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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的诗歌有着优良的传统和极高的

审美价值，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因此在中小学语文教材

中，中华古诗一直是必备的内容，历代教育家也将古诗诵读作为

儿童启蒙教育的重要部分。

本书选编从上古到晚清共两千多年一百多位诗人的代表诗

作，其中既包括《诗经》和《楚辞》里的著名篇章，又包括历代天才

诗人的杰出作品。在这些诗人中，三国的曹植被誉为“才高八斗”，

他的诗不仅文辞优美，而且骨气奇高；东晋的陶渊明被称为“古今

隐逸诗人之宗”，他的田园诗语言朴实，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

胜的艺术境界；南齐谢朓的山水诗风格清逸秀丽，让唐代大诗人

李白一生佩服不已，当时的梁武帝甚至称“不读谢诗三日觉口

臭”；北宋的苏轼和黄庭坚等人开创的宋代诗风，努力在唐诗的

基础上推陈出新，对明清两代影响极大；南宋的陆游一生创作了

近万首诗，他的诗中饱含着渴望恢复中原和为国牺牲的爱国激

情。此外，对人生的感悟，对亲人、家乡、故国的思念，对四季美景

的歌咏，对民生疾苦的呼吁……本书中也俯拾皆是。它们或慷慨

激昂，或生动活泼，或明白晓畅，或含蓄深沉，但都节奏铿锵，朗

朗上口，处处闪烁着中华经典古诗的智慧之光。小读者们如能将



本书与《传世唐诗》一起熟读成诵，便能对我国古代诗歌有一个相

当程度的了解，同时还能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涵养性情，提高文

学修养。

为了帮助小读者们诵读与理解，诗歌原文注有汉语拼音，附

有简明的注释解说和作者简介。另外，本书各诗都配有彩图，诗境

和画境相得益彰，既可图说诗意，又颇具欣赏价值。也许，有些诗

篇含意比较深沉，小读者们一时无法完全领会。没关系，我们可以

先将诗句熟读成诵，将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面的开阔，自然

能逐渐加深对诗篇的理解。而且，孩童时代背诵下来的诗文经典，

常常终身记忆，让人不知不觉“出口成章”，受用无穷。我们相信，

这本《中华古诗》一定会受小读者们喜欢，并从中获得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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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则佻
出
糟澡俦
而
佴则
作
扎怎侔
，

日
则佻
入
则俅
而
佴则
息
曾侃
。

凿
扎佗燥
井
躁佾灶倮
而
佴则
饮
赠佾灶
，

耕
倮佶灶倮
田
贼蚤佗灶
而
佴则
食
泽澡侏
。

帝
凿佻
力

造佻
于
赠俨
我
憎侬
何
澡佴
有
赠侬怎
哉
扎佟蚤
！

击
躁侃

壤
则伲灶倮

歌
倮佶

淤作：出门劳动。息：休息。于饮：喝水。食：吃饭。盂帝力：统治者的权力。何有：有什么。哉：感叹词，相当于“啊”或者“呢”。
太阳上山就出门劳作，太阳下山就回家休息。喝的是自己凿的井中的清水，吃的是自己耕种得来的粮食。我这样无忧

无虑，又怕谁来管我呢钥这首诗相传是夏商时的民歌，描述的是先民的原始生活，反映了当时人与自然融洽无间的情形。前
四句所写的情景，历来被人们看成是古代社会太平景象的典型代表。

夏
曾蚤伽
商

泽澡佟灶倮
民
皂侏灶
歌
倮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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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关关：鸠的叫声。雎鸠：水鸟名，传说这种鸟雌雄情意专一。洲：水中的小陆地。于窈窕淑女：美丽、贤良的女子。逑：
配偶。盂参差：长短不齐。荇菜：一种水草。流：顺水摘取。榆寤寐：指日夜。虞思服：思念。愚悠哉：思念之情绵绵不断。
辗转反侧：翻来覆去睡不着。舆 ：采摘。

这是一首情歌。一个小伙子看到美丽尧贤淑的姑娘在河边采摘荇菜，对她产生爱慕之心，希望得到她的爱情。成双成对
的雎鸠在河边欢叫，小伙子看到美丽尧贤淑的姑娘在采摘荇菜，心里便希望自己与她配成美好的一对。可他又不能冒失地
表白，只好自己朝思暮想。他希望能用自己的歌声和琴声打动她，让她成为自己的新娘，敲钟击鼓热热闹闹地去迎娶她。

关
倮怎佟灶
关
倮怎佟灶
雎
躁俦
鸠
躁蚤俦
，在

扎伽蚤
河
澡佴
之
扎澡侃
洲
扎澡侪怎
。

窈
赠伲燥
窕
贼蚤伲燥
淑
泽澡俦
女
灶俜
，君

躁俦灶
子
扎佾
好
澡伲燥
逑
择蚤俨
。

参
糟佶灶
差
糟侃
荇
曾佻灶倮
菜
糟伽蚤
，左

扎怎侬
右
赠侔怎
流
造蚤俨
之
扎澡侃
。

窈
赠伲燥
窕
贼蚤伲燥
淑
泽澡俦
女
灶俜
，寤

憎俅
寐
皂侉蚤
求
择蚤俨
之
扎澡侃
。

求
择蚤俨
之
扎澡侃
不
遭俅
得
凿佴
，寤

憎俅
寐
皂侉蚤
思
泽侃
服
枣俨
。

悠
赠侪怎
哉
扎佟蚤
悠
赠侪怎
哉
扎佟蚤
，辗

扎澡伲灶
转

扎澡怎伲灶
反
枣伲灶
侧
糟侉
。

参
糟佶灶
差
糟侃
荇
曾佻灶倮
菜
糟伽蚤
，左

扎怎侬
右
赠侔怎
采
糟伲蚤
之
扎澡侃
。

窈
赠伲燥
窕
贼蚤伲燥
淑
泽澡俦
女
灶俜
，琴

择侏灶
瑟
泽侉
友
赠侬怎
之
扎澡侃
。

参
糟佶灶
差
糟侃
荇
曾佻灶倮
菜
糟伽蚤
，左

扎怎侬
右
赠侔怎
芼
皂伽燥
之
扎澡侃
。

窈
赠伲燥
窕
贼蚤伲燥
淑
泽澡俦
女
灶俜
，钟

扎澡侪灶倮
鼓
倮俪
乐
造侉
之
扎澡侃
。

关
倮怎佟灶

雎
躁俦

叶诗
泽澡侃
经
躁侃灶倮

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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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贼佼怎
我
憎侬
以
赠佾
木
皂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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倮怎佟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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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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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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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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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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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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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贼佼怎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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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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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扎澡侃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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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

择蚤佼灶倮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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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匪
枣侑蚤
报
遭伽燥
也
赠侑
，永

赠侬灶倮
以
赠佾
为
憎佴蚤
好
澡伲燥
也
赠侑
！

投
贼佼怎
我
憎侬
以
赠佾
木
皂俅
李

造佾
，报

遭伽燥
之
扎澡侃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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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

择蚤佼灶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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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蚤俪
。

匪
枣侑蚤
报
遭伽燥
也
赠侑
，永

赠侬灶倮
以
赠佾
为
憎佴蚤
好
澡伲燥
也
赠侑
！

木
皂俅

瓜
倮怎佟

淤投：这里是赠送的意思。琼琚：玉佩。于匪：不是。盂木桃：就是桃，加一个“木”字，是为了音节匀称。同样，后面的
“木李”就是李。琼瑶尧琼玖：都是指美玉。

这也是一首情歌。诗人用重章叠句的手法，反复咏唱互赠信物与共结百年之好的深情。第一章的大意是：你送给我木

瓜，我回赠你的是无瑕的美玉。这不是简单的回赠，为的是和你永结同心哪浴后面两章的意思都和第一章差不多。

叶诗
泽澡侃
经
躁侃灶倮

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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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澡侃
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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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
赠佟燥
，灼

扎澡怎佼
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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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怎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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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澡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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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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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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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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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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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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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
赠佟燥
夭
赠佟燥
，有

赠侬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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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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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泽澡侏
。

之
扎澡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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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赠俨
归
倮怎侃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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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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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躁蚤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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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澡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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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贼佗燥
之
扎澡侃
夭
赠佟燥
夭
赠佟燥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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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赠侉
蓁
扎澡佶灶
蓁
扎澡佶灶
。

之
扎澡侃
子
扎佾
于
赠俨
归
倮怎侃
，宜

赠侏
其
择侏
家
躁蚤佟
人
则佴灶
。

桃
贼佗燥

夭
赠佟燥

淤夭夭：形容桃花茂盛的样子。灼灼：形容桃花像火一般红艳。华：同“花”。于之子：这个女子。于归：指姑娘出嫁。宜：
和顺。室家尧家室尧家人：均指家庭。盂有 其实：桃子肥大甘甜。有：词头，无意义。 ：果实硕大的样子。榆蓁蓁：树叶茂
盛的样子。

这是一首祝贺女子出嫁的短诗。全诗轻快活泼，热情地赞美即将出嫁的姑娘，说她像鲜艳茂盛的桃花一样美丽而充

满活力；真诚地祝愿她：像美丽的桃花最终结成大而甘甜的果实一样，贤德的姑娘出嫁后一定能让家庭和顺尧兴旺，她婚后
的生活一定十分幸福尧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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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
择佾
曰
赠怎佶
无
憎俨
衣
赠侃
？与

赠俪
子
扎佾
同
贼佼灶倮
袍
责佗燥
。

王
憎佗灶倮
于
赠俨
兴
曾侃灶倮
师
泽澡侃
，修

曾蚤俦
我
憎侬
戈
倮佶
矛
皂佗燥
，

与
赠俪
子
扎佾
同
贼佼灶倮
仇
糟澡佼怎
！

岂
择佾
曰
赠怎佶
无
憎俨
衣
赠侃
？与

赠俪
子
扎佾
同
贼佼灶倮
泽
扎佴
。

王
憎佗灶倮
于
赠俨
兴
曾侃灶倮
师
泽澡侃
，修

曾蚤俦
我
憎侬
矛
皂佗燥
戟

躁佾
，

与
赠俪
子
扎佾
偕
曾蚤佴
作
扎怎侔
！

岂
择佾
曰
赠怎佶
无
憎俨
衣
赠侃
？与

赠俪
子
扎佾
同
贼佼灶倮
裳

糟澡佗灶倮
。

王
憎佗灶倮
于
赠俨
兴
曾侃灶倮
师
泽澡侃
，修

曾蚤俦
我
憎侬
甲
躁蚤伲
兵
遭侃灶倮
，

与
赠俪
子
扎佾
偕
曾蚤佴
行
曾侏灶倮
！

无
憎俨

衣
赠侃

淤岂曰：难道说。衣：上衣。于袍：长衣。盂于：语助词，无意义。兴师：出兵打仗。同仇：你尧我的仇敌是共同的。榆泽：同
“ ”，内衣。虞戟：一种兵器。偕作：一块儿行动。愚裳：下衣。舆甲兵：兵器。

这是一首秦地的军中战歌。诗用一个士兵与同伴说话的口吻，反映了秦国民众慷慨从军尧相互友爱尧同仇敌忾的爱国
精神，充满着对战争的乐观和无畏，以及昂扬的斗志。全诗分三章，第一章的大意是：怎么说没有衣服穿钥我的战袍就是你
的战袍。朝廷要出兵打仗，赶紧磨好长枪，我们一起去杀敌。后两章的意思也与第一章大体相似。

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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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蒹葭：长在水边的芦苇。苍苍尧萋萋：都是形容茂盛的样子。于伊人：那个人。在水一方：在河的那一边。盂溯：逆着
河向上游走。洄：弯曲的水道。从之：跟着她。榆游：直流的水道。宛：好像。虞 ：干。愚湄尧 ：都是指水边。舆跻：升
高。余坻：水中高地。俞采采：茂盛鲜明的样子。已：干了。逾右：弯曲。   ：水中陆地。

这是一首怀念人的诗。全诗三章，每章八句。第一章的大意是：秋天的河边，芦花一片白苍苍，清早的露水变成霜。我想

念的那个人，她在河的那一方。逆着曲水去找她，绕来绕去道儿长。逆着直水去找她，又像在四边不靠陆地的水中央。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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蒹
躁蚤佟灶
葭
躁蚤佟
苍
糟佟灶倮
苍
糟佟灶倮
，白

遭佗蚤
露
造俅
为
憎佴蚤
霜

泽澡怎佟灶倮
。

所
泽怎侬
谓
憎侉蚤
伊
赠侃
人
则佴灶
，在

扎伽蚤
水
泽澡怎佾
一
赠侃
方
枣佟灶倮
。

溯
泽俅
洄
澡怎侏
从
糟佼灶倮
之
扎澡侃
，道

凿伽燥
阻
扎俪
且
择蚤侑
长

糟澡佗灶倮
。

溯
泽俅
游
赠佼怎
从
糟佼灶倮
之
扎澡侃
，宛

憎伲灶
在
扎伽蚤
水
泽澡怎佾
中

扎澡侪灶倮
央
赠佟灶倮
。

蒹
躁蚤佟灶
葭
躁蚤佟
萋
择侃
萋
择侃
，白

遭佗蚤
露
造俅
未
憎侉蚤
晞
曾侃
。

所
泽怎侬
谓
憎侉蚤
伊
赠侃
人
则佴灶
，在

扎伽蚤
水
泽澡怎佾
之
扎澡侃
湄
皂佴蚤
。

蒹
躁蚤佟灶

葭
躁蚤佟

溯
泽俅
洄
澡怎侏
从
糟佼灶倮
之
扎澡侃
，道

凿伽燥
阻
扎俪
且
择蚤侑
跻

躁侃
。

溯
泽俅
游
赠佼怎
从
糟佼灶倮
之
扎澡侃
，宛

憎伲灶
在
扎伽蚤
水
泽澡怎佾
中

扎澡侪灶倮
坻
糟澡侏
。

蒹
躁蚤佟灶
葭
躁蚤佟
采
糟伲蚤
采
糟伲蚤
，白

遭佗蚤
露
造俅
未
憎侉蚤
已
赠佾
。

所
泽怎侬
谓
憎侉蚤
伊
赠侃
人
则佴灶
，在

扎伽蚤
水
泽澡怎佾
之
扎澡侃
涘
泽佻
。

溯
泽俅
洄
澡怎侏
从
糟佼灶倮
之
扎澡侃
，道

凿伽燥
阻
扎俪
且
择蚤侑
右
赠侔怎
。

溯
泽俅
游
赠佼怎
从
糟佼灶倮
之
扎澡侃
，宛

憎伲灶
在
扎伽蚤
水
泽澡怎佾
中

扎澡侪灶倮
沚
扎澡佾
。

章意思也差不多。诗人不断地追寻心中思念的人，却可望而不可即，总是难以如愿。

《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内收诗歌 305篇，按照内容可分为“风”尧“雅”尧“颂”三大类，历来被儒家奉为经
典，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是很珍贵的古代史料。其中，《风》乃风土之曲，即民间歌谣，《雅》乃朝廷之乐，

《颂》是庙堂之音。这里所选的《蒹葭》属秦风，即秦地民谣，它的意境和音调都十分秀美，至今仍广为流传。

叶诗
泽澡侃
经
躁侃灶倮

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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