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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远不是一本书所能囊括的。本丛书只

是选取其中部分内容分门别类进行介绍。我们约请的作者，都是各个领域的专

业研究者，每一篇简短的文字背后其实都有多年的积累，他们努力使这些文字

深入浅出而严谨准确。与此同时，我们给一些文字选配了图片，使读者形成更

加直观的印象。无论您是什么学历，无论您是什么年龄，无论您从事的是什么

职业，只要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您都可以从本书中获得您想要的。 

国学经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着人类生存与发

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而历久弥新，是中华

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 

阅读国学经典，是一种含金量极高的文化阅读；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看成败、鉴是非、知兴替；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陶冶情操、增加才情；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改进思维、增强哲学思考能力；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知廉耻、明是非、懂荣辱、辨善恶；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吸收前人修身处事的智慧和经验；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编撰者水平所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各位

同仁和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 



元好问（四首） 

喜春来·春宴 

【原文】 

春盘宜剪三生菜①， 

春燕斜簪七宝钗②。 

春风春酝透人怀。 

春宴排，齐唱喜春来。 

【注释】 

①“春盘”句：立春那天，人们常用生菜、春饼等装盘，邀集亲友春游，

庆贺春的到来。②七宝钗：用多种宝物装饰的妇女用的首饰。 

【赏析】 

这是元好问四首《喜春来》中的第一首。作者通过对早春美景和民间迎春

习俗的描写，表达了人们欢快喜悦的心情。在迎春的宴会上，人们在和煦的春

风中，喝着香甜的美酒，欢快地唱着《喜春来》，整个曲子洋溢着欢快的氛围。 

喜春来·春宴 

【原文】 

梅残玉靥香犹在， 

柳破金梢眼未开。 

东风和气满楼台。 

桃杏拆①，宜唱喜春来。 

【注释】 

① 杏拆：桃花和杏花含苞欲放。拆：裂开，引申为欲放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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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这是四首《喜春来》之二，写春天的美好。曲中用梅残香犹在，柳眼未开，

东风和暖，桃杏绽蕾欲放等句渲染了一幅美丽动人的春景图，给人以身临其境

之感，使人如堕春风，神迷春花，沉浸于春声春色中。 

骤雨打新荷 

【原文】 

绿叶阴浓，遍池塘水阁，偏趁凉多。 

海榴初绽①，妖艳喷香罗②。 

老燕携雏弄语，有高柳鸣蝉相和。 

骤雨过，珍珠乱糁，打遍新荷。 

人生有几?念良辰美景，一梦初过。 

穷通前定，何用苦张罗③。 

命友邀宾玩赏，对芳樽浅酌低歌④。 

且酩酊，任他两轮日月，来往如梭。 

【注释】 

①海榴：即石榴。②罗：即纱罗。③张罗：料理与筹划。④芳樽：精美的

酒杯。此处指代美酒。 

【赏析】 

此曲是作者又一借景抒怀的上乘之作。上阙写景，作者用明丽的笔调比兴

的手法，写出盛夏季节绝美的自然妙趣，“老燕携雏弄语，有高柳鸣蝉相和”

句，写得绝妙逼真，堪称名句。下阙抒情，“人生有几”，“浅酌低歌”，吟

唱出自然永存人生苦短的意绪，但由于景致极美，亦不令人感到游兴大减。美

景弱化了消极情绪。 

后庭花破子 

【原文】 

玉树后庭前，瑶华妆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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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花不老，今年月又圆，莫教偏， 

和花和月，大家长少年。 

【赏析】 

作者用花好月圆作比，抒发青春永驻的美好心愿。美好的景致。美好的人

生，美好的愿望，浑然一体。人与自然达到了合一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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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果（二首） 

小桃红 

【原文】 

满城烟水月微茫①，人倚兰舟唱②，常记相逢若耶上③。 

隔三湘，碧云望断空惆怅。 

美人笑道：莲花相似，情短藕丝长。 

【注释】 

①烟水：湖面泛起的像烟一样的水汽。②兰舟：华美的船。③若耶：溪名，

在浙江绍兴南，相传西施曾在此溪上流纱。 

【赏析】 

该曲写采莲女对爱情的思念。满城烟水，月光迷蒙，水面上，采莲女一面

采莲，一面回忆当初和情人对唱的美好情景。如今，伴侣已远在他乡，采莲女

只有望断碧云空自叹息。然而，她却以莲自比：她与情人间的情丝恰如藕丝一

样，绵长不断。用当时之景写当时之情，形象生动自然。 

小桃红① 

【原文】 

碧湖湖上采芙蓉②，人影随波动，凉露沾衣翠绡重③。 

月明中，画船不载凌波梦④。 

都来一段，红幢翠盖⑤，香尽满城风。 

【注释】 

①小桃红：曲牌名。②芙蓉：荷花。③绡：用生丝织的绸叫绡。④凌波梦：

即相传玄宗梦中作的凌波曲。⑤红幢（chuáng）：装饰华美的船。幢：旌旗类。 

【赏析】 

此曲写的是水乡月夜美好的情景。在月色迷茫中，画船上的人们倒影在碧

湖之中，随着波光月影晃动，她们并没有伴月入梦，而是在船上彻夜采莲。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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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沾衣，月光如水，在这寂静的夜里，伴随她们的是有那华美的船和溢满全城

的荷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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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帘秀（一首） 

寿阳曲·答卢疏斋① 

【原文】 

山无数，烟万缕，憔悴煞玉堂人物②。 

倚篷窗一身儿活受苦，恨不得随大江东去。 

【注释】 

①这支曲是回答卢挚给她的《别珠帘秀歌者》的。②玉堂人物：玉堂：官

署名，后世称翰林院。因翰林院为文人所居之处，故元曲多称文士为“玉堂人

物。” 

【赏析】 

在曲中作者一方面对卢挚的临行赠曲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倾吐了自己做歌

女的悲愤。无数青山阻隔了送行之路，万缕烟霭勾起情丝。作者移情入景，先

浓重地渲染了离别的悲凉气氛。接着作者以描述对方的面容憔悴，表达了双方

的难舍难分，转而一句“一身儿活受苦”，直抒胸臆，将自己做歌女的飘泊生

活之苦和盘托出，最后以“恨不得随大江东去”，含蓄地表明自己此时的痛不

欲生以及日后的永久思念。整个小令将离别时强烈的情感起伏，表现得一波三

折，真切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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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瓒（三首） 

小桃红 

【原文】 

一江秋水澹寒烟，水影明如练，眼底离愁数行雁①。 

雪晴天，绿萍红蓼参差见②。 

吴歌荡桨③，一声哀怨，惊起白鸥眠。 

【注释】 

①“一江”三句：秋江上面飘浮着淡淡的寒烟。秋水明净，犹如一条白练。

极目远望，数行大雁正匆匆向南飞去，惹起我一片离愁。②“绿萍”句：可以

见到色彩斑驳、错杂相间的绿萍和红蓼。参差（cēn cī）：长短高低不齐，此

处主要指颜色的不同。③吴歌荡桨：唱着吴歌，荡桨弄舟。吴：吴地，现在一

般指江苏，特别是苏州、无锡一带。吴歌：吴地民歌，即江苏民歌。 

【赏析】 

此曲第一句写深秋季节，江面上飘浮着淡淡的烟霭，江水更加澄彻，好像

白练。几行征雁，带着两愁，正飞向南方。下面一句写雪霁初晴，更显生机。

最后一句写驾舟人一边荡浆，一边唱着带有幽怨情调的民歌，惊起了正在憩息

的白鸥。假如说前面的画面多少显得凄玲寂寥和过于恬静，那么后面由于有了

人的活动、歌声及鸥鸟，就使得整个画幅充满了动感和生机。 

凭阑人·赠吴国良 

【原文】 

客有吴郎吹洞箫，明月沉江春雾晓。 

湘灵①不可招，水云中环佩摇。 

【注释】 

①湘灵：即舜的妃子娥皇和女英两位女神。 

【赏析】 

此曲是赠友之作，赞美了友人吹箫的高超技艺。箫声沉郁低回，犹如沉江

明月般清冷，又如春日晓雾般朦胧；吴客的箫声虽美，却也无法招来鼓瑟的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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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然而，湘灵不至，其他女神却闻声而来，隐身云间，环佩碰击之声隐约可

听。如此写法，实是对吴郎洞箫艺术的莫大推崇。 

人月圆 

【原文】 

伤心莫问前朝事，重上越王台①。 

鹧鸪啼处，东风草绿，残照花开②。 

怅然孤啸，青山故国，乔木苍苔③。 

当时明月，依依素影，何处飞来④? 

【注释】 

①“伤心”二句：重新登上越王台，请不要问起前朝旧事，以免引起伤感。

越王台：春秋时越王勾践为招贤纳士而修筑之台。②“鹧鸪”三句：鹧鸪在凄

切的啼鸡，残阳斜照里，满台的野草杂花，在风中飘拂抖动。鹧鸪啼声仿佛

“行不得也哥哥”，哀婉凄切。③“怅然”三句：心中一片惆怅，独自发一声

长啸，只见青山依旧，苍苔满地，乔木参天。④“当时”三句：只有当时的明

月依然照耀着。她那轻柔的倩影不知从何处飞来，依依：这里是婀娜轻柔之意。

素影：指明月。 

【赏析】 

这是一首怀古之作。这首小令，开篇即已忧思满腹、感慨万千。从勾践卧

薪尝胆，夫差昏庸亡国，直至赵宗王朝偏安一隅最后分崩离析；以及当朝（元

朝）的由盛而衰；往事不堪回首，却又无法回避。“鹧鸪啼处，东风草绿，残

照花开”，所有这些外在景物，都染上浓重的凄凉，“怅然孤啸”，他的心情

是否就此平静下来了呢?此作由此向前推进了一步：此时为夜色昏黄之后，作者

的愤懑似乎有所开释，但心情不能平静。 

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盍西村（二首） 

小桃红·杂咏 

【原文】 

绿杨堤畔蓼花洲，可爱溪山秀，烟水茫茫晚凉后①。 

捕鱼舟，冲开万顷玻璃皱。 

乱云不收，残霞妆就，一片洞庭秋②。 

【注释】 

①“烟水”句：傍晚以后，天气宜人。水面上烟雾笼罩，一片迷茫。②

“乱云不收”三句：天空中飘着残留的云朵，天边抹着晚霞的余辉，更点缀了

洞庭秋色。 

【赏析】 

该曲描写洞庭秋景：柳堤花洲，烟水残霞，如梦如幻，此为静景；渔舟冲

浪，波浪涌起，乱云飘散，天宇变幻，写的是动景，动静结合，相映成趣，给

我们留下了洞庭之秋的万种风情。 

小桃红·江岸水灯 

【原文】 

万家灯火闹春桥，十里光相照，舞凤翔鸾势绝妙。 

可怜宵，波间涌出蓬莱岛。 

香烟乱飘，笙歌喧闹，飞上玉楼腰。 

【赏析】 

此曲为《临川八景》之一，描写元宵节闹花灯的盛况。万家灯火，华丽明

亮。有的如凤凰飞舞，有的似鸾鸟飞翔，真是美妙绝仑。江岸水上，交相辉映。

可喜可爱的元宵之夜啊，灯船在水上闪现、巡游，使人如入蓬莱仙境。香烟缭

绕弥溢，笙歌喧闹震天，整个城市屋宇如在祥云之中。真是如幻如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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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齐贤（一首） 

人月圆·马嵬效吴彦高 

【原文】 

五云绣岭明珠殿，飞燕倚新妆。 

小颦中有，渔阳胡马。惊破霓裳。 

海棠正好，东风无赖，狼藉春光。 

明眸皓齿，如今何在?空断人肠。 

【赏析】 

此曲借古讽今。作者借李隆基与杨玉环沉迷于酒色音舞，导致大祸临身，

国家受损，但对杨玉环的悲惨命运不无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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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敦周卿（二首） 

蟾宫曲·西湖 

【原文】 

西湖烟水茫茫。百顷风潭，十里荷香。 

宜雨宜晴，宜西施淡抹浓妆①。 

尾尾相衔画舫②，尽欢声无日不笙簧③。 

春暖花香，岁稔时康④。 

真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注释】 

①宜西施淡抹浓妆：苏轼赞美西湖的诗有“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

相宜”句，曲作者在这几化用此句来描写西湖之美。②画舫：装饰华美专供游

人乘坐的船。③笙簧：泛指乐器。笙：管乐器，常见的有大小数种，用若干根

装有簧的竹管和一根吹气管装在一个锅形的座子上制成。簧：乐器里用铜或其

他质料制成的发声薄片。④岁稔：每一年的庄稼成熟。稔：庄稼成熟。 

【赏析】 

这是支描景小曲，描写西湖之美。诗人眼中的西湖，有如“天堂”，诗融

宋苏轼、柳永状西湖诗词为一体。绘出西湖碧波荡漾、荷花飘香、晴阴皆美的

自然风光，令人神往。同时于自然之景中有游船、笙乐等人的活动，展示出一

派欢歌笑语、天顺民昌的盛世之景。赞美西湖生气盎然，甜美和熙，胜似“天

堂”，溢美之漾洋溢其间。 

蟾宫曲·西湖 

【原文】 

西山雨退云收。缥缈楼台，隐隐汀洲。 

湖水湖烟，画船款棹①，妙舞轻讴。 

野猿搦丹青画手②，沙鸥看皓齿明眸。 

阆苑神州③，谢安曾游。更比东山④，倒大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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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款：慢慢摇动。②搦：操，此处有充当之意。③阆苑：园林。④东山：

今绍兴、嵊县一带，是谢安寓所。 

【赏析】 

此曲描绘如画的西湖山水，笔法细腻。诗人抓住雨后西湖烟水缭绕，如幻

如梦的特色，着力加以渲染。此中人物的活动，但闻其声，未见其形，使画面

更具活力。“野猿”、“沙鸥”两句，突出自然景色，又暗喻只有闲云野鹤之

人，才能得此自然之趣。在作者的笔下，野猿与水鸟同画家与美人融为一体，

颇有天人合一之趣。最后借东晋谢安游阆苑的风流逸事，更为这绝妙丹青凭添

了几许浪漫与神韵，整个意境富有生机，愉人眼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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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式（五首） 

柳营曲·春思 

【原文】 

鸦髻松，凤钗横，碧窗梦回春昼永。 

离绪蒙茸，倦眼朦胧，清泪滴香容。 

恨东君多雨多风，盼王孙无影无踪。 

柳添新样绿，花减旧时红。 

尽在不言中。 

【赏析】 

此曲写闺怨，表达出女子伤悲之态，“恨东君多雨多风，盼王孙无影无踪”

更是吐尽其心中幽怨。写得情景交融，形神相依，离情别恨尽在眼前。通过女

子之态，女子之心，女子对于周围世界的感受等方方面面予以表现，言约而意

丰。 

天净沙·闲居杂兴 

【原文】 

近山近水人家，带烟带雨桑麻①，当役当差县衙②。 

一犁两耙③，自耕自种生涯。 

【注释】 

①“带烟”句：桑麻等农作物有时带着袅袅飘散的烟霭，有时又带着湿淋

淋的雨珠。②“当役”句：在县府的衙门里服役当差。③犁、耙：耕地、整地

的主要农具，象征自耕自种、自食其力的农家生活。 

【赏析】 

首先，曲子写出了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此作特别鲜明地提出了“一犁两耙，

自耕自种生涯”的思想，这却是难能可贵的。其次，它还提到了“当役当差县

衙”。就是说，在躬耕田园的时候，还要听从当时政府的差遣，尽某些社会义

务。以上两个方面，使得此作的思想内容矛盾而又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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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儿令·听筝 

【原文】 

酒乍醒，月初明，谁家小楼调玉筝? 

指拨轻清，音律和平，一字字诉衷情。 

恰流莺花底叮咛①，又孤鸿云外悲鸣②； 

滴碎金砌雨，敲碎玉壶冰③。 

听，尽是断肠声! 

【注释】 

①“恰流莺”句：恰如黄莺在花丛中细语叮咛。莺：即黄莺，黄鹂，其飞

往来如穿梭，速度甚快，因谓之流莺。②“又孤鸿”句：又像孤独的大雁在云

天外悲凉地鸣叫。③“滴碎”二句：像雨水滴落在台阶上，又像敲碎玉壶中清

彻莹洁的冰块。砌：台阶；金砌：台阶的美称。玉壶：玉制的壶；一般用以表

示人品的高洁。 

【赏析】 

这是一篇听筝乐后的评论。开篇三句，点明作者是在酒后微醉的黄昏时分，

倾听邻近小楼上有人弹筝。按下去是对演奏者艺术技巧的赏析评判。首先是审

视音乐演奏本体：音律和谐，指法娴熟。其次，用物象比喻来形容筝曲之美：

如黄莺细语，像大雁悲鸣；如骤雨滴落台阶，冰块被敲碎。再次则是筝曲能弹

出世间最真挚的感情。因此，弹筝才能达到了艺术美的极致。“听，尽是断肠

声”则说所弹之情，全是无尽哀怨之情，将筝曲的思想内容具体化。 

天香引·留别友人 

【原文】 

乍相逢同是云萍①，未尽平生，先诉飘零②。 

淮甸迷渺渺离愁③，淮水流滔滔离恨，淮山远点点离情。 

玉薤杯拼今朝酩酊④，锦囊词将后会叮咛⑤。 

鱼也难凭，雁也难凭⑥，多在钱塘，少在金陵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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