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白居易鸟的感悟(大全5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感悟，通过写心得感悟，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那
么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
心得感悟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白居易鸟的感悟篇一

《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写，本诗作于元和十年。白
居易因上书言事，触犯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此年秋天与
浔阳江上闻人弹琵琶，感伤不已，因此作诗。大家读了之后
会有那些感受呢?下面就跟本站小编来看看白居易琵琶行读后
感吧!

我在读中学时，读过《琵琶行》，当时感觉得很感人和凄凉。
光阴似箭，日月如梳，今日重读，感受良多。

一、体例认识。《琵琶行》原作《琵琶引》，选自《白氏长
庆集》。行，又叫“歌行”，源于汉魏乐府，是其名曲之一。
后来成为古代诗歌中的一种体裁。

二、写作背景。《琵琶行》创作于元和十一年(820xx年)。白
居易任谏官时，直言敢谏，同情民间疾苦，写了大量的讽谕
诗，触怒了唐宪宗，得罪了权贵。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
藩镇李师道派人刺杀。白居易情急之中上疏请捕刺客，触犯
了权贵的利益，被指责越职奏事，贬为江州刺史;又进而诬陷
他作《赏花》《新井》诗“甚伤名教”，再贬江州司马。江
州当时被看成是“蛮瘴之地”，加之州司马虽然名义上是刺
史的佐史，实际上是一种闲散职务，这对白居易来说是一种
莫大的嘲弄。他的被贬其实是一桩冤案，他连遭打击，心境
凄凉，满怀郁愤。次年送客湓浦口，遇到琵琶女，创作出这
首传世名篇。



三、《琵琶行(并序)

元和十年，余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
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
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
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
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
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
命曰《琵琶行》。

《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写，本诗作于元和十年。白
居易因上书言事，触犯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此年秋天与
浔阳江上闻人弹琵琶，感伤不已，因此作诗。

作者通过塑造一位备受侮辱、玩弄的琵琶女的典型形象来抒
发自己的感受，表达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相识”
的意旨。叙事层层铺染，两条线索相互交织，描写生动细致，
语言明白清理，婉转通畅。

全诗共分五段。第一段由江边送客写起，点出事情发生的时
间、地点、人物、环境，作了典型环境的描写和气氛渲染，
为下面人物的出现和情节的展开做了必要的艺术安排。第二
段描写了琵琶女的高超技艺和所创作的艺术境界。诗人热情
的赞扬了琵琶女的精湛艺术才能和动人的艺术效果，为铺垫
人物的身世做了准备。第三段写琵琶女自述身世，把乐曲的
激愤和人物的不幸统一起来，表达出琵琶女的不幸遭遇和诗
人对她的同情。第四段抒写对琵琶女的不幸的同情和自己不
幸遭贬的抑郁和愤慨，揭示岀诗歌的主题。第五段写作者重
温琵琶，伤感不已，泣下沾衣。

诗的开篇，以江头送客、凄怆告别和萩花秋瑟瑟”的富有特
征性的景物描写，勾画了一幅充满悲剧气氛的典型环境。贬
谪的抑郁，离别的悲伤，环境的荒寂，景物的凄凉，这种种
环境的渲染，构成了诗歌的基调，也为人物的出场，、情节



的发展做了准备。接下来先闻其声，后见其人，以“千呼万
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细腻笔法，在人物的迟缓犹
豫的动作中，形象的描写了琵琶女的出场，一个庄重、矜持、
内心充满痛苦的琵琶艺人鲜明的出现在人们面前。

这首诗深刻的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腐巧，表达了诗人对
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强烈的批判现实的斗争精神诗中所表达的
愤慨而伤感的情绪不是只个人的，它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具
有普遍意义，是这首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

《琵琶行》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20xx年)秋，时白居
易四十五岁，任江州司马。白居易在元和十年以前先是任左
拾遗，后又任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唐朝藩镇势力派
刺客在长安街头刺死了宰相武元衡，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
朝野大哗。藩镇势力在朝中的代言人又进一步提出要求罢免
裴度，以安藩镇的“反侧”之心。这时白居易挺身而出，坚
决主张讨贼，认为否则国将不国。白居易这种主张本来是对
的，但因为他平素写讽喻诗得罪了许多朝廷的权贵，于是有
人就说他官小位卑，擅越职分。再加上有人给他罗织罪名，
于是贬之为江州司马。江州的州治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马
是刺史的助手，听起来也像是不错，但实际上在中唐时期这
个职位是专门安置“犯罪”官员的，是变相发配到某地去接
受监督看管的。这件事对白居易影响很大，是他思想变化的
转折点，从此他早期的斗争锐气逐渐销磨，消极情绪日渐其
多。

《琵琶行》作于他贬官到江州的第二年，作品借着叙述琵琶
女的高超演技和她的凄凉身世，抒发了作者个人政治上受打
击、遭贬斥的抑郁悲凄之情。在这里，诗人把一个倡女视为
自己的风尘知己，与她同病相怜，写人写己，哭己哭人，宦
海的浮沉、生命的悲哀，全部融和为一体，因而使作品具有
不同寻常的感染力。

诗前的小序介绍了长诗所述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琵琶



女其人，和作者写作此诗的缘起，实际上它已经简单地概括
了后面长诗的基本内容。左迁：指降职、贬官。湓浦口：湓
水与长江的汇口，在今九江市西。京都声：首都长安的韵味，
一方面指曲调的地域特征，一方面也是指演技高超，非一般
地方所有。善才：唐代用以称琵琶演奏家。命酒：派人整备
酒宴。悯然，伤心的样子。恬然：安乐的样子。迁谪意：指
被降职、被流放的悲哀。作者说他被贬到九江一年来，每天
都很快乐，只有今天听了琵琶女的演奏，才勾起了他被流放
的悲哀。这种说法是写文章的需要，读者当然不会相信他。
长句：指七言古诗。

《琵琶行》全诗共分四段，从“浔阳江头夜送客”到“犹抱
琵琶半遮面”共十四句，为第一段，写琵琶女的出场。其中
的前六句交代了时间，这是一个枫叶红、荻花黄、瑟瑟秋风
下的夜晚;交代了地点，是浔阳江头。浔阳也就是今天的九江
市;浔阳江头也就是前边序中所说的湓浦口。交代了背景，是
诗人给他的朋友送别。离别本身就叫人不快，酒宴前再没有
个歌女侍应，当然就更加显得寂寞难耐了。这里面“主人下
马客在船”一句句法稍怪，其意思实际是主人陪着客人一道
骑马来至江边，一同下马来到船上。“醉不成欢惨将别，别
时茫茫江浸月”。这里的景色和气氛描写都很好，它给人一
种空旷、寂寥、怅惘的感觉，和主人与客人的失意、伤别融
合一体，构成一种强烈的压抑感，为下文的突然出现转机作
了准备。其中蹬后八句是正面写琵琶女的出场：“忽闻水上
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声音从水面上飘过来，是来自
船上，这声音一下子就吸引了主人和客人的注意，他们走的
不想走、回的不想回了，他们一定要探寻探寻这种美妙声音
的究竟。“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
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
面。”这里的描写非常细致。由于这时是夜间，又由于他们
听到的只是一种声音，他们不知道这声音究竟来自何处，也
不知演奏者究竟是什么人，所以这里的“寻声暗问”四个字
传神极了。接着“琵琶声停”表明演奏者已经听到了来人的
呼问;“欲语迟”与后面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



面”相一致，都表明这位演奏者的心灰意懒，和惭愧自己身
世的沉沦，她已经不愿意再抛头露面了。这段琵琶女出场过
程的描写历历动人，她未见其人先闻其琵琶声，未闻其语先
已微露其内心之隐痛，为后面的故事发展造成许多悬念。

从“转轴拨弦三两声”到“唯见江心秋月白”共二十二句为
第二段，写琵琶女的高超演技。其中“转轴拨弦三两声”，
是写正式演奏前的调弦试音;而后“弦弦掩抑”，写到曲调的
悲伧;“低眉信手续续弹”，写到舒缓的行板。拢、捻、抹、
挑，都是弹奏琵琶的手法。霓裳：即《霓裳羽衣曲》，唐朝
宫廷中制作的一个舞曲名。六：当时流行的一个舞曲名。
从“大弦嘈嘈如急雨”到“四弦一声如裂帛”共十四句，描
写琵琶乐曲的音乐形象，写它由快速到缓慢、到细弱、到无
声，到突然而起的疾风暴雨，再到最后一划，戛然而止，诗
人在这里用了一系列的生动比喻，使比较抽象的音乐形象一
下子变成了视觉形象。这里有落玉盘的大珠小珠，有流啭花
间的间关莺语，有水流冰下的丝丝细细，有细到没有了
的“此时无声胜有声”，有突然而起的银瓶乍裂、铁骑金戈，
它使听者时而悲凄、时而舒缓、时而心旷神怡、时而又惊魂
动魄。“东舟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这两句是写
琵琶女的演奏效果。大家都听得入迷了，演奏已经结束，而
听者尚沉浸在音乐的境界里，周围鸦雀无声，只有水中倒映
着一轮明月。

从“沉吟放拨括弦中”到“梦啼妆泪红阑干”共二十四句为
第三段，写琵琶女自述的身世，自述早年曾走红运，盛极一
时，到后来年长色衰，飘零沦落。沉吟：踌躇，欲言又止的
样子。敛容：指收起演奏时的情感，重新与人郑重见礼。虾
蟆岭：即下马岭，汉代董仲舒的坟墓，在长安城东南部，临
近曲江。从“十三学得琵琶成”以下十句极写此女昔日的红
极一时。她年纪幼小，而技艺高超，她被老辈艺人所赞服，
而被同辈艺人所妒忌。王孙公子迷恋她的色艺：为了请她演
奏，而不惜花费重金;她自己也放纵奢华，从来不懂什么叫吝
惜。就这样年复一年，好时光像水一样地很快流走了。教坊：



唐代管理宫廷乐队的官署。第一部：如同说第一团、第一队。
秋娘：泛指当时貌美艺高的歌伎。五陵：指长陵、安陵、阳
陵、茂陵、平陵五个汉代皇帝的陵墓，是当时富豪居住的地
方。五陵年少：通常即指贵族子弟。缠头：指古代赏给歌舞
女子的财礼，唐代用帛，后代用其他财物。红绡：一种生丝
织物。钿头：两头装着花钿的发篦。云篦：指用金翠珠宝装
点的首饰。击节：打拍子。歌舞时打拍子原本用木制或竹制
的板，现在兴之所至，竟拿贵重的钿头云篦击节，极言其放
纵奢华，忘乎所以。等闲：随随便便，不重视。从“弟走从
军阿姨死”以下十句写此女的时过境迁，飘零沦落。随着她
的年长色衰，贵族子弟们都已经不再上门，她仅有的几个亲
属也相继离散而去，她像一双过了时的鞋子，再也没人看、
没人要了，无可奈何只好嫁给了一个商人。商人关心的是赚
钱，从来不懂艺术和情感，他经常独自外出，而抛下这个可
怜的女子留守空船。人是有记忆的，面对今天的孤独冷落，
回想昔日的锦绣年华，对比之下，怎不让人伤痛欲绝呢!“夜
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其实即使不作梦，也是
一天不知要想多少遍的。浮梁：县名，县治在今江西景德镇
北。红阑干：泪水融和脂粉流淌满面的样子。

从“我闻琵琶已叹息”到最后的“江州司马青衫湿”共二十
六句为第四段，写诗人感慨自己的身世，抒发与琵琶女的同
病相怜之情。唧唧：叹息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
曾相识。”二语感情浓厚，落千古失落者之泪，也为千古失
落者触发了一见倾心之机。自“我从去年辞帝京”起以下十
二句，写诗人贬官九江以来的孤独寂寞之感。他说：“浔阳
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
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
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地
势荒僻，环境恶劣，举目伤怀，一点开心解闷的东西都没有。
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诗人自己的苦闷移情的结果，我
们对比一下《水浒传》里宋江赞赏江州的一段话，他
说：“端的好座江州，我虽犯罪远流到此，倒也看了真山真
水。我那里虽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诗人的悲



哀苦闷完全是由于他政治上受打击造成的，但是这点他没法
说。他只是笼统含糊地说了他也是“天涯沦落人”，他
是“谪居卧病”于此，而其他断肠裂腑的伤痛就全被压到心
底去了。这就是他耳闻目睹一切无不使人悲哀的缘由。接着
他以一个平等真诚的朋友、一个患难知音的身份，由衷地称
赞和感谢了琵琶女的精彩表演，并提出请她再弹一个曲子，
而自己要为她写一首长诗《琵琶行》。琵琶女本来已经不愿
意再多应酬，后来见到诗人如此真诚，如此动情，于是她紧
弦定调，演奏了一支更为悲恻的曲子。这支曲子使得所有听
者无不唏嘘成声。多情的诗人呢?看他的青衫前襟早巳经湿透
了。促弦：紧弦，使调子升高。青衫：八、九品文官的服色，
司马是从九品，所以穿青衫。

这首诗的艺术性是很高的，其一，他把歌咏者与被歌咏者的
思想感情融而为一，说你也是说我，说我也是说你，命运相
同、息息相关。琵琶女叙述身世后，诗人以为他们“同是天
涯沦落人”;诗人叙述身世后，琵琶女则“感我此言良久立”，
琵琶女再弹一曲后，诗人则更是“江州司马青衫湿。”风尘
知己，处处动人怜爱。其二，诗中的写景物、写音乐，手段
都极其高超，而且又都和写身世、抒悲慨紧密结合，气氛一
致，使作品自始至终浸沉在一种悲凉哀怨的氛围里。其三，
作品的语言生动形象，具有很强的概括力，而且转关跳跃，
简洁灵活，所以整首诗脍炙人口，极易背诵。诸如“千呼万
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
胜有声”;“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夜深忽
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
曾相识”，等等都是多么凝炼优美、多么叩人心扉的语句啊!

白居易本来就是一个关心下层人民，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人，
这次他又用浅近流转的语言描写了一个动人怜惜的风尘女子
形象。由于这首诗，白居易的名字也就更为家喻户晓、妇孺
皆知了。三十年后唐宣宗在为白居易写的一首诗中说：“童
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连少数民族的
儿童都能背诵，稍有文化的汉族人就更不用说了。



白居易鸟的感悟篇二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
愿为连理枝。

——《长恨歌》

那是一条黄昏梦残的古道，那是一渺春江花月的清波，那是
一驿积淀了江楚流香的亭阁。着一条漫卷的青丝带，映着斜
阳走过碧坪，你轻曼的温柔，异于北国的风雪，你的妖娆更
有着明晰的江南芳韵。江南的水无私的把你妆望，绿林熏陶
成你的素雅，天生丽质一朝秀选，却都化作淡淡的历史伤云。

夜，静的出奇。

你踏着唐朝宫殿的红地毯，吟着那江南的曲赋信步而来。久
睡的长安，投下一片卓丽的云彩，那是江南的水给她织的嫁
衣吗？“一枝红艳露凝香”“春风拂槛露华浓”，这艳容胜
过冬日里贞傲的梅和寺里的明肌香雪。舞曲也多情了，直要
披上霓裳般的羽衣去回应这春来的歌唱。帝王手中的御笔颤
动了。

那夜的马嵬驿，在祭奠绝代的红颜。

那夜的马嵬驿，着裳的红树谢了。

那夜的马嵬驿，好美，好凉。

明皇落泪了，哭的凄惨，哀惋。窗，开着，缺月无声，门扉
里透着沉沉的鼻息，青松漏着几段光隙。昨日的记忆，是车
如流水马如龙；今日却是伊人归去，从此阴阳。

宫阙里，依旧有曾经舞动的羽衣，而那身影，在一场浮华之
后，悄然离去。夜，真的很寂寞，晚初的村店，只有一声断



断续续的幽咽，只有黑森森的天空下，一袭霓裳滤出的滴滴
清泪。

有人说：“她爱明皇，不爱天下。”

有人说：“她的拥有使千万民众一无所有。”

有人说：“她是红颜祸水。”

我淡然对曰：“历史非柔媚女子所主，世人只看到明皇堕落
在漫舞飘飘的温柔乡里，却看不到他自身的堕落。”

日月成为流年，她终于化为爱的殉鹊，天空一片澈蓝。长生
殿里，也许只有一对仙侣，在暗淡中抚琴，歌唱。

白居易鸟的感悟篇三

作为一代文人，白居易可谓是一个成功者。他的现实主义的
笔，写出了多少个凄冷的场面，敲响了一次又一次警钟。他
的.《长恨歌》，可谓是他一生的代表作。

诗以喜剧开头而转成悲剧，虽然作者的立意是“欲惩尤物”，
却成了一首爱情的颂歌。这首叙事诗的最成功处就是抒情，
相当复杂的情节只用精炼的几句就交代过去，而着力在情的
渲染，细致地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的浓烈和贵妃死后双方
的思念之情。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
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
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
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
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
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
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



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不早
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
象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
恨。唐玄宗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
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
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许多
人说《长恨歌》有讽喻意味，我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
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
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
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
了。

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
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
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点上，而是
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
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
节的发展。

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
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
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
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
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
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
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
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
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
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



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
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
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
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
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
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从
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从行宫夜雨到凯旋回归，从白日到黑
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
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现实生活中找
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如此跌
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诗
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回环往复，让人物
的思想感情蕴蓄得更深邃丰富，使诗歌“肌理细腻”，更富
有艺术的感染力。

作为一首千古绝唱的叙事诗，《长恨歌》在艺术上的成就是
很高的。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肯定这首诗的特殊的艺术魅力。
《长恨歌》在艺术上以什么感染和诱惑着读者呢？宛转动人，
缠绵悱恻，恐怕是它最大的艺术个性，也是它能吸住千百年
来的读者，使他们受感染、被诱惑的力量。

白居易鸟的感悟篇四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
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几
句，想必大家都很熟悉。它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长恨
歌》里的片段。我和爸爸妈妈在一次旅游的时候，看到
了“连理枝”，接触到了《长恨歌》。静心拜读，感受字里
行间的美，掩卷遐想，思绪万千......

那是明皇的眼泪，那是一条黄昏梦残的古道，那是一渺春江
花月的清波，这是一座积淀了江楚流香的亭阁，这一条漫卷
的青丝带。映着斜阳走过碧坪，你轻曼的温柔，异于北国的
风雪，你的妖娆更有着明晰的江南芳韵。江南的水无私的把



你妆扮，绿林熏陶成你的素雅。天生丽质一朝秀选，却都化
作淡淡的历史烟云。夜与硝烟永远停在了那一刻，一切都成
为了明皇与那位绝代佳人的陪衬......

明明几朝前，你还踏着轻盈曼妙的舞姿，带着浪漫的回眸一
笑，轻巧的来到帝王身边，大唐宫殿的红毯上留下只属于你
的香味，这让帝王手中的御笔颤抖，掉落。

或许原本就是中唐的宿命，或许这都是冥冥之中从未休止的
音符。雄伟的金殿，大国端庄的气韵，却也抵不住她那轻盈
的舞姿，与那回眸的一笑。

可现在呢？金殿仍在，可是却再没有了她的倩影。跟着远去
的车迹，回首这雄伟的金殿，天摧残星，月蚀清夜，玉阶生
怨；宫阙中，有明皇，有霓裳羽衣，而你，一代佳人儿在那
场浮华以后离吾而去，从此阴阳两隔.......

有人说：“她爱明皇，不爱天下。”

有人说：“她的拥有使千万民众一无所有。”

有人说：“她是红颜祸水。”

我淡然笑曰：“历史似乎并非为柔媚所主，如若并非有这柔
媚的佳人儿，明皇本身也是在坠落的。”

日月成为流年，她终于化为爱的殉品。天空一片澈蓝，长生
殿里，也许只有一对仙侣，在暗淡中抚琴，歌唱......

白居易对日本平安文学的影响

白居易诗歌对日本古典文学影响

《德胜员工守则》读后感精选



白居易鸟的感悟篇五

看了长恨歌的全部章节，感觉的出来作者是在赞美杨玉环和
李隆基的真挚爱情，认为他们的爱情立场是平等的，不再是
帝王和妃子的关系。以前我读过很多歌颂他们爱情的文字，
其中对他们爱情走向悲剧的原因多是归于杨玉环单纯不识政
治被人利用。而这本书中除了以上原因之外，还将李隆基对
杨家的恩宠解读为其对杨的爱的表示，至于那些奸佞小人的
结党造势就在他的意料之外了，不该怪他了。

而且，“这种决裂是上天的旨意，不允许人弥补。”“命运
伸出手来，把种子埋下，幽秘地笑着，等待开花结果的一天。
”“命运伸出手来，我们无能为力。”()似乎都极力认定他
们的爱情悲剧更多的是天意弄人，命运使然，但真是这样吗？
杨玉环一介女流或许真的不知，那作为帝王的李隆基也不懂
吗？倘若如此，我真的该怀疑他是不是那个开创开元盛世的
李隆基了。

后来再从头看一遍，才发现作者是拿他和白居易在作对比，
女人众多的白居易自是比不上李隆基的“专宠一人”了，正
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倒是我提得太高了。那就暂
且不提他的对错了。

一直以来，当国家因帝王沉溺女色而衰亡时，评政者总是归
罪于“红颜祸水”，这当然是不公平的，毕竟治理国家的是
男人，没道理要个女人来帮你揣摩利弊，真要那样男人肯定
又要担心是不是又出来个武则天夺权了。

但是作为帝王，在拥有江山的时候去谈爱情，也许应该先权
衡一下自己能否有两全的本事，否则就只能“赔了夫人又折
兵”，如李隆基失了美人，国家也由盛而衰。

记得在网上看小说时，有一个由4个不同作家写的帝王爱情系
列的言情小说，在读者讨论区里很多人都说其中结局写帝王



放弃皇位和爱人远走的那本最好看最真实，甚至有读者断言
帝王是不可能专爱一个女人的，那不现实。说的做皇帝的真
那么可怜似的，不靠与女人的联姻就不能巩固自己的皇位。
当然也不能说一点都不对，毕竟江山美人一般都只能选择其
一，想要鱼与熊掌兼得那是很需要些能力的。

杨玉环三千宠爱于一生，在君恩薄如纸的后宫，无疑她是幸
运的。同样的，她也更加地悲哀，作为她的三郎“最爱”的
女人，到最后她心中的英雄却未能保住她的生命，最终为
了“天下苍生”她成了牺牲品。“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
绵无绝期。”就不知道她恨的是谁了。

应该说杨玉环的早死也是她的一大幸事，至少她不会知道美
人迟暮后她的三郎会不会自己变了心。也许就是因为早逝，
成为遗憾，因为最终结局的不可知，他们才最终成就为佳话
吧。

自始至终。我都认为，李隆基与杨玉环也不过是君王与妃子
的一桩韵事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