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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之思，行在路上 

——羁旅边塞主题唐诗群文阅读教学思考  

胡瑶 
（溧阳市光华初级中学  江苏  溧阳  213300） 

摘  要：部编教材选录的古诗词主要涉及“送别”“怀古”“思乡”“羁旅”“登临”“边塞”等主题。以主题为单位打通教材所选诗

歌，对相同主题诗歌进行分类统整教学，便于学生学习，引导学生看见树木，更见森林。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课外古诗词诵读《峨眉

山月歌》《江南逢李龟年》《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夜上受降城闻笛》四首羁旅边塞主题唐诗，紧扣文人愁思，一脉咏之。本文从唐代

安史之乱历史前后的诗歌内容和思想的变化踪迹为出发点，从诗人的创作背景切入，按照少年至中年到暮年的时间线梳理出唐诗和唐

史紧密相连的命运线。意在让学生站在历史的角度解读文学，知人论世，知史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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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朝代，它伟大而开放，辉煌且灿烂，

两千多个诗人在这个朝代留下姓名，它就是唐代。人们能想到的

任何美好的意象、浩大的意境以及人的所有情感，都被唐朝诗人

写尽了。唐诗的美学韵味深深吸引着一代代的人们，倘若要品味

唐诗之美，需要厚植核心意象，想象诗歌意境，更要联系唐朝的

历史，方能探寻它所蕴含的民族审美和情感。唐诗的发展和唐代

历史同呼吸共命运，笔者就以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课外诗词诵读

的四首唐诗为例，在群文阅读的视阈下思考特定历史背景下诗人

的悲欢离合。 

一、《峨眉山月歌》——少年离乡行舟上，建功思友长。 

说到意象，唐朝诗人笔下描绘最多的意象，堪称“网红意

象”“流量意象”的，便是中秋节的主角——月亮，它至少被唐

朝诗人书写了 5000 多次。一个唐朝诗人若没有一首描述月亮的

诗流传下来，他都不算是真正的诗人。一众诗人中最喜欢写月

亮，写得最有意境的定是被世人称为诗仙的李白。从“小时不识

月，呼作白玉盘”（《古朗月行》）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

乡。”（《静夜思》）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

独酌》）到“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

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李白与明月的渊源颇深。若要说李

白群月诗中哪一轮明月更具有特别的意义，当属《峨眉山月歌》。 

公元 724 年，24 岁的李白初次离乡出蜀，作为踏入江湖的第

一首诗歌，在《峨眉山月歌》中陆续出现了“峨眉山”“平羌江”

“清溪”“三峡”“渝州”五个地名。星夜兼程，山水叠叠，可

见路程之远。少年离家，大多为名利事业，搏个前程似锦。“仗

剑去国，辞亲远游”，李白自是怀着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和理想

生活，但这个生活过几十载的山清水秀的蜀地，又使他的壮志满

怀中夹杂着留恋的情绪。所以诵读此诗，需要学生读出一种既有

憧憬未来的喜悦轻快之情，又有对友人恋恋不舍的沉重情绪。 

少年离乡行舟上，建功思友长。724 年，少年李白带着喜悦

和不舍第一次离开家乡，离别旧友，踏入江湖，迎接他的将是辉

煌而繁华的盛唐。诗人们穷尽笔墨赞美盛唐气象，书写了许许多

多的诗句。此处，可适当补充盛唐诗人对繁华盛世的歌颂之语，

如“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杜甫）“忆昔先皇巡

朔方，千乘万骑入咸阳”（杜甫《忆昔二首》）“万国笙歌醉太

平，倚天楼殿月分明”（杜牧《过华清宫》），就连李白自己也

酒后吟诗“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李白《清平

调》）虽则是赞美杨贵妃之美，也间接展示唐朝之盛。然而盛极

必衰，在公元 755 年，一场改变唐王朝命运的祸事兴起，扰乱了

这繁华的梦境，整个国家陷入战火之中，一霎时，文人颠沛流离，

文坛冷寂无声。 

终于，在安史之乱后第二年的九月，在一个特殊的佳节——

重阳节。岑参以一首七绝边塞诗引发了长安文人的热议评论。 

二、《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夜上受降城闻笛》——壮年戍

边军旅中，归乡却无望。 

在进入下面两首诗歌的教学时，可以让学生试着模仿长安文

人的身份，从读入手，边读边赏，对两首诗歌的字词诗句加以点

评，并用笔批注。有意识的引导学生挖掘核心意象，如“故园菊”

“沙似雪”“月如霜”，感受边塞诗独有的意象和意境。通过点

评和资料，让学生诗人思考岑参为何在重阳节登高，抒发了诗人

怎样的情感。在得出思乡的答案后，进一步提问，诗人为何用陶

渊明在重阳节的菊花从中想喝酒，恰逢友人送酒来的典故呢？此

时补充该“白衣送酒”典故的资料和在同时期岑参所做另外两

首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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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军二首》                      （二）《北庭

作》                           

吾窃悲此生，四十幸未老。                 秋雪春仍下，

朝风夜不休。 

一朝逢世乱，终日不自保。                 可知年四十，

犹自未封侯。 

可得出结论：戍边的岑参心愿无他，但建功立业，家国平安

耳。然而他希望建功立业，却困守边塞，希望家国平安，这乱世

却由不得自己。因此诗中“无人送酒”也寓意着心愿无法实现，

呈现出一种悲伤消极之情。但若仅仅只有消极之意，那便流于庸

俗。此处需要让学生体会到，本诗可贵之处正是在于诗歌后两句

情绪的细微转变，应秋而来的“故园菊”在残垣断壁之间盛开，

这是一种及其富有冲击力的画面。需要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结

合社会实际，对烽火下的细微之美进行体悟。笔者认为此处还可

以勾连旧知，史铁生《秋天的怀念》中对北海的菊花的描写以及

母亲反复提及的“好好儿活”。更能帮助学生体悟在战乱不休的

边塞，诗人对和平和希望的渴望和坚守。 

756 年，岑参戍守边塞，离家已久，本该四十而不惑的他，

却对个人前途和家国未来充满了迷茫。迷茫而低沉的情绪，即便

安史之乱结束，也一直蔓延在边塞，这时的边塞诗已经缺少“黄

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情壮志，而变成与敌人陷

入长期胶着状态下的“怨”，更多的是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如李

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 

教学时，可以让学生结合诗句对唐朝边塞的画面进行描述，

分析画面的色调应为阴冷、阴暗，整体氛围萧瑟苍凉。同样厚植

诗歌核心意象，充分体会诗人营造出的凄冷空寂意境。进一步思

考：在茫茫无际的沙漠，单枪匹马守夜的诗人会滋生出何种情

绪？答案应是不言自明。那么如何读出这种思乡之情，要对那些

字词重读？在这一层层的剖析下，让学生自主对“尽”“一夜”

等字眼细细品味。为何望乡？因为盼望归乡。回得去吗？回不

去。征人无一不都望乡的情态，正是中唐时期边塞诗歌呈现消

极、怨恨情绪的真实写照。本诗抒发了征人无尽的思乡之愁情。

一如李白望的不是峨眉之月，而是故乡之月。李益听的也不是芦

管之音，而是思乡之音。所以此时应提醒学生再次读诗，读出悲

伤、无望的思乡情绪。 

壮年戍边军旅中，战乱连连、归乡却无望。780 年，回荡在

边塞上的一曲笛声，勾起了无数出征戍边军人的愁思。他们望

乡，却不能归乡。人的际遇各不相同，有人边塞尽望乡，有人他

乡遇故知。 

三、《江南逢李龟年》——暮年漂泊江南里，他乡悲国伤。 

如果李白绣口一吐为半个盛唐，那另外半个必是在写诗为史

的杜甫那儿。看清现实后，却仍然对这个国家爱得深沉，杜甫着

实是个悲情英雄。英雄迟暮所书，最是不忍卒读。起因很是寻常，

子美为纪念自己在江南遇见了少年时期在东都洛阳城的乐师朋

友，李龟年。忆当年，小杜翩翩少年，盛名传东都，岐王宅里常

见李龟年之人，崔九家中多闻李龟年之声。歌舞之声犹然在耳，

倏忽已辗转四十年，二人再度相逢，究竟是执手相顾无言，还是

追忆开元盛世？李龟年有没有对杜甫说些什么呢，有无再唱上一

曲？相遇后的种种，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作者并没有在诗歌中书

写，他转而说了面前的“江南好风景”。 

那么究竟为何如此，对于“江南正直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

君”两句，相信学生有自己的解释和体会。笔者认为此处可稍作

引导，比如：自然正是好风景，但可惜哪里不再拥有有好风景？

何处的繁华不再了？再比如：江南风景虽好，却也已经到了落花

的暮春时节。正如过往岁月再美好，也会消逝。个人身世凋零的

背后，更是国家落魄气数将近的征兆。 

暮年漂泊江南里，他乡悲国伤。770 年，杜甫逝世的当年，

他漂泊在江南一带，无所定居。临死前他乡遇故知，却没有喜悦，

只有对繁华逝去的追忆和悲哀。 

从少年到壮年再到暮年，从离乡到戍边到漂泊，唐代文人的

一生大多都在路上，笔下的文字也和个人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

关。悲欢离合总无情，羁旅一生，思，在路上。明月还是同一轮

月，但四首诗歌间，一个朝代的悲喜，却这样轻轻翻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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