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衔玉BY长青长白-翠峦之巅探秘古代诗人笔下的衔玉艺术
<p>翠峦之巅：探秘古代诗人笔下的“衔玉”艺术</p><p><img src="
/static-img/fn7Q-CwqMn1A9nIA90sDf0430xCpjqDMccfWCQGxBu
AndM481O6_Bne0j_XwUAd9.jpg"></p><p>在中国古典文学中，“
衔玉BY长青长白”这个词组经常被用来形容一种美好的景象或者境界。
它源自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句：“衔玉归去来兮，长安一梦中。”这句话
本身就充满了对自由和远离尘世喧嚣的向往。在这里，“衔玉”指的是
拿着宝石返回的状态，而“BY长青长白”则是指永恒不变、绿意盎然和
纯洁无瑕。</p><p>在很多古代诗文中，这个词组经常被用作对自然美
景的赞叹，或是对友情、爱情或政治理想的一种抒发。比如，宋代诗人
苏轼有句名言：“山高月小水長天大”。他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对
于自然美景以及内心世界深邃与广阔的感受。</p><p><img src="/sta
tic-img/EKa7vDIbRb-w9oe3A9hkZU430xCpjqDMccfWCQGxBuDK-
MOHwNxIgWpS3FK0EMK6V9cuJApZjq1YyR3B1r_kOgQyagCujfUi
kPuwSlLEInf0KtAhRIbmBPbyK0wVX3hq7l-CwdWStpRz-1tx98__s
CnhAaQA3AGsv-USd4OEjTM.jpg"></p><p>这样的艺术手法，在当
时社会中的确有一定的文化影响力。许多书画家也会借鉴这种风格，将
其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比如明朝书画家王铎，他的一些山水画作品，
就能够让人仿佛置身于“衔玉BY长青长白”的境界之中。</p><p>现代
文学上也有类似的体现，如梁实秋先生他的散文《日出》里提到了：</
p><p><img src="/static-img/a6No5ACh7U_Gl1JOwE0KRE430xC
pjqDMccfWCQGxBuDK-MOHwNxIgWpS3FK0EMK6V9cuJApZjq1Yy
R3B1r_kOgQyagCujfUikPuwSlLEInf0KtAhRIbmBPbyK0wVX3hq7l
-CwdWStpRz-1tx98__sCnhAaQA3AGsv-USd4OEjTM.jpg"></p><p
>&#34;我坐下，看那一片片开花的地方，那树林里的野花，也真是好
看极了。我想起了一首老歌——&#39;东风不与周郎便&#39;,你说那不
是很好吗？&#34;</p><p>这段文字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衔玉BY长青长
白”，但可以看出作者通过描写春天的情景，展现出了对自然美丽以及



历史文化传统的一种热爱和尊重。这也是对“衔玉BY长青长白”的一种
延伸理解。</p><p><img src="/static-img/tnbJFnzupj21bITehk6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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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p>总而言之，“衔玉BY長青長白”这一词组，不仅仅是一个
简单的文学成分，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审美观念，是我们今天还
能从那些古人的笔下汲取营养的一个窗口。</p><p><a href = "/pd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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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lternate" download="497900-衔玉BY长青长白-翠峦之巅探秘
古代诗人笔下的衔玉艺术.pdf"  target="_blank">下载本文pdf文件</
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