颂之优美诗词》主要选择了古代一些经典的诗词著作，让我们不但可
以领略到古人的文笔风采，还可以陶冶情操。多背一些古诗词不但可以增强学生的写作能力，也可以
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乐观地面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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