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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背景与作者简介



唐代社会风貌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艺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唐

代社会以开放、包容著称，各种文化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唐代风貌。

文学特点
唐代文学以诗歌为主流，呈现出多样化、繁荣发展的特点。唐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艺术水

平高超，被誉为“诗的黄金时代”。唐诗注重抒发个人情感，表达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同时

善于运用丰富的意象和生动的语言，营造出优美的艺术境界。

唐代社会风貌及文学特点



VS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

，号香山居士，是唐代著名的现实主

义诗人之一。他一生历经多个朝代，

见证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白

居易的诗歌作品以真挚的情感、朴实

的语言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而著称。

创作风格

白居易的创作风格以平易近人、通俗

易懂见长。他善于运用生动的比喻和

形象的描写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

情。同时，白居易的诗歌作品还具有

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关注社会现实

，反映人民疾苦，表达了深厚的人道

主义情怀。

白居易生平

白居易生平与创作风格



《长恨歌》是白居易创作的一首长篇叙事诗，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通

过丰富的想象和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二人之间缠绵悱恻、动人心弦的爱情故事。该诗的

创作背景与唐代的历史事件密切相关，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也寄寓了作者对历史

的深刻思考。

创作背景

《长恨歌》自问世以来便广为流传，深受人们喜爱。它不仅被传颂于民间口头文学之中，

还被后人多次改编成戏剧、电影等艺术形式进行演绎。同时，《长恨歌》也是中国古典

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之一，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流传情况

《长恨歌》创作背景及流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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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内容与艺术特色分析



节奏把握与韵律美感
全诗节奏鲜明，韵律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使读者在欣赏故事情节的同时，

感受到诗歌的音乐美。

线性叙事与时空跳跃
从开头至结尾，《长恨歌》以时间顺序叙述了李杨爱情悲剧，通过时空跳跃手

法，展示了二人情感的起伏变化。

情节设置与戏剧冲突
诗中精心安排了多个情节，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军不发无奈何”等，

通过戏剧性冲突，突显了李杨爱情的悲欢离合。

叙事结构梳理与赏析



诗中通过“汉皇重色思倾国”、“君王掩面救不得”等描写，刻画了一个既多情又无奈的帝王形

象，展现了其复杂性格。

01

02

03

人物形象刻画及心理描绘

李隆基形象分析

杨玉环被描绘成“天生丽质难自弃”、“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绝世美女，她的美貌、才华和悲惨

命运构成了诗歌的重要元素。

杨玉环形象塑造

通过细腻的心理描绘，如“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等，深入剖析了李杨二人在爱情

与权力、生死与离别之间的挣扎与抉择。

人物心理深度剖析



自然意象与情感寄托
诗中运用了大量自然意象，如“芙蓉帐暖度春宵”、“蜀江水碧蜀山青”等，将自然景物与人物情感融为一

体，寄托了深沉的离愁别恨。

意象运用与意境营造技巧

色彩意象与视觉冲击力
通过鲜明的色彩对比，如“云鬓花颜金步摇”、“翠翘金雀玉搔头”等，增强了诗歌的视觉冲击力，使读者

仿佛置身于五彩斑斓的画卷之中。

梦境意象与虚实相生
诗中多次出现梦境意象，如“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

等，通过梦境与现实的交织，营造了一种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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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思想探讨与价值观引导



爱情观念在诗歌中的体现

忠贞不渝的爱情追求
《长恨歌》通过描绘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展现了双方对爱情的坚定执着和忠贞不渝，

这种爱情观念对当代青少年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爱情中的责任与担当
诗歌中不仅强调了爱情的甜蜜与浪漫，更通过李杨二人的爱情悲剧，凸显了爱情中责任与担当

的重要性，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

爱情与社会的关联
通过探讨李杨爱情悲剧的社会原因，可以引导青少年认识到爱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社会、

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紧密相连。



《长恨歌》以李杨爱情故事为线索，展

现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通过对

这段历史的深刻反思，可以引导青少年

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增强历史责任

感。

对历史的深刻反
思

历史背景下的人文关怀思考

诗歌中通过描绘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和

行为举止，深入剖析了人性的复杂性和

多面性，有助于青少年更好地理解人性，

提高人际交往能力。

对人性的深入剖
析

作为一首古典诗歌，《长恨歌》蕴含着

丰富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通过学习

这首诗歌，可以引导青少年更好地传承

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对文化传统的传
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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