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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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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日之书林，不乏古典诗词欣赏的读物，本书蹊径独辟，生面别开，堪称木秀于林。
其特色与优胜是：
　可读性。
作者诗评家与散文家一身二任，旁征博引，行文有学术品位，文采斐然，笔墨如散文小品，提供的是
可令读者益智清心的一席精神盛宴。

　包容性。
重在欣赏历代古典诗词中的经典作品，旁及新诗与旧体诗词，展示的是一个汇通古今、视野开阔的参
照系。

　体系性。
从诗的创作主体与创作实践着眼，分为“襟抱篇”、“构思篇”、“技巧篇”、“语言篇”、“风格
篇”五个篇章，纲举目张，营建的是一个小中见大的诗宇宙。

　广大青年学生、古典诗词爱好者乃至新旧体诗作者，本书可作囊中之宝、案上之珍、枕边之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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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元洛，湖南长沙人。
1937年生于河南洛阳。
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诗评家，散文家。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现为研究员，多所大学名誉教授与兼职教授，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已出版《诗美学》等诗学著作10种，散文集《唐诗之旅》等1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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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腹有诗书气自华
一等襟抱一等诗（襟抱篇）
　人格美的光芒
　江山也要文人捧
　诗好官高能几人
　壮游的典礼
　笔墨林中大丈夫
　晚潮中的巨浪
　秋之颂
　咏史诗的奇葩
　登临览胜的时代悲歌
　词家射雕手
　“天下士”与“岳阳楼”
　一脉相承“乐府诗”
　一等襟抱一等诗
　去留肝胆两昆仑
天机云锦用在我（构思篇）
　接力的火炬
　弹指之间去来今
　变化多方的万花筒
　“一分为二”的谜团
　丈夫未可轻年少
　锦上添花诗更美
　诗中之龙的九级浪
　风采独具的一枝
　灵心圆映三江月
　花的家族中的奇葩
　欸乃一声山水绿
　妙手与妙文
　怀人念远的回旋曲
　孤峰不与众山俦
　小而弥香的米兰花
　诗的车轮和羽翼
　大时代与小悲欢
　诗创作的春消息
　不老的诗心
　小李白的大创造
　慷慨悲凉梦幻曲
　日星耀彩江海扬波
　律诗的强弓与高手
鸳鸯绣出从教看（技巧篇）
　初唐的基石
　诗林里的珍奇
　尽而不尽的余音
　鹰隼出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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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的袖珍独幕剧
　笔花飞舞
　多棱形的钻石
　美轮美奂的殿堂
　艺术的宝玉
　面面生辉的光芒
　诗与画的联姻
　波翻浪涌的河流
　不比不知道　
　看似寻常最奇崛
　精光四射的笔墨
　羽毛绚丽的比翼鸟
　一帧明丽的水彩
　诗教与诗艺
　情景分写的望乡之曲
　漩流与回风
　诗的舞蹈
　花枝的色泽与芬芳
　仪态万方的美人
　这不是文字游戏
　闪亮的矿石
　卧听银潢泻月声
　旧词翻作新句
　撒网与收网
　诗的摇曳多姿
　田园风情画
　乐器中的七弦琴
　久违的蛙唱
　沉埋已久的珍珠
　带刺的玫瑰
　并蒂的莲花
　浪花丛中摘一朵
　诗海的明珠
　秋波流转
　变幻多姿的云彩
　桥梁与翅膀
　悲歌恨曲
　美视与美听
　三峡姊妹篇
清词丽句必为邻（语言篇）
　诗中的“华彩”
　诗的纪念碑
　一盏清远的香茗
　独钓中唐的满天风雪
　人工与天籁
　甘苦寸心知
　未冷的诗句与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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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常景物口头语
　活色生香
　五彩缤纷的调色板
　且将画笔为诗笔
　号角与洪钟
　用典的辩证法
百般红紫斗芳菲（风格篇）
　早春的信息
　褪却红衣学淡妆
　明朗与含蓄
　凿山通道的高手
　雅与俗兼美
　民歌的芬芳
　一枝素馨花
　言近旨远的变奏
　交响曲的先声
　秋花与落霞
　宏大壮丽的交响曲
　在乐则琴在花则梅
　杏花春雨江南
　骏马秋风冀北
　金钲与洞箫的合奏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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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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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后 记中国优秀的古典诗词，是民族的骄傲，文化的精华，诗美的宝库，现代生活中引用率极高的文学
经典，也是当代人蓦然回首灯火也永远不会阑珊的精神家园。
“腹有诗书气自华”，宋代多才多艺的大诗人苏东坡早就如此说过。
哪怕你身居高位，哪怕你富甲连城，哪怕你声名显赫，如果对中国的古典诗词尤其是唐诗宋词知之甚
少甚至茫然无知，你在精神上可说是贫无立锥之地。
芸芸众生特别是年轻学子，如果只热衷于追星捧星津津乐道于快餐文化昏昏沉迷于泡沫文学，而对古
典诗词这种真正的精英文化缺乏爱心与敬意，那就只有令人感到悲哀。
从青青子衿时起，我就与诗歌理论和诗歌评论相近相亲，自以为会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了，不料竟在向
老之年专注于散文创作，我的散文虽说仍然与诗有关，但毕竟属于用情不专的移情别恋。
在诸如《诗美学》、《写给缪斯的情书——台港与海外新诗欣赏》、《唐诗之旅》、《宋词之旅》、
《元曲之旅》等诗论与散文著作之外，数十年来，我也写了不少古典诗词欣赏方面的小品文章，算是
江海壮游之外的山水清赏，好像行囊中采拾的山光水色，又如同正业之外的副业，或年终结算时额外
得到的“花红”。
今日略加修订，新予编排，辑成一书，承彬彬如也的君子之交李黎明先生编辑，他热情敬业，力求完
美，多所匡我不逮，复由中文系科班出身学术有专攻的孙女梅斌详为校对，洒扫庭除，光彩门户。
天地之间，有此双重良遇与文字之缘，人生何幸，谨此志感！
浙江大学教授、诗学专家骆寒超先生，江西《百花洲》原主编、编审洪亮先生，《湖南日报》原副总
编辑、编审张兆汪先生，湖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胡光凡先生，多年来对我青眼有加
，令人铭感。
文史专家、编审金文明先生，百忙中热诚审读已印出之拙著《元曲之旅》，指讹纠误，惠我良多。
秀才人情，于此一并言谢！
在社会日益商业化世俗化精神也日益沙漠化的今天，能让你气质变得高华脱俗而气度变得卓尔不群的
，莫过于灵心慧眼饱读有益的诗书，而且是有益诗书中无上妙品的中国优秀古典诗词了。
韩愈《晚春》诗有句云：“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
”本书为广大读者提供的就是一种别开生面的读本，一捧可以清心益智的醴泉，一束永远开不败的花
朵。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有言：“一杯在手，谁不谈笑风生？
”他指的是品尝美酒，我说的是悦读好书，希望喜爱拙书的众多年轻与不再年轻的读者，人人一书在
手，个个谈笑风生！
李元洛二○○九年初夏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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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李元洛原是著名的评论家。
其所赠《应怜东渡少年时》绝句一首，我吟哦再三，盛情可感，不禁神驰潇湘。
他家学有自，出身全国知名的北师大中文系，诗学邃深，古诗之博闻强记远胜于我。
　　——台湾中山大学讲座教授　余光中早已从海外友人处得悉你的大名，颇为心仪，没想到你成了
我诗的知音，一位严谨的高水准的诠释者、评论家。
谢谢你为我写的一系列评析文章，这是春秋史笔，能获得你的欣赏与批评，幸甚。
但愿两岸出现更多像你这样有深度的评论家。
　　——国际著名华语诗人　洛夫长沙才子李元洛的诗评驰名海内外。
其著作旁征博引，内容丰富，精分细析，融汇古今，贯通两岸。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剖情析采之际，用的是一支彩笔，文辞活泼优美，绝无刻板枯涩之弊。
　　——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教授　黄维梁元洛的文章是第一等的创作，丰赡、华美、充满感情、新意
。
他是精深微妙的诗话传统的出色传承者与开拓者。
他把读者带入一座诗艺的七宝楼台，令你为之陶醉、震撼、神观飞越。
我要为这位心包天地、腹满珠玑、笔走龙蛇、韵铿金石的文化大散文的开拓者鼓掌喝彩。
　　——中华诗词学会创始人、文学教授　周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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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红紫芳菲:诗词经典导读》：揭示古典诗词魅力的奥妙，诗歌爱好者的一部枕边书，诗学与散文名家
李元洛的扛鼎之作。
余光中、洛夫、黄维梁、周笃文等海内外名家联合推荐。
阅读、欣赏、创作诗词的秘籍，海外有叶嘉莹，国内有李元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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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李元洛原是著名的评论家。
其所赠《应怜东渡少年时》绝句一首，我吟哦再三，盛情可感，不禁神驰潇湘。
他家学有自，出身全国知名的北师大中文系，诗学邃深，古诗之博闻强记远胜于我。
    ——台湾中山大学讲座教授  余光中早已从海外友人处得悉你的大名，颇为心仪，没想到你成了我诗
的知音，一位严谨的高水准的诠释者、评论家。
谢谢你为我写的一系列评析文章，这是春秋史笔，能获得你的欣赏与批评，幸甚。
但愿两岸出现更多像你这样有深度的评论家。
     ——国际著名华语诗人  洛  夫长沙才子李元洛的诗评驰名海内外。
其著作旁征博引，内容丰富，精分细析，融汇古今，贯通两岸。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剖情析采之际，用的是一支彩笔，文辞活泼优美，绝无刻板枯涩之弊。
    ——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教授  黄维梁元洛的文章是第一等的创作，丰赡、华美、充满感情、新意。
他是精深微妙的诗话传统的出色传承者与开拓者。
他把读者带入一座诗艺的七宝楼台，令你为之陶醉、震撼、神观飞越。
我要为这位心包天地、腹满珠玑、笔走龙蛇、韵铿金石的文化大散文的开拓者喝彩。
    ——中华诗词学会创始人、文学教授  周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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