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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

（700——761）

字摩诘

祖籍太原祁

（今山西祁县）



         进士及第后曾因任

大乐丞，右拾遗、殿中

侍御史、吏部郎中、给

事中等职，其间多次隐

居，亦官亦隐。王维是

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

表作家，向以“诗中有

画”而著称。



【主要诗作】

《洛阳女儿行》《鹿柴》

《终南山》《渭城曲》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竹里馆》《终南山》

《渭川田家》《过香居寺》

《赠裴秀才迪》

《汉江临泛》《山居秋暝》 

《辋川闲居 》



　　　　王维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王维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题解：　

　　辋川，水名，在今陕西蓝田终
南山下，山麓有宋之问别墅，后为
王维所有，王维曾在此隐居三十余
年。裴秀才迪，指裴迪，王维诗友，
曾与王维一同隐居终南山。此诗是
王维酬赠裴迪之作。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诗人
描写与裴迪同隐辋川的闲居情
趣，本为寄赠裴迪之作，但在
表抒闲居情趣时，却描画出辋
川绝胜图景，成为绝佳的山水
写景诗。



　　由于这首诗情景交融，不仅
描写了辋川附近山水田园的优美
景色，还刻画了诗人和裴迪两个
隐士的形象，使人物和景物相映
成趣，表现了诗人的隐居生活的
闲居之乐和诗人对友人的真挚感
情，体现出王维闲居辋川这一精
神家园时内心生活之丰富及其所
达到的深度。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   

　　开篇以“寒山”、“秋水”点明时令，山
色由青翠转为苍翠，变成了暗绿的色调，从
而给人以一种寒气，辋川流水日见涓细，潺
湲之声日渐舒缓，传达出一种枯寂的感受。
一个“转”字和一个“日”字，见出入秋的
景色变化的过程性，足见诗人察物之细致，
同时也逗露出闲居情趣。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颔联写直接写诗人的闲居情趣，倚杖柴门之外，临风聆
听暮蝉鸣叫，闲寂情态毕现。而蝉声、水声与山色混为一体，
更构成声色兼具的秋景图画。

　　倚仗柴门，听寒山泉水，听晚树鸣蝉，看渡头落日，墟
里孤烟，那专注的神情，安逸的神态，不就是《归去来兮辞
》里的陶渊明吗？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写的就是诗人自身的形象。

　　柴门，表现隐居生活和田园风味；倚杖，表
现年事已高和意态安闲。柴门之外，倚杖临风，
听晚树鸣蝉、寒山泉水，看渡头落日、墟里孤烟，
那安逸的神态，潇洒的闲情，和“策扶老以流憩，
时矫首而遐观”（《归去来辞》）的陶渊明不是
有几分相似吗？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颈联写的是暮色中的原野，夕阳，炊烟，这是
典型的日落黄昏时的田野乡村景色，给人的是一种
宁静的感觉。水、陆、人迹和自然交织在一起，表
现出作者在景物选取上的独具匠心。



　　一个“余”字和一个“上”字，表明夕阳慢慢西
沉，炊烟则缓缓升腾，形成极富生活情趣的动感与过
程。 

　　“渡头余落日”，渡头上仅“余”下了落日，余
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而作者写出了落日即将与水
交接的一刹那的景象，似乎那一瞬间就是永恒，给人
以无限的遐想和美感，在水上捕鱼的渔夫们都已经把
船停靠在岸边回家了，水面波光粼粼，倒映出落日的
光辉，多美，多么宁静的乡村之景。 



　　首联和颈联中的寒山，秋水，落日，孤烟等一系列富
有时间和季节特征的景物构成了一幅和谐的山水田园画卷，
极度强调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真是名符其实的“诗中有画
”，在这首诗中，所有的景物都感染了诗人的主观感情色彩，
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被诗人赋予了灵魂，就好像一幅
真实的山水风景画呈现在我们面前。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接舆是春秋时代的楚国狂士，“凤歌笑孔丘”，作者
把裴迪比作沉醉狂歌的接舆，表达了对友人高尚品格
的高度赞扬，也足以看出诗人认为裴迪绝非寻常之士，
陶渊明，接舆，王维和裴迪，这四个虽然不是同一个
时代，个性也不一样的人，却通过这首诗穿越时空而
在这里如此美景之中“相遇”。 



此外，在尾联中，诗人以五柳先生自比，陶渊
明的《五柳先生传》中的主人公五柳先生，是
一位忘怀得失、以诗酒自娱的隐士，其实这就
是陶渊明的自我写照，而诗人又以五柳先生自
况，由此可看出诗人是多么仰慕陶渊明了。



　　这首诗不单纯地是写景诗或闲适诗。诗人并
非闲逸地描写辋川暮景以寄托闲居之情致，将景
物作为欣赏的对象或情感的附着物，而是把景物
看作时间意义的体现者，在写景的同时，表达对
生命之思索，可谓是一首以景写意的哲理诗。作
者并不满足于辋川隐居，而是在更高的哲学的层
次上去思索生命的存在及其意义，其中蕴含了朴
素的辩证思想。



王维

《终南山》



《终南山》
（王维）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宿处，隔水问樵夫。



        王维另有一些山水田园诗别

开生面，写得比较雄伟壮丽。诗

中有画的“画”气象大而富有气

韵，《终南山》就是如此。 



　　终南山，在秦岭中部，又名中南
山或南山，在唐代都城长安（今陕西
西安）的南面。诗写终南山的雄伟气
势和奇妙景色，抒发了诗人游山的感
受与情趣。　



　　《终南山》深得画理，移步
换形。全诗不断变换视角，从各
个角度描写终南山，以不全求全，
收到了以少总多、意余于象的艺
术效果。



　　诗从大处着笔，先写终南山的
高峻与广阔。山峰高耸入云，使人
感到与天上的宫殿已经非常接近，
足见其高，而山势绵延，一望无边，
使人感到一直铺展到大海边上，足
见其广。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



        “太乙”是终南山的别称。写它

高峰接天，绵延直到海边。 
        “连山到海隅”形容终南山的远

景，写的是远眺之下的感受，虽夸
张但在感受中却是真实的，此联十
分成功地烘托出了其雄伟壮阔气势。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
         此联写诗人山行所见云烟变幻

的景象。 

　　诗人用诗的语言描绘出极难
描摹的色彩——一种淡素的、似
有却无的色彩。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写
烟云变灭，移步换形，极富含孕。即如
终南山中千岩万壑，苍松古柏，怪石清
泉，奇花异草，值得观赏的景物还多，
一切都笼罩于茫茫“白云”、蒙蒙“青
霭”之中，看不见，看不真切。唯其如
此，才更令人神往，更急于进一步“入
看”。



　　另一方面，已经看见的美景仍
然使人留恋，不能不“回望”，“
回望”而“白云”、“青霭”俱“
合”，则刚才呈现于的景物由清晰
而朦胧，由朦胧而隐没，更令人回
味无穷。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站在山顶远眺，只见群峰罗列，千姿百态，阳光透过云
霭照射下来，由于山峰的高低方位不同，所受到的光线亦明
显有异，随着夕阳西下，光线照射的角度不断变化，更是明
暗显晦，变幻瞬息，峰壑异态，气象万千。

　　所谓“阴晴众壑殊”，是以阳光或浓或淡、或
有或无来表现千岩万壑的千形万态。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在人与山的对比中，山显

得雄伟、辽阔；伐木声和人的
呼喊声，也把难于表现的深山
幽寂气氛反衬了出来。



　王夫之说“欲投人处宿，
隔水问樵夫”，则山之辽廓
荒远可知。”

（《姜斋诗话》）



　
　　

　　尾联看上去与前三联写山的高、长、
奇关系不大，实则意义相通。　　

　　既要留宿山中，可见山大；樵夫口 

答手指，诗人侧首遥望，一问一答之间，
也道出了山中峡谷的深长。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玩
其语意”，似乎还可以领会到更多的东西。

第一，欲投人处宿“这个句子分明有个省
略了的主语 “我”，因而有此一句，便
见得“我”在游山，句句有“我”，处处
有“我”，以”我“观物，因景抒情。



　　

第二，”欲投人处宿“而要”隔水问樵夫
“，则“我”还要留宿山中，明日再游，
而山景之赏心悦目，诗人之避喧好静，也
不难于言外得之。



　　

第三，诗人既到“中峰”，则“隔水问樵
夫”的“水”实际上是深沟大涧；那么，
他怎么会发现那个“樵夫”呢？“樵夫”
必砍樵，就必然有树林，有音响。诗人寻
声辨向，从“隔水”的树林里欣然发现樵
夫的情景，不难想见。既有“樵夫”，则
知不太遥远的地方必然有“人处” ，因
而问何处可以投宿，“樵夫”口答手指、
诗人侧首遥望的情景，也不难想见。



　　

　　总起来看，这首诗的主要特点和优点
是善于“以不全求全”，从而收到了“以
少总多”、“意余于象”的艺术效果。
（霍松林）



王维　　

《渭川田家》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

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诗经•邶风》:式微式微，胡不归 



       乡村生活的恬淡自然，深

深打动了王维，生出由衷的羡

慕，而面对现实中的进退两难，

只能怅然而叹。

        全诗展现了一幅温

馨自然的农家晚归图。



　诗人一开头，首先描写夕
阳斜照村落的景象，渲染暮
色苍茫的浓烈气氛，作为总
背景，统摄全篇。接着，诗
人一笔就落到“归”字上，
描绘了牛羊徐徐归村的情景
。 



斜光照墟落，

穷巷牛羊归。

　　暮色苍茫，夕阳斜照村
落，一片安祥，牛羊徐徐归
家，没入深巷。 　　



慈祥的老人惦记着
小牧童，拄着 拐杖，
倚着柴门迎他放牧
归来。

野老念牧童，

倚杖候荆扉。



雉雊麦苗秀，

蚕眠桑叶稀。

　　麦田里的野鸡动情地
叫着，呼唤着归窝；桑林
里的桑叶已经稀疏，蚕儿
开始吐丝作茧，营就自己
的安乐窝呢。 



　　田野上，农夫们三三两两，
扛着锄头下地归来，在田间小道
上偶然相遇，亲切絮语，简直有
点乐而忘归呢。 　

　　一幅乡村黄昏时分的晚归图，
充满了恬然自乐，散发着大自然
的芬芳。

田夫荷锄至，

相见语依依。



　　乡村生活的恬淡自然，深
深打动了王维，生出由衷的
羡慕，而面对现实中的进退
两难，只能怅然而叹。

即此羡闲逸，

怅然吟式微。



　　《式微》是《诗经。邶
风》中的一篇，诗中反复咏
叹：“式微，式微，胡不归
？”诗人借以抒发自己急欲
归隐田园的心情，不仅在意
境上与首句“斜阳照墟落”
相照映，而且在内容上也落
在“归”字上，使写景与抒
情契合无间，浑然一体，画
龙点睛式地揭示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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