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平调 李白-碧波荡漾李白的清平调之美
<p>碧波荡漾：李白的清平调之美</p><p><img src="/static-img/wP
yJ4tUd8rVtxdgkSv2rnpnjOhtBWaiEPWMMv4ZGHcviGCDQCOaZa
mn05aeDMOow.jpg"></p><p>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清平调是最为常
见的一种押韵形式，它要求每句都是五言或七言，每句的末尾押韵。李
白，这位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创作中运用了大量的清平调
来表达他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p><p>首先，我们可以从《静夜思》
这首诗开始探讨。这里，李白以一种独特的情感和想象力，用了一种典
型的清平调结构：</p><p><img src="/static-img/SDVFs80T-mFs-y
YgoR8d2ZnjOhtBWaiEPWMMv4ZGHcviGCDQCOaZamn05aeDMO
ow.jpg"></p><p>床前明月光，</p><p>疑是地上霜。</p><p><img 
src="/static-img/cMe2p3TPcWxs8gOI-7KafJnjOhtBWaiEPWMMv
4ZGHcviGCDQCOaZamn05aeDMOow.jpg"></p><p>举头望明月，<
/p><p>低头思故乡。</p><p><img src="/static-img/MmzWrxk4UE
xWsi67vfRPZZnjOhtBWaiEPWMMv4ZGHcviGCDQCOaZamn05aeD
MOow.jpg"></p><p>这种通过对月亮进行描绘，引发深层情感反响，
再转换为怀念家乡的情景，是典型的清平调风格。在这个过程中，押韵
不仅让整首诗听起来流畅，而且增强了语言表达的情感力量。</p><p>
接着，我们再来看《早发白帝城》：</p><p><img src="/static-img/
SiFf3Jx8Xjh_FPwpcnNL45njOhtBWaiEPWMMv4ZGHcviGCDQCOa
Zamn05aeDMOow.jpg"></p><p>朝辞白帝彩云间，</p><p>千里江
陵一日还。</p><p>两岸猿声啼不住，</p><p>轻舟已过万重山。</p>
<p>这首诗采用的是更长行式的结构，但仍然体现出了清平调所特有的
节奏和旋律。通过描述沿江而上的壮丽景色，以及随着时间推移心境变
化，从远方到近处，从高处到低处，都有着与众不同的抒情手法，让读
者仿佛也能乘坐那艘轻舟穿梭于天地之间。</p><p>最后，让我们看看
《将进酒》，虽然这首诗并非完全遵循传统意义上的清平调，但其中许
多部分使用了这样的技巧，如“君不见”、“大醉こと酔”等段落，其



间散布着自由放纵、豪放自得其乐的情怀，对饮酒作乐这一主题进行了
生动细腻的描写，使整个作品充满活力和魅力。</p><p>总结来说，李
白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非常擅长运用 清平调，他把它作为一种艺术工具
，不仅表现出他对于自然界深刻洞察，还展现出他内心世界丰富多彩。
这也是为什么说李白是“赋闲吟游”，即使身处异国，他的心灵却始终
回归到了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永恒不变的地方——那就是文学创作中的“
碧波荡漾”。</p><p><a href = "/pdf/622376-清平调 李白-碧波荡漾
李白的清平调之美.pdf" rel="alternate" download="622376-清平
调 李白-碧波荡漾李白的清平调之美.pdf"  target="_blank">下载本文
pdf文件</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