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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诗有狭义和广义两种不同的理解，狭义的古诗是与绝句、律诗等近体诗相对的概念，唐代人把他们
之前的诗歌和依前代的诗歌格律特点写作的诗歌都称之为古诗。
古诗不限字数、句数，不讲平仄，不拘用韵，节奏自由，形式活泼。
而广义的古诗则包括所有古代的诗歌。
我们这里所选的古诗，取狭义的范畴，且仅指汉代以来、唐代以前的古诗作品。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重要时期，它介于上古的《诗经》、《楚辞》之后，唐诗繁荣之
前。
《诗经》、《楚辞》是上古诗歌的典范，分别代表了四言诗和楚辞体的最高成就。
它们与后世的诗歌有着质的不同，完全是另一种范式的艺术作品。
而唐代诗歌虽然古体诗继续繁荣，但最耀眼、最具个性、最能代表唐代诗歌特点的无疑是格律诗。
而汉魏六朝的诗歌则是古体诗发展成熟的阶段，它为唐代格律诗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为唐诗的繁荣打
下了基础。
汉魏六朝诗歌完成了五言古诗由孕育到发展成熟的全部过程。
虽然在《诗经》里已经有五言诗句，但尚未出现完整的五言诗歌，完整的五言诗歌是汉代才出现的。
它的出现是一场诗坛全新的革命，虽然从字数来看，它比四言诗仅仅增加了一个字，但从诗歌的容量
、节奏和韵律等方面看，却是质的提升。
南朝时的文艺批评家铀嵘就认为四言诗有“文繁而意少”的缺点，五言诗则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
所以，它一经出现，很快就取代了四言诗，成为诗坛的主要形式。
经过从汉到唐八百年时间的探索，古诗从内容到艺术各个方面都日渐臻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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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籍，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幼学蒙读，在历经千年之后
依然散发着智慧的光芒，其意义便在于此。
让我们成为阅读的主人，在快乐中增学问、广见识，这部浸润着中国千年文化道德传统的国学解读丛
书将会带给你快乐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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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宏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当代文化思潮与批评、文化产业与文化政策研究。
有多部著作出版，并主编图书近百卷，成功策划实施多个文化产业项目，现于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
化部从事教学研究工作。
李正堂，中国作协会员，资深出版人。
曾任《报告文学》编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总编助理，现为教育科学出版社副编审，并著有作品多部
。
周期政文学博士，现为湖州师范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在陶渊明研究方面较有心得，发表了有关陶渊明、研究的论文十
多篇。
近年以研究唐代乐舞歌辞为主，有《唐代乐舞歌辞研究》。
另外著有《螾庐曲谈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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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万里犹比邻古诗无名氏江津送刘光禄不及阴铿别范安成沈约新亭渚别范零陵云谢胱古诗无名氏
赠徐干诗刘桢赠范哗诗陆凯山斋独坐赠薛内史杨素第二章 两誓不相弃第一节 思君如流水古诗无名氏
古诗无名氏室思徐干寄行人鲍令晖玉阶怨谢胱昔昔盐薛道衡第二节 两誓不相弃上邪华山畿读曲歌子夜
四时歌那呵滩第三章 远望可以当归悲歌古诗无名氏却东西门行曹操杂诗曹丕七哀诗王粲思吴江歌张翰
拟行路难鲍照关山月徐陵拟咏怀庾信人日思归薛道衡第四章 猛志逸四海大风歌刘邦步出夏门行曹操短
歌行曹操白马篇曹植咏怀阮籍壮士篇张华咏史左思杂诗陶渊明临江王节士歌陆厥陇头水刘孝威第五章 
忧思独伤心西北有高楼赠白马王彪曹植咏怀阮籍咏怀阮籍咏史左思杂诗（其二）陶渊明拟行路难鲍照
拟咏怀庾信第六章 念之断人肠战城南十五从军征蒿里行曹操七哀诗王粲送应氏曹植悲愤诗蔡琰饮马长
城窟行陈琳企喻歌第七章 心远地自偏答二郭嵇康咏史（其五）左思游仙诗郭璞秋日孙绰归同田居（其
一）陶渊明饮酒（其五）陶渊明移居陶渊明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陶弘景第八章 山水有清音游斜川
（并序）陶渊明登池上楼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谢灵运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同好沈约晚登三
山还望京邑谢胱游东田谢胱人若耶溪王籍渡青草湖阴铿第九章 生年不满百生年不满百去者日已疏龟虽
寿曹操杂诗孔融挽歌诗缪袭悼亡诗（其一）潘岳拟挽歌辞陶渊明拟行路难（其七）鲍照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诗英华解读>>

章节摘录

《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曾经派遣军队到阳城，当时正值二月社日，人民正聚在一起举行祭祀
活动，董卓的士卒就斩下男子的头，挂在牛车边，装载着抢掠的妇女和财物，回到洛阳，谎称是打了
胜仗的胜利果实。
从开阳门进入洛阳，焚烧所斩杀的人头，把妇女给士兵作婢妾。
《悲愤诗》中“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
斩截无孑遗，尸骸相穿拒。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就是这种惨景的艺术写照，是当时历史的真实记载。
《三国志》记载中发生的地方是在山西阳城，而蔡文姬的家乡是在河南的陈留，说明当时这种惨况是
到处都在发生，具有普遍性。
在李催、郭汜这次攻掠陈留的行动中，蔡文姬也被掳，马后的妇女中就有她。
她在被掳西去洛阳的途中，眼看着离开自己的家乡，心都要碎了。
在西去途中，她们不敢语，遭受恐吓、詈骂和棰杖，受尽了折磨。
“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
”她们无助地悲吟，日夜以泪洗面，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个中痛苦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
在极端绝望无告之时，她不禁指责上天，你不是公正的吗？
我们有什么罪孽，为什么让我们受此灾祸！
在这里，蔡文姬写了苦难的国家，苦难的人民，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个。
这既是蔡文姬个人的悲愤，也是国家民族的悲愤。
灾难并没有结束，蔡文姬辗转来到了匈奴，成了南匈奴左贤王的妻子，具体的经过史书上没有记载。
对这段被蹂躏的屈辱史，蔡文姬不愿多提，只是一笔带过。
她更多地写了自己在南匈奴的感受。
这里是一片陌生的土地，“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
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
边远、荒凉、寒冷、萧煞是这里的主基调。
这里的风俗礼仪也与内地汉朝全不一样。
“人俗少义理”，这里没有汉民族那种严格的礼仪制度、道德规范，他们还处于野蛮落后的游牧时期
。
在远离家乡、人地生疏、文化差异的情况下，她对自己家乡和父母的思念也就更加强烈。
她留心从外地来的一切，千方百计地打听家乡的情况，然而一切都让她失望。
在这一天天的失望中，过去了十二年，她生下了两个儿子。
终于有一天，曹操感念与其父蔡邕的关系，派人来接她回去，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可更大的痛苦也随之而来，她必须与两个亲生儿子分别，而且是永无见期。
儿子是母亲的心头肉，如今母子就要永远分离，这种内心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
蔡文姬在这里把自己当时的内心感受写得非常细，也写得非常真实。
她先是喜，十二年来天天盼着回去，现在终于可以回去了，可以结束南匈奴的屈辱生活了。
再是忧，母子连心，一去将成永别，如何割舍得了。
三是悲，真要离别的时候，儿子抱着自己，天真无邪地问这问那，问自己要去哪里，何时再回来，又
问母亲怎么能不管我了呢？
她怎么回答得上来！
“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
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蔡文姬通过自己内心悲喜交集的心理描绘，抚摩爱子、走了又停下的行动描写，加上儿子天真的问
话和旁人的欣羡与哀叫，以及马为踟蹰、车不转辙、观者嘘唏、路人呜咽的侧面描写，写出她丰富而
复杂的心理，营造了非常强烈的悲剧氛围，收到很好的抒情效果。
所谓悲剧就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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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故土，母子团聚本来都是美好的东西，然而，她不得不舍弃一方，这就势必造成强烈的矛盾冲突
，产生强烈的悲剧效果。
这样，基于国家人民悲剧之上的蔡文姬的个人悲愤也渲染到了极点。
如果以为蔡文姬回来后，她的悲愤就结束了，那就错了。
南归后，她的悲愤一方面来源于对远在北方的儿子的思念.她一路上都在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儿子
这个问题，内心痛苦不堪。
另一方面是来自于亲人的离散和家园的被毁。
回到家里，她已经没有了一个亲人。
父亲蔡邕在董卓专权时，被逼出仕为侍御史，官左中郎将，及董卓伏诛，蔡邕也下狱而死。
失去了唯一的亲人，她再也无依无靠了。
而家园呢，看到的是满目疮痍，这是在曹操、王粲、曹植等人的笔下都写到过的景象，“城郭为山林
，庭宇生荆艾。
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
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
三是来自那段屈辱生活的后遗症。
在被掳去匈奴之前，她也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嫁给河东世族卫仲道，可是一年之后她的丈夫就故
去了。
她回到家里，结果被掳。
从匈奴南归后，在曹操的安排下，三十五岁的蔡文姬再嫁给同郡的董祀。
董祀正值鼎盛年华，一表人才，官居校尉，又通书史，诸音律，是一位自视甚高的人物，只是不敢违
逆曹操的意思才和她结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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