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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合 3～6 岁幼儿古诗精选 

 

  静夜思 

  李白〔唐代〕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译文 

  明亮的月光洒在窗户纸上，好像地上泛起了一层白霜。 

  我抬起头来，看那天窗外空中的明月，不由得低头沉思，

想起远方的家乡。 

  赏析 

  这首诗写的是在寂静的月夜思念家乡的感受。 

  诗的前两句，是写诗人在作客他乡的特定环境中一刹那

间所产生的错觉。一个独处他乡的人，白天奔波忙碌，倒还

能冲淡离愁，然而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心头就难免泛起阵

阵思念故乡的波澜。何况是在月明之夜，更何况是月色如霜

的秋夜。“疑是地上霜”中的“疑”字，生动地表达了诗人

睡梦初醒，迷离恍惚中将照射在床前的清冷月光误作铺在地



面的浓霜。而“霜”字用得更妙，既形容了月光的皎洁，又

表达了季节的寒冷，还烘托出诗人飘泊他乡的孤寂凄凉之

情。 

  诗的后两句，则是通过动作神态的刻画，深化思乡之情。

“望”字照应了前句的“疑”字，表明诗人已从迷朦转为清

醒，他翘首凝望着月亮，不禁想起，此刻他的故乡也正处在

这轮明月的照耀下。于是自然引出了“低头思故乡”的结句。

“低头”这一动作描画出诗人完全处于沉思之中。而“思”

字又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那家乡的父老兄弟、亲朋好友，

那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那逝去的年华与往事……无

不在思念之中。一个“思”字所包涵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 

  明人胡应麟说：“太白诸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

工而无不工者。”（《诗薮·内编》卷六）王世懋认为：“（绝

句）盛唐惟青莲（李白）、龙标（王昌龄）二家诣极。李更

自然，故居王上。”（《艺圃撷馀》）怎样才算“自然”，才是

“无意于工而无不工”呢？这首《静夜思》就是个样榜。所

以胡氏特地把它提出来，说是“妙绝古今”。 

  这首小诗，既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更没有精工华美的

辞藻；它只是用叙述的语气，写远客思乡之情，然而它却意

味深长，耐人寻味，千百年来，如此广泛地吸引着读者。 

  一个作客他乡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白天倒

还罢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思乡的情绪，就难免一阵阵

地在心头泛起波澜；何况是月明之夜，更何况是明月如霜的

秋夜！ 



  月白霜清，是清秋夜景；以霜色形容月光，也是古典诗

歌中所经常看到的。例如梁简文帝萧纲《玄圃纳凉》诗中就

有“夜月似秋霜”之句；而稍早于李白的唐代诗人张若虚在

《春江花月夜》里，用“空里流霜不觉飞”来写空明澄澈的

月光，给人以立体感，尤见构思之妙。可是这些都是作为一

种修辞的手段而在诗中出现的。这诗的“疑是地上霜”，是

叙述，而非摹形拟象的状物之辞，是诗人在特定环境中一刹

那间所产生的错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呢？不难想象，

这两句所描写的是客中深夜不能成眠、短梦初回的情景。这

时庭院是寂寥的，透过窗户的皎洁月光射到床前，带来了冷

森森的秋宵寒意。诗人朦胧地乍一望去，在迷离恍惚的心情

中，真好象是地上铺了一层白皑皑的浓霜；可是再定神一看，

四周围的环境告诉他，这不是霜痕而是月色。月色不免吸引

着他抬头一看，一轮娟娟素魄正挂在窗前，秋夜的太空是如

此的明净！这时，他完全清醒了。 

  秋月是分外光明的，然而它又是清冷的。对孤身远客来

说，最容易触动旅思秋怀，使人感到客况萧条，年华易逝。

凝望着月亮，也最容易使人产生遐想，想到故乡的一切，想

到家里的亲人。想着，想着，头渐渐地低了下去，完全浸入

于沉思之中。 

  从“疑”到“举头”，从“举头”到“低头”，形象地揭

示了诗人内心活动，鲜明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

图。 

  短短四句诗，写得清新朴素，明白如话。它的内容是单



纯的，但同时却又是丰富的。它是容易理解的，却又是体味

不尽的。诗人所没有说的比他已经说出来的要多得多。它的

构思是细致而深曲的，但却又是脱口吟成、浑然无迹的。从

这里，读者不难领会到李白绝句的“自然”、“无意于工而无

不工”的妙境。 

2.适合 3～6 岁幼儿古诗精选 

 

  小儿垂钓 

  朝代：唐朝|作者：胡令能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 

  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古诗简介 

  《小儿垂钓》是唐代诗人胡令能所写的一首七言绝句。

此诗描写一个小孩子在水边聚精会神钓鱼的情景。诗人通过

描写典型细节，极其传神地再现了儿童那种认真、天真的童

心和童趣。前两句叙述、描写，从外形着笔，是实写；后两

句诗侧重神态来写。全诗从形神两方面刻画了垂钓小儿栩栩

如生的形象，言辞流畅，清新活泼，寥寥数语便绘出一幅童

趣盎然的图画，颇具生活情趣。 

  翻译/译文 

  一个头发蓬乱、面孔稚嫩的小孩在河边学钓鱼，侧着身

子坐在草丛中，野草掩映了他的身影。 

  路人想问路，小儿向路人招招手，生怕惊动了鱼儿，不

敢回应过路人。 



  赏析/鉴赏 

  《小儿垂钓》是一首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诗作，诗写一

“蓬头稚子”学钓鱼，“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向小儿招手，

想借问打听一些事情，那小儿却“怕得鱼惊不应人”（怕惊

了鱼而不置一词），真是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形神兼备，

意趣盎然。其艺术成就丝毫不亚于杜牧的《清明》一诗。 

  此诗分垂钓和问路两层，第一、二句重在写垂钓（形），

第三、四句重在问路（传神）。 

  第一、二句，稚子，小孩也。“蓬头”写其外貌，突出

了小孩的幼稚顽皮，天真可爱。“纶”是钓丝，“垂纶”即题

目中的“垂钓”，也就是钓鱼。诗人对这垂钓小儿的形貌不

加粉饰，直写出山野孩子头发蓬乱的本来面目，使人觉得自

然可爱与真实可信。“学”是这首诗的诗眼。这个小孩子初

学钓鱼，所以特别小心。在垂钓时，“侧坐”姿态，草映其

身，行为情景，如在眼前。“侧坐”带有随意坐下的意思。

侧坐，而非稳坐，正与小儿初学此道的心境相吻合。这也可

以想见小儿不拘形迹地专心致志于钓鱼的情景。“莓苔”，泛

指贴着地面生长在阴湿地方的低等植物，从“莓苔”不仅可

以知道小儿选择钓鱼的地方是在阳光罕见人迹罕到的所在，

更是一个鱼不受惊、人不暴晒的颇为理想的钓鱼去处，为后

文所说“怕得鱼惊不应人”做了铺垫。“草映身”，也不只是

在为小儿画像，它在结构上，对于下句的“路人借问”还有

着直接的承接关系──路人之向小儿打问，就因为看得见小

儿。 



  后两句中“遥招手”的主语还是小儿。当路人问道，小

儿害怕应答惊鱼，从老远招手而不回答。这是从动作和心理

方面来刻划小孩，有心计，有韬略，机警聪明。小儿之所以

要以动作来代替答话，是害怕把鱼惊散。小儿的动作是“遥

招手”，说明小儿对路人的问话并非漠不关心。小儿在“招

手”以后，又怎样向“路人”低声耳语，那是读者想象中的

事，诗人再没有交代的必要，所以，在说明了“遥招手”的

原因以后，诗作也就戛然而止。 

  在唐诗中，写儿童的题材比较少，因而显得可贵。这首

七绝写小儿垂钓别有情趣。诗中没有绚丽的色彩，没有刻意

的雕饰，就似一枝清丽的出水芙蓉，在平淡浅易的叙述中透

露出几分纯真、无限童趣和一些专注。此诗不失为一篇情景

交融、形神兼备的描写儿童的佳作。 

3.适合 3～6 岁幼儿古诗精选 

 

  凉州词 

  王翰〔唐代〕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赏析 

  王翰的《凉州词》是一首曾经打动过无数热血男儿的千

古绝唱，不少人以此诗来作为自己人生方向的指导。 

  “葡萄美酒夜光杯”，在唐代这个“无人不饮酒、无人

无好酒”的朝代，琳琅满目的美酒，鼓乐齐鸣的筵席，开篇



一句便点出了这是一个豪情畅饮的欢聚氛围，为全诗定下了

兴奋昂扬的感情基调。 

  “欲饮琵琶马上催”此句一直以来存在着两种解读，一

种是说正在大家准备畅饮之时，乐队也奏起了琵琶，更增添

了欢快的气氛。意在渲染一种欢快宴饮的场面。还有一种说

法，是说此时作战的号角声响起，意在突出沉重、悲凉、感

伤的氛围。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喝醉睡躺在沙

场上，朋友您别取笑我。自古以来出征打仗有几个人能安全

归故乡呢？清代诗人施补华说这两句诗：“作悲伤语读便浅，

作谐谑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岘佣说诗》）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生活难免失意，

但永远别失去骨子里那份潇洒。就像电影《美丽人生》那样，

就算在最艰难最绝望的日子里，就算岌岌可危，死亡近在眼

前，也可以用勇气与智慧去照亮你想照亮的人，成为你想成

为的自己。 

 

     

 

 

4.适合 3～6 岁幼儿古诗精选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王维〔唐代〕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赏析 

  王维是一位早熟的作家，少年时期就创作了不少优秀的

诗篇。这首诗就是他十七岁时的作品。和他后来那些富于画

意、构图设色非常讲究的山水诗不同，这首抒情小诗写得非

常朴素。 

  此诗写出了游子的思乡怀亲之情。诗一开头便紧切题

目，写异乡异土生活的孤独凄然，因而时时怀乡思人，遇到

佳节良辰，思念倍加。接着诗一跃而写远在家乡的兄弟，按

照重阳节的风俗而登高时，也在怀念自己。诗意反复跳跃，

含蓄深沉，既朴素自然，又曲折有致。其中“每逢佳节倍思

亲”更是千古名句。 

  “独在异乡为异客”，开篇一句写出了诗人在异乡的孤

独之感。诗人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用了一个“独”、两个“异”

字，可见诗人在外强烈的异地作客之感，在外越是孤独，诗

人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就越强烈。在当时封建社会里，交

通闭塞，人们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地域之间的往来较少，

所以不同地方的人们在风土人情、生活习惯、语言等方面有

很大的差异，所以，诗人离开生活多年的家乡到异地生活，

自然感到陌生而孤单。诗人平淡地叙述自己身在异乡，但是

其中却包含着诗人质朴的思想感情。 

  如果说平日里思乡之情可能不是感到那么强烈，那么，

诗人“每逢佳节倍思亲”。“佳节”是亲人们团聚的日子，大



家在一起畅谈欢笑，而现在呢，诗人只身客居异地，在代表

团圆的节日里不禁想到了家乡里的人和事、山和水等诗人在

家乡时的美好回忆，种种回忆触发诗人无限的思乡之情，并

且越想越思念，以致于一发不可收拾。这句写得自然质朴，

如娓娓道来，也写出了许多在外漂泊游子的真切感受，很具

有代表性。 

  前两句，可以说是艺术创作的“直接法”。几乎不经任

何迂回，而是直插核心，迅即形成高 潮，出现警句。但这

种写法往往使后两句难以为继，造成后劲不足。这首诗的后

两句，如果顺着“佳节倍思亲”作直线式的延伸，就不免蛇

足；转出新意而再形成新的高 潮，也很难办到。作者采取

另一种方式：紧接着感情的激流，出现一泓微波荡漾的湖面，

看似平静，实则更加深沉。 

  “遥知兄弟登高处”，诗人从直抒胸臆，转笔写到自己

对亲人团聚的联想，遥想兄弟们在重阳佳节登上高山，身上

插着茱萸，该是多么的快乐。如果诗人单单是想到亲人们的

欢乐，倒可以缓解诗人的思乡之情，但是，诗人在最后写到

“遍插茱萸少一人”，原来诗人想到的不是欢乐，而是自己

没有在家乡和亲人们欢度佳节，所以亲人在插茱萸时也会发

现少了一个人，这样亲人们肯定会思念我的。这就曲折有致，

出乎常情。而这种出乎常情之处，正是它的深厚处、新警处。

杜甫的《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和这两句异

曲同工，而王诗似乎更不着力。 

5.适合 3～6 岁幼儿古诗精选 



  登乐游原 

  李商隐〔唐代〕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译文 

  傍晚时分我心情不太好，独自驱车登上了乐游原。 

  这夕阳晚景的确十分美好，只不过已是黄昏。 

  赏析 

  在此笔者认为这首诗反映了作者的伤感情绪。当诗人为

排遣“意不适”的情怀而登上乐游原时，看到了一轮辉煌灿

烂的黄昏斜阳，于是发乎感慨。 

  此诗前两句“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点明登古原的

时间和原因。“向晚”指天色快黑了，“不适”指不悦。诗人

心情忧郁，为了解闷，就驾着车子外出眺望风景，于是登上

古原，即乐游原。自古诗人词客，善感多思，而每当登高望

远，送目临风，更易引动无穷的思绪：家国之悲，身世之感，

古今之情，人天之思，往往错综交织，所怅万千，殆难名状。

陈子昂一经登上幽州古台，便发出了“念天地之悠悠”的感

叹，恐怕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了。李商隐这次驱车登古原，

却不是为了去寻求感慨，而是为了排遣他此际的“向晚意不

适”的情怀。 

  “夕阳”一句，向来被认为是诗人对繁盛的唐帝国即将

衰落之感叹。大唐王朝繁盛一时，可如今就如同这夕阳般西



”夕阳

无限的美好啊！只不过已经快要落下了。”李商隐身处的晚

唐，总有一种极致奢华过后的颓废感，故而此诗理解为李商

隐对唐帝国的感叹。这种美好事物即将消逝沉落的失落感深

深地烙在晚唐的每一个诗人身上，故而晚唐诗人的诗作比起

盛唐总少了那种英姿勃发的自信感，大多消沉颓丧、含蓄委

曲。如同本诗，在带入李商隐所处时代之后，本是平凡朴实

的语言，却带着一种隐隐的失落感，毕竟那是中国甚至人类

历最繁盛的一个帝国，其衰败之境怎么可能不让人伤心？ 

  不过此诗亦有另外一种解读的角度，在近年来已经得到

很多学术界的认可：这种观点认为“只是”二字在这里并不

是转折的意思，而是一种理性的解释。故而后两句应该翻译

为：夕阳无限的美好啊！因为已经接近了黄昏才能看到啊！

笔者考证了许多关于此诗的资料，发现自明清开始，一直以

来对后两句的解释都有不同的观点。而且关于“只是”二字

的用法，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在晚唐时期都有“因为”的意

思，比如李商隐本人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况且此诗为诗人游玩时一时兴起所做，未必能刻意将“夕阳”

这一意象比作晚唐，只不过是当时情于境合、自然而然罢了。

而这种解释自然让全诗没有了上种解释的伤感，却有了一种

赞叹大自然之美景的壮怀之感。虽近黄昏，但是却依然能感

受到美，这种情感积极向上，与之前的解释截然相反。 

  此诗不用典，语言明白如话，毫无雕饰，节奏明快，感

喟深沉，富于哲理，是李诗中少有的，因此也是难能可贵的。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3800711402

2006025

https://d.book118.com/038007114022006025
https://d.book118.com/038007114022006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