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鸟的读后感(实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
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
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鸟的读后感篇一

作者：白居易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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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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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不得志一作：不得意)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六幺一作：绿
腰)。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暂歇一作：渐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银篦一作：云篦)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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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

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译文

唐宪宗元和十年，我被贬为九江郡司马。第二年秋季的一天，
送客到湓浦口，夜里听到船上有人弹琵琶。听那声音，铮铮
铿铿有京都流行的声韵。探问这个人，原来是长安的歌女，
曾经向穆、曹两位琵琶大师学艺。后来年纪大了，红颜退尽，
嫁给商人为妻。于是命人摆酒叫她畅快地弹几曲。她弹完后，
有些闷闷不乐的样子，自己说起了少年时欢乐之事，而今漂
泊沉沦，形容憔悴，在江湖之间辗转流浪。我离京调外任职
两年来，随遇而安，自得其乐，而今被这个人的话所感触，
这天夜里才有被降职的感觉。于是撰写一首长诗赠送给她，
共六百一十六字，题为《琵琶行》。

秋夜我到浔阳江头送一位归客，冷风吹着枫叶和芦花秋声瑟
瑟。

我和客人下马在船上饯别设宴，举起酒杯要饮却无助兴的音
乐。

酒喝得不痛快更伤心将要分别，临别时夜茫茫江水倒映着明
月。

忽听得江面上传来琵琶清脆声;我忘却了回归客人也不想动身。

寻着声源探问弹琵琶的是何人?琵琶停了许久却迟迟没有动静。

我们移船靠近邀请她出来相见;叫下人添酒回灯重新摆起酒宴。

千呼万唤她才缓缓地走出来，怀里还抱着琵琶半遮着脸面。

转紧琴轴拨动琴弦试弹了几声;尚未成曲调那形态就非常有情。

弦弦凄楚悲切声音隐含着沉思;似乎在诉说着她平生的不得



志;

她低着头随手连续地弹个不停;用琴声把心中无限的往事说尽。

轻轻地拢，慢慢地捻，一会儿抹，一会儿挑。初弹《霓裳羽
衣曲》接着再弹《六幺》。

大弦浑宏悠长嘈嘈如暴风骤雨;小弦和缓幽细切切如有人私语。

嘈嘈声切切声互为交错地弹奏;就像大珠小珠一串串掉落玉盘。

琵琶声一会儿像花底下宛转流畅的鸟鸣声，一会儿又像水在
冰下流动受阻艰涩低沉、呜咽断续的声音。

好像水泉冷涩琵琶声开始凝结，凝结而不通畅声音渐渐地中
断。

像另有一种愁思幽恨暗暗滋生;此时闷闷无声却比有声更动人。

突然间好像银瓶撞破水浆四溅;又好像铁甲骑兵厮杀刀枪齐鸣。

一曲终了她对准琴弦中心划拨;四弦一声轰鸣好像撕裂了布帛。

鸟的读后感篇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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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城地低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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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

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译文】

元和十年，我被贬到九江当司马。第二年秋季的一个夜晚，
到湓浦口送一个朋友，听见船中有人弹琵琶，那声音，铮铮
纵纵，很有京城里的韵味。问那个人，才知道她原来是长安
歌伎，曾经跟曹、穆两位名师学弹琵琶，年纪渐大，姿色衰
退，只好给一个商人当老婆。我便吩咐摆酒，让她畅快地弹
几只曲子。她弹奏完毕，十分忧伤。叙述了年轻时候的欢乐
情景;可是如今呢，飘零憔悴，在江湖中间辗转流离!我从京
城里贬出来，已有两年，心情平静，安于现状。听了她的话，
这天晚上，才感觉到被贬谪的味道，因而作了这首长诗送给
她，共计六百一十二字(实际上全诗是六百一十六字)，叫做
《琵琶行》。

晚间在浔阳江边送别友人，枫叶荻花，在秋风里沙沙抖动。
主人下了马，走进友人的船中，拿起酒想喝，却没有音乐助
兴。闷闷地喝醉了，凄凄惨惨地将要分别，将分别的时候，
茫茫的江水里沉浸着明月。忽然听见水面上飘来琵琶的声音。

主人忘记了回去，客人也不肯起身.跟着声音悄悄地询问是什
么人在弹琵琶，琵琶声停止了，想说话却迟迟地没有说话。
移近船只，请那个人相见。添酒、挑灯，又摆上酒宴。再三
呼唤，她才肯走出船舱，还抱着琵琶，遮住半边脸庞。拧转
轴子，拨动了两三下丝弦，还没有弹成曲调，已经充满了情
感。每一弦都在叹息，每一声都在沉思，好像在诉说不得意
的身世，低着眉随着手继续地弹啊，弹，说尽那无限伤心的
事件。轻轻地拢，慢慢地捻、又抹又挑，开头弹的是《霓
裳》，后来弹的是《六幺》，粗弦嘈嘈，好像是急风骤雨，



细弦切切，好像是儿女私语。嘈嘈切切，错杂成一片，大珠
小珠，落满了玉盘.花底的黄莺间间关关——叫得多么流利，
冰下的泉水幽幽咽咽——流得多么艰难!流水冻结了，也冻结
了琵琶的弦子，弦子冻结了，声音也暂时停止。另外流露出
一种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愁恨，这时候没有声音，却比有声音
的更激动人心。突然爆破一只银瓶，水浆奔进，骤然杀出一
队铁骑，刀枪轰鸣。曲子弹完了，收回拨子从弦索中间划过，
四根弦发出同一个声音，好像撕裂绸帛。东边西边的船舫里
都静悄悄没人说话，只看见一轮秋月在江心里闪耀银波。

疑疑吞吞地放下拨子又插到弦中，整理好衣裳，站起来显得
十分肃敬。她诉说：“本来是京城里的姑娘，家住在虾蟆陵
附近。十三岁就学会了弹琵琶的技艺，名字登记在教坊的第
一部里。弹罢曲子，曾赢得曲师的赞扬，妆梳起来，常引起
秋娘的妒嫉。五陵少年，争先恐后地赠送礼品，一只曲子，
换来无数匹吴绫蜀锦。打拍子敲碎了钿头云篦，吃美酒泼脏
了血色罗裙。今年欢笑啊，明年欢笑，轻轻地度过了多少个
秋夜春天;同属的姐妹嫁给了军人，老鸨辞别了人世，无情的
时光，夺去了美艳的红颜。门前的车马，越来越稀，嫁了个
商人，跟他到这里。商人只看重利，哪在乎别离，上个月又
到浮梁，去买茶做生意。留下我在江口，独守这空荡荡的船
仓，绕船的月光白得象霜，江水也那么寒凉。深夜里忽然梦
见少年时代的往事，满脸泪水，哭醒来更加悲伤。……”

我听了琵琶声已经叹息，又听了这番话更加歔欷。同样是失
意人流落在远方，碰在一起啊，从前不认识那又何妨!我自从
去年辞别了京城，贬官在浔阳，一直卧病。浔阳这地方荒凉
偏僻，哪有音乐，一年到头，也听不见管弦奏鸣。居住在湓
江附近，低洼潮湿，院子周围，尽长些黄芦苦竹。早上晚间，
在这儿听见的都是什么?除了杜鹃的哀鸣，就只有猿猴的悲哭。
春江花晨和秋季的月夜，拿出酒来，却往往自酌自饮。难道
说没有山歌?也没有村笛?呕哑嘲哳，那声音也实在难听!今晚
上听了你用琵琶弹奏的乐曲，象听了天上的仙乐，耳朵也顿
时清明。不要告辞，请坐下再弹一只曲子，我替你谱写歌词，



题目就叫作《琵琶行》。

听了我的话长久地站立，又坐下拨弦索，拨得更急。凄凄切
切，不象刚才的声音，满座的听众，都忍不住哭泣。这当中
哪一个哭得最悲酸?江州司马的眼泪啊，湿透了青衫!

【鉴赏】

白居易的两首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实在是太出
色了。

用一种艺术形式去阐释另一种艺术形式，比如用音乐去阐释
绘画，用诗歌去阐释音乐等等，是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它们
的表现形式和载体完全不同。但是，也有少数例外，比如俄
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交响乐《图画展览会》，就很成功地
用音乐去阐释了绘画。

唐人诗歌中，描写音乐的作品很多，也有一些非常成功的。
如李白的《听蜀僧濬弹琴》、李颀的《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
语弄房给事》、元稹的《琵琶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
李贺的《李凭箜篌引》等。其中最有名的，还得数白居易的
《琵琶行》。

白居易因为《新乐府》和犯颜直谏，得罪了皇帝和权贵，于
元和十年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按此诗前的《小
序》，诗写于贬谪后的第二年秋天。

诗是七言歌行体，很长，凡六百一十六字。但结构严谨，首
尾呼应，过渡自然，一气呵成。

全诗可以分为四段。

第一段，从开头至“别时茫茫江浸月”。交待了事情发生的
时间、地点，并且非常成功地营造了一种气氛，让琵琶女尚



未出现，已经有先声夺人的感觉。从“浔阳江头夜送客，枫
叶荻花秋瑟瑟”起，到“醉不成欢惨将别”，就已经有一种
非常强烈的悲凉感觉。到“别时茫茫江浸月”这一句出现的
时候，已经把这种因离别而带来的悲凉气氛推到了极致，如
果没有意外的事情出现，诗到这里已经写不下去了。但
是，“忽闻水上琵琶声”，如峰回路转，绝处逢生，一下子
把人们的注意引到了这突然出现在水上的琵琶声中，很自然
地逗起下文。

琵琶女终于答应演奏了。我们无缘听到，这是让人遗憾的。
音乐是听觉艺术，不亲耳聆听，无论别人怎样介绍，感觉都
完全不一样。就像一道美味，如果不能亲口尝一尝，别人再
怎么描述，都是没有用的。但白居易的描写，却让我们竟然
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白居易真是欣赏音乐的高手，琵琶女也真是演奏琵琶的高
手。转轴拨弦，是演奏之前重新调一下弦，这声音本是很单
调的，但如果演奏者是高手，又当别论了。据说一流的小提
琴演奏家，调弦时奏出的声音就可以让你陶醉，于此，我是
有亲身体验的。这大概就是俗语所说的“行家一伸手，就知
有没有”吧。白居易大概也就从这几声中，已经听出了琵琶
女的高超水平。

下面是对琵琶演奏的一段非常精彩的描写。诗人用了大量的
比喻，让读者虽然没有直接听到琵琶女的.演奏，但是却能够
通过想象把它再现出来。

我不在这里饶舌，因为只有通过慢慢品味原诗，才能得到那
种强烈的美感享受。我只是作一点简单的提示。

一般的赏析文章，都非常欣赏诗中对音乐的具体描写，比
如“轻拢慢捻抹复挑”，“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
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等，应该承认，这
些描写确实是非常高明的。但是白居易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音
乐家、音乐理论家，他是绝不会满足或者停留在对音乐的表



面描写中的。比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描写弹弦乐器的清
脆饱满，也就是行话所说的“颗粒感”，确实很形象又很优
美，但是稍懂音乐的人都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
现在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都可以做到。而真正难的，是通过
这些技法去充分表现情感，而这一点，非大师不能做到。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白居易的另外一首诗《问杨琼》：

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声。

欲说向君君不会，试将此语问杨琼。

唱情和唱声，是艺术家和匠人的根本区别。唱歌如此，器乐
演奏也是如此。白居易是深谙此道的，而琵琶女感动他的，
正是音乐中所表现出来的幽怨之情。其实白居易已经做了暗
示，就是上面已经说到的“未成曲调先有情”。

琵琶女先弹的，大概是一支文曲(琵琶曲分文曲和武曲两类)。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
尽心中无限事。”白居易真是知音，他从音乐中听到的
是“情”，是“平生不得志”，是“心中无限事”。

接下来演奏的，大概是一支武曲，激昂而热烈，但主题仍然
是悲壮，或者说是悲愤的。

音乐由幽咽、冷涩到凝绝，是一步步地把情绪推向高潮，当
这种幽怨悲愤的情绪达到顶点的时候，是一个大的休止，音
乐戛然而止。什么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是情绪的积累，
就像水库蓄水一样，一旦开闸，则一泻千里，不可收拾。果
然，“银瓶乍破水浆进，铁骑突出刀枪鸣”，压抑已久的情
感爆发了，乐曲也被推向高潮，而且就在这时，“曲终收拨
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乐曲就在高潮中结束了。

这样的艺术，其感染力是巨大的，甚至是震撼的。“东船西



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如果是在音乐厅中演出，恐
怕观众连鼓掌都会忘记了。

白居易写此诗，绝不仅仅是为了描述琵琶女高超的演奏，他
是要借此抒怀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借他人酒杯，浇自家
块垒”。

第三段，从“沉吟放拨插弦中”至“梦啼妆泪红阑干”。这
一段是琵琶女对自己身世的自述。从自己当年“名属教坊第
一部”，“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
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沦落到“老大嫁作商人妇”，如
此大的命运落差，确实是让人叹息的。

于是自然引出了最后的一段。其实在白居易心中，这一段应
该才是全诗的主题，才是他想要说的话。他在诗《序》里说：
“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
意。”“恬然自安”未必是老实话，但“是夕始觉有迁谪
意”却是真话。他是引琵琶女的身世自况，或者说，琵琶女
的遭遇引起了他思想上的共鸣，所以发出了为后人激赏的名
言：“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也难怪再听到
琵琶女凄婉的演奏之后，会“江州司马青衫湿”了。

更多《琵琶行》文章推荐阅读：

1.《琵琶行》复习整理

2.《琵琶行》考试字词注释

3.《琵琶行》情节如何发展

4.《琵琶行》译文及段落大意

5.《琵琶行》艺术手法分析



6.《琵琶行》学业达标测试

7.《琵琶行》复习测试题

8.白居易《琵琶行》中的音乐描写

9.论《琵琶行》的悲剧色彩

10.《琵琶行》改写两篇

鸟的读后感篇三

情感，是每一个人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从亘古就一直
延伸至现在，基本上所有人就是因为情感而发生变化，好坏
之间杂夹着情感，有的人深陷情感，无法澄清理性，或许下
面提出的文章，会给我们一点启示。

《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全诗形象
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全诗以“长恨”为中
心，通过当时人们的传说，加上作者的想象，将叙事、写景、
抒情很巧妙结合在一起，以强烈的抒情笔调，再现了一个爱
情悲剧。诗中针对唐玄宗重色贪欢，朝政荒废，杨贵妃恃宠
而骄，兄弟姐妹权重一时的情况都进行了讽刺、揭露。由
于“重色”才招致安史之乱。在这个悲剧中，杨贵妃是封建
统治阶级的替罪羊，宫廷斗争的牺牲品。其次，他告诉我们，
贪图享乐的腐朽生活，必然导致政治的腐败，政治腐败必然
是重用奴才而不用人才，奴才掌政必然乱纲误国导致内乱，
给人民带来灾难。

诗的结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两句点
明主题，让读者深深感受到无尽的遗恨，不愧为千古绝唱。



鸟的读后感篇四

有人说，《长恨歌》是写政治的，抨击唐明皇的昏庸;又有人
说，《长恨歌》是写爱情的，它歌颂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
惊天地泣鬼神的悲伤的'爱情故事。而我读《长恨歌》，感受
到的却是极力渲染唐明皇和杨贵妃爱情的后面的白居易的悲
伤。

前一些日子，读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对里面的情节也有
了些了解。一个养在深闺的美人被君王看中，召入宫封了个
贵妃，皇帝对这个贵妃十分宠爱，以至于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宫粉黛无颜色。虽然皇帝十分喜爱，但不幸的事仍然发生
了，一场叛乱使得自己江山与美人只可取其一。毋庸置疑，
结果是“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贵妃被迫自
杀。在局势稳定后，皇帝可以说是痛不欲生，千方百计的想
使贵妃可以重新回到身边，文中有“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
方士殷勤觅”，结果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
见”什么办法都是徒劳的。诗歌最后我感觉写的特别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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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了贵妃与皇帝间的真挚爱情，语言很美。

但我却对他们间的爱情产生疑问，大家都知道这个皇帝在那
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而贵妃才刚刚“初长成”。一个年轻
的女子如何能爱上一个和自己父母大小的男的呢?我想，无非
在于权势、地位吧!

鸟的读后感篇五

【作者】白居易【朝代】唐译文对照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
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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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
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
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
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
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
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
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
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
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
数。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
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
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
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
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
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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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闻君琵琶
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
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
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译文

秋夜我到浔阳江头送一位归客，冷风吹着枫叶和芦花秋声瑟
瑟。我和客人下马在船上饯别设宴，举起酒杯要饮却无助兴
的音乐。酒喝得不痛快更伤心将要分别，临别时夜茫茫江水



倒映着明月。

忽听得江面上传来琵琶清脆声;我忘却了回归客人也不想动身。
寻着声源探问弹琵琶的是何人?琵琶停了许久却迟迟没有动静。
我们移船靠近邀请她出来相见;叫下人添酒回灯重新摆起酒宴。
千呼万唤她才缓缓地走出来，怀里还抱着琵琶半遮着脸面。
转紧琴轴拨动琴弦试弹了几声;尚未成曲调那形态就非常有情。
弦弦凄楚悲切声音隐含着沉思;似乎在诉说着她平生的不得
志;她低着头随手连续地弹个不停;用琴声把心中无限的往事
说尽。轻轻地拢，慢慢地捻，一会儿抹，一会儿挑。初弹
《霓裳羽衣曲》接着再弹《六幺》。大弦浑宏悠长嘈嘈如暴
风骤雨;小弦和缓幽细切切如有人私语。嘈嘈声切切声互为交
错地弹奏;就像大珠小珠一串串掉落玉盘。琵琶声一会儿像花
底下宛转流畅的鸟鸣声，一会儿又像水在冰下流动受阻艰涩
低沉、呜咽断续的声音。好像水泉冷涩琵琶声开始凝结，凝
结而不通畅声音渐渐地中断。像另有一种愁思幽恨暗暗滋生;
此时闷闷无声却比有声更动人。突然间好像银瓶撞破水浆四
溅;又好像铁甲骑兵厮杀刀枪齐鸣。一曲终了她对准琴弦中心
划拨;四弦一声轰鸣好像撕裂了布帛。东船西舫人们都静悄悄
地聆听;只见江心之中映着白白秋月影。

她沉吟着收起拨片插在琴弦中;整顿衣裳依然显出庄重的颜容。
她说我原是京城负有盛名的歌女;老家住在长安城东南的虾蟆
陵。弹奏琵琶技艺十三岁就已学成;教坊乐团第一队中列有我
姓名。每曲弹罢都令艺术大师们叹服;每次妆成都被同行歌妓
们嫉妒。京都豪富子弟争先恐后来献彩;弹完一曲收来的红绡
不知其数。钿头银篦打节拍常常断裂粉碎;红色罗裙被酒渍染
污也不后悔。年复一年都在欢笑打闹中度过;秋去春来美好的
时光白白消磨。兄弟从军姊妹死家道已经破败;暮去朝来我也
渐渐地年老色衰。门前车马减少光顾者落落稀稀;青春已逝我
只得嫁给商人为妻。商人重利不重情常常轻易别离;上个月他
去浮梁做茶叶的生意。他去了留下我在江口孤守空船;秋月与
我作伴绕舱的秋水凄寒。更深夜阑常梦少年时作乐狂欢;梦中
哭醒涕泪纵横污损了粉颜。



我听琵琶的悲泣早已摇头叹息;又听到她这番诉说更叫我悲凄。
我们俩同是天涯沦落的可悲人;今日相逢何必问是否曾经相
识!自从去年我离开繁华长安京城;被贬居住在浔阳江畔常常
卧病。浔阳这地方荒凉偏僻没有音乐;一年到头听不到管弦的
乐器声。住在湓江这个低洼潮湿的地方;第宅周围黄芦和苦竹
缭绕丛生。在这里早晚能听到的是什么呢?尽是杜鹃猿猴那些
悲凄的哀鸣。春江花朝秋江月夜那样好光景;也无可奈何常常
取酒独酌独饮。难道这里就没有山歌和村笛吗?只是那音调嘶
哑粗涩实在难听。今晚我听你弹奏琵琶诉说衷情，就像听到
仙乐眼也亮来耳也明。请你不要推辞坐下来再弹一曲;我要为
你创作一首新诗《琵琶行》。

被我的话所感动她站立了好久;回身坐下再转紧琴弦拨出急声。
凄凄切切不再像刚才那种声音;在座的人重听都掩面哭泣不停。
要问在座之中谁流的眼泪最多?我江州司马泪水湿透青衫衣
襟!

赏析：

本诗通过写琵琶女生活的不幸，结合诗人自己在宦途所受到
的打击，唱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心
声。社会的动荡，世态的炎凉，对不幸者命运的同情，对自
身失意的感慨，这些本来积蓄在心中的沉痛感受，都一起倾
于诗中。它在艺术上的成功还在于运用了优美鲜明的、有音
乐感的语言，用视觉的形象来表现听觉所得来的感受;萧瑟秋
风的自然景色和离情别绪，使作品更加感人。

诗人在这首诗中着力塑造了琵琶女的形象，通过它深刻地反
映了封建社会中被侮辱被损害的乐伎、艺人的悲惨命运，抒发
“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情。诗的开头写“秋夜送
客”，“忽闻”“琵琶声”，于是“寻声”“暗问”，“移
船”“邀相见”，经过“千呼万唤”，然后歌女才“半遮
面”地出来了。这种回荡曲折的描写，就为“天涯沦落”的
主题奠定了基石。



接着以描写琵琶女弹奏乐曲来揭示她的内心世界。先是“未
成曲调”之“有情”，然后“弦弦”“声声思”，诉尽
了“生平不得志”和“心中无限事”，展现了琵琶女起伏回
荡的心潮。

然后进而写琵琶女自诉身世：当年技艺曾教“善才服”，容貌
“妆成每被秋娘妒”，京都少年“争缠头”，“一曲红绡不
知数”。然而，时光流种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描写，与上
面她的弹水，“暮去朝来颜色故”、最终只好“嫁作商人
妇”。这唱互为补充，完成了琵琶女这一形象的塑造。

最后写诗人感情的波涛为琵琶女的命运所激动，发出了“同
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抒发了同病相怜，
同声相应的情怀。诗韵明快，步步映衬，处处点缀。

既层出不穷，又着落主题。真如江潮澎湃，波澜起伏，经久
不息。反复吟诵，荡人胸怀，情味无限。语言铿锵，设喻形
象。“如急雨”“如私语”“水浆迸”“刀枪鸣”“珠落玉
盘”“莺语花底”。这些读来如闻其声，如临其境。

诗的小序交代时间、地点、人物和故事，概述了琵琶女的悲
凉身世，说明写作本诗动机，并为全诗定下了凄切的感情基
调。

[琵琶行白居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