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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诗句

 

1.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卢梅坡《雪梅�其二》

2.百花头上开，冰雪寒中见。——辛弃疾《生查子�重叶梅》

3.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柳中庸《征人怨/征怨》

4.
梅头未绽，朔风如历，白雪暗飞香。轻寒到枕，愁肠顿起，小胆怯空房
。满天云气，一炉烟烬，迢递此韶光。高唐路杳，楚台无梦，何处写鸳
鸯。——商景兰《少年游�冬景》

5.少室众峰几峰别，一峰晴见一峰雪。——李颀《少室雪晴送王宁》

6.
三日柴门拥不开，阶平庭满白皑皑。——韩愈《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见寄
》

7.
遥知独听灯前雨，转忆同看雪后山。——纳兰性德《于中好�送梁汾南
还为题小影》

8.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杜耒《寒夜》

9.
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瓢弃尊无绿，炉
存火似红。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杜甫《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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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方黑照三方紫，黄河冰合鱼龙死。三尺木皮断文理，百石强车上河水
。霜花草上大如钱，挥刀不入迷濛天。争瀯海水飞凌喧，山瀑无声玉虹
悬。——李贺《北中寒》

11.
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纳兰性德《蝶恋花�辛苦最怜
天上月》

12.
江涵雁影梅花瘦，四无尘、雪飞云起，夜窗如昼。——卢祖皋《贺新郎
》

13.
可有梅花寄一枝？雪来翠羽飞。——吴锡麒《长相思�以书寄西泠诸友
即题其后》

14.水晶帘外娟娟月，梨花枝上层层雪。——杨基《菩萨蛮》

15.
啖蔗入佳境，冬来幽兴长。瘴乡得好语，昨夜有飞霜。篱下重阳在，醅
中小至香。西邻蕉向熟，时致一梳黄。——唐庚《立冬后作》

16.
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李清照《渔家傲�雪里已知春
信至》

17.闻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陆游《梅花绝句》

18.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
明灭》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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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岑参《走马
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20.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杜甫《岁暮》

21.
少室众峰几峰别，一峰晴见一峰雪。隔城半山连青松，素色峨峨千万重
。过景斜临不可道，白云欲尽难为容。行人与我玩幽境，北风切切吹衣
冷。惜别浮桥驻马时，举头试望南山岭。——李颀《少室雪晴送王宁》

22.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

23.
雪纷纷，掩重门，不由人不断魂，瘦损江梅韵。——关汉卿《大德歌�
冬》

24.溪深难受雪，山冻不流云。——洪升《雪望》

25.
正是天山雪下时，送君走马归京师。——岑参《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

26.罗襟湿未干，又是凄凉雪。——张淑芳《满路花�冬》

27.
佳辰强饭食犹寒，隐几萧条带鹖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
。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云白山青万馀里，愁看直北是长
安。——杜甫《小寒食舟中作》

28.
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
西征》

29.雪粉华，舞梨花，再不见烟村四五家。——关汉卿《大德歌�冬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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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白居易《卖炭翁》

31.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蔡琰《悲愤诗》

32.
枕上角声微，离情未息机。梦回三楚寺，寒入五更衣。月没栖禽动，霜
晴冻叶飞。自惭行役早，深与道相违。——怀浦《初冬旅舍早怀》

33.
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苏轼《浣溪沙�万顷风涛不记
苏》

34.西风满天雪，何处报人恩。——齐己《剑客》

35.
夜寒不近流苏，只怜他、后庭梅瘦。——毛滂《上林春令�十一月三十
日见雪》

36.
小寒连大吕，欢鹊垒新巢。拾食寻河曲，衔紫绕树梢。霜鹰近北首，雊
雉隐丛茅。莫怪严凝切，春冬正月交。——元稹《小寒》

37.
早久何当雨，秋深渐入冬。黄花独带露，红叶已随风。边思吹寒角，村
歌相晚春。篱门日高卧，衰懒愧无功。——陆文圭《立冬》

38.长安大雪天，鸟雀难相觅。——张孜《雪诗》

39.冻云宵遍岭，素雪晓凝华。——李世民《望雪》

40.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

41.
松叶堪为酒，春来酿几多。不辞山路远，踏雪也相过。——张九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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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澧》

42.
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铮。敲成玉磬穿林响，忽作玻璃碎地声
。——杨万里《稚子弄冰》

43.
高秋日凄冷，且复闭门居。蟹壮输芒后，醅香出榨初。霜篱存晚菊，腊
瓮作寒菹。更好山翁唱，阳春恐不如。——张翥《立冬前二日》

44.雪月最相宜，梅雪都清绝。——张孝祥《卜算子�雪月最相宜》

45.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谢灵运《岁暮》

46.
夜夜烹茶煮雪冰，今霄霁色十分澄。山窗坐落三更月，炉焰犹然煖气蒸
。——黄文仪《冬景》

47.
淮阳多病偶求欢，客袖侵霜与烛盘。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阑干
。——杜牧《初冬夜饮》

48.野客预知农事好，三冬瑞雪未全消。——戴复古《除夜》

49.
身外无馀念，残年守旧书。窗先寒日补，园趁小春锄。边耗多疑信，邮
传久缺疏。往来南北客，时得问何如。——林希逸《立冬》

50.
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辛弃疾《贺新郎�把酒长亭
说》

51.寒冬十二月，苍鹰八九毛。——李白《观放白鹰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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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不知庭霰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开。——宋之问《苑中遇雪应制》

53.野桥梅几树，并是白纷纷。——洪升《雪望》

54.
霜月明明雪复残，孤舟夜泊使君滩。一声钟出远山里，暗想雪窗僧起寒
。——刘言史《冬日峡中旅泊》

55.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柳中庸《征人怨》

56.
朔风吹散三更雪，倩魂犹恋桃花月。——纳兰性德《菩萨蛮�朔风吹散
三更雪》

57.
十月江南天气好，可怜冬景似春华。霜轻未杀萋萋草，日暖初干漠漠沙
。老柘叶黄如嫩树，寒樱枝白是狂花。此时却羡闲人醉，五马无由入酒
家。——白居易《早冬》

58.雪霏霏，风凛凛，玉郎何处狂饮？——魏承班《满宫花�雪霏霏》

59.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60.
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61.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卢梅坡《雪梅�其一》

62.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张谓《早梅》

63.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王安石《梅》

64.榆柳萧疏楼阁闲，月明直见嵩山雪。——孟郊《洛阳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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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一条藤径绿，万点雪峰晴。——李白《冬日归旧山》

66.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67.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铮。——杨万里《稚子弄冰》

68.漠漠黄云，湿透木棉裘。——蒋捷《梅花引�荆溪阻雪》

69.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李贺《雁门太守行》

70.
叩枻长歌，嫦娥欲下，万里挥冰雪。——赵秉文《大江东去�用东坡先
生韵》

71.
天寒色青苍，北风叫枯桑。厚冰无裂文，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壮
阴正夺阳。调苦竟何言，冻吟成此章。——孟郊《苦寒吟》

72.
雪满前庭月色闲，主人留客未能还。预愁明日相思处，匹马千山与万山
。——李嘉祐《夜宴南陵留别》

73.
记玉关踏雪事清游，寒气脆貂裘。——张炎《八声甘州�记玉关踏雪事
清游》

74.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李清照《渔家傲》

75.
松雪飘寒，岭云吹冻，红破数椒春浅。——周密《献仙音�吊雪香亭梅
》

76.
俄惊节序临冬月，禾黍低低傍水稠。午夜漏残灯焰小，铜盘风细篆香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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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威渐觉生台馆，疏草何妨载竹篝。勒马山前回首望，蓟门烟雨正堪
愁。——范嵩《立冬日宿东峰驿次李五石韵》

77.
细看不是雪无香，天风吹得香零落。——王旭《踏莎行�雪中看梅花》

78.
古戍苍苍烽火寒，大荒沈沈飞雪白。——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
弄房给事》

79.正是霜风飘断处，寒鸥惊起一双双。——陆龟蒙《冬柳》

80.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李益《从军北征》

81.路出寒云外，人归暮雪时。——卢纶《李端公/送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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