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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古诗词

 

1.
故交相见稀，相见倍依依。尘路事不尽，云岩闲好归。投人销壮志，徇
俗变真机。又落他乡泪，风前一满衣。——杜牧《逢故人》

2.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自居易《冬至夜思塞》

3.
霜黄碧梧白鹤栖，城上击柝复乌啼。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
。南渡桂水阙舟楫，北归秦川多鼓鼙。年过半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
藜。——杜甫《暮归》

4.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韦庄《女冠子�四月十七》

5.一年两度锦城游，前值东风后值秋。——罗隐《魏城逢故人》

6.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李贺《马诗》

7.小雨湿黄昏。重午佳辰独掩门。——李之仪《南乡子�端午》

8.
春未来时先借问。晚恨开迟，早又飘零近。——辛弃疾《蝶恋花�戊申
元日立春席间作》

9.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蝶恋花》

10.
高卧南斋时，开帷月初吐。——王昌龄《同从弟销南斋玩月忆山阴崔少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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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范仲淹《渔家傲�秋思》

12.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朱彝尊《解佩令》

13.终然独不见，流泪空自知。——李白《独不见》

14.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辛弃疾《贺新郎》

15.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杜甫《春夜喜雨》

16.
半世浮萍随逝水，一宵冷雨葬名花。魂是柳绵吹欲碎，绕天涯。——纳
兰性德《山花子�林下荒苔道韫家》

17.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
》

18.春思乱，芳心碎。——惠洪《千秋岁�半身屏外》

19.十轮霜影转庭梧，此夕羁人独向隅。——晏殊《中秋月》

20.
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史记�滑稽列传》

21.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
家。——陆游《临安春雨初霁》

22.
秋江澄可卷，冬岭翠如扑。——司马光《和利州鲜于转运公剧八咏�山
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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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柳宗元《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
京华亲故》

24.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刘禹锡《秋词》

25.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杜牧《秋夕》

26.人生岂得轻离别，天意何曾忌嶮巇。——李商隐《荆门西下》

27.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

28.雪似梅花，梅似花雪，似和不似都奇绝。——吕本中《踏莎行》

29.更能何事销芳念，亦有浓华委逝川。——温庭筠《和友人伤歌姬》

30.
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辛弃疾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31.运往无淹物，年逝觉已催。——谢灵运《岁暮》

32.
能与桃花作主人，西街老屋未全贫。一晴到眼春无价，数客哦诗句有神
。稍觉三杯初下鬲，浑忘六籍几经秦。东风酒面鱼鳞起，平世安知此乐
真。——徐震堮《初春季思招饮，和养臞先生》

33.
江水侵云影，鸿雁欲南飞。携壶结客，何处空翠渺烟霏。尘世难逢一笑
，况有紫萸黄菊，堪插满头归。风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酬佳节，须
酩酊，莫相达。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无尽今来古往，多少春花
秋月，那更有危机。与问牛山客，何必独沾衣。——朱熹《水调歌头�
隐括杜牧之齐山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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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屈原《国殇》

35.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苏轼《元月廿七日望湖楼醉书
》

36.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李璟《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
翠叶残》

37.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38.一夜绿荷霜剪破，赚他秋雨不成珠。——来鹄《偶题二首》

39.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李白《赠友人》

40.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
见赠》

41.对朝云叆叇，暮雨霏微，乱峰相倚。——黄庭坚《醉蓬莱》

42.留得悲秋残影在，分付旗亭。——王鹏运《浪淘沙》

43.萧疏白发不盈颠，守岁围炉竟废眠。——孔尚任《甲午元旦》

44.开君一壶酒，细酌对春风。——庾信《答王司空食酒》

45.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苏轼《贺新郎�夏景》

46.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曹植《明月上高楼》

47.人情却似飞絮，悠扬便逐春风去。——晏几道《梁州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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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杜牧《赠别》

49.
空自觉、围羞带减，影怯灯孤。——张炎《渡江云�山阴久客一再逢春
回忆西杭渺然愁思》

50.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纳兰容若《木兰花�拟古决绝词柬友》

51.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曹植《野田黄雀行》

52.年年游子惜余春，春归不解招游子。——贺铸《惜余春�急雨收春》

53.
清景难逢宜爱惜，白头相劝强欢娱。诚知亦有来年会，保得晴明强健无
。——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同诸客玩月》

54.
异乡逢五节，卧病此衰翁。竹笋迸新紫，榴花开小红。山深人寂寂，气
润雨蒙蒙。煮酒无寻处，菖蒲在水中。——朱松《重五》

55.
镇时贤相回人镜，报德慈亲点佛灯。——李洞《感恩书事寄上集义司徒
相公》

56.别后依依寒食里，共君携手在东田。——韩翃《送冷朝阳还上元》

57.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不第后赋菊》

58.
譬如江夏黄鹤楼，既有崔颢无李白。——方回《题东平张智卿梅轩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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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梅一幅自随》

59.贾生西望忆京华，湘浦南迁莫怨嗟。——李白《巴陵赠贾舍人》

60.
黄昏庭院柳啼鸦，记得那人，和月折梨花。——陈亮《虞美人�东风荡
飏轻云缕》

61.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高翥《清明日对酒》

62.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草/赋得古原草送别》

63.
汉文皇帝有高台，此日登临曙色开。三晋云山皆北向，二陵风雨自东来
。关门令尹谁能识，河上仙翁去不回。且欲近寻彭泽宰，陶然共醉菊花
杯。——崔曙《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容》

64.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
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骆宾王《在狱咏蝉》

65.
面面湖光面面风，可人最是白芙蓉。分明飞下双双鹭，才到花边不见踪
。——姚勉《四望亭观荷花》

66.
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频洲。——温庭筠《梦江南
》

67.
蝉吟古柳声相续，月入幽扉影正方。——陆游《秋夕�浴罢纱巾出草堂
》

68.流苏翠帐星渚间，环佩无声灯寂寂。——王建《七夕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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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苏轼《青玉案�送伯固归吴中
》

70.萧条亭障远，凄惨风尘多。——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其二十六》

71.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左传》

72.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骆宾王《咏蝉/在狱咏蝉》

73.
见人初解语呕哑，不肯归眠恋小车。一夜娇啼缘底事，为嫌衣少缕金华
。——韦庄《与小女》

74.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韦庄《荷叶杯》

75.自来积毁骨能销，何况真红一点臂砂娇。——王国维《虞美人》

76.感君遇我厚，肝胆每倾竭。——袁燮《送赵冶晦之》

77.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论积贮疏》

78.露气仍荷气，秋风更晓风。——杨万里《晓登水亭》

79.
莲渚收香，兰皋浮爽，凉思顿欺班扇。——《齐天乐�夜来疏雨鸣金井
》

80.
秋气堪悲未必然，轻寒正是可人天。绿池落尽红蕖却，落叶犹开最小钱
。——杨万里《秋凉晚步》

81.此秋此夜无清句，花亦笑人空醉眠。——林景熙《中秋山中对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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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袁凯《京师得家书》

83.把酒不能饮，苦泪滴酒觞。——陆游《江上对酒作》

84.惟有两行低雁，知人倚、画楼月。——范成大《霜天晓角�梅》

85.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李隆基《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

86.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李贺《雁门太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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