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刘禹锡的心得体会(优秀6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我们应该重视心得体会，将其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断积
累和分享。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
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刘禹锡的心得体会篇一

炀帝行宫汴水滨，数株残柳不胜春。

晚来风起花如雪，飞入宫墙不见人。

这首杨柳枝是对隋宫表示黍离麦秀之悲。隋炀帝是一个荒淫
的君主，他从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即行宫)四十余所，以供
游赏之需。这儿所说的行宫，是濒临汴水的那一所。词中写
了隋宫的荒凉破败，字里行间也寓有对隋炀帝佚乐生活的批
判。古人写诗讲究诗眼，词也讲究词眼，因为眼乃神光所聚，
能映照全体。(说见清刘熙载《艺概》卷四)此词“残柳”二
字，不仅用来入题，同时也是一篇之眼。诗人的创作冲动当自
“残柳”而来。大概他的思路是因先看到隋宫中的残柳，才
联想到隋炀帝的衰亡。但这种怀古之情，他不能象散文那样
直说，而需通过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于是他便以残柳进行
构思，从残柳柔弱的形态，写到柳絮的飘飏，借以抒发他的
感慨和对历史的沉思。

诗的第一句写得很平常，只是交代了地点，但是若不是用它
作为铺垫，下文便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的好处还在于
把读者的思绪一下子带到遥运的隋代，进入全词的规定情境。
汴水隋宫，到刘禹锡时代，已二百年了，其衰败可想而知。
此时，往日的繁华全然不见，唯见数株残柳在风中摇曳。残
柳，一本作杨柳，虽只一字之差，而境界迥异。黄生《唐诗
摘钞》云：“‘不胜春’三字，正为‘残柳’写照，若



作‘杨柳’，则三字落空矣。”此说有理，由于是残柳，因
此显得袅娜无力，弱不禁风。若是一般的杨柳，则在骀荡的
春风中翩跹起舞，便不会“不胜春”了。这“不胜春”三字，
其实正是诗人自己的感情通过移情作用，镕铸到残柳身上的，
因此透过残柳，也可见出诗人的一腔愁绪。

七绝虽短，但唐人写得好的往往是一句一转，移步换形。前
已说过，杨柳枝词形式上也是七绝，但这首前两句却是用的
直下法，一气呵成，其中并无转折。至第三、四两句，诗人
便采用转折的方法了。他不再写柳枝的袅娜无力，而转向写
杨花柳絮。晚来一阵风起，杨花飘飞，宛如白雪，那境界是
朦胧的，也是令人伤感的。但是诗人并未停留在低徊忧伤的
情绪中，而是让想像的翅膀跟随杨花一起飞过宫墙，看个究
竟。古人做诗，往往把主观感情附着于客观物体，或托诸动
物，如燕雁蜂蝶;或借助植物，如红叶杨花。李益《汴河曲》
云：“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行人莫上长堤望，
风起杨花愁杀人。”他的另一首《隋宫燕》则云：“燕语如
伤旧国春，宫花旋落已成尘。自从一闭风光后，几度飞来不
见人。”前一首同样是写汴水隋宫，亦托杨花以寄慨，但其
意境运逊于刘诗。后一首谓燕子飞过宫墙，不见宫中有人，
其意当从刘诗化来，唯将杨花改作燕子罢了。宋顾乐把两者
作了对比，说此首“末句着柳说，比李益说燕更妙”。(《唐
人万首绝句选》)末句所以为妙，不仅是将杨花拟人化(其实
这一点燕子也做到了)，而且紧紧地结合残柳，与上文相呼应。
在形象上它比燕子更为空灵轻盈，它似乎代表诗人到隋宫内
巡视了一遍，得到的印象是荒无人烟。“不见人”三字，下
得极妙。黄生《唐诗摘钞》说：“只‘不见人’三字，写尽
故宫黍离之悲，何用多言!”正说在点子上。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 ，汉族，唐朝彭城人，祖籍洛阳，
唐朝文学家，哲学家，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监察御
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的一员。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有
“诗豪”之称。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
政治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



后来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今湖南常德)。据湖南常
德历史学家、收藏家周新国先生考证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
其间写了著名的“汉寿城春望”。

【生平】

刘禹锡，曾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与柳宗元并称“刘
柳”。与白居易合称“刘白”。贞元九年，擢进士第，登博
学宏词科，从事淮南幕府，入为监察御史。王叔文用事，引
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
案。叔文败，坐贬朗州刺史，在贬官期间，在扬州碰到白居
易，白居易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刘禹锡作《酬乐天
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答谢白居易，再道贬朗州司马。落魄不
自聊，吐词多讽托幽远。蛮俗好巫，尝依骚人之旨。倚其声作
《竹枝词》十余篇，武陵溪洞间悉歌之。居十年，召还。将
置之郎署，以作玄都观看花诗涉讥忿，执政不悦，复出刺播
州。裴度以母老为言，改连州，徙夔、和二州。久之，征入
为主客郎中。又以作重游玄都观诗，出分司东都。度仍荐为
礼部郎中，集贤直学士。度罢，出刺苏州，徙汝、同二州，
迁太子宾客分司。禹锡素善诗，晚节尤精。不幸坐废，偃蹇
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适。与白居易酬复颇多，居易尝叙其诗
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又言其
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其为名流推重如此。会昌时，加检校
礼部尚书。卒年七十二，赠户部尚书。诗集十八卷，今编为
十二卷。

湖南常德历史学者、收藏家周新国先生《武陵藏珍》记载：
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其间写了著名的《汉寿城春望》。湖
南常德市委市政府为了纪念朗州司马刘禹锡，现专在柳叶湖
边建有“司马楼”。

关于刘禹锡的祖籍，多有争议，有说是洛阳人，有说是彭
城(今徐州)人，有说是定州人以及中山无极人。据查有关史
料，刘禹锡为匈奴后裔，其七世祖刘亮仕于北魏，随魏孝文



帝迁都洛阳，始改汉姓。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东迁嘉兴，
刘禹锡出生于此地，因此刘禹锡“家本荥上，籍占洛阳”。
关于说其“彭城人”，经查此说，出自白居易、权德舆等人
之口。那不过是随顺当时“姓卯金者咸彭城”(《史通·邑
里》)的习俗罢了。因此“刘禹锡彭城人”说法是不确切的。

说刘禹锡是定州人、中山人以及中山无极人，还得从他七世
祖刘亮说起。周汉时期，定州、无极是冀州的属地，无极同
时也是定州的属地。刘亮曾任冀州刺史、散骑常侍等职，后
北魏迁都洛阳，刘亮全家也随之迁至洛阳。据《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集部别集类：“书禹锡本传，称为彭城人，盖举郡
望，实则中山无极人，是编亦名中山集，盖以是也。”此外清
《畿辅通志》及《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和《中国历史名人辞
典》等也都有刊载。经过反复查证和咨询有关专家，刘禹锡
祖籍确认为无极，是有据可依的。

【诗风】

刘禹锡及其诗风颇具独特性。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
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确实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吟
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有着一个斗士
的灵魂;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重游玄都观绝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谣》、《飞鸢
操》、《华佗论》等诗文，屡屡讽刺、抨击政敌，由此导致
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
的愤懑和反抗，并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他
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这种
“感慨”不仅增加了其诗耐人涵咏的韵味，而且极大地丰富
了其诗的深度和力度。

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有
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
直气势。诸如“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
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其二)、“马思边草拳毛动，



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始
闻秋风》)这类诗句，写得昂扬高举，格调激越，具有一种振
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绝句，也是别[1]具特
色，如：“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
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其八)“塞北
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
《杨柳枝》。”(《杨柳枝词九首》其一)就诗意看，这两篇
作品均简练爽利，晓畅易解，但透过一层看，便会领悟到一
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
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弃旧图新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
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词》：自
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
情到碧霄。全诗一反传统的悲秋观，颂秋赞秋，赋予秋一种
导引生命的力量，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之情。
胸次特高，骨力甚健。

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刘宾客嘉话录》);

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于
词。……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

定，是排除杂念的观照，慧，是一种灵感的获得。这样写出
来的诗，便能容纳更丰富的内涵，有着更深的意境。因此，
刘禹锡的诗大多自然流畅、简练爽利，同时具有一种空旷开
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
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
因成是诗以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
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都是他对历史、人生
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这种感悟以形象出现在诗里，不
仅有开阔的视界，而且有一种超时距的跨度，显示出历史、
现实、未来在这里的交融。

刘禹锡的'咏史诗十分为人称道。这些诗以简洁的文字、精选
的意象，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其中蕴涵了很深



的感慨，如《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
《蜀先主庙》等都是名篇。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
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
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西塞山怀古》)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
寻常百姓家。(《乌衣巷》)

前一首是诗人站在西塞山远眺的感慨，在他心中，是一种永
恒与短暂的强烈对比：千帆竞发、铁锁沉江，无论是战降治
乱、分裂统一，这一切比起默默无言的大自然来，都不过是
过眼烟云，瞬间即逝。后一首则通过王谢这些士族的旧迹变
为寻常百姓家的历史变迁，呈现了人们心灵深处常有的对一
切繁华与高贵都会被时间洗刷净尽的叹息。

湖光秋月两相和，

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

白银盘里一青螺。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同乐天登栖灵寺塔》：

“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杆。

忽然语笑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



白鹭儿，最高格。

毛衣新成雪不敌，

众禽喧呼独凝寂。

孤眠芊芊草，

久立潺潺石。

前山正无云，

飞去入遥碧。

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

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堤上行》三首之二)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竹枝词》二首之一)

 

刘禹锡的心得体会篇二

“同学们，这次我们写的作文叫遇见某某某，我什么都不说，
请同学们自由发挥，争取写出一篇好作文。”老师一声下课，
我却一脸茫然，完全没有思路。

我垂头丧气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拿出了一本崭新的作文本，
望着上面空白的方格，我的心中一脸无奈。奇怪，这是哪儿？
以前怎么从来没有来过，我环顾四周，自己走在桥上，桥下
开满了美丽的荷花，有粉的，粉中透红；有红的，红的像太
阳；有白的，白得清爽，白得好看；我脚下的这桥，好像是



我的老朋友：啊，老桥，你如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这涧
水上站了几百年了吧！你弓着腰，俯身凝望着那水中的`人影、
鱼影、月影。岁月悠悠，波光明灭、泡沫聚散，唯有你依然
如旧。

是啊！只有多读书，才能得到知识，写作才得以提高。我想
书是一棵果树，任我们怎样吸取它枝叶中的智慧，它永远茂
盛和没有怨言。

刘禹锡的心得体会篇三

浪淘风簸自天涯。

如今直上银河去，

同到牵牛织女家。

1.浪淘沙：唐代一种曲子的名称。

2.浪淘风簸：黄河卷着泥沙，风浪滚动的样子。天涯：天边。

3.银河：古人以为黄河和银河相通。

许他们在农历七月初七相会一次。

万里黄河弯弯曲曲挟带着泥沙，

波涛滚滚如巨风掀簸来自天涯。

现在可以沿着黄河直上银河去，

我们一起去寻访牛郎织女的家。

这首绝句模仿淘金者的口吻，表明他们对淘金生涯的厌恶和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是在河边生活，牛郎织女生活的天河



恬静而优美，黄河边的淘金者却整天在风浪泥沙中讨生活。
直上银河，同访牛郎织女，寄托了他们心底对宁静的田园牧
歌生活的憧憬。这种浪漫的理想，以豪迈的口语倾吐出来，
有一种朴素无华的美。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见唐·刘禹锡《浪淘
沙》。淘：用水冲洗。簸：摇动。自：来自。这两句大意是：
九曲黄河之中有无数的抄砾，它们随同黄河流经万里，经受
了浪涛的冲洗和狂风的簸荡，从天涯一直来到这里。

诗人歌咏九曲黄河中的万里黄沙，赞扬它们冲风破浪，一往
无前的顽强性格。我们引用时可取其象征意义，歌颂与它们
有着共同特点的事物或人们。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
到牵牛织女家。”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见黄河后留下的感慨，
也是他对宁静生活的`一种向往，而时间让世事变得复杂，追
逐静已是现代人的一种精神渴求。九曲黄河沉积下来的是一
种文化，而这种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静，它们深埋在河水转
弯处的山坳里，在浮华背后深深地拽住民族的根，使我们在
追逐中不会迷失方向。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一阕《浪淘沙》，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滔滔
黄河的来龙去脉和雄伟气势。其中，还诗情画意地联想到随
着层层波浪，去美丽传说中的天仙佳侣之家做客。

刘禹锡的心得体会篇四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如今直上银河去1，同到牵牛织女家。

洛水桥边春日斜2，碧流清浅见琼砂3。



无端陌上狂风疾4，惊起鸳鸯出浪花。

汴水东流虎眼文5，清淮晓色鸭头春6。

君看渡口淘沙处，渡却人间多少人。

鹦鹉洲头浪飐沙7，青楼春望日将斜8。

衔泥燕子争归舍，独自狂夫不忆家9。

濯锦江边两岸花10，春风吹浪正淘沙。

女郎剪下鸳鸯锦11，将向中流匹晚霞12。

日照澄洲江雾开13，淘金女伴满江隈14。

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

八月涛声吼地来15，头高数丈触山回。

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

莫道谗言如浪深16，莫言迁客似沙沉17。

千淘万漉虽辛苦18，吹尽狂沙始到金。

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

令人忽忆潇湘渚19，回唱迎神三两声20。[1]

刘禹锡的心得体会篇五

万里黄河弯弯曲曲挟带着泥沙，波涛滚滚如巨风掀簸来自天
涯。



现在可以沿着黄河直上银河去，我们一起去寻访牛郎织女的
家。

浪淘沙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

浪淘沙：唐代一种曲子的名称。

浪淘风簸：黄河卷着泥沙，风浪滚动的样子。天涯：天边。

银河：古人以为黄河和银河相通。

牵牛：即传说中的牛郎。他和织女因触怒天帝，被分隔在银
河两岸，每年只许他们在农历七月初七相会一次。

这首绝句模仿淘金者的口吻，表明他们对淘金生涯的厌恶和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同是在河边生活，牛郎织女生活的`天河恬静而优美，黄河边
的淘金者却整天在风浪泥沙中讨生活。

直上银河，同访牛女，寄托了他们心底对宁静的田园牧歌生
活的憧憬。

这种浪漫的理想，以豪迈的口语倾吐出来，有一种朴素无华
的美。

刘禹锡的心得体会篇六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如今直上银河去1，同到牵牛织女家。



其二

洛水桥边春日斜2，碧流清浅见琼砂3。

无端陌上狂风疾4，惊起鸳鸯出浪花。

其三

汴水东流虎眼文5，清淮晓色鸭头春6。

君看渡口淘沙处，渡却人间多少人。

其四

鹦鹉洲头浪飐沙7，青楼春望日将斜8。

衔泥燕子争归舍，独自狂夫不忆家9。

其五

濯锦江边两岸花10，春风吹浪正淘沙。

女郎剪下鸳鸯锦11，将向中流匹晚霞12。

其六

日照澄洲江雾开13，淘金女伴满江隈14。

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

其七

八月涛声吼地来15，头高数丈触山回。

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



其八

莫道谗言如浪深16，莫言迁客似沙沉17。

千淘万漉虽辛苦18，吹尽狂沙始到金。

其九

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

令人忽忆潇湘渚19，回唱迎神三两声20。[1]

1.直上银河：古代传说黄河与天上的银河相通。据《荆楚岁
时记》载：汉武帝派张骞出使大夏，寻找黄河源头。张骞走
了一个多月，见到了织女。织女把支机石送给张骞。骞还。
同书又载：织女是天帝的孙女，长年织造云锦。自从嫁了牛
郎，就中断了织锦。天帝大怒，责令她与牛郎分居银河两岸，
隔河相望，每年七月初七之夜相会一次。

2.洛水：黄河支流，在今河南省西部。唐敬宗宝历二年
（826），刘禹锡奉调到洛阳，任职于东都尚书省，约两年。
晚年又以太子宾客身份分司东都洛阳，七十一岁病逝于洛阳。
此首言及洛水桥，应是在洛之作。

3.琼砂：美玉般的砂砾。

4.无端：无缘无故，突然间。

5.汴水：起于今河南省荥阳县，东流经安徽，至江苏入淮河。
虎眼文：文通纹。形容水波纹很细。

6.鸭头春：唐时称一种颜色为鸭头绿，这里形容春水之色。
此诗言及汴水、清淮，刘禹锡曾于长庆年间任和州刺史，和
州北临淮河流域。



7.鹦鹉洲：原在武昌一带长江中。唐诗人崔颢《黄鹤楼》诗
有"芳草萋萋鹦鹉洲"之句。

8.青楼：旧称歌女所居之处为青楼。

9.狂夫：不合时俗、放浪形骸之人。

10.濯锦江：又名浣花溪，在今四川省成都市西，古代因洗涤
锦缎而得名。

11.鸳鸯锦：绣有鸳鸯图案的锦缎。

12.匹晚霞：与晚霞比美。匹：匹敌。旧写作"疋"，故一些版
本误作"定"。

13.澄洲：江中清新秀丽的小洲。

14.江隈：江湾。

15.八月涛：浙江省钱塘江潮，每年农历八月十八潮水最大，
潮头壁立，汹涌澎湃，犹如万马奔腾，蔚为壮观。

16.谗言：毁谤的`话。

17.迁客：被贬职调往边远地方的官。

18.漉：水慢慢地渗下。

19.潇湘：潇水和湘水在今湖南省零陵县北会合。此借潇湘泛
指湖南一带。刘禹锡曾谪居朗州十年，此云“忽忆”，可知
此诗作于其后。

20.迎神：迎神曲，湖南一带民间祀神歌曲。[2]

万里黄河弯弯曲曲挟带着泥沙，波涛滚滚如巨风掀簸来自天



涯。到今天我们可以沿着黄河径直到银河，我们一起去寻访
牛郎织女的家。

其二

洛水桥边春天的太阳西斜，碧流又清又浅看得见水底的琼砂。
路上无端刮起急剧的狂风，惊得鸳鸯逃出了水中浪花。

其三

汴水往东流去，河水泛着很细的水波纹，清清的淮河早晨显
出鸭头绿的春色。您看渡口流水淘沙的地方，渡过了人世间
多少人。

其四

鹦鹉洲头波浪卷着泥沙，青楼上少妇凝望春光，直到夕阳西
下。衔泥的燕子都争着回巢，只有那冤家就一点也不想家。

其五

濯锦江边两岸开满了鲜花，春风吹拂着水面，波浪正冲刷着
沙砾。女郎剪下一段鸳鸯锦，投向濯锦江中流与晚霞相比美。

其六

朝阳照在江雾初开的小洲上，淘金的女伴早已布满江滨。美
人的首饰和侯王的金印，全都是从沙中浪底淘来的黄金。

其七

八月的涛声如万马奔腾惊天吼地而来，数丈高的浪头冲向岸
边的山石又被撞回。片刻之间便退向江海汇合之处回归大海，
它所卷起的座座沙堆在阳光照耀下像洁白的雪堆。



其八

不要说谗言如同凶恶的浪涛一样令人恐惧，也不要说被贬之
人好像泥沙一样在水底埋沉。要经过千遍万遍的过滤，历尽
千辛万苦，最终才能淘尽泥沙得到闪闪发光的黄金。

其九

以二十八字为正格，而以本调为变体，又名﹝曲入
冥﹞、﹝过龙门﹞、﹝卖花声﹞，而﹝谢池春﹞亦名﹝卖花
声﹞，不容稍混也。

中仄仄平平（韵），

中仄平平（韵）。

中平中仄仄平平（韵）。

中仄中平平仄仄，

中仄平平（韵）。

中仄仄平平（韵），

中仄平平（韵）。

中平中仄仄平平（韵）。

中仄中平平仄仄，

中仄平平（韵）。

此调五十四字，前后阕字句完全相同。第一句五字，与﹝忆
江南﹞次句同。第二句四字，为仄仄平平，第一字平仄不拘。
第三句即平起平收之七言句。第四句为仄起仄收之七言句。



第五句则与第二句同。此调平仄既宽，而后半又同前半，为
初学填词者最易摹拟之词调也。

浪淘沙 南唐 李煜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