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清明的古诗三首 古诗清明的心得体会
(优质18篇)

文明礼仪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在生活中表达
自己素养和修养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应该特别注重一些常
见的文明礼仪，例如排队、走路不挤等。走进这些成功团队，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如何通过文明礼仪的展现，构建了和谐的
工作环境和高效的团队合作。

清明的古诗三首篇一

清明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特别讲究仪式的
节日。古人在清明节时，会去祭扫先人墓，也会到山水田园
中游玩诗词。最知名的莫过于杜甫的《清明》诗：清明时节
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正值清明节，我们不妨以古诗
《清明》为思路，谈谈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传统文化的烙印

清明节是汉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凝聚了千百年来
人们的敬祖思想、爱国精神和对自然的崇尚。而古诗《清明》
就反映了当时时代的真实面貌。诗中用雨水来暗喻泪水，表
达了人们在清明节祭扫亲人的时候内心的悲伤之情。这种文
化烙印，已经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中，就算年代已久，古诗
也仍然如此动人。

第三段：生命的无常

诗中所反映的也不仅仅是悲伤的情感。清明节所传达的观念，
在于一种对生命的反思，对无常的思考。古人走的路，我们
一定也都要走，逝去的人们，也都曾走过我们的路。清明节，
就是要提醒后人要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同时警醒人们生命
的脆弱，但也不应在悲伤中消磨自己。



第四段：历史与未来

清明节也不仅仅是为了祭扫先人。在这个节日里，我们也可
以感受到自然之美，静享山水，享受四季轮转。诗中道出
了“楼船夜雪瓢泼大，才听铁马金钱声。”这里传达的是人
们在生命尽头走向未来的感慨。生命的延续是历史和未来的
连接，深深感受到历史和未来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便能
够更加珍惜这个美好的当下。

第五段：回归内心

对于多数人而言，清明节已经成为了过一个长假的节日，一
些人也因为生长环境不同而对清明节缺乏了解或者缺少重视。
但是从古诗《清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其中蕴含的深意。
当人们回归内心，感同身受了古人的感慨时，才会对清明节
有更多的理解和热爱。只有参与其中，才能更好地传承这份
文化和习俗。

总结：清明节是一个悼念先人和魂归故里的日子，而《清明》
诗则以古代诗人的哀思之情，虔诚纯真的心态，为我们诠释
了这个节日的内在精神。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自信和精神气质，
深刻影响了后人，传承的同时也展示出了民族文化的深厚底
蕴。我们应该以清明节的诗意和文化精神为灵魂，时刻知道
珍惜当下，回归内心。

清明的古诗三首篇二

（南宋）范大成

洒洒沾巾雨，披披侧帽风。

花燃山色里，柳卧水声中。

石马立当道，纸鸢鸣半空。



墦间人散後，乌鸟正西东。

（唐）孟浩然

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

车声上路合，柳色东城翠。

花落草齐生，莺飞蝶双戏。

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

（唐）孙昌胤

清明暮春里，怅望北山陲。

燧火开新焰，桐花发故枝。

沈冥惭岁物，欢宴阻朋知。

不及林间鸟，迁乔并羽仪。

（唐）韦应物

冷食方多病，开襟一忻然。

终令思故郡，烟火满晴川。

杏粥犹堪食，榆羹已稍煎。

唯恨乖亲燕，坐度此芳年。

（唐）温庭筠

清娥画扇中，春树郁金红。



出犯繁花露，归穿弱柳风。

马骄偏避幰，鸡骇乍开笼。

柘弹何人发，黄鹂隔故宫。

（唐）张继

晚霁龙门雨，春生汝穴风。

鸟啼官路静，花发毁垣空。

鸣玉惭时辈，垂丝学老翁。

旧游人不见，惆怅洛城东。

（唐）张籍

郡内开新火，高斋雨气清。

惜花邀客赏，劝酒促歌声。

共醉移芳席，留欢闭暮城。

政闲方宴语，琴筑任遥情。

（唐）韦庄

蚤是伤春梦雨天，可堪芳草更芊芊。

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

紫陌乱嘶红叱拨，绿杨高映画秋千。

游人记得承平事，暗喜风光似昔年。



（唐）郑准

吴山楚驿四年中，一见清明一改容。

旅恨共风连夜起，韶光随酒著人浓。

延兴门外攀花别，采石江头带雨逢。

无限归心何计是，路边戈甲正重重。

（唐）罗隐

君与田苏即旧游，我于交分亦绸缪。

二年隔绝黄泉下，尽日悲凉曲水头。

鸥鸟似能齐物理，杏花疑欲伴人愁。

寡妻稚子应寒食，遥望江陵一泪流。

清明的古诗三首篇三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之一，也是春季一大节气。清明
节是一个有关祭祖和扫墓的日子，也是一个思念亲人、感念
生命的日子。细读古人所写的清明节诗歌，我们不仅能够感
受古人对清明节的文化传承，也能够体悟到其中所蕴含的人
生真谛。

二、寄托哀思

在古诗里，对于清明节的最深刻的描写，就是亲人离世后的
悲伤。寄托哀思，关乎人情。唐朝诗人白居易在《清明上河
图》中写下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
流。”这句话，不仅描绘出了人在悲伤时的情绪，而且也表



达了那种似水的人生，时间一去不复返。我们要认识到，它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可以去慢慢接受失去的事实，但是绝不
能忘记那些走过我们生命的人。人生在世，难免有离别，这
时我们在哀伤的同时，也要时刻提醒自己要珍惜身边的人和
时间。

三、追忆逝者

古代诗人在清明节便会怀念往生的朋友、亲人与兄弟，更诉
说对逝去人的怀念和思念。唐代王之涣在《登鹳雀楼》中写
道：“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这句话无疑表达的是作者对于已故的友人的怀念，也让人
深深体会到王之涣心中那种缅怀的情感。清明节是缅怀逝去
亲人的时刻，在这一天，我们必须要好好珍惜这种深刻的情
感，让逝去的人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四、祭祖传统

清明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是一个传承和缅怀的时刻。缅怀逝去
的亲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缅怀先祖，祭奠他们的
功德。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一诗中写到：“清明时节雨
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诗人在清明的时候找不到祖宗的墓，颇有遗憾，更是明显
地表达了对祖先的敬爱之情。古诗中无数的关于祭奠先祖的
诗句，让我们感受到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对于师老祖先的重视，
更让我们意识到需要向祖先们学习创造历史、创造文化的精
神。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守护住这属于我们的中华文化遗
产。

五、感恩生命

不敢问清明节歌，古往今来多少事，都把人间空作梦。对于
每一个人来讲，清明节都是一个令人平静思考的时刻。诸多
古代诗人的作品，都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在日常生活



中，我们应该如何更加珍视生命，感恩生命。古代诗人大多
描绘有关生命短暂的画面，比如白居易的“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柳永的“人生漫漫自悲谢，爱点烟，恨
催花。”可以看出，在古人眼中，生命转瞬即逝，唯有珍惜，
方能让人生更加精彩。

结语

清明节是人们对于逝去人们的追忆和对于生命的思考，清明
节是让人不断地反思人生的时刻，清明节是中华民族文化的
一大特殊体现。让我们在这个节日里，深刻体会古人留下的
诗句中的含义，珍惜时光，感恩生命，尊重传统。并且在日
常生活中，好好呵护自己和身边的人，让我们的生活更精彩。

清明的古诗三首篇四

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写过一首以“清明”为题的.诗，内容是这
样的：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清明节到了，细雨纷纷。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
密地斜织着。小草探出了小脑袋，好奇地张望着这个美丽的
世界。桃花、梨花，还有那些不知名的小野花，竞相开放，
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可漂亮了！春风吹拂，好
像母亲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你的脸蛋，十分温暖、舒服。然而，
路上去扫墓的人们却对这样的美景熟视无睹，你看，他们愁
眉苦脸、垂头丧气地在路上缓缓前行，像失了魂一样。是啊，



清明时节，该是倍加思念已经离去的亲人吧！

这时，一位诗人身穿长衫，手持折扇，从远处走来，他就是
杜牧。杜牧口干舌燥，肚子饿得“咕咕”响。他多么希望有
个小酒馆，让他进去喝点儿酒，吃点儿家常菜啊！可是放眼
望去，却看不见一缕炊烟。就在杜牧准备离开的时候，耳边
传来一阵悠扬的笛声。原来是一位牧童骑着黄牛，吹着动听
的曲子。杜牧眼前一亮，可高兴了，连忙上前对牧童作了一
揖，开口说道：“小兄弟，请问这附近有小酒馆吗？”牧童
点点头，微微笑了笑，指着前面不远处说：“再向前走一会
儿，就到了杏花村，那儿有酒馆，生意还不错。”杜牧听了，
连忙道谢，转身向牧童指的方向走去。

清明的古诗三首篇五

清明节是中国传统的节日，也是一个历史与文化的结合，许
多古人都在他们的诗词里对这个节日进行了赞美、描绘与概
括。其中唐代的白居易所写的诗篇《清明》被人们广为传诵，
这首诗词的结构严谨，用词精准，内容生动，让人们领略到
了古人对清明节的深刻理解和体会。在一次对古诗清明的学
习后，我深深感受到了古人对生活与节日的体验以及对生命
的反思和感悟，下面让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古诗清明带给我的感受

古诗清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文中饱含的哀思和缅怀。在
古代，清明节是祭祀亲人、祭祀先祖的重要节日，唐代的白
居易在诗中感叹清明节小雨如酥、草色新烟、坟头松树、一
一皆成双，这些景象笼罩着诗人的视野，通过自然景色的描
摹和亲人的纪念，表达出对逝去亲人的思念和哀怀之情。这
种广泛的哀思和缅怀也反映了古人情感上的细腻和深刻，受
到我们的敬仰和敬畏。

第二段：古诗清明给我带来的启示



读古诗清明，看到的不仅仅是历史传承和情感共鸣，更多的
是其中所蕴含的启示和思考。古人生活的背景与现代有所不
同，社会形态、生产方式、文化价值等都有很大差异。但不
管是当代人还是古人，我们都面临着人生的苦亲离别和无常
离合，在感受到温情与哀思的同时，也可以去重新审视人生
的本质和意义。古诗清明所蕴含的启示，就是我们应该更好
地珍惜当下，学会体验生活的点滴，给亲人留下最美好的回
忆。

第三段：古诗清明对历史与文化的意义

清明节是传统的节日之一，在当今社会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和意义，它也成为了人们了解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清
明作为一个传承几千年的节日，赋予了人们对历史的回忆和
铭记，也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人关于生离死别的文化
标准和文化理念，将这种传统的价值理念延续下来，也是我
们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表现之一。

第四段：古诗清明对当今面对的问题的启示

当今社会面临众多问题，其中不容忽视的是生态和环境的问
题。古诗清明也有着对于生态与环境的启示，这体现在对生
态问题的反思与提醒上。在古代的生态环境中，生命是受到
自然和环境影响的，而清明节也是表达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珍
惜和感悟，这样的启示让我们回头反思自己的环保意识、生
态文明建设，通过借鉴古人的文化价值，让我们更好地保护
我们的环境。

第五段：结语

清明节是一个反映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节日，也是中华
民族特有的、独特的文化形式之一。古诗清明有着深刻的文
化价值和精神内涵，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古代文化的瑰宝和宝
贵文化财富。通过对古诗清明的学习和体验，让我更加理解



为什么这个节日可以历经千年，仍然能够带给人们深刻的思
考和认识，我愿意在今后的生活中，珍惜身边人、珍惜生命，
让自己更好地参与到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的中去。

清明的古诗三首篇六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江南通志》载：杜牧任池州刺史时，曾到过杏花村饮酒，
诗中杏花村指此。附近有杜湖、东南湖等胜景。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诗歌首联两句是远景，一句写物景，一句写人景。据此，我
们不妨这样想，诗人在清明节这一天来祭扫，未到坟茔聚集
之地，即以目睹此景，因墓地往往在深处，怕妨路径，故一
眼必是望到远景。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呢?“南北山头
多墓田”，“南北”当是虚指，意即四面八方。

清明时节雨声哗。潮拥渡头沙。翻被梨花冷看，人生苦恋天
涯。

燕帘莺户，云窗雾阁，酒醒啼鸦。折得一枝杨柳，归来插向
谁家。

张炎(1248年-1320年)，字叔夏，号玉田，晚年号乐笑翁。祖



籍陕西凤翔。六世祖张俊，宋朝著名将领。父张枢，“西湖
吟社”重要成员，妙解音律，与著名词人周密相交。张炎是
勋贵之后，前半生居于临安，生活优裕，而宋亡以后则家道
中落，晚年漂泊落拓。著有《山中白云词》，存词302首。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
一两声，日长飞絮轻。

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
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归飞的燕子，飘落的梨花，池上的碧苔，清脆的鸟啼，映衬
着笑靥如花的少女，让人感受到春天的生机勃勃和青春的无
限美好。

清明的古诗三首篇七

（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唐）韩翃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唐）白居易

好风胧月清明夜，碧砌红轩刺史家。

独绕回廊行复歇，遥听弦管暗看花。



（唐）戴叔伦

钟鼓喧离日，车徒促夜装。

晓厨新变火，轻柳暗翻霜。

传镜看华发，持杯话故乡。

每嫌儿女泪，今日自沾裳。

（唐）刘长卿

风景清明后，云山睥睨前。

百花如旧日，万井出新烟。

草色无空地，江流合远天。

长安在何处，遥指夕阳边。

（唐）罗隐

君与田苏即旧游，我于交分亦绸缪。

二年隔绝黄泉下，尽日悲凉曲水头。

鸥鸟似能齐物理，杏花疑欲伴人愁。

寡妻稚子应寒食，遥望江陵一泪流。

（唐）孟云卿

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

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



（唐）孟浩然

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

车声上路合，柳色东城翠。

花落草齐生，莺飞蝶双戏。

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

（唐）孙昌胤

清明暮春里，怅望北山陲。

燧火开新焰，桐花发故枝。

沈冥惭岁物，欢宴阻朋知。

不及林间鸟，迁乔并羽仪。

（唐）韦应物

冷食方多病，开襟一忻然。

终令思故郡，烟火满晴川。

杏粥犹堪食，榆羹已稍煎。

唯恨乖亲燕，坐度此芳年。

（唐）韦庄

蚤是伤春梦雨天，可堪芳草更芊芊。

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



紫陌乱嘶红叱拨，绿杨高映画秋千。

游人记得承平事，暗喜风光似昔年。

（唐）宋之问

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

可怜江浦望，不见洛桥人。

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

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

（唐）张继

耕夫召募爱楼船，春草青青万项田；

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

（宋）王禹俏

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

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

（宋）杨万里

迳直夫何细！桥危可免扶？

远山枫外淡，破屋麦边孤。

宿草春风又，新阡去岁无。

梨花自寒食，进节只愁余。



清明的古诗三首篇八

清明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古诗中有很多关于清明的诗歌，
这些诗歌在不同的时期记录了人们对清明节的感悟和思考。
通过阅读这些古诗，我们可以深刻地理解清明节的意义和文
化内涵，并从中汲取到一些有益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古诗表达的清明节意义

古诗中的清明节往往被描述成祭祀祖先和缅怀逝者的时刻。
例如《清明》这首宋代名篇中描述了人们在清明节走出城，
来到墓地，祭祀祖先，祈求平安。这种祭祀祖先的传统礼仪
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传承。
通过这些清明节的古典诗歌，我们不仅可以理解中国人对祖
先的尊重与感恩，也能深刻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家庭、
亲情、爱情和友情所体现的价值观念。

第三段：清明节对我们的启示

许多清明节的古诗，特别是唐代的《清明上河图》中传达了
爱护环境、珍惜生命、感恩自然和追求美好的理念。这些理
念在当今社会中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应该保护环
境、珍惜生命、感恩与自然和谐共处，并积极追求个人和社
会的美好未来。清明节通过古诗来启示我们珍惜时间、珍惜
身边的人和事物，因为一切都是那么短暂而珍贵。

第四段：古诗的社会影响

清明节的古诗被广泛传颂和演绎，成为了我国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并且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诗歌具有很高的艺
术价值，且对中国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都有着重要的贡献。
通过阅读古诗，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与沉淀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体验中国的文化独特性，增进民族间的了解和友谊。
同时，由于这些古诗激发了人们对清明节的重视，对缅怀逝



去的亲人和珍惜生命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所以它们对于社
会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五段：总结

总之，清明节是一个传统的祭祖节日；而清明节的古诗则是
中国文化中珍贵的遗产之一。通过阅读和理解这些古诗，我
们可以对古代和当下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挚爱清明节的
民间习俗有更为深刻的了解，同时，还能通过这些价值观去
激励自己，珍惜生命、护住环境、感恩生命、追求美好未来。
它们对于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现代的价值观，环境和文化
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清明的古诗三首篇九

朝代：唐代

作者：杜甫

佳辰强饮食犹寒，隐几萧条戴鹖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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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

这首诗是杜甫在去世前半年多，即公元770年(大历五年)春停
留潭州(今湖南长沙)的时候所写，表现他暮年落泊江湖而依
然深切关怀唐王朝安危的思想感情。

小寒食是指寒食的次日，清明的'前一天。从寒食到清明三日
禁火，所以首句说“佳辰强饮食犹寒”，逢到节日佳辰，诗
人虽在老病之中还是打起精神来饮酒。“强饮”不仅说多病



之身不耐酒力，也透露着漂泊中勉强过节的心情。这个起句
为诗中写景抒情，安排了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开端。第二句刻
画舟中诗人的孤寂形象。“鹖冠”传为楚隐者鹖冠子所戴的
鹖羽所制之冠，点出作者失去官职不为朝廷所用的身份。穷
愁潦倒，身不在官而依然忧心时势，思念朝廷，这是无能为
力的杜甫最为伤情之处。首联中“强饮”与“鹖冠”正概括
了作者此时的身世遭遇，也包蕴着一生的无穷辛酸。

第二联紧接首联，十分传神地写出了诗人舟中的所见所感，
是历来为人传诵的名句。左成文评此二句：春来水涨，江流
浩漫，所以在舟中漂荡起伏犹如坐在天上云间;诗人身体衰迈，
老眼昏蒙，看岸边的花草犹如隔着一层薄雾。“天上
坐”、“雾中看”非常切合年迈多病舟居观景的实际，给读
者的感觉十分真切;而在真切中又渗出一层空灵漫渺，把作者
起伏的心潮也带了出来。这种心潮起伏不只是诗人暗自伤老，
也包含着更深的意绪：时局的动荡不定，变乱无常，也正如
同隔雾看花，真相难明。笔触细腻含蓄，表现了诗人忧思之
深以及观察力与表现力的精湛。

第三联两句写舟中江上的景物。第一句“娟娟戏蝶”是舟中
近景，所以说“过闲幔”。第二句“片片轻鸥”是舟外远景，
所以说“下急湍”。这里表面上似乎与上下各联均无联系，
其实不是这样。这两句承上，写由舟中外望空中水面之
景。“闲幔”的“闲”字回应首联第二句的“萧条”，布幔
闲卷，舟中寂寥，所以蝴蝶翩跹，穿空而过。“急湍”指江
水中的急流，片片白鸥轻快地逐流飞翔，远远离去。正是这
样蝶鸥往来自如的景色，才易于对比，引发出困居舟中的作者
“直北”望长安的忧思，向尾联做了十分自然的过渡。清代
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引朱翰的话评价：“蝶鸥自在，而
云山空望，所以对景生愁。”也是指出了第三联与尾联在景
与情上的联系。

尾联两句总收全诗。云说“白”，山说“青”，正是寒食佳
节春来江上的自然景色，“万余里”将作者的思绪随着层叠



不断的青山白云引开去，为结句作一铺垫。“愁看”句收括
全诗的思想感情，将深长的愁思凝聚在“直北是长安”上。
浦起龙说：“‘云白山青’应‘佳辰’，‘愁看直北’
应‘隐几’”，这只是从字面上去分析首尾的暗相照应。其
实这一句将舟中舟外，近处远处的观感，以至漂泊时期诗人
对时局多难的忧伤感怀全部凝缩在内，而以一个“愁”字总
结，既凝重地结束了全诗，又有无限的深情俱在言外。所以
《杜诗镜铨》说“结有远神”。

此诗有借鉴沈佺期诗句之处，如“人疑天上坐，鱼似镜中
悬”(《钓竿篇》)、“云白山青千万里”(《遥同杜员外审言
过岭》)。

这首七律在自然流转中显出深沉凝炼，很能表现杜甫晚年诗
风苍茫而沉郁的特色。

清明的古诗三首篇十

春暖花开，清明时节，人们在扫墓祭祖的同时，也会诵读古
诗。这些古诗不仅是对故人的缅怀，更是对人生的思考。本
文将从诵读清明古诗的体验出发，探讨对生命、爱情、人生
的感悟。

第二段：诗词中的生命

清明天气晴朗，青山绿水间，桃花依旧笑春风。古代文人通
过描绘春天的美景来表达对生命的思考，如：唐代杜牧《清
明》中的“独泪已成行”，唐代孟浩然的“落花人独立，微
雨燕双飞”，元代王实甫的“寂寥山色放慵眼，碧淡云天任
远思”。这些句子中充满了对生命的叹息和感悟。在诵读这
些古诗的时候，我们不禁会对自己的短暂生命深感无奈，也
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

第三段：诗词中的爱情



清明除了缅怀祖先，还是一个让人思考爱情的好时机。如唐
代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
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草木的生长周期比喻爱
情的短暂和复苏，唐代李清照的《如梦令》中的“知否，知
否，应是绿肥红瘦”则展现出她对爱情的苦闷。这些句子不
仅表达了古人对爱情的思考，也命中了当下人们内心对爱情
的纠结和感慨。

第四段：诗词中的人生

清明的古诗，也是对人生的思考和反思。如唐代王之涣的
《登鹳雀楼》中的“百川日东流，何限鹤归来”以鹤的归来
比喻人生的轮回变化。唐代杜甫的《登高》中的“呜呼！青
山响，何处秋爽？素手青条挂，酒泉子温瑟”则表达了他对
人生的追求和感触。这些诗句让我们在清明时节暂别喧嚣，
静心思考，感受人生的短暂和无常。

第五段：总结

清明时节，诗词伴我们前行。从古人的视角看待生命、爱情、
人生，让我们深刻理解到生命短暂，爱情脆弱，人生苦短。
静下心来，用诗词去感悟，不仅能够赋予我们力量和智慧，
也让我们去更珍惜眼前的一切，并享受诗词带来的人文情怀。

清明的古诗三首篇十一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之一，是我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五个
节气，每年都会在4月4日或5日之间举行。这个节日有着悠久
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祭祖。与此
同时，在清明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
重读古诗，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古诗作为我国优秀的文化
艺术形式之一，既有精湛的艺术价值，也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通过诗歌来表达感情和思想。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可
以通过阅读古诗来缅怀祖先，汲取古代先贤的智慧，品味传



统文化的魅力。

第二段：清明古诗的意义

清明古诗是我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表达了人们
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也反映了人们对生命和人生的深
刻思考。清明古诗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既严谨又诗美的文化形
态，它既是人们情感表达的载体，又是道德观念的体现。读
古诗可以让我们充分感受到诗歌中蕴含的精神力量，领悟历
代先贤的思想智慧，同时也可以进一步了解和感受民族文化
的底蕴。清明古诗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描述了自然景色和人
民生活的美好，更在于它为今人提供了借鉴与启迪的思考路
径，引领我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第三段：清明古诗的特点

清明古诗有着清新、自然的文化特点，许多清明古诗能够以
小见大，勾勒出一幅自然风光图景，既细腻又绚丽。例
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唐代文学家杜
牧），通过生动的词藻和小巧的句式，将人们在清明节的心
情生动地刻画出来。此外，清明古诗还多有怀古之意，通过
对历史和文化的回顾，表达对过往岁月的怀念和对当代的思
考。总体来讲，清明古诗以真实、自然的笔触，描述了人们
对自然和历史的感知，赋予了我们的心灵以愉悦和感悟。

第四段：清明古诗的经典作品及其艺术价值

清明古诗中有很多经典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诗人杜
牧的《清明》、宋代文学家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等。
这些作品既是文化遗产，也是艺术精品，留下了丰富的文化
内涵和优秀的艺术价值。例如，杜牧的《清明》描绘了一个
特殊的天气和人们因此而感到的悲伤和凄怆，呈现了中唐时
期的文化生态和人们的思想情感。其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对
清明节的生动描绘和对自然的自然表达，更体现在对人性和



情感的深刻理解。这些经典作品不仅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浓郁
的艺术氛围，也宣扬了人文精神和文化自信。

第五段：从清明古诗中汲取智慧与感悟

清明古诗中的智慧和感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待领悟的地方。
这些文化瑰宝能够教育我们如何爱护自然、传承文化和思考
生命意义，引领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注重生活品质，关注社
会现实，从而实现全面的人格提升。例如，辛弃疾的《青玉
案·元夕》描写的是一种对岁月逝去的叹息和对生命短暂的
感慨，其恢弘壮阔的文化氛围和深刻的哲学内涵，为每一个
在世界中游荡的人带来了深刻的人生反思和审视。因此，从
清明古诗中汲取智慧和感悟，不仅与我们的个人成长和文化
自信息息相关，也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推广和弘扬具有重要
的意义。

总结：

在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环境下，我们需要回到传统文化的源
头，以清明节和清明古诗为媒介来缅怀先贤、怀念过去，以
此不断地激发人的思想和情感。读清明古诗需要一定的文化
素养和情感体验，它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一种优美的文化修
养方式，也为我们赢得了未来生活的支撑和力量。希望我们
每一个人都能够重视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我们优秀的文化
历史，让我们的生命之路更加充实而有意义。

清明的古诗三首篇十二

一郡官闲唯副使，一年冷节是清明。

春来春去何时尽，闲恨闲愁触处生。

漆燕黄鹂夸舌健，柳花榆荚斗身轻。



脱衣换得商山酒，笑把离骚独自倾。

春巷夭桃吐绛英，春衣初试薄罗轻。

风和烟暖燕巢成。小院湘帘闲不卷，

曲房朱户闷长扃。恼人光景又清明。

柳户朝云湿，花窗午篆清。

东风未放十分晴。留恋海棠颜色、过清明。

垒润栖新燕，笼深锁旧莺。

琵琶可是不堪听。无奈愁人把做、断肠声。

晴晓国门通，都门蔼将发。

纷纷洛阳道，南望伊川阙。

衍漾乘和风，清明送芬月。

林窥二山动，水见千龛越。

罗袂罥杨丝，香桡犯苔发。

群心行乐未，唯恐流芳歇。

风景清明后，云山睥睨前。

百花如旧日，万井出新烟。

草色无空地，江流合远天。

长安在何处，遥指夕阳边。



君与田苏即旧游，我于交分亦绸缪。

二年隔绝黄泉下，尽日悲凉曲水头。

鸥鸟似能齐物理，杏花疑欲伴人愁。

寡妻稚子应寒食，遥望江陵一泪流。

清明的古诗三首篇十三

一郡官闲唯副使，一年冷节是清明。

春来春去何时尽，闲恨闲愁触处生。

漆燕黄鹂夸舌健，柳花榆荚斗身轻。

脱衣换得商山酒，笑把离骚独自倾。

春巷夭桃吐绛英，春衣初试薄罗轻。

风和烟暖燕巢成。小院湘帘闲不卷，

曲房朱户闷长扃。恼人光景又清明。

柳户朝云湿，花窗午篆清。

东风未放十分晴。留恋海棠颜色、过清明。

垒润栖新燕，笼深锁旧莺。

琵琶可是不堪听。无奈愁人把做、断肠声。

清明的古诗三首篇十四

原本就令人寒心的清明在今天这种阴雨绵绵天气的陪衬下越



显死寂，本来早上纠结着起床，鼓起勇气去自习，结果，咱
伟大的西油大图书馆中午闭馆，我本不想呵斥这种事情，不
过，我还是的唠叨几句。

蓉城或者香城的春天怎么找不到春暖花开的感觉？或许是我
对春天的要求过于苛刻吧，但是，这座城市确实给我一种不
好得印象，这里不曾找到家的感觉更不要说家的温暖。每天
午夜闭上眼睛时感受不到城市的脉搏，清晨睁开眼触摸不到
城市的呼吸，偶尔的警鸣声和爆破声着实让人增添几分不安，
虽然，毫不避讳的说这是在危言耸听，不过，总比什么感觉
都没有的好！

清明假期一晃而过，未曾留下什么，回想起来觉得惜兮，这
种失落感让人觉得悲壮。惋惜的是，我连离我最近的桂湖没
有前去涉足或者观赏，；悲壮的是，时间从我的指尖溜走的
时候，我的感觉是如此麻木，唯一念念不忘的是承诺，对的，
我至少完成我的那份工作，这让我还有点侥幸的“功绩”呈
现。

或去几十个春秋之后的清明，我沿着生命的轴线拼命地向后
奔跑，沿途所见的无不让我感觉触目惊心、瞠目结舌。我把
青春的绚丽冠冕堂皇的丢弃在无人的街头，风吹雨淋慢慢的
风化，从此湮没在耀眼的阳光下。

总有一天我会坐在吱吱作响的藤椅上面露微笑的翻阅哪尘封
在心房的日记本，然后，用眼角的泪水唤醒沉睡的记忆，我
不敢想象那时的我会有怎样的表情，或许荣光满面或许羞愧
无比亦或许泪流满面。是的，岁月流失是不会顾及任何人的
感受；是的，生命就是在阵阵喧嚣中启航而在悄无声息中陨
落，有的人，终生本分老实与世无争，到最后，徒有虚名于
人间，我不想刻意的夸耀某人更不要随意的诋毁别人，所以，
在生命中我选择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

青春留给我的不只是一段耐人寻味的日记更是一部让我不敢



回头的电影

清明的古诗三首篇十五

南北山头多墓田，

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

泪血染成红杜鹃。

月落狐狸眠冢上，

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酒须当醉，

一滴何曾到九泉。

闲来无事，捧起一本民国时期某书局出版的竖排书——《千
家诗释注》，读到卷下时，一首宋人高菊磵的七律诗映入眼
帘，诗名曰《清明》，在古朴的书页映衬下，那娟秀的行楷
字令人赏心悦目，那繁体的诗句仿佛也有了灵性，读来也令
我荡气回肠了。

这首七律是作者高菊磵，在距今1000年左右，以清明为题写
就的。清明节气在我国是个重要节气，这时的气候在我国的
大多数地区来说，已进入到春和景明之时：万物生发，草长
莺飞，人们穿着的衣物也逐渐单薄起来。清明节又是我国的
传统节日，又名寒食节，是为了纪念春秋战国时期的介之推
设定的。清明节的前三天，人们在吃饭中不动火，就吃些寒
凉的食物，顾名思义“寒食”是也。清明节又是民间缅怀先
人的传统节日，在这一天的前三天或后四天，都可以到先人



的坟上摆些祭品，烧些纸钱，以示祭拜。民间有前三后四的
说法，只有在这几天里，阴间才向我们阳间敞开了大门；假
若你想给先人送些东西，或者交流一下，这几天里这可能是
可以的。也许是高先生在清明这一天也带了些祭品和纸钱，
到他家的先人坟上凭吊了一下，晚上归来，回到了家中，妻
子置办了几个下酒小菜，他端上了二两小酒，开始了反思。
这时，堂中烛明，儿女欢笑，其乐融融。

二两小酒下肚，想起了先人的抚育之恩，不免悲从中来，感
怀下涕，哭出了声来。在悲泣中，诗意也在他的心头开始萌
发，草长莺飞了！

他的思绪又回到了墓园之情景。首联吟道：南北山头多墓田，
清明祭扫各纷然。颔联吟道：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
杜鹃。

酒过三巡，夜过五更，碟中残豆几粒，壶中几许省酒，高先
生宽带薄衣，其间昏昏，伏案睡去，醒来后，不觉身感寒凉。
他把仅有的省酒倒入杯中，吟出了尾联：人生有酒须当醉，
一滴何曾到九泉。

掩卷沉思，前段时间我也看到一个醉的，那毕氏竟然在某国
大使馆设立的酒宴上买醉，不知道是真醉还是假醉，在清明
期间，公然辱没我们共和国的先人和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当今
的保护者——人民解放军，公然对地主阶级喊冤叫屈，我想，
他不是真醉，他是假醉。

5月9日，我们高调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俄罗斯在
莫斯科红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阅兵式，欧洲部分国家在5月8
日也举行了相应的仪式。举办这些仪式的目的，是纪念我们
的胜利，纪念那些为夺取胜利死去的将士。死者长已矣，再
隆重的仪式他们都不会知道了，那些祭祀的美酒，正如高菊
磵先生所说，一滴也不会到九泉了。



我想，纪念的真正的目的：一是对今人的安慰；二是对未来
的恐惧。

清明的古诗三首篇十六

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

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藉。

红粉暗随流水去，园林渐觉清阴密。

算年年、落尽刺桐花，寒无力。

庭院静，空相忆。无处说，闲悉极。

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

尺素如今何处也，彩云依旧无踪迹。

谩教人、羞去上层楼，平芜碧。

洒洒沾巾雨，披披侧帽风

花燃山色里，柳卧水声中。

石马当道立，纸鸢鸣半空。

墦间人散后，乌鸟正西东。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清明的古诗三首篇十七

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1.断魂：形容凄迷哀伤的心情。

2.借问：请问。

3.遥指：远远地指着。

这首诗描写清明时节的天气特征，抒发了孤身行路之人的情
绪和希望。

清明时节，天气多变，有时春光明媚，花红柳绿，有时却细
雨纷纷，绵绵不绝。首句“清明时节雨纷纷”写出了“泼火
雨”的特征（清明前两天是寒日节，旧俗要禁火三天，这时
候下雨称为“泼火雨”）。次句“路上行人欲断魂”写行路
人的心境。“断魂”，指内心十分凄迷哀伤而并不外露的感
情。这位行人为何“欲断魂”呢？因为清明在我国古代是个
大节日，照例该家人团聚，一起上坟祭扫，或踏青游春。现
在这位行人孤身一人，在陌生的地方赶路，心里的滋味已不
好受，偏偏又淋了雨，衣衫全被打湿，心境就更加凄迷纷乱
了。

如何排遣愁绪呢？行人自然想：最好在附近找个酒家，一来
歇歇脚，避避雨；二来饮点酒，解解寒；更主要的可借酒驱
散心中的愁绪。于是他问路了：“借问酒家何处有？”问谁，
没有点明。末句“牧童遥指杏花村”中的“牧童”二字，既
是本句的主语，又补充说明上句问的对象。牧童的回答以行
动代替语言，行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在一片红杏



盛开的树梢，隐隐约约露出了一个酒望子（古代酒店的标
帜）。诗到这里戛然而止，至于行人如何闻讯而喜，兴奋地
赶上前去，找到酒店饮上几杯，获得了避雨、解寒、消愁的
满足等等，都留待读者去想象。

由于这首诗的广泛流传，“杏花村”三字在后世便成了酒家
的雅号。

本文中基本包含了古诗的大体内容，在准备考试时，可以做
复习材料看看，有助于语文考试诗词类题。

清明的古诗三首篇十八

2、过了清明日愈迟宋陆游《残春》

3、时令过清明宋陆游《嘲布谷》

4、吴地清明未减寒宋陆游《出游》

5、长亭小市近清明宋陆游《春感》

6、鸦随墦祭过清明宋陆游《春晴自云门归三山》

7、苦无多日是清明宋陆游《春日》

8、人家插柳记清明宋陆游《春日》

9、始知今日是清明宋陆游《春日绝句》

10、梨花杨柳清明过宋陆游《春日杂赋》

11、藉草作清明宋陆游《春日杂题》

12、一春转盼又清明宋陆游《春思》



13、插花藉草醉清明宋陆游《春晚感事》

14、梁州一别几清明宋陆游《春晚怀山南》

15、不待清明寒食节宋陆游《春游》

16、醉到清明得几回宋陆游《芳华楼夜饮》

17、西邻日日是清明宋陆游《感旧绝句》

18、秋千蹴鞠趁清明宋陆游《感旧四首末章盖思有以自广》

19、生世几清明宋陆游《黄祊小店野饭示子坦子聿》

20、常思南郑清明路宋陆游《梨花》

21、记取清明果州路宋陆游《柳林酒家小楼》

22、蚕房已裹清明种宋陆游《暮春龟堂即事》

23、清明乃尔寒宋陆游《清明》

24、闻道风清明月夜宋陆游《题四仙像》

25、和风薄霭过清明宋陆游《晚春感事》

26、清明后宋陆游《西湖春游》

27、清明浆美村村卖宋陆游《闲游》

28、寒食清明数日中宋陆游《饮张功父园戏题扇上》

29、清明气始和宋陆游《幽居杂题》

30、藉草作清明宋陆游《雨闷示儿子》



31、已过清明尚浅寒宋陆游《园中小饮》

32、回头六十七清明宋陆游《云门独坐》

33、今日清明宜看山宋陆游《招客看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