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李白演讲稿(通用10篇)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是指在群众集会上或会议上发表讲话的
文稿。演讲稿是进行宣传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演讲的作用
是表达个人的主张与见解，介绍一些学习、工作中的情况、
经验，以便互相交流思想和感情。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演讲
稿，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演讲稿
模板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李白演讲稿篇一

“谪仙”的称号，又与李白的诗歌创作有关。天宝年间殷璠
编选的《河岳英灵集》称李白的诗“率皆纵逸，至如《蜀道
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
也。”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指出：“其言多
似天仙之辞。” 他们都注意李白诗歌纵逸若仙的特征，这一
创作特色，又进一步使人们加深了谪仙的印象。

大胆的夸张也是浪漫诗风的一个表现。《秋浦歌》其十五
用“白发三千丈”比喻无 限愁思，《北风行》用“燕山雪花
大如席”形容北方的奇寒大雪，《横江词》用“一风三日吹
倒山”表现狂飙怒吼、洪涛涌起的雄奇景象，《望庐山瀑布》
用“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描绘珠溅玉迸的飞
瀑。诗人将极普通的事物，变为令人惊叹的形象，真可谓化
腐朽为神奇，手法高妙。

诗歌语言方面，李白也有个人特色。李白崇尚道家的自然观，
认为“万物兴歇皆自然”，反映到创作上，表现为自然率真，
反对雕饰造作。他曾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称赞韦
良宰的诗，其实用来说明他的诗，更为恰当。他的诗语言朴
实通达，有的简直如同脱口而出的口语，明白如话，如著名的
《静夜思》等。同时，李白诗歌的语言又是奔放的，充满激
情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



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行路
难》：“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
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都给人奔涌而来，一气直下之感。

由于李白诗歌具有这些特色，直至今日，我们读他的诗篇，
仍觉得慷慨激昂，痛快淋漓，会感到一种少有的酣畅和满足，
一种美的享受。

(选自《古典文学三百 题》上海古籍出版社l986年版)

1、下列关于李白“谪仙”称号来历的叙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谪仙”的称号，与李白的诗歌创作有关。

b、殷璠称李白的诗“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
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

c、李阳冰指出：“其言多似天仙之辞。”

d、殷璠、李阳冰等人都注意李白诗歌纵逸若仙的特征，这一
创作特色，给人们留下了谪仙的印象。

2、下列对文中画线句子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李白的诗中很少对生活过程作详细的描述。

b、李白的诗“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

c、李白的诗让想像神游，将历史、神话传说、梦境、幻觉和
人物故事、自然景象组合起来，构成神异奇特、可惊可愕的
图画。

d、《梦游天姥吟留别》描写一连串瑰丽变幻的梦境，又进一步



引出一个神仙世界。其实，这里的梦境和仙境，都是现实生
活的折射，其一个个意象，都是现实中的事物。

3、下列对李白诗歌语言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李白诗歌语言表现为自然率真，不雕饰造作。

b、韦良宰曾称赞李白的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c、李白诗歌的语言书生味很浓，艰涩难懂。

d、李白诗歌的语言是奔放的、充满激情的。这是因为他注重
遣词造句，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缘故。

4、下列对文章内容的概括和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本文从“谪仙”的称号，李白诗歌的个性、意象、语言等
方面对其诗的风格作了概括。

b、李白善于运用夸张手法，将极普通的事物，变为令人惊叹
的形象，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手法高妙。

c、李白非常讲究用词技巧，常常“吟安一个字，拈断数根
须”。

d、李白崇尚道家的自然观，认为“万物兴歇皆自然”，反映
到创作上，表现为自然率真，反对雕饰造作。

答

1、d这一创作特色，又进一步使人们加深了谪仙的印象

2、d《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意象，并非现实中的事物，而是
作者想像出的超现实的事物）。



3、a. b“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是李白称赞韦良宰的话；
c李白诗歌的语言朴实通达，明白如话；d李白不着意雕饰语言，
“语不惊人死不休”是说杜甫的。

4、c属无中生有，在文中找不到这一信息。

李白演讲稿篇二

中山孺子妾，特以色见珍。虽不如延年妹，

亦是当时绝世人。桃李出深井，花艳惊上春。

一贵复一贱，关天岂由身。芙蓉老秋霜，团扇羞网尘。

戚姬髡翦入舂市，万古共悲辛。

洞庭白波木叶稀，燕鸿始入吴云飞。吴云寒，燕鸿苦，

风号沙宿潇湘浦，节士感秋泪如雨。白日当天心，

照之可以事明主。壮士愤，雄风生，安得倚天剑，

跨海斩长鲸。

落日欲没岘山西，倒著接z5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

拦街争唱白铜鞮。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

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

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此江若变作春酒，

垒麹便筑糟丘台。千金骏马换少妾，醉坐雕鞍歌落梅。



车傍侧挂一壶酒，凤笙龙管行相催。咸阳市上叹黄犬，

何如月下倾金罍。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石，

龟龙剥落生莓苔。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

谁能忧彼身后事，金凫银鸭葬死灰。

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

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襄王云雨今安在，

江水东流猿夜声。

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鞮。江城回渌水，花月使人迷。

山公醉酒时，酩酊襄阳下。头上白接z5，倒著还骑马。

岘山临汉江，水渌沙如雪。上有堕泪碑，青苔久磨灭。

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山公欲上马，笑杀襄阳儿。

攀天莫登龙，走山莫骑虎。贵贱结交心不移，

唯有严陵及光武。周公称大圣，管蔡宁相容。

汉谣一斗粟，不与淮南舂。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从。

它人方寸间，山海几千重。轻言托朋友，对面九疑峰。

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鲍久已死，何人继其踪。

李白演讲稿篇三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西施越溪女，出自苎萝山。

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颜。

浣纱弄碧水，自与清波闲。

皓齿信难开，沉吟碧云间。

勾践徵绝艳，扬蛾入吴关。

提携馆娃宫，杳渺讵可攀。

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李白演讲稿篇四

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便读那些经书、史书，那些书都十
分深奥，他一时读不懂，便觉枯燥无味，于是他丢下书，逃
学出去玩。

他一边闲游闲逛，一边东瞧西看。他看见一位老妈妈坐在磨
刀石上的矮凳上，手里拿着一很粗大的铁棒子，在磨刀石上
一下一下地磨着，神情专注，以至于李白在她跟前蹲下她都
没有察觉。

“磨针。”老妈妈头也没抬，简单地回答了李白，依然认真
地磨着手里的铁棒。

老妈妈边磨边说：“我正是要把这根铁棒磨成细小的针。”

幼年的李白是个悟性很高的孩子，他听了老妈妈的话，一下



子明白了许多，心想：“对呀！做事情只要有恒心，天天坚
持去做，什么事也能做成的。读书也是这样，虽然有不懂的
地方，但只要坚持多读，天天读，总会读懂的。”想到这里，
李白深感惭愧，脸都发烧了。于是他拔腿便往家跑，重新回
到书房，翻开原来读不懂的书，继续读起来。

2、少年李白

李白的父亲是位商人，做生意赚了不少钱，相当富裕。相传，
李白小时候在四川象耳山读书。有一天逃学下山，经过一条
小山涧，见到一位老奶奶在山洞旁磨铁棒。李白觉得很奇怪，
走上前询问，老奶奶回答说要用铁棒磨针。一根粗铁棒要磨
成一根细小的针谈何容易，但老奶奶信心十足，她说：“只
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从此以后李白就打消逃学念头，
下功夫读书了。他既学文又习武，专门学习剑术。决心要做
一个满腔侠义的“游侠”。

李白幼年时候记忆力特别好。诸子百家，佛经道书，无不过
目成诵。据说他五岁就会诵写“六甲”，十岁能读诸子百家
的书，懂得了不少天文、地理、历史、文学等各方面的知识。
此外，他还学会了弹琴，唱歌，舞蹈。

李白自小志趣远大，禀性高洁。当时的读书人要想求取功名，
都去参加进士考试。李白想，大丈夫在世，要做就做个国家
栋梁，否则就一辈子只当一个平民百姓。他常常自比谢安，
相信总有一天会“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少年时代的诗歌留下来不多，比较早的一篇是《访戴天
山道士不遇》。说的是有一天李白到深山的道观中去寻访一
位道士。时值初春季节，桃花正带露开放，飞瀑流泉，野竹
小鹿，山中景色确实美不胜收。然而道士却始终没有回来，
从早晨到下午，一直见不到人影，他只好悻悻而归了。回到
家后愈想愈觉得那道士真是如同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再也
按捺不住诗兴。



于是展纸挥笔：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李白演讲稿篇五

年代: 唐 作者: 李白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这是一首千古传诵的告别诗。李白正要乘船离开桃花潭，好
友汪伦深情地唱着歌赶来送行。

天宝十四载(755)，李白从秋浦(今安徽贵池)前往泾县(今属
安徽)游桃花潭，当地人汪伦常酿美酒款待他。临走时，汪伦
又来送行，李白作了这首诗留别。

诗的前半是叙事：先写要离去者，继写送行者，展示一幅离
别的画面。起句「乘舟」表明是循水道;「将欲行」表明是在
轻舟待发之时。这句使我们仿佛见到李白在正要离岸的小船
上向人们告别的情景。

送行者是谁呢?次句却不象首句那样直叙，而用了曲笔，只说
听见歌声。一群村人踏地为节拍，边走边唱前来送行了。这
似出乎李白的意料，所以说「忽闻」而不用「遥闻」。这句
诗虽说得比较含蓄，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但人已呼之欲出。



诗的后半是抒情。第三句遥接起句，进一步说明放船地点在
桃花潭。「深千尺」既描绘了潭的特点，又为结句预伏一笔。

桃花潭水是那样的.深湛，更触动了离人的情怀，难忘汪伦的
深情厚意，水深情深自然地联系起来。结句迸出「不及汪伦
送我情」，以比物手法形象性地表达了真挚纯洁的深情。潭
水已「深千尺」，那么汪伦送李白的情谊更有多少深呢?耐人
寻味。清沈德潜很欣赏这一句，他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
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唐诗别
裁》)显然，妙就妙在「不及」二字，好就好在不用比喻而采
用比物手法，变无形的情谊为生动的形象，空灵而有余味，
自然而又情真。

这首小诗，深为后人赞赏，「桃花潭水」就成为后人抒写别
情的常用语。由于这首诗，使桃花潭一带留下许多优美的传
说和供旅游访问的遗迹，如东岸题有「踏歌古岸」门额的踏
歌岸阁，西岸彩虹罔石壁下的钓隐台等等。

(1)诗的前两句是“叙事”：先写要“离去者”，继
写“_____”，展示了一幅离别的画面。起句“____”，表明
是循水道;“将欲行”，表明是在轻舟待发之时。

(2)诗的后两句是“____”(表现手法)，进一步说明送别的地
点在桃花潭。“____”既描绘了潭的特点，又为结尾一句的
抒情作了伏笔。

(3)结尾句“不及汪伦送我情”，抒发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1.送行者 乘舟

2.抒情 深千尺

3.表达了朋友之间真挚纯洁的深情。



李白演讲稿篇六

朝代：唐代

作者：李白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赵国的侠客帽上随便点缀着胡缨，吴钩宝剑如霜雪一样明亮。

银鞍与白马相互辉映，飞奔起来如飒飒流星。

十步之内，稳杀一人，千里关隘，不可留行。



完事以后，拂衣而去，不露一点声，深藏身名。

有时空闲，步过信陵郡，来点酒饮，脱剑横在膝前。

与朱亥一起大块吃肉，与侯嬴一道大碗喝酒。

三杯下肚，一诺千金，义气重于五岳。

酒后眼花耳热，意气勃勃劲生，气吞虹霓。

朱亥挥金槌杀大将窃兵符救赵，使邯郸军民大为震惊。

朱亥与侯嬴真千秋万古二壮士，声名煊赫大梁城。

身为侠客纵死侠骨也留香，不愧为一世英豪。

谁能学杨雄那个儒生，终身在书閤上，头发白了，还在书写
《太玄经》。

(1)这是一首描写和歌颂侠客的古体五言诗，是李白乐府三一
首中的一首。行，这里不是行走的行，而是歌行体的行，等
于说“侠客的歌”。

(2)赵客，燕赵之地的侠客。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庄
子·说剑》：“昔赵文王好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
缦，没有花纹。胡缨，古时将北方少数民族通称为胡;缨，系
冠帽的带子。缦胡缨，即少数民族做工粗糙的没有花纹的带
子。这句写侠客的冠带。

(3)吴钩，宝刀名。霜雪明，谓宝刀的锋刃像霜雪一样明亮。

(4)飒沓，群飞的样子，形容马跑得快。

(5)这两句原自《庄子·说剑》：“臣之剑十步一人，千里不
留行。”这里是说侠客剑术高强，而且勇敢。



(6)信陵，信陵君，战国四公子之一，为人礼贤下士，门下食
客三千余人。

(7)朱亥、侯嬴都是信陵君的门客。朱本是一屠夫，侯原是魏
国都城大梁东门的`门官，两人都受到信陵君的礼遇，都为信
陵君所用。炙，烤肉。啖，吃。啖朱亥，让朱亥来吃。

(8)这两句说，几杯酒下肚(古诗文中，三、九常是虚指)就作
出了承诺，并且把承诺看得比五岳还重。

(9)素霓，白虹。古人认为，凡要出现不寻常的大事，就会有
不寻常的天象出现，如“白虹贯日”。这句意思是，侠客重
然诺、轻死生的精神感动了上天。也可以理解为，侠客这一
承诺，天下就要发生大事了。这样与下文扣得更紧。

(10)这两句是说的朱亥锤击晋鄙的故事。信陵君是魏国大臣，
魏、赵结成联盟共同对付秦国，这就是合纵以抗秦。信陵君
是积极主张合纵的。邯郸，赵国国都。秦军围邯郸，赵向魏
求救。魏王派晋鄙率军救赵，后因秦王恐吓，又令晋鄙按兵
不动。这样，魏赵联盟势必瓦解。信陵君准备亲率家丁与秦
军一拚，去向侯嬴辞行(实际是试探侯嬴)，侯不语。信陵君
行至半路又回来见侯嬴。侯笑着说：“我知道你会回来
的。”于是为信陵君设计，串通魏王宠姬，盗得虎符，去到
晋鄙军中，假托魏王令代晋鄙领军。晋鄙生疑，朱亥掏出40
斤重的铁锥，击毙晋鄙。信陵君遂率魏军进击秦军，解了邯
郸的围。

(11)扬雄曾在皇帝藏书的天禄阁任校刊工作。《太玄经》是
扬雄写的一部哲学著作。

李白演讲稿篇七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天。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主旨

“行路难”是乐府古题，多咏叹世路艰难及贫困孤苦的处境。
李白这组《行路难》诗主要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情怀，这里选
的是第一首，抒写了诗人人生道路上的迷茫、苦闷的心态及
对人生理想追求的精神，在悲愤中不乏豪迈气概，在失意中
仍怀有希望。诗以“行路难”比喻世道险阻，抒写了诗人在
政治道路上遭遇艰难时，产生的不可抑制的激愤情绪;但他并
未因此而放弃远大的政治理想，仍盼着总有一天会施展自己
的抱负，表现了他对人生前途乐观豪迈的气概，充满了积极
浪漫主义的情调。

2. 结构

诗以叙事开篇，渐而过渡到抒情。开头以极为夸张的笔法领
起，写“金樽酒”，“玉盘珍羞”，仿佛在营造欢乐的宴饮
气氛，似乎是一首“祝酒歌”。但三四句急转直下，忽
说“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这样强烈的反差，
衬出诗人内心的悲苦。当精神苦闷的时候，美味佳酿也难以
下咽。南朝宋诗人鲍照《拟行路难》第六首开头为：“对案
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李白显然化用了这一诗句，不
过增加了“对比度”，以乐景写哀，强化了哀的程度。那么，
诗人的悲哀到底是因为什么呢?答案是模糊的，朦胧的，充
满“诗意”的。“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这



是一种忧来无端的惆怅，是一种无所适从的迷惘。诗人以形
象化的语言，写出了世途的艰难，寓含着无限的悲慨。现实
之路虽然坎坷险阻，但梦还在，理想还在。诗人多么希望像
姜太公一样，八十岁遇周文王，一展宏才;像伊尹那样，梦见
自己乘舟到“日边”，有为于当世。但理想和现实是有距离
的，理想不能征服现实，现实也不肯认同理想。这样的痛苦
交织于诗人心中，他终于发出“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
安在?”的感叹。诗的结尾，在沉郁中振起，坚定了“长风破
浪”的信心，重新鼓起沧海扬帆的勇气。就整体而言，这首
诗起伏跌宕，曲径通幽。前四句写面对美酒佳肴，“停杯投
箸不能食”的苦闷心情。五六两句揭示自己虽然竭尽全力寻
找出路，但阻碍重重，好像到处被冰雪隔绝。七八两句引用
典故，表示自己仍期望能像吕尚、伊尹那样受到君王的重用。
接下来四个短句，抒发了自己在寻求人生道路上的迷惘而急
切的心情。最后两句表达作者决心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实现
远大抱负的信心。全诗感情跌荡起伏，感人至深。

李白演讲稿篇八

1、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2、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3、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4、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5、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6、桃花潭水三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7、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8、天生我材必有用。



9、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10、吾观自古贤达人，成功不退皆殒身。

11、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12、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13、美人卷珠帘，深坐蹙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14、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15、恨不得挂长绳于青天，柔此西飞之白日。

16、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17、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秋。

18、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9、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
无穷极。

20、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1、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国情。

22、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23、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烛。白日何短短，百年若易海。

24、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25、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26、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

27、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

28、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29、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30、国耻未雪，何由成名?

31、土扶可城墙，积德为厚地。

32、三山半落青山外，一水中分白鹭洲。

33、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34、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
惟见长江天际流。

35、飞流直下三千。

36、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

37、鸣珂碎撼都门晓，旌幛拥下天人。马摇金辔破香尘。壶
浆盈路，欢动一城春。

38、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39、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

40、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41、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



42、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

43、万物兴歇皆自然。

44、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海。

45、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46、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日还。

47、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48、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49、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50、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

51、寅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少年。

52、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

53、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54、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55、相知在急难，独处亦何益。

56、蟾蜍薄太清。蚀此瑶台月。圆光亏中天。金魄遂沦没。

57、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谢空山丘。

58、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59、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60、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61、人生若波澜，世路有屈曲。

62、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丈。

63、我爱美女更爱江山。

64、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65、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66、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67、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68、天地者，万物之连旅;光阴者，万代之过客。

69、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70、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71、天生我材必有用。

72、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

73、人生贵相知，何用金与钱。

74、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75、红颜多薄命。

76、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77、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78、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

79、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

80、谁家玉笛暗飞声，散人春风满洛城。

81、安能推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82、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83、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84、深宫高楼入紫清。金作蛟龙盘绣楹。

85、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

86、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

87、三千双蛾献歌笑。挝钟考鼓宫殿倾。

88、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89、如削肌肤红玉莹。举措有、许多端正。二年三岁同鸳寝。
表温柔心性。

90、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

91、不愿俯首低眉侍奉权贵而使自己曲心抑志，郁郁寡欢。

92、骐骥筋力成，志在万里外。

93、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
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94、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95、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96、一水牵愁万里长。

97、厢君学长松，慎勿作桃李。

98、相知在急难，独好亦何益。

99、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00、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

101、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
人不起故园情!

李白演讲稿篇九

阳春三月，繁花盛开，万紫千红，远处的黄鹤楼里，坐着两
位正在对酒畅饮的诗人，一位是诗人孟浩然，他虽然仕途不
得意，但早已诗名满天下了，另一位是诗人李白，李白比孟
浩然小十几岁，他刚离开四川不久，还未进入仕途，潇潇洒
洒，自由自在。李白久闻孟浩然的大名，此次在湖北得以相
见，特别高兴。而孟浩然见到，诗才入仙，谈吐非凡的李白，
也是相见恨晚，几天来二人游遍了湖北的名胜。谈诗情，谈
人生，十分投机，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孟浩然就要离开此
地沿长江东下去扬州了，李白特意在这依山傍水的黄鹤楼为
他仰慕的孟浩然践行。

说完，孟浩然便背上行李，踏上了小船，挥手向李白道别。
李白目送着小船离去，直至小船消失在天空的尽头，他还是
久久不肯离去。他看着身边青翠的柳树和含苞欲放的花儿，
不由得诗性大发，写下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唐】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这首送别诗有着它特殊的感情色调。它不同于王勃的《送杜
少府之任蜀川》那种少年刚肠的离别，也不同于王维《渭城
曲》那种深情体贴的离别。这首诗，表现的是一种充满诗意
的离别。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是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
离别，还因为这次离别跟一个繁华的时代、繁华的季节、繁
华的地区相联系，在愉快的分手中还带着诗人李白的向往，
这就使得这次离别有着无比的诗意。

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刚出四川不久，正当年轻快意
的时候，他眼里的世界，还几乎像黄金一般美好。比李白大
十多岁的孟浩然，这时已经诗名满天下。他给李白的印象是
陶醉在山水之间，自由而愉快，所以李白在《赠孟浩然》诗
中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
云。”这次离别正是开元盛世，太平而又繁荣，季节是烟花
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顺着长江而下，这一路都
是繁花似锦。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
次离别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曲和抒情诗的气氛里进行的。
李白心里没有什么忧伤和不愉快，相反地认为孟浩然这趟旅
行快乐得很，他向往扬州地区，又向往孟浩然，所以一边送
别，一边心也就跟着飞翔，胸中有无穷的诗意随着江水荡漾。
在一片美景之中送别友人，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美景
令人悦目，送别却令人伤怀，以景见情，含蓄深厚，有如弦
外之音，达到使人神往，低徊遐想的艺术效果。

“故人西辞黄鹤楼”，这一句不光光是为了点题，更因为黄
鹤楼是天下名胜，可能是两位诗人经常去的流连聚会之所。



因此一提到黄鹤楼，就带出种种与此处有关的富于诗意的生
活内容。而黄鹤楼本身，又是传说仙人飞上天空去的地方，
这和李白心目中这次孟浩然愉快地去广陵，又构成一种联想，
增加了那种愉快的、畅想曲的气氛。

“烟花三月下扬州”，在“三月”上加“烟花”二字，把送
别环境中那种诗的气氛涂抹得尤为浓郁。烟花，指烟雾迷蒙，
繁花似锦。给读者的感觉绝不是一片地、一朵花，而是看不
尽、看不透的大片阳春烟景。三月是烟花之时，而开元时代
繁华的长江下游，又正是烟花之地。“烟花三月”，不仅再
现了那暮春时节、繁华之地的迷人景色，而且也透露了时代
气氛。此句意境优美，文字绮丽，清人孙洙誉为“千古丽
句”。 李白渴望去扬州之情溢于言表。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诗的后两句看起来
似乎是写景，但在写景中包含着一个充满诗意的细节。“孤
帆远影碧空尽”李白一直把朋友送上船，船已经扬帆而去，
而他还在江边目送远去的风帆。李白的目光望着帆影，一直
看到帆影逐渐模糊，消失在碧空的尽头，可见目送时间之长。
帆影已经消逝了，然而李白还在翘首凝望，这才注意到一江
春水，在浩浩荡荡地流向远远的水天交接之处。

“惟见长江天际流”，是眼前景象，又不单纯是写景。李白
对朋友的一片深情，李白的向往，正体现在这富有诗意的神
驰目注之中。诗人的心潮起伏，正像滚滚东去的一江春水。
总之，这一场极富诗意的、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对
李白来说，又是带着一片向往之情的离别，被诗人用绚烂的
阳春三月的景色，将放舟长江的宽阔画面，将目送孤帆远影
的细节，极为传神地表现出来。

李白演讲稿篇十

李白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诗人，有诗仙之美称。



李白的祖籍是陇西成纪。公元701年，他出生在随叶河畔(前
苏境内)一户商人家里。五岁的时候全家一起迁居到现在的四
川省江油县的青莲乡。

“孩子，你很聪明，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要更加努力
才行啊”！

李白说：“我知道！”父亲走后，李白拿起一卷《老子》读
起来。读着，读着，感到读不懂，头脑发胀，便跑到外面去
玩了。到了外面一看，外面的天地这么广阔，比整天关在屋
子里面读书快活读了。

李白和伙伴们一起玩，早把父亲的叮嘱忘了，读书的事也忘
了。

父亲回来后，便把他送进了私塾。李白聪慧伶俐，悟性极强。
先生角的书，读一遍就能记住，而不会忘记。他比一般的学
生学得快，加上本来他的基础就比别人好，因此成绩突出。
但是李白活泼、好动，经常是坐不住的。

“老婆婆，你磨这个干什么呀？”

老婆婆回答说；“我想要把它磨成针哪！”

李白又问道：“这样粗的一根铁杵要磨成针，那得磨到什么
时候啊？”

李白一听恍然大悟，他想：老婆婆的话有道理。这和读书一
样，天下的好书很多，可是只要天天认真地读，十年，二十
年，总有一天能够把所有的书读完哪！老婆婆的话，就像一
把重重的锤子猛击在了李白的心上。他对照几天来自己的行
动，扪心自省，感到辜负了父亲的期望。

从那以后，他又道私塾里去读书了。他决心用铁杵磨针的精



神激励自己，加倍努力勤学，再也不偷偷跑掉了。不论先生
留下多少作业，他总是认真地按时完成。

除此之外，他还加紧读课外的书籍，终于把古代诸子百家的
经书都读完了。

后来李白到戴天山中的大明寺去读书，写了一首《访戴天道
士不遇》的诗，成为他早期的著名诗篇之一，当时他只有十
几岁。

由于，李白的勤奋努力，终于使他成为一位著名的大诗人，
人称“诗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