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讲人简介：

2022年12月19日 星期一 11编辑/郭海瑾 校对/耿斌 排版/孔祥佳

扫
码
读
讲
坛

▲康震

编者的话：

一组唐诗，五重景象
■

一组唐诗 五重景象

讲 坛

■

唐代诗人的人生景象

□主讲人：康震

康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相关链接——

诗有诗眼。所谓诗眼，是指一句
诗或一首诗中最精练传神的一个字
或词。诗眼是诗歌中最能开拓意旨、
表现力最强的关键词句。唐诗的诗
眼，大都在题目中。

王绩《野望》

先看王绩的《野望》，其诗眼在
“野”字。

野望
王绩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本诗中，诗人为何用“野望”做

题？其实，可以想象一下，人们登高
可以远望，也可以近观。但王绩却是

“野望”，他不是站在家里，也不是在
一个封闭的空间，而是站在一望无
际的原野之上。因此，“野”字便让人
多了几分不同寻常的关注。

诗人为什么野望？诗歌的头两
句说，“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我登到东皋之上，在暮色当中，举目
一望，一时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那
么诗人看到了什么呢？“树树皆秋
色，山山唯落晖”，层层树林都是秋
天的色彩，夕阳的余晖照在座座山
岭之上。这样的景象真美。那么诗人
想回家吗？不想。他只想在这原野里
静静地看下去。于是，他又看到了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放牧的
人赶着小牛犊回了家，猎人带着猎
物也回来了。天色已晚，放牧的人、
猎人等都纷纷回了家。“相顾无相
识，长歌怀采薇”，然而，大家相顾不
相识，即便如此，“我”也想长啸当歌
在山野里过着自由自在的隐居生
活。诗中“采薇”一词，出自《诗经·小
雅》。据《史记·伯夷列传》载，周武王
灭殷之后，“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
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后
以“采薇”指归隐或隐居。

人们不禁要问，王绩是个什么
样的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呢？王绩（约589-644），初唐诗人，
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县（今
山西万荣县通化镇）人。隋末大儒王
通之弟，唐代诗人王勃之叔祖。性格
真率简傲，诗风清新质朴、疏野淡
远，一反齐梁绮丽淫靡之风，开唐代
山水田园诗派先声。

《旧唐书·王绩传》中，这样介
绍：“少与李播、吕才为莫逆之交。隋
大业中，应孝悌廉洁举，授扬州六合
县丞，非其所好，弃官还乡里。绩河
渚中先有田数顷，邻渚有隐士仲长
子先，服食养性，绩重其真素，愿与
相近，乃结庐河渚，以琴酒自乐。尝
游北山，因为北山赋以见志，词多不
载。绩尝躬耕于东皋，故时人号东皋
子。或经过酒肆，动经数日，往往题
壁作诗，多为好事者讽咏。贞观十八
年卒。临终自克死日，遗命薄葬，兼
预自为墓志。有文集五卷。又撰隋
书，未就而卒。”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只
做了扬州六合县丞，但这也并非其
所好，就弃官回乡。他家里有田地，
邻居也是隐士，与其相近，便以琴酒
为乐。他年轻时就喜欢过淳朴、自由
自在的生活；他曾躬耕于东皋，人们
把他称为东皋子。临去世的时候，还
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把自己的后
事安排好。他既有学问，又不愿做
官，还立志撰写一部隋朝历史，遗憾
的是未完成就去世了。

这是王绩本人的小传，可是他
的家世又如何呢？据王绩《游北山

赋》自述，自家本为太原王氏，是历史
悠久的大族。王氏出自姬周，原籍山西
祁县，永嘉之际迁到江南，到他这一
代，已经在龙门定居五世：“余（一作
吾）周人也，本家于祁。永嘉之际，扈迁
江左。地实儒素，人多高烈。穆公感建
元之耻，归于洛阳；同州悲永安之事，
退居河曲。始则晋阳之开国，终乃安康
之受田。坟陇寓居，倏焉五叶；桑榆成
荫，俄将百年。”他志不在荣华富贵，向
往真诚朴素的生活，但自己又是世家
望族。他的兄长王通，是隋末大儒，曾
经写过一部著作《中说》，比照《诗经》
而作，他也不喜做官，致力于著述。

王氏家族代有人才出，但并不是
都做官。读完王绩的《野望》，我们有这
样的体会，能称为英雄的人，往往可能
是那些乡野草泽中的人，不一定是为
官显赫者。所以我们从小要立志为国
为民做大事，而非谋求做大官。王绩是
这样的，王通也是。当然，还有王勃。很
多大诗人、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往往是
处在宁静的、真诚的、朴实的环境中，
才能写出真东西。如果一个人老想着
做大官，那他可能往往做不成大事。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重景象：
由“野”洞察诗人淡泊名利的精神追
求。这里的“野”，不仅是乡野、原野，也
是诗人的心灵家园。因此，尽管王绩没
有做过什么官，但一点儿都不能磨灭
他在三千多年文学史中所占据的一席
之地。

崔颢《黄鹤楼》

《黄鹤楼》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唐
诗，它的诗眼在“鹤”字。

黄鹤楼
崔颢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近百年来，随着“敦煌诗卷”陆续
被人们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
这首广为流传的《黄鹤楼》也从“敦煌
伯三六一九号卷子”上考证出来。于
是，就有了敦煌版崔颢的《黄鹤楼》：

“昔人已乘白云去，兹地唯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
川历历汉阳树，春草青青鹦鹉洲。日暮
乡关何处在？烟花江上使人愁。”可见，
一首优秀的诗歌作品，在其流传过程
中，可能因鉴赏者或传播者能力等方
面的不足，将原诗改动以更符合时下
所流行，但却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诗
原貌。因而，敦煌版《黄鹤楼》被认为是
更为准确，更符合诗人心境的。为此，

读敦煌版《黄鹤楼》，就明显能感觉到，
此诗诗眼为什么是“鹤”了。

没有鹤，就没有这首诗。诗人的所
有思想都在黄鹤上。因为有了黄鹤，有
了这个神话，这首诗才能成形。

仙人早已乘着黄鹤飞走，这个地
方只剩下“我”和黄鹤楼，黄鹤一走再
也没有返回，只剩下“我”在这里感慨
历史、感慨千古。历来诗人们写黄鹤楼
都逃不过“黄鹤”二字，比如李白的《送
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
花三月下扬州。”站在黄鹤楼上，仿佛
都能听得见、看得见扬州的繁华，这是
黄鹤楼这个地理坐标的重要意义。在
中国版图上，黄鹤楼处于中央位置。所
以不管是汉阳树、鹦鹉洲，还是烟花三
月的扬州，抑或其他地方，都能够把情
感的重心放在黄鹤楼上，然后寄托

“我”对朋友、对远方的亲友的思念。这
就是此诗的妙处。所以《黄鹤楼》成为
了千古名诗。

它的名气之所以这么大，一是因
为，诗本身的确属于超一流的水平。这
首诗前4句是古体，后4句是律诗，风
格迥异却能自然流畅，浑然一体，确实
了得。尤其是“黄鹤”一词连续出现了
三次，非但不觉得冗繁，反而一气旋
转，顺势而下，可见诗人功力非凡。二
是因为，把“诗仙”李白搬出来为这首
诗站台。据传，李白登上黄鹤楼本想赋
诗，结果看到崔颢的这首诗，于是放下
纸笔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
在上头。”之后便写出了《登金陵凤凰
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
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
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
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
愁。”大家之所以搬出李白为《黄鹤楼》
加持，无非说明这首诗写得实在是太
好了。《黄鹤楼》能够成为唐代知名度
最高的诗歌之一，甚至成为武汉的象
征，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王维《使至塞上》

再看王维的《使至塞上》，本诗的
诗眼在“塞”字。

使至塞上
王维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王维（约 701-761），字摩诘。河
东蒲州（今山西永济）人，祖籍山西祁
县。官至尚书右丞，唐代山水田园诗派
代表人物。《使至塞上》作于唐玄宗开
元二十五年（737）。是年，河西节度使
崔希逸战胜吐蕃军队，王维奉玄宗之
命，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边塞，慰问将
士。王维此行从长安出发，沿河西走廊
西行，到达凉州。

“居延”一为水名，居延海，在今内
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驻地。二为县名，
西汉张掖郡居延县，在今额济纳旗东
南。唐安北都护府下辖羁縻州居延州，
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部和
大兴安岭南段。王维赴河西节度使幕，
并不需要经过居延县。“萧关”是唐代
关中北部重要关隘，在今宁夏回族自
治区固原市。可见，王维此次出行也不
经过萧关，此处是化用南朝梁何逊《见
征人分别》：“候骑出萧关，追兵赴马
邑”诗意。“燕然”一为山名，今蒙古人
民共和国境内杭爱山。二为县名，唐贞
观六年（632），燕然山一带少数民族
内迁，置燕然县，八年（634），侨置于
阳曲境内（今太原西北35公里），十七
年（643）并入阳曲县。显然，王维出行
还不需要经过燕然。

古人写诗往往沿袭前人所用典

故，并不一定指自己真的到过这个地
方。所以为什么说诗眼是“塞”，是诗人
借用这些关于边塞地名和典故，来表
现自己出使边塞的心境。

王维长期生活在长安，现在要出
塞凉州宣慰塞外将士，“征蓬出汉塞，归
雁入胡天”，去的路上他看到了“大漠孤
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在长安、在田
园生活中看不到的，而且大漠孤烟是

“直”的，有人说是狼烟、风烟。我去过新
疆有所体会，任何烟只要风一吹，它不
可能是直的；只有什么是直的呢？旋
风，就是那种在大漠中小的龙卷风，它
很高，很细，一直飘到天上。所以我推
测王维当年看到的应该是龙卷风，才
可能出现“孤烟直”。这一次，也是让年
轻的王维见识了大唐王朝的边塞：我
军阵容之强大，边塞风光之壮丽。

李白《渡荆门送别》

接下来是李白的《渡荆门送别》，
此诗的诗眼在“渡”字。

渡荆门送别
李白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李白（701-762），字太白，盛唐诗
人，曾任翰林供奉。本诗作于开元十二
年（724），李白24岁，离开蜀地，“仗剑
去国，辞亲远游”，漫游吴楚。后人称之
为“诗仙”，也有人称之为“谪仙人”。

诗人离开蜀中赴长江中下游，沿
江东下，途中佳作甚多。比如，初出蜀，
途中作《峨眉山月歌》：“夜发清溪向三
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接着到了渝州，
即今重庆，作《上李邕》：“大鹏一日同
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宣父犹能
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然后就到
了荆州，跟朋友告别，作此诗。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一个
“渡”字点明了诗人的状态。“我”乘舟
渡江来到遥远的荆门外，来到战国时
期的楚国境内游览。“山随平野尽，江
入大荒流。”高山渐渐隐去，平野慢慢
舒展开，江水一片仿佛流进广阔的莽
原。24岁的年轻人能写出这样的诗
句，就预示着他未来的人生必然是极
不平凡的。可以想象，李白作此诗时，
人还在船上，船不断前行，山渐渐不
见，平野慢慢浮现在眼前，江水也似流
进这平野之中，作者的视野一下就开
阔了，胸怀也开阔了。就像自己这一路
走来，走出巴渝，走出山区，心境开阔
了，人生新境界开启了。然后看到了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江水中的
月影宛如天上飞来的明镜，天空中的
彩云结成美丽的海市蜃楼。因此，诗人
水平看江面，境界全开；向上看，江上
月、空中云——天地皆在我心中。“仍
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但是，我还是
更爱故乡的滔滔江水，它奔流不息陪
伴着我万里行舟。作者以浓重的怀念
惜别之情结尾，言有尽而意无穷。看似
作者在送别友人，实则是作者告别家
乡，送别昨日的自己，开始新的征程。

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最后是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
显然，此诗诗眼在“行”。

钱塘湖春行
白居易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
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

原，生于河南新郑。官至太子少傅。白
居易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
易通俗。本诗作于长庆三年（823），白
居易时年52岁，为杭州刺史。

钱塘湖，即西湖。唐宋两位大诗人
白居易、苏轼都在杭州为官一方，他们
不仅造福百姓，而且留下了描绘西湖
美景的名篇。我想西湖固然很美，但是
白居易和苏轼的诗无疑为西湖的美更
增添了光彩。

诗的头两句说，“孤山寺北贾亭
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孤山，位于西湖
的北边。南北朝时期，孤山上建有孤山
寺。唐朝时期，孤山寺还在。贾亭，又叫
贾公亭，唐德宗时期贾全出任杭州刺
史时所建，故而称贾亭或贾公亭。“孤
山寺北贾亭西”就是指西湖北边的里
湖。行至西湖岸边，诗人看到了什么
呢？他看到西湖的湖水正在慢慢地涨
高，已经与湖岸齐平，不仅与湖岸齐
平，好像还要涨到白云上去一样。这是
因为天上的白云压得很低，好像与湖
水连接起来。我们常说水天一色、水天
相接，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看到云很
低呢？因为天清气朗，所以感觉朵朵白
云都飘荡在了西湖面上，西湖水因为
春天的到来，水面高涨，湖水和云都连
在了一起。“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
燕啄春泥”，早春季节，好多的黄鹂鸟
开始在向阳的树上欢快地鸣叫，南方
飞来的新燕啄着春泥，来筑造自己的
新家。诗人骑着马在孤山寺北贾亭西
的内湖岸边缓缓行走，他不仅看到了
早莺、新燕，还看到了“乱花渐欲迷人
眼，浅草才能没马蹄”，五彩缤纷的春
花要渐渐迷住诗人的眼睛，浅浅的春
草刚刚能够遮住马蹄。正是因为早莺
争暖树、新燕啄春泥，乱花迷人眼、浅
草没马蹄，这样可爱的初春景象，让人
越看越喜欢、越看越高兴，所以诗人才
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
堤”。我骑着马行走在这白堤上，最爱
这里的风光，怎么看也看不够，怎么赞
美也赞美不够，尤其是树阴下的白沙
堤。这就是作者所“行”所看所感，“行”
作为本诗诗眼意蕴正在于此。

白居易写《钱塘湖春行》，苏轼写
《饮湖上初晴后雨》，这两个人在他们所
处的时代，既是名震一方的官员，又是
文贯天下的大文学家。其实在中国古
代，有很多优秀的官员，他们不仅为政
一方、造福一方，同时也以自己的文学
才华、文化创造力，为我们创造了文学上
的传奇和文化上的传奇。我们现在越过
千年，回望西湖，感慨古人给我们留下的
苏堤和白堤，更感慨于他们为我们留下
吟咏西湖、吟咏杭州的美好诗句。斯人已
去，诗篇长留。我们重读《钱塘湖春行》，
不仅感受着大唐的早春岁月，同时也感
受着大唐送给我们的风景和温情。

古典诗词在某种程度上，不仅
是我们民族的情感记忆，还是我们
民族的文化记忆、人格记忆。透过
这些诗，我们的目光可以穿越百
年、千年，回到我们民族的曾经，有
战争、有青春、有理想，还有胸怀天
下的仁人志士的人生志向与家国
抱负。《野望》《黄鹤楼》《使至塞上》
《渡荆门送别》《钱塘湖春行》五首
唐诗，呈现出中国古典诗词世界的
诗情画意，展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
源远流长。通过对每首诗的解读，
诗词文字之景跃然纸上，诗人诗情
之韵永留心中。

从王绩的《野望》，到崔颢的
《黄鹤楼》，再到王维的《使至塞
上》、李白的《渡荆门送别》，最后到
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一组唐

诗，五重景象，五种人生。我们既领悟
到了诗歌中的自然之美，也感悟到了
诗人不同的人生景象——王绩的淡
定自若、崔颢的才思敏捷、王维的从
容不迫、李白的勇往直前、白居易的
持续创造，还感悟到了古人的多面情
感、多面性情和多面人生。

一个人立志要做出一番成就，就
要有淡定安然的心态，像王绩、王维
一样；就要有恣意轻狂的才思，像崔
颢一样；就要有雍容自若的气度和少
年天才的勇气，像李白一样；还要有
康健的体魄和善于长跑的持久创造
力，像白居易一样。这些特质都能从
诗歌中得以一一展现。我想，时代在
发展，古诗词所蕴含的诗意与文化，
仍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息息相关，滋养
着我们的精神和思想。

不管一个人处在哪一个人生阶
段，都是在走向人生不同景象的时
刻，我们应一边走着，一边学会欣赏

自己这个最特殊的风景，学会分享
别人的不同风景。只有这样，一路
走，一路看，一路歌咏，一路书写，才

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留下最璀璨
的光景，才能让自己的人生变得丰富
而精彩。

中华诗词是中国文学的经典
形态，是中国文化的感性表达，是
中华民族的情感方式。在中国古
典诗词中，唐诗无疑是最具代表
性的体裁之一。经过一千多年的
流传，人们依然能在唐诗中感受
到古人的情怀、古人的气魄和古
人的风骨，感受到唐朝的文化风
貌与时代气象。那些经过时间洗
礼的经典诗句，感染着一代又一
代中国人。本期讲坛是康震教授
近期在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语
文学科共同体举办首场“木铎金
声讲坛”活动上的演讲，现整理发
表，以飨读者。

▲ 渡荆门送别

▲ 敦煌诗卷

▲《康震讲诗词经典》

◀
江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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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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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三
九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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