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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诗歌是如何产生的

作者知道大家在看到这本书之前，就已经背过不少古诗了。不知

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诗歌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古人为什么要

写出这么多的诗词让我们背呢？古代不上学的孩子们要背诗吗？

亲爱的同学们，误会了。因为“古诗”根本就不是专门写来给你

背的！

诗歌早在上古时期就有了，它很可能起源于人们在劳动时喊的

口号。大约就是这样：“来，走起！”“加把劲儿啊一起拉啊！”“你堵

那头，我堵这头，咱们一起把鸡捉呀！”喊着，喊着，大家觉得这样

的口号很有意思，于是在开心时、伤心时、兴奋时、悲愤时都喜欢来

上那么几句，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不少歌谣，这就是诗歌的雏形。没

想到它的起源是如此接地气吧？

但是，具体是哪个年代开始有的诗歌，我们现在也查不到了。因

为诗歌出现得比文字还早呢！原始社会里的上古歌谣，大多都已经

失传了。目前我们能找到的最早有文字记载的诗歌是这一首：

弹歌

[上古时期]

断竹，

续竹，

飞土，

逐肉。

相传这是黄帝时代的作品，距今已经有 5000 年了。诗中描绘了人

们劳动的场景：砍伐竹子，用竹子制作工具，再用做好的弓去打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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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诗歌的语言很精练吧？才八个字，就写了一个关于打猎的

场景出来。

后来，文字渐渐出现了，便陆陆续续有诗句保存了下来。又过了

许久，到了距今 3000 多年前的西周王朝，统治者开始重视这些民间

歌谣，便专门派人去采集诗歌。

负责采集诗歌的人叫作采诗官。看起来这可是个好工作呀！采诗

官可以像旅游一样四处走访，把人们口头吟唱的民谣、诗歌都收集起

来，带回都城给周天子（周朝的统治者，那时候还不叫皇帝）看。

用采诗官们自己的话说，“我们不生产诗，我们只是诗的搬运

工”，好玩吧？

不过，这当中的风餐露宿有多辛苦，只有他们自己体会最深了。

经过年复一年的采诗，大家只需要通过听诗歌就能知道老百姓

心里的想法是什么、日子过得怎么样。接着，周天子会让懂音乐的人

把这些内容重新修改、整理、谱曲，让它们变得更加规范，再传回到

民间。所以，最早的诗歌大部分都是有曲子、可以唱的，只不过传到

现在，曲子早就消失了，只剩下了文字。

幸好还有文字。单单从文字中感受到的诗歌文化，就能在跨越几

千年的时光中不断地滋养华夏儿女们的精神世界。无论在地球的哪个

角落，只要有人随口吟上一句“床前明月光”，我们就能马上接出下

一句。即使大家互不认识，但只要念的是同一首诗，就会产生相似的

联想、得到相似的感动。诗歌能将大家紧紧联系在一起，即使是陌生

人，也能通过诗歌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在心灵中留下默契。这正是因

为我们共同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用诗歌为我们留下了文化

基因。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延续千年，生生不息。

1.1.1　《诗经》：既神秘又好玩的上古歌谣

“关关雎鸠（jū jiū），在河之洲”这句诗，很多人都会读，你一定

听过吧？它出自《诗经·国风·关雎》。

《关雎》是诗经里的第一首诗，主要是称赞一位美好的女子。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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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写女子要从“雎鸠”这种水鸟开始写起呢？两者之间有什么联

系吗？这个答案，我们要从《诗经》是什么讲起。

别担心，讲解很短，三幅图就能弄懂。

1．它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图 1-1）

图1-1　中国诗歌长河示意图

喜欢采集诗歌的西周灭亡后，皇室东迁洛阳，东周来接班儿了。

东周又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两大阶段。春秋时期出现了一位名垂

千古的大教育家孔子，你一定听说过他。孔子整理了从西周开始到春

秋时期这 500 多年间流行的诗歌，最后删定的一共 305 首，所以人们

称它为《诗三百》，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诗经》。

2．《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图 1-2）

图1-2　《诗经》风、雅、颂三部分示意图

（a）风；（b）雅；（c）颂

赋：直言

现代语：她真好看。

诗经曰：有美一人，

清扬婉兮。

比：比喻

现代语：她像花儿一

样美。

诗经曰：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

兴：象征

现代语：那两只鸟好恩爱，跟我

们一样。

诗经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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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是国风，这部分内容几乎都是来自各地民间歌谣，就是老

百姓中间的“流行歌曲”。

“雅”以贵族作品为主，有点像我们现在在音乐厅里演奏的音乐，

那个时候，主要是作为古代贵族举办宴会时的背景音乐或者表演使

用的。

“颂”以祭祀歌为主，只有朝廷和指定的封国才能使用，都用在

很庄严肃穆的场合。

3．《诗经》有“赋”“比”“兴”三种创作秘籍（图 1-3）

图1-3　《诗经》赋、比、兴三部分示意图

（a）赋；（b）比；（c）兴

现在我们来看《关雎》的前几句 ：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它在讲美人之前，先提起“雎鸠”。雎鸠是一种水鸟，这正是用

了“兴”的手法：由鸣叫的水鸟引发出对美好女子的追求之心。这是

不是有点像我们在看到夏天火热的太阳时，引发出“天气真热，好想

吃个冰淇淋”的感慨？

总结起来，《诗经》的特点就是六个字（图 1-4）。

图1-4　《诗经》特点示意图

介绍完背景知识，我们来看一首《诗经》里的诗歌，并学习怎么



006

趣
解
小
学
必
背
古
诗
词
：
看
历
史
，
学
朗
读
，
懂
古
诗
（
上
册
）

朗读吧！

1.1.2　《诗经·小雅·采薇》节选：古代当兵苦哇！

从“武王伐纣”的周武王到“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西周历时约

300 年。那时候，一个叫犬戎的少数民族一直是西周的强敌，几代周

天子都曾经派兵与之作战。甚至最后，西周王朝就是亡于犬戎之手。

西周是奴隶制社会，采用征兵制，等级分明。“虎贲”是周天子和

诸侯国的亲兵，属于贵族的子弟兵。“甲士”是驾车的兵，从平民阶级

中征召而来，不打仗时他们就在家干农活儿。“步卒”是由庶人（一

般指没有田地的人）组成的。“厮徒”是军队的苦力，由奴隶充当。

《采薇》这首诗大概是以一名甲士的口吻写就的，描写了对犬戎

的战争之艰辛之持久。薇，是一种野草的名字。诗中以野草的发芽、

成熟、变老来指代时间的流逝。全诗一共有六章，每章有八句。原诗

很长，写了对家乡的思念、戍边的艰苦以及随时备战的高度紧张。

诗的最后一章写道，好不容易战争结束，能回家了，可路途又

是那么远、那么累。但即便如此，还是要坚定地一步步往家走去。

《诗经·小雅·采薇》节选 

[周]（约前1046—前500）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一位战士出征多年后终于踏上归途，节选的内容是描写他在艰

难归家途中的心情。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回想当初我出征时，那细细的杨柳枝

随着风儿轻轻摆动。“杨柳”的读音很像留下的“留”，在古代，常用

杨柳来表达离别的不舍和思念。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今我归来的路途中，大雪纷纷满

天飞。



007

第
1
章　

中
国
诗
歌
发
芽
啦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道路泥泞很不好走，现在的我又饥又

渴，又累又孤单。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我这满腔的伤心和悲哀，谁能体会？

这四行诗句并不长，但可别小瞧它们。在艺术上，“昔我往矣，杨

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被称为《诗经》中最好的句子——它

借着景物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并且对仗十分工整。在“杨柳依依”这

样美好的景色里写离家多年的忧伤，又在“雨雪霏霏”这样哀伤的景

色里写即将归家的喜悦，在快乐的景色里写哀伤，又在伤感的景色

里写喜悦，这样的对比，让忧伤与喜悦都成倍增加了。

也许你会说，“这不稀奇呀，我也能写”。是的，现在“借景抒情”

这样的手法已经很常见了。但这首诗是 3000 年前作的呀，它可是此

类修辞手法的源头呢！我们都知道，“发明者”“创造者”总是非常了

不起的，对吧？

【朗读秘籍】

1. 情景：“我”是一名征夫，外出打仗多年。这年冬天，总算可

以回家了。我独自走在归家的途中，雨雪交加，天气十分阴寒。又湿

又滑的土路上全是泥巴，行走艰难。一路上我风餐露宿，又饥又渴。

远远望着家乡的方向，百感交集，却无人可以倾诉。

2. 感情：悲伤。他的悲伤里有对家乡的浓浓思念，有对时光流逝

的惋惜，也有对战争的厌恶。

3. 语气：既然感情是悲伤的，那么我们的语气就要相对低沉、缓

慢。我们需要把呼吸放缓、把声音压低，这样才能衬托出诗中的氛围。

第一句“昔我”二字是回忆，声音可以拖长一点，带着一种回味

往事的感觉。讲到“往矣”的时候，有些许的忧伤，声音往下走；“杨

柳依依”中的“依依”二字往高处走，这是回忆出征前的送别，那飘逸

的杨柳是如此美丽。想到这儿，我们的情绪和声音都可以上来一些。

第二句的“今我来思”，是如今孤单的自己想起当初分别的情景，

气氛有些往下沉了，我们朗读时的声音也往下走一点。接着，在“雨

雪霏霏”这样寒冷的天气里，这位征夫更显凄凉，因此这句声音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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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沉。

第三句“迟迟”两字要读得缓慢一点，表现在泥泞雪水中走得很

慢、很艰难的样子。“载渴载饥”，人又饿又渴的状态下，语气是有气

无力的，声音低沉而缓慢。

第四句“我心伤悲”，像是这位征夫仰天长叹了一口气，感叹自

己的悲伤情绪。我们在朗读时把气息猛地一口叹出去，音量也要随之

加大一点。“莫知我哀”则是无人诉说、无人可懂自己的悲伤心态，气

息收敛，声音低低缓缓地结束。

同时，像“昔”“今”“往”“来”“杨柳”“雨雪”这样的对比词

语可以稍微强调一下，突出对照中的不同。

《诗经·小雅·采薇》（节选）朗读爬山图如图 1-5 和图 1-6 所示。

图1-5　《诗经·小雅·采薇》（节选）朗读爬山图1

图1-6　《诗经·小雅·采薇》（节选）朗读爬山图2

1.1.3　《离骚》：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诗经》一出现，便成为读书人必背的内容。在它称霸文坛几百

《诗经·小雅· 

采薇》（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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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中国才出现了能与之比肩的新形式作品——《离骚》。

《离骚》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全诗 2476 字，包含大量生僻

字以及楚地的巫文化。

奇怪了，《诗经》里可是有 305 首诗啊，为什么单单一首《离骚》

能与之相提并论呢？

因为它够长？够难？够深情？够华丽？

都不是。

那是为什么呢？

《离骚》的作者屈原，你一定听过他的名字吧？我们传统的端午

节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纪念屈原，这也是我们唯一会在节日里纪

念的诗人。

他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我们来看看屈原和离骚的故事。

屈原（约前 340—前 278），姓芈（mǐ），屈氏，名平，字原，出

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省宜昌市），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

前面说到，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那个时候，虽然大家

表面上都认同周天子的统治，但实际上都是各自为政。春秋时期，大

大小小的诸侯国曾多达 140 余个。各诸侯国之间经常打仗，大国吞并

小国之后，又继续和其他的大国不断地打，先后分别形成了“春秋五

霸”1①和“战国七雄”2 ②的局面。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贵族，他的祖上也当过楚王。楚国一度非

常强大，是当时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诸侯国。年轻的屈原正生活在

这个时期。他凭着一身才干很受楚怀王的重用，在精准分析天下形势

后，又推行了革新变法。刚开始改革的成效不错，让楚国进一步强大

①  春秋五霸：指春秋时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即齐桓公、宋襄公、晋文 
 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说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 
 越王勾践。

②  战国七雄：中国东周战国时期七个最强大的诸侯国的统称，包括秦国、 
 齐国、楚国、赵国、韩国、魏国和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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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但是，革新，革新，一定会革掉一部分人原有的利益，尤其是

势力庞大的旧贵族。当他们的利益被侵犯，就一定会想办法反击。在

这些人的排挤和陷害之下，屈原两度被流放。

明明一心为国做事，却被奸人所害。屈原的满腹才华得不到重

用，美好理想得不到实现，一腔报国热忱也得不到施展。他只好在被

流放的荒凉之地发出无数呼号和叹息。这些都被写进了长诗里，就是

我们今天看到的《离骚》《九歌》《天问》等楚辞的代表作。这些代表

作和屈原一起，对后世文人的影响乃至对整个中华文化的影响都巨

大和深远。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可以来简单了解一下。

其一，屈原的高洁的形象。屈原在长诗中所展现出来的，是一个

同情百姓、深沉爱国、批判现实、追求纯洁理想的形象。他说“长太

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是为百姓的艰难生活而流泪叹息。

他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表明了一路上的黑暗

险阻都阻挡不了自己追寻光明的决心。他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

死其犹未悔”，这是诗人为了追寻理想而不惧死亡的表白。屈原这种

执着追求的精神被代代中国文人继承下来，到今天仍在滋养着我们

的灵魂、坚定着我们的信念。

其二，屈原的家国情怀。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在招贤纳

士，人才来去自由。思想上，百家争鸣，各家学说的碰撞自由而热

烈。各学派大师都可以率门下弟子游历天下，如我们熟知的孔子就曾

周游列国讲学。政治上，诸侯国的概念也和我们现在的国家概念不一

样。大家名义上都还属于东周王朝，但周室衰微，国家意识也越来越

淡薄。士子们不但可以历聘各国，还可以“合则来，不合则去”。例

如，商鞅本是卫国人，去到秦国施政变法；孙武本是齐国人，去到吴

国，以自己的兵法使吴国一时强大称霸；荆轲本是卫国人，后效忠燕

国太子去刺秦王……

屈原所在的楚国，人才外流也十分严重。楚人伍子胥在吴国立

下赫赫战功；楚人范蠡去了越国，帮助勾践灭吴；楚人李斯被秦王重

用，成为秦朝的开国丞相……但屈原，即使被误解、被陷害、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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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对楚国始终如一、爱得深沉。这种深厚的情感在诗中反反复复出现

了无数次。面对流放的困苦，他既不愿离开，也不求自保，只满心牵

挂着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生活。乃至最后，当听到楚王被擒，他满心

绝望，抱石沉江。

其三，屈原开创的比兴寄托。《诗经》里的“兴”是在诗的开篇起

感发作用的，比如由水鸟鸣叫而引出窈窕淑女。而《离骚》里的“比

兴寄托”强调的是“意在言外”，比如“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

余以善淫”，表面上写大家嫉妒一个女子的美貌，实际上呢？诗人说

的是官场黑暗，有小人污蔑于他。

也许你要说，这个比喻不稀奇呀！我们常见。那是因为我们已经

熟悉了这种表达方式。可在几千年前呢？《离骚》正是这种写法的

源头。从这里开始，我们多了一种言外之意的比兴寄托之法。美人喻

君子、花草喻高洁的品质、服饰之美喻美好的品德……屈原用了许多

新奇的比喻，自《离骚》开始，中国便有了以“美人香草喻君子”的

传统。

其四，屈原的悲秋主题。“悲秋”，是中国文人们从古至今都有的

情结。每当有人身处逆境、离别、失意，或者感叹生命无常、时间易逝

时，都会想到秋天。等真的到了秋天，诗人们更是将自己的感伤之情

表露无遗。我们比较熟悉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万

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都是悲秋主题的千古佳作。而在比

他们早 1000 多年的楚国，屈原就已经发出了“惟草木之零落兮，恐

美人之迟暮”的感叹，这也成为历代诗人悲秋情感共鸣的开端。直至

现在，我们都还经常使用“美人迟暮”这个词来形容岁月的无情。

当然，这几方面还远不足以概括屈原的伟大。作为中国第一位有

名有姓的大诗人，屈原虽然已经远去了，但是他心灵中的美好、他品

格里的高贵，都通过《离骚》传承了下来。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不断点燃诗人们的热情和追求，不让诗歌走向消极，不让诗人放弃

理想，这是屈原和《离骚》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

1953 年，也就是在屈原逝世 2200 多年后，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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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确定屈原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另外三位分别是法国作家

拉伯雷、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古巴诗人何塞·马蒂。

人的生命虽然短暂，但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作品的生命是无

限的。屈原在《离骚》中所展现出的家国情怀一直被后世的诗人们继

承和发扬，他那求索和不屈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的

选择，也影响了无数后世文人的创作。

屈原和《离骚》带给我们的震撼与感动，几千年来生生不息。所

以虽然小学生的课本里还不用背诵他的作品，但我们却一定要知道

这位伟大的诗人。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了解了中国诗歌的两大“巨头”——《诗

经》和《离骚》。我们来看看两者的简单对比（图 1-7）。

图1-7　中国诗歌两大“巨头”对比示意图

简单总结，《诗经》的内容大多采自民间，来自老百姓的生活，

描写的多是现实里的事情，几乎都是四字一句，简短易读，是现实

主义文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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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里有许多诗人奇特的想象，还结合了南方特有的神鬼传

说，文风华丽，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

1.2　诗坛里的起起伏伏

1.2.1　汉乐府《江南》：走！夏游去！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四起，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革，思想产生

了巨大的碰撞，迸发出灿烂的火花。这一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现象

被称为“百家争鸣”。这期间很少人去采诗了。文人们为了表达自己

的思想和主张，都喜欢写辞、写赋，而很少写诗，诗歌园地几乎是一

片荒芜（在长达 400 年的时间里只有《离骚》大放异彩，成为中国诗

歌史上的高峰）。

大家都不写诗，那诗坛就此没落了吗？

当然不。在沉寂了几百年后，它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

我们先来看看这段时间里的历史大事件。

公元前 256 年，秦灭东周。

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

朝秦朝，定都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安市）。“书同文、车同轨”，

他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将“三皇五帝”的称号合并采用，成为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公元前 207 年，秦朝灭亡。

公元前 206—前 202 年，刘邦、项羽楚汉争霸。

公元前 202 年，刘邦建立西汉，是为汉高祖，定都长安（今陕西

省西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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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的第七位皇帝刘彻，便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帝。他的名气和贡

献，与手下群星闪烁的文臣武将分不开。文，有写下《史记》的司马

迁，有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有汉赋大家司马相如，有古代四大才女

之一的卓文君；武，有卫青、霍去病横扫匈奴，以战封神，有飞将军

李广威震西域。对内，汉武帝颁布推恩令瓦解诸侯势力，不拘一格录

人才；对外，他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

而这个时期对于诗坛而言的大事，便是“采诗夜诵”。汉武帝仿照

周朝的传统，命人收集诗歌，将之重新谱曲、流传，民间诗歌又一次

被重视和保存起来。由于当时是由一个叫作“乐府”的机构来管理音

乐和诗歌，所以这些诗歌我们就称为“乐府诗”，或者叫“乐府”“汉

乐府”。

新上岗的采诗官们可高兴了。他们哼着歌、带着笔，上庙堂、下

田地，全国各地到处跑，山间田野四处逛。新一代采诗官们一边旅

游，一边工作，收集了大量的诗歌，带回长安汇编成册。其中，有贵

族祭祀的乐歌，有乐器演奏的曲子，还有许多“相和歌辞”。相和歌

辞是百姓在劳作时随口吟唱的歌谣，内容贴近生活、通俗易懂，有的

就像是邻居之间在聊家常、唠嗑一样。其中蕴含的感情和哲理也让人

感到十分亲近，所以是汉乐府中最受人欢迎的诗歌类型。相和歌辞讲

了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真实又有趣。《江南》就是其中的

一首。

江南

[汉] 乐府诗（约前110—前100）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很简单的一首诗。它收录在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里，读起来非

常欢快可爱。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初夏的江南，人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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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莲子，看到许多鱼儿在水中游荡。田田：形容荷叶很茂密的样子。

前三句告诉了我们时间、地点和事件。简单的三句诗，向我们展现出

如画儿一般的江南美景。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鱼儿一

会儿游到东边，一会儿游到西边，一会儿游到南，一会儿又游到北。

这四句除了“东西南北”几个方位词有所变化外，其余内容都是

一模一样的。这里用的修辞手法叫“复沓”和“互文”。古代的诗歌

大多是配着曲子唱出来的，“复沓”也就是歌曲中的循环往复，非常

有节奏感和韵律感。“互文”是句子间的相互呼应。这两样修辞手法

充分地把鱼儿四处畅游的调皮劲儿展现出来了。别看这表面上只写了

鱼儿的玩耍，实际上也指的是少男少女们采莲时的欢乐场景。像鱼儿

一样欢快活泼的他们，真让人开心。咦，看大家结伴出来玩的样子，

像不像我们现在的春游？不过采莲的季节是初夏，我们不妨叫它“夏

游”吧！

这首诗语言通俗易懂，我们不用看译文就能明白大致的意思，

把它背下来也不是难事。不过，想要朗读好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不

信，你回忆一下，当初大家是怎么背这篇课文的？是不是从“鱼戏莲

叶间”这句开始，后面全部用的一样的语调？甚至同学们相互间还会

比速度，看看谁把后面的“东西南北”背得最快？

可惜了，可惜了，这么欢快有趣的一首诗，大家随便读读就把

它放过了，那可不行！来看看咱们的朗读秘籍吧！

【朗读秘籍】

1. 情景：夏初，江南又到了采莲的季节。我们来到湖边玩耍，

看到莲叶全都盛开了，一朵一朵浮出水面，层层叠叠，一片生机盎

然。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一会儿游到这儿，一会儿游到那儿，欢快

极了。

2. 感情：通过以上的情景，我们也能感受到采莲人的快乐吧？夏

日里，人们一边划船戏水，一边采摘莲子，水中的鱼儿与船上的人

儿都在嬉戏，好一个盛夏光景，好一段欢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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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语气：诗中描写了采莲时鱼儿在莲叶间游动的情景，朗读的时

候就好像是我们自己要出门去玩耍一样，带着这种放松的心情来读，

语气欢快活泼、声音明亮。

第一句“江南”二字清晰带出，告诉人们采莲的地点。“可采莲”

适当放慢，这是在说人们在干什么，语气是明快愉悦的。

第二句“莲叶”二字就不必再强调了，着重放在“何田田”上，

展现莲叶的茂盛，语气是带着欣赏和欢快的。

第三句“鱼戏莲叶间”的节奏比前两句稍快一些，“鱼”字稍微突

出一点，因为后面讲的都是鱼儿的动作了，它可是后面的主角呢。这

里用稍缓的上山类语势。

接下来的几句，就不用再强调“鱼”了，转而强调“东” 

“西”“南”“北”这几个方位词。同时注意，语言节奏是轻快的，不要

拖音，要展现出鱼儿的活泼和欢快。朗读的时候可以一句高一句低地

来搭配，不要四句都读成一模一样的节奏。虽然现在没有了曲子，但

我们仍然可以用自己的朗读来展现诗句的丰富变化。

汉乐府《江南》朗读爬山图如图 1-8 所示。

图1-8　汉乐府《江南》朗读爬山图

1.2.2　汉乐府《长歌行》：快戒掉拖延症

你有“拖延症”吗？有经常被大人们说“慢吞吞”“磨磨叽叽”

吗？有觉得今天的事情好像永远也做不完、总是想等到以后再说吗？

如果以上情况都有，那么你可得好好品读一下这首古诗了。

汉乐府《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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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歌行 

[汉] 乐府诗（约前110—前100）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前面讲《诗经》的时候我们提到过，最早的诗歌很可能是来源于

老百姓在劳动时喊的“口号”。几千年前，人们种地、盖房子可都是

没有机器的，需要很多人协作、相互鼓励。喊一些劳动口号有助于大

家一起加油。慢慢地，这些口号就演变成了歌谣。人们发现这样的歌

谣朗朗上口，唱起来很有意思，流传度也广。许多乐府诗也是来源于

此。这些诗歌缘事而发，有很强的叙事性。后来，人们开始在诗歌中

加入一些观点、道理、劝诫等，希望能对世人有所帮助。《长歌行》就

是这样一首“励志歌”。它讲了什么呢？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园子里的菜郁郁葱葱，长得非常

茂盛。早上还有露珠在叶子上滚动呢 , 可等到太阳一出来，就被晒

干了。

这里的“葵”是中国古代很流行的一种蔬菜，我们叫它“葵菜”，

滑溜溜的，很好吃，大家不妨找来试一试！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暖暖的阳光把幸福和希望洒满大

地，大自然里的万事万物都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德泽：恩惠，这里指

大自然的恩惠。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但还是让人时常担心，怕秋天一

到，草木发黄，花儿凋谢。焜（kūn）黄：形容草木凋落枯黄的样子。

华（huā）：同“花”。

诗句到了这里，是一个大转折：前面还在说春天的美好，瞬间就

来到秋天的衰落了。诗人这样写是想引出什么呢？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你看，千百条河流都是向东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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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入大海的，它们什么时候会回头向西呢？

原来上一句的担心是在这里呢！流水不回头，时光也是一样

啊！所以诗中接下来说道：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人也是一样啊，年少时如果不珍

惜时间，到了年老体弱、精力不够的时候再来后悔，那也没有用了

啊！徒：白白地。

看到这里，你大概已经知道为什么说这首诗是“励志诗”了吧？

它从自然景物的消逝写起，由小见大地描述出时光一去不复返的自

然现象和人生哲理。几千年来，人们常用这两句诗来告诉我们，要趁

青春年少努力奋斗，莫去虚度光阴。

除了劝诫之外，这首诗还使用了“托物起兴”的手法。诗的第

一句先从蔬菜讲起，看起来似乎和主题“珍惜时间”没有什么关系，

它也不直接讲道理，而是通过万物的变化来让我们感知时间的变化，

最后点明主旨，劝大家珍惜时光。

我们写作文的时候也可以用“托物起兴”的手法哦！例如，你想

出去玩，不直接写出去玩，而是可以先写自由飞翔的鸟儿、欢快奔跑

的小朋友、阳光下的草地等，到后面再讲你想出去玩的愿望，是不是

跟你直接写“想出去玩”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朗读秘籍】

1. 情景：这首诗有点长，又以景物描写为主，故事性不够，所以

不那么好记。不过不用担心，我们可以根据前面讲解的意思想象出一

幅动态的画面，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记忆！

来，我们一起来观看这样一个大自然的纪录片：春天的菜地里，

蔬菜长得翠绿可人。早上的时候，菜叶上还有许多晶莹剔透的露珠

呢，可太阳出来后，就把露珠晒干了。春日的阳光照射下来，温暖又

舒适，仿佛都带着幸福的光辉。可是到了秋天，树叶、小草都变黄、

枯萎了。你看，所有的河流都是往东流去，什么时候见它们能倒流回

来的？所以，不趁年少的时候努力，到老了就来不及啦！

2. 感情：虽然诗中有对自然景物逝去的感慨，但总体的感情是积



019

第
1
章　

中
国
诗
歌
发
芽
啦

极向上的。全诗共五组句子，前两组是表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三、

四组是表达对时光流逝的惋惜，最后一组是对大家真诚的劝勉和鼓

励。全诗充满了“爱”的感情。这个“爱”，包括对大自然的爱、对

时间的爱，也包括对世人的爱。正因为爱，才让诗的作者愿意花这么

多时间精力、以“托物起兴”的手法开始，把干巴巴的道理讲得如此

充满美感。

3. 语气：整体语言节奏较慢，但无论是平缓说理，还是深刻的感

慨，都不是单一的情绪，而是以“爱”为铺垫，才能读出诗中的情感。

第一组句子讲青翠可人的蔬菜“青青园中葵”时，我们的声音也

是清脆、愉悦的，朗读节奏比较明快。但是当露珠被太阳晒干，“朝

露待日晞”后，语速要放慢，带着些许惋惜，用下山类语势。

第二组“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说起这大好春光，我们的

气息要饱满，声音别含着，随着感情一起放出来，充满对大自然的

赞扬和欣赏之情。这一组大体上可用上山类语势来表现阳光铺满大地

的幸福感，节奏稍放慢。

第三组诗句的感情有所转换，我们的语气也要随之变成担忧的

状态：气息凝滞，声音放低，带着一些忧虑的心情和语气念出这惋惜

的感慨：“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第四组诗句用了大自然里的万千河流来举例，情感大气，语气也

要随之豪迈起来：气息吸满、音量加大，同时要带着引人深思的感觉来

念：“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这问句有反问的意思，大家都知道

百川不会向西流，所以语气会更强烈一些。

第五组诗句是全诗的诗眼，也是我们朗读时要着重表现的部分。

先用十分有力的语气提醒人们，做一个假设，接着再用惋惜、后悔的

语气陈述这后果。节奏上，先是用上山类语势告诉大家，如果你“少

壮不努力”，那么就会“老大徒伤悲”。最后这一句，声音放低，节奏

放慢，尤其末尾“徒伤悲”3 个字要慢慢地、带着一种既惋惜又警醒

的感觉，略有力度地收尾，以达到发人深省的效果。

汉乐府《长歌行》朗读爬山图如图 1-9 和图 1-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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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汉乐府《长歌行》朗读爬山图1

图1-10　汉乐府《长歌行》朗读爬山图2

1.2.3　建安风骨到底是什么

从西汉到东汉的 400 多年间，国家强大、社会繁荣，文学和艺术

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汉赋是汉朝文学的代表，但是咱们小学生还不太看得懂。别不

服气跑去找汉赋来看啊，免得打击到你自己。简单来说，汉赋是一

种歌颂皇帝、描述上层社会生活的古文，离老百姓的生活很远。乐府

诗才是老百姓的心声。可当时的文人们都喜欢写赋，几乎不写诗，诗

歌只能靠从民间百姓的口头中收集而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东汉 

末年。

东汉末年是个什么状况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歌词：

“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它描述的就是那时候群雄并起

的情形。各个都想占地盘、抢江山，相互打来打去。说到这里，肯定

有同学会说，三国我知道呀！曹操、刘备、孙权，还有诸葛亮、赵云、

汉乐府 

《长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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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好多故事呢！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不就是

讲的这些吗？

没错！在“三国”这段历史中，曹操是不可或缺的人物。而他对

于诗歌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来聊聊曹操和他引领的

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里程碑，从

字面意思上理解，就是路边刻有数字的石碑，比如到 1000 米的地方，

我们立一个石碑，上面刻“1000 米”的字样，告诉大家，这儿离起点

已经有 1000 米了。到了 5000 米、10000 米的地方再继续立石碑。这

样的石碑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和指示性。延伸到其他领域，就代表重大

的、标志性的事件。

建安文学能成为中国诗歌史的“里程碑”，是因为在这之前，几

乎没有文人写诗（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诗人除外，他们实在太稀少

了）。无论是周朝的《诗经》，还是汉代的《汉乐府》，里面的诗歌都

是从民间收集而来的，相当于当时百姓传唱的“民歌民谣”。很少有

人专门去写诗，也很少有诗人留下自己的名字。而建安文学时期，则

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由“文人”创作诗歌的高潮时期，从此奠定了

“文人诗”的主导地位。我们熟悉的唐诗宋词，都是“文人诗”的代

表。唐代诗人陈子昂提出“汉魏风骨”的主张、李白称赞的“蓬莱文

章建安骨”，指的都是建安文学。

这么厉害的文学，是怎么发展而来的？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连年战乱，许多文人不再尊重传统儒学，

他们更愿意在乱世中突出自己的个性，于是便开始尝试在诗歌里写

下自己丰富的感情。这一写可不得了啦，大家发现，“以诗言志”这种

方法太好用了！它既简单、好记，也易读、易诵，不像长长的汉赋，

一般人连看懂文章的意思都很困难，更别提广泛流传了。

当文人们注意到诗歌这么方便的形式，就都开始发力了：抒发豪

情壮志的时候，写一首；表达伤心失意的时候，写一首；看到百姓苦

难的时候，写一首；感叹人生短暂的时候，也写一首……于是，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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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以曹操、曹植、曹丕父子三人和“建安七子”1①为代表的建安诗派。曹 

操擅长四言诗，曹植擅五言诗，而曹丕的《燕歌行》则是最早的七言

诗。建安七子的诗作也都各有特点。后世既然把他们统称为“建安诗

人”，一定是有其共性的。他们都有哪些地方很像呢？简单概括就是：

感情方面，丰富而强烈，多悲慨。

语言方面，刚劲而有力，始修饰。

这里“始修饰”是什么意思呢？开篇说过，以前诗歌的主要来源 

都是民间，语言质朴，内容也是以叙事为主。从建安文学开始，“文人

写诗”逐渐占了主导地位，他们开始在诗歌里抒情，加入一些修饰和

对偶的手法，这对后代五言诗、七言诗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引导作

用。也就是说，从这时开始，人们开始注意诗中的修辞手法了。

建安诗人们不仅诗写得多，诗人本身也都颇具个性。

多有个性呢？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去世了。曹丕（后来的魏文帝）

带着大家去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

于是一个相当于太子的人带着一帮文学界大佬纷纷在墓前学起了驴

叫！这事儿无论放在哪个朝代，都是绝无仅有的吧？

但你们千万别以为他们只会“搞笑”。建安派的诗人们个个都怀

着远大抱负和慷慨义气，写下了大量渴望建功立业、抒发雄心壮志的

诗歌。例如下面这一首：

短歌行（节选）

[东汉] 曹操（155—220）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①  建安七子：指汉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 
 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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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虽然不在小学生必背诗词的大纲里，但我相信很多同学

都读到过，因为它实在太有名了！在诗中，曹操把自己求贤若渴的

心情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如果你想要朗读出这首诗的韵味和气

度，首先就得理解曹操想要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要像他一样怀着

一种广纳天下人才的理想，用积极、大气、坚定的感情来朗读，才能

展现出这首诗的雄浑意境。

1.2.4　山水田园诗也开宗立派啦

曹操不仅开创了建安文学，还为魏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他离称帝只差临门一脚了，可就是没做成。最后还是由他的儿

子曹丕完成了这一步。曹丕建立魏国后，给曹操追封了帝位——魏武

帝，也算是了了这位一心想雄霸天下的老父亲的心愿。后来刘备、孙

权也相继称帝，分别建立了蜀汉和东吴。“魏蜀吴”三国鼎立的状况

就此形成。

可惜呀，他们都只坚持了几十年，就被曹操曾经的手下——司马

懿的家族给统一了。再后来，事情就乱成了一锅粥：司马家灭掉三国

后建立了西晋王朝，不过这个西晋也只坚持了几十年，又被北方的

少数民族给分裂了。司马家的人又跑到南方建立了东晋，100 年后，

东晋又被人灭了。

从此，中国分为南、北两块。南边是东晋以及宋、齐、梁、陈四

个非常短的朝代。为了便于区分，称它们为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

南朝陈，每个朝代都只有几十年，其间还换了一大堆皇帝。后来，北

方也分裂成了五胡十六国（图 1-11）。可想而知天下有多乱。

图1-11　三国魏晋南北朝变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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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讲过，从屈原开始，中国的诗人们大多都有浓厚的家国

情怀。遇到这样的乱世，诗人们都在干什么呢？

东汉末年的建安文学时期，诗人们抒发了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抱

负，并且付诸了行动。可到了西晋的时候，诗人们就只能把抱负隐晦

地写在诗中了。因为掌权的司马家族杀帝、废帝，还严厉监管舆论，

谁说他们不好就抓谁。政治环境如此险恶，诗人们只好把家国情怀在

心里埋藏起来。他们表面上吊儿郎当、不务正业，实则内心充满孤寂

和苦闷。这期间诞生了著名的“竹林七贤”1①。他们远离政治，专注探

索自己的内心，形成了独有的“魏晋风度”。看，这就是历史大环境

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而当西晋又分裂成东晋和北方的五胡十六国之后，天下更乱、官

场更黑暗了。于是诗人们远离喧嚣，寄情于山水田园之间。这时候的

诗坛又有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产生了山水田园诗。代表诗人是

写田园诗的陶渊明和写山水诗的谢灵运。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等都是

田园派“开山祖师”陶渊明的著名诗句。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

田园诗人，他“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愿跟黑暗的官场同流合污，因

此弃官隐居，过着身体劳苦却内心闲适的日子，被尊为“隐逸诗人之

宗”。他的生活态度和诗歌文章，对后世的文人们都有极大的影响。

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个词叫“世外桃源”吧？它就出自陶渊明笔下的

《桃花源记》。世外桃源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几千年来都是

华夏儿女们心中向往的美好之地。

和陶渊明差不多同时期的诗人谢灵运，则是山水诗派的开创者。

他的诗对于小学生来说也许不那么朗朗上口，不过，他的“粉丝团”

可就太有名了——李白、杜甫、王勃……全是中国诗坛里响当当的人

物。而这些人都把谢灵运视作偶像，可见他的厉害。后面我们会了解

①  竹林七贤，指三国魏正始年间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 
 及阮咸七人，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中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 
 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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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多的山水诗，这里主要是告诉同学们，诗歌的发展与我们的历

史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留意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诗歌的

背景和内容很有帮助哦！

1.2.5　《敕勒歌》：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讲完了魏晋时期混乱的南边，我们来看看北边。

北方少数民族灭亡司马家的西晋后，占领了北方地区，但它们

并没有统一，而是先后分裂成二十几个国家，其中有 16 个国家比较

强大，于是这段历史时期我们称为“五胡十六国”。

后来，鲜卑族短暂统一了北方，我们称为北魏。再后来，北方又

经历了西魏、东魏、北周、北齐等朝代，它们和 1.2.4 节提到的南边的

宋、齐、梁、陈四个小朝代年代大致相同。所以在这 100 多年间，南

方、北方的情况都差不多：差不多的混乱、差不多的政权短命、差不

多的不安、差不多的难。唉！

好在中间还是有和平时期的。当不再受到战火的侵扰，南、北两

边的人便常在一个叫作“阴山”的地方相互来往、做些买卖。例如，

南方需要北方的牛羊肉和马匹，北方需要南方的布匹、茶叶等。大家

便选择在阴山交换商品。

阴山，现在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那里自古以来就生活着许多牧

民，也因此留下了许多远古岩画。距今 1500 多年的地理学家郦道元

就在《水经注》里提到过“阴山岩画”。1976 年，国家开始对这里进

行全面考察，共发现了一万多幅岩画！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岩画宝库，

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得最早、内容最丰富的岩画地之一。阴山岩画的

内容大多取材于狩猎活动，其中画得最多、凿刻最精致的就是各种各

样的动物。这也说明，从遥远的古代开始，人类和动物就共同在这里

生活了很长时间。

阴山下是一大片草原。中国的草原非常多，如果你家里有中国地

图，拿出来看一看就会发现，在地图的上方以及左上方，草原几乎

占了我们国土将近一半的面积，那可是相当之广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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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勒歌

北朝民歌（386—581）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敕勒川，阴山下”：敕勒族人民生活在阴山脚下。敕（chì）勒：

是一个种族名，又叫铁勒，在北齐时期居住在朔州（今山西省朔州

市）一带。还有种解释说敕勒是维吾尔族。

这一句既点明了地点，又塑造了一个非常大气的场景：整座阴

山，绵延 1000 多公里，都是我们的背景！这生活的地方该是何等的

辽阔啊！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空像圆圆的蒙古包一样笼罩在辽阔

的原野上。穹（qiónɡ）庐：游牧民族用毡布搭成的帐篷，也就是蒙

古包。

谁家的帐篷像天一样大？谁家的地能延伸到地平线以外去？仅

这一句诗就立刻让人感受到了草原天地间的雄壮画面。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蓝蓝的天空、青青的草

原，仿佛连到了一起。草原的风吹来，牛羊在其间若隐若现。见

（xiàn）：同“现”，呈现、显露的意思。

“苍苍”“茫茫”带给人强烈的广袤而古老的感觉。这一首极富北

方色彩的诗最开始是用鲜卑语创作的，翻译成北齐的语言后，句子

的长短就有了变化（就像我们把中文翻译成英文，句子长短也不一样

了），所以诗句看起来参差不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欣赏。

【朗读秘籍】

1. 情景：当我们走在辽阔的草原上，抬头望，天空像一个大大的

圆顶帐篷，低头看，原野无边无际。蓝蓝的天空下，茫茫的草地上，

随着一阵风吹过，牧草一片片地弯下了腰，露出了正在吃草的牛羊。

2. 感情：看着天高地广的风景，心情自然会变得豁达而开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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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对如此开阔的景色、丰盛的水草、肥壮的牛羊，诗人对家乡、对

生活的爱也洋溢其间。

3. 语气：总体来说是心情开朗、语气明快的，我们朗读时声音会

偏高、偏亮。

第一行诗里的“敕勒川”平送出去，仿佛是看到了广袤的北方大

地；“阴山下”逐字往下降，这是顺着阴山山脉往下看，场景大气，

朗读时我们的声音也需要相对拓长，显出草原的广阔之景。

第二行的“天似穹庐”往上走，呈上山类语势，因为我们的视线是

从下往上看到了天空，所以声音也顺着往上走。同理，“笼盖四野”是

从天上往下看，那么我们的声音也顺着往下走，朗读节奏呈下山趋势。

这句诗形容天空像一个盖子一样笼罩着我们，此时声音也稍往内收。

第三行的“天苍苍，野茫茫”，我们可以把声音平缓铺开、拓开，

体现无边无际的宽阔之感。这一句千万不要很短、很快地就把它读完

了，那样就失去了辽远的感觉，没有诗中的意境了。

第四行“风吹草低”可用美好的语气读慢一点，用声音带出草原

上安静的放牧画面。“见牛羊”这几个字可以多一些动感和活泼感，

“见”字可以稍作强调，拓开一点，增加牛羊出现的形象感。

北朝民歌《敕勒歌》朗读爬山图如图 1-12 所示。

图1-12　北朝民歌《敕勒歌》朗读爬山图

1.2.6　诗坛“遭难”？

本来吧，这诗歌发展得好好的，人们唱得欢快，诗人们写得也

北朝民歌 

《敕勒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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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劲儿。可是，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总会开到一些岔路口，绕去

别的方向。

从东汉末年的三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例如，前

面提到一位开创山水诗派的诗人谢灵运。他出生于东晋末年，可他活

着活着，国家就改朝换代了，从东晋变成了南朝宋。他去世后不久，

南朝宋又变成了南朝齐。他稍微活得长一点啊，都能历经三个不同朝

代的更换了，可见当时政权的混乱啊！南朝齐的时候，他的家族里

出了一位叫作谢朓的后代，也是一位有名的诗人，我们把这两位分

别称为“大谢”“小谢”。这两位不仅出自同一世家，还都满身才情、

爱写山水诗。但是这两位性格都不太好，得罪了很多人，导致他们先

后都被人害死。他们的被害跟“诗坛遭难”有什么联系吗？当然！

他们这一死，中国诗坛直接“断供”了！“小谢”去世之后的 100 年

间，中国诗坛里没有出过厉害的诗人，也没有什么值得流传下来的 

诗作。

发生了什么？明明前面的发展是那样丰富而多彩，既有像建安

文学、魏晋风骨这样文人写诗的发扬，又有田园派和山水派的这两大

写诗主题的开创，还出了像陶渊明这样顶级的大诗人，可为什么说

中国诗坛“断供”了呢？

是因为后来的人开始写“宫体诗”了。

宫体诗，就是从皇宫里兴起流传的一种诗风，一开始主要是皇

帝、皇子、大臣等写的诗。这些诗，辞藻很华丽、形式很精巧，可是

内容很单调、很无聊，无非写的都是宫里的美人如何美、舞蹈如何精

彩、宴会如何高大上等。

我们有介绍过，诗歌起源于百姓的劳动，反映的是百姓的生活，

《诗经》《汉乐府》莫不如此。而从屈原的《离骚》开始，诗中的“家

国情怀”又影响了我们几千年。到了建安文学，开启了“文人写诗”

序章，但文人们写的不是阳春白雪，而是常在诗歌中反映社会现实、

抒发远大志向。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展现自然美学的同时，也体现了诗

人淳朴真诚、淡泊致远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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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宫体诗的创作意图及范围都非常狭窄，与百姓无关，与社会

无关，与个人壮志无关，多半只是为了写而写，内容也都是花花草

草、吃吃喝喝、唱唱跳跳之类的。

就好像给了你一个特别漂亮的枕头，你想拿它来睡觉，哪知里

面塞的是雕了花、有棱有角的石头，虽然它很好看，可它没法用来睡

觉啊！宫体诗就是给人这种华而不实的感觉。

举个例子，他们写女性，几乎就只写宫廷女性这一类，常从旁

观者的角度去写，显得比较冷漠，没有同情心，缺乏真情实感。比如

写女性的愁，宫体诗里是这样的：

咏歌诗

[南朝梁] 萧绎（508—555）

汗轻红粉湿，坐久翠眉愁。

传声入钟磬，馀转杂箜篌。

意思是说有一个美人在唱歌的时候充满了愁绪，但是歌声很好

听。前后没有交代她为何有愁绪，没有说她发生了什么、想的什么，

也没有反映出什么思想特点或者社会现状。诗人仿佛只是“为赋新词

强说愁”，就是为了写愁而写愁，拼命往里堆砌充满愁绪的辞藻，看

着很漂亮，但无法打动人。可当时的王公大臣们就爱写这样的内容，

所以那 100 多年间，中国诗坛并没有留下什么经典作品。

同样的道理，我们在朗读时如果没有感情也一样不行。无论是我

们对作品的理解，还是作为朗读者的“二次创作”，如果没有真切的

感受，便只会流于表面，给人矫揉造作之感。一定是要在了解内容

和创作背景的基础上，充分感受作者的内心，才能理解眼前的作品，

才懂得如何用合适的方式去表达。这样，你读出来的内容才有自己的

感情、才有真正的灵魂。这也是作者要在朗读技巧前面给大家介绍这

么多诗歌背景的原因。

补充一下，虽然这个时期的诗歌内容不怎么样，但是它还是有

贡献的，那就是让诗歌渐渐形成了格律。在这之前的诗歌，两字一

句、四字一句、五字一句的都有，又或者像《离骚》那样，句式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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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到了南北朝，大家渐渐把诗歌向五言格律诗靠拢，每句都是五

个字，而且对仗比较工整，也开始讲究押韵了。这些改变能让诗歌读

起来更顺口。格律诗的形成，对唐朝诗歌的蓬勃发展以及我们今天朗

朗上口的背诵，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什么？你并不想背诗？请往下看，你会被诗歌迷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