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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王维诗概论(代序)(陈铁民)诗  过秦皇墓  题友人云母障子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杂诗三首  寒食城
东即事  洛阳女儿行  李陵咏  红牡丹  桃源行  赋得清如玉壶冰  息夫人  送元二使安西  送綦毋潜落第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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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  观猎  渭川田家  冬日游览  寄荆州张丞相  使至塞上  凉州赛神  凉州郊外游望  出塞作  陇西行  陇头
吟  老将行  双黄鹄歌送别  汉江临泛  哭孟浩然  送邢桂州  登辨觉寺  终南别业  早秋山中作  新晴野望  终
南山  听宫莺  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  青雀歌  赠李颀  赠刘蓝田  故人张諲工诗善易卜，兼能丹
青草隶，顷以诗见赠，聊获酬之  秋夜独坐怀内弟崔兴宗  敕赐百官樱桃  西施咏  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  
送友人归山歌二首  叹白发  送张五归山  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选三)     鸟呜涧    莲花坞    萍池    辋川集
并序    孟城坳      华子冈      文杏馆     斤砖岭     鹿柴     木兰柴     茱萸沜    宫槐陌    临湖亭     南姹     欹湖     
柳浪     栾家濑     金屑泉     白石滩        北姹    竹里馆    辛夷坞    漆园    椒园  附：裴迪《辋川集》二十首  
山居秋暝  戏题辋川别业  归辋川作  山居即事  愚公谷三首  林园即事寄舍弟统  酌酒与裴迪  辋川闲居赠
裴秀才迪  辋川闲居  山中  辋川别业  山茱萸  积雨辋川庄作  赠裴十迪  答裴迪辋口遇雨忆终南山之作  山
中送别  郑果州相过  酬张少府  题辋川图   送平淡然判官  失题  相思  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
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
私成口号，诵示裴迪  口号又示裴迪      别辋川别业  送崔九兴宗游蜀      冬夜书怀  春夜竹亭赠钱少府归
蓝田  送钱少府还蓝田  赠裴迪  疑梦  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  雪中忆李揖  戏题盘石  送沈子福归江东  书事
 送梓州李使君文  山中与裴迪秀才书附录  王维年谱简编  《王维集》主要版本   王维研究著作、论文选
录  《王维集》名言警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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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诗过秦皇墓题解秦皇墓，秦始皇的陵墓，在骊山，即今陕西临潼市东南。
这是王维十五岁时所作，再现了《史记》中对秦始皇墓的描绘，也隐含了作者的历史观与现实观，表
达了对秦始皇的赞叹之情。
看来唐代诗人对秦始皇并不含有多少恶意。
古墓成苍岭，幽宫象紫台。
星辰七曜隔，河汉九泉开。
有海人宁渡，无春雁不回。
更闻松韵切，疑是大夫哀。
新解古墓成苍岭，幽宫象紫台——幽宫，指秦始皇墓。
紫台，指王宫。
这两句是说，这片绿色的山岭，就是秦始皇的坟墓，它简直就是秦国皇宫（咸阳皇宫）的缩影。
星辰七曜隔，河汉九泉开——七曜，指日、月与金、木、水、火、土五星。
河汉，银河。
九泉，黄泉，指地下。
这两句是说，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的图形在墓顶上间隔排列，银河也仿佛被搬到这九泉
黄土之下了。
有海人宁渡，无春雁不回——这两句是说，墓中用水银做成的江河大海，人们无法渡过；这里没有四
季的更迭，也不会有飞雁归来。
更闻松韵切，疑是大夫哀——大夫，秦始皇曾封泰山古松为五大夫。
此处大夫是指松树。
这两句是说，听到凄切的松声，就好像是当年所封的“五大夫松”在悲伤似的。
新评这是迄今能见到的王维创作年代最早的一首诗。
四联全用对仗，在王维诗中仅此一例，可以看出少年王维把握律诗格律已经娴熟到运用自如的程度。
后来杜雨的七律，也有全用对仗的，如名作《登高》即是。
诗歌对始皇陵的宏伟壮观，有实写有虚写，中间两联是想像之辞。
对诗歌内容的理解，清．叶矫然的评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题始皇陵诗，王维‘星辰七曜隔，河汉
九泉开’、许浑‘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孝文陵’、元好问‘无端一片云亭台，杀尽苍生有底功
’，侈语、冷语、谩骂语，各有其妙。
”（《龙性堂诗话》）但细读此诗，只是感到诗人对秦始皇怀有景仰之情，并无指责之意。
若是“侈语”，则与尾联诗意不合。
题友人云母障子题解云母障子，用云母石镶嵌而成的屏风。
云母，大理石的一种，石面的自然花纹形成图案。
唐时呼屏风为障子。
云母屏风是比较贵重的室内陈设，唐诗中写到云母屏风，经常是用以表现贵族的生活。
王维这首诗大概就是他十五岁时初入长安，在社交生活中写下的，题咏的即是朋友家中的云母屏风。
君家云母障，持向野庭开。
自有山泉入，非因彩画来。
新解君家云母障，持向野庭开——野庭，野外庭园。
这两句是说，朋友家的云母屏风摆到了野外的庭园上。
自有山泉人，非因彩画来——这两句是说，由于屏风摆到了野外，屏风上的大理石花纹呈现山泉的形
象，与野外的青山融为一体，看上去似乎与真的山泉一样，与画上的大不相同。
新评这是一首赞美大理石花纹精美，巧夺天工的小诗。
体现了诗人将自然美与人工美相统一的美学理念。
诗人的审美情趣是：人工美应不露斧痕，天然秀丽。
如《辋川集》所写的二十个景点，实际都是人力加工后的景观，但诗人在《辋川集》中一个字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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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人力加工的痕迹。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题解九月九日，是我国传统的重阳节。
唐代民间习俗要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以避邪。
山东，指华山以东，这里具体指蒲州。
这是王维十七岁时做的一首名诗，至今脍炙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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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解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异客，寄居他乡之客。
这两句是说，诗人独自一人在异乡做客，每逢佳节就加倍地思念亲人。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茱萸，一种有香气的植物，又名越椒，重阳节时佩戴，取避邪
之意。
这两句是说，此时此刻，我想到我的兄弟们在遥远的故乡，他们登高时到处插上茱萸避邪，这时候，
他们一定会发现还少了我这个同胞兄弟。
新评这首七绝的前两句写佳节思亲的真切感受，语言平易自然，近乎口语。
吴逸一称此诗“口角边说话，故能真得妙绝”（《唐诗正声》引）。
七绝的三、四句是全篇的关键，如能陡然振起诗意，开出新鲜的诗境，便是成功的作品。
这首诗的三、四句便运用了巧妙的构思，不写自己在异乡思念兄弟，却写家乡的兄弟在思念自己。
清·张谦宜《（糹见）斋诗谈》称这种写法之妙是“不说我想他，却说他想我，加一倍凄凉”。
而且我们可以联想到王维在家乡时，一定在重阳节与兄弟们一起登高饮酒。
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的年轻兄弟，在爽朗的重阳秋日欢会于高山之上的场景，也仿佛就在目前。
兄弟的亲情与思念，年轻人的蓬勃与朝气，往昔欢会的热烈，都随着巧妙的构思涌现在诗中，“倍思
亲”的情感显得更为浓烈。
杂诗三首题解这三首小诗疑为王维青少年时期游历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时所作。
二京之游，当行水路，故而对水上生活有一定了解。
（一）家住孟津河，门对孟津口。
常有江南船，寄书家中否？
新解家住孟津河，门对孟津口——孟津，黄河古渡口名，在今河南孟津县。
孟津河，即流经孟津县境一段的黄河。
这是以一个女子的口气来写的：我的家就住在孟津河边，大门正对着孟津渡口。
常有江南船，寄书家中否——由于门对孟津口，所以常常看见从江南来的船只，于是她就前去打听，
有没有我丈夫的家信捎回来？
新评像这种小诗，语言充分口语化，内容主要写男女之情，在唐诗中自成一体，不妨称作“水乡小调
”，是民歌色彩极浓的作品。
崔颢等人常有此类诗作，脍炙人口。
如《长干曲》之一：“君家何处住？
妾住在横塘。
停舟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二）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新解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这两句是说，你从故乡来到此地，理应了解故乡的事情。
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你来的时候，可曾看见我家窗户前的梅花开了吗？
绮窗，雕画美观的窗户。
著花，生花，开花。
新评这是一首著名的思乡诗。
它的艺术渊源可追溯到晋·陶渊明的《问来使》：“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
我居南窗下，今生几丛菊？
”还有诗人家乡的前辈诗人唐·王绩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只是连问十几件事，不厌其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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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其细，似乎什么都想知道，足见其思念之切。
王维此诗，取陶诗之简，兼取王绩诗之细，只问一件小事：“您来的时候，是不是看到我家窗前的梅
花开了？
”与王绩诗相比，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与陶诗相比，更觉平淡自然，青胜于蓝。
（三）已见寒梅发，复闻啼鸟声。
愁心视春草，畏向阶前生。
新解已见寒梅发，复闻啼鸟声——谁见谁闻？
诗中描写的是一位女主人公。
“寒梅发”是说春天到了，“啼鸟声”是说天气越来越暖和了。
愁心视春草，畏向阶前生——可是，我们的女主人公却越来越发愁了。
她愁什么呢？
她担心春草长得快，深怕把台阶前的空地长满了。
这是为什么？
是一种什么心态？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里，春草是离愁别恨的标志物。
如“萋萋春草生，王孙游有情”（南朝宋·谢灵运《悲哉行》），“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唐
·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唐·王维《送沈子福归江
东》）。
诗中的女主人公之所以怕见春草生于阶前，就是怕天天看见春草，触发自己对外出未归的丈夫的思念
之情，使自己整天浸泡在离愁之中，难以解脱。
新评含蓄隽永，耐人寻味。
末二句淡中寓情，令人作无限遐想。
《杂诗三首》当是后人加的诗题，非作者一时一地所作。
第一、第三首是同一类型，是女子口吻；第二首则是夫子自道，写实情。
编排上处置欠妥。
寒食城东即事题解此诗大概是王维少年时漫游两京期间的作品。
“城东”应指长安城东或洛阳城东。
寒食，节令名，在农历清明节的前一天。
相传是晋文公为悼念宁被烧死而不出山的介子推所设，是日禁火煮食，只吃冷食。
以后相沿成习，称作“寒食节”。
清溪一道穷桃李，演漾绿蒲涵白芷。
溪上人家凡几家，落花半落东流水。
蹴跪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
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
新解清溪一道穷桃李，演漾绿蒲涵白芷——演漾，水流动的样子。
涵，沉浸。
白芷，一种香草。
这两句是说，清明时节，桃李芬芳。
一条清澈的溪流从中穿过，那绿色的蒲草在流水中荡漾，还有一种叫白芷的草尚未露出水面。
溪上人家凡几家，落花半落东流水——凡。
大概，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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