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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云雾降水物理学的角度学习和分析了一些中国古诗词"内容有#

!

&分析和统计了唐诗
?$$

首和

毛泽东诗词中用到云雾雨雪等字的百分比!其分别占总首数的
=9d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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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和分析了描述自然过程$

大气过程有云雨雪等字的诗 %词&句'

?

&从现代科学观出发!分析了在一些古诗词中有关云$雨$霜$露等

的理解!并作了一些评述'

=

&对古诗词中直接描述云$雾$雨$雪的内容进行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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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雾$雨$雪!露$霜$霰$雹$雷$霞

等是气象中重要的天气现象!也是云物理学研究

的基本对象"

云$雾$雨$雪等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这些现象从人们的孩童起就已是谁人不晓!

无人不知!它伴随着人们的一生"

云$雾$雨$雪与人类的生产活动也是密切

相关!它既促进和丰富了人们的生产活动!也给

生产带来了困难和危害"

既然文学包括诗词要反映$描绘$引导人们

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也必然要涉及到云$雾$雨$

雪"描述到天时地利!就少不了天气及其对环境

的影响!也就少不了云$雾$雨$雪的出现"它

们既与大气$地球表面$花草树木$生态环境相

互组合和影响!也与人类社会相互影响"

诗词等文学形式讲究表达诗人的感觉$感情$

思想和作为!云$雾$雨$雪是一些很好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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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描述!可以借以比喻$想象和发挥"诗

人怀有豪情壮志时可以用它!在悲愤失意时要用

它!喜怒哀乐及褒贬时也用它!诗人在阐述人生

哲理!说明自然过程时也可以用它"

中国诗词浩如烟海!为了反映一个小侧面!

以清朝蘅塘退士所编的唐诗三百首(

!

)为例!在所

编的唐诗
?#!

首中!有云$雾$露$霜$霞等其

中一个字的有
!!=

首!占全部诗的
?979d

!有雨$

雪$霰$雹$雷等其中一个字的有
;#

首!占全部

诗词的
##7=d

!二者都算!即一首诗中有上述一

个字 %包括一个字以上&共有
!=?

首!占总数的

==7"d

!可见!

唐诗
?#$

首!多少 "云#"雨#在其中$

唐诗三百首(

!

)中有李白的诗
?9

首!杜甫的诗

?@

首!其中!有云$雨$雪$霜者分别为
#;

首和

#?

首!其比例为
;;d

和
9@d

!二人共占比例为

"<d

!真如#

唐诗三百多!李杜七十四%

有字云雨雪!占了五十首%

毛泽东诗词也是很有名的(

#

)

!经作者生前亲

自校订定稿的有
=#

首!其中!有云$雾$雨$雪

等一个字的有
!=

首!二个字的有
!$

首!

?

个字的

有
=

首"总之!

=#

首中有
#<

首有云$雾$雨$

雪!占
""7#d

"可见!毛泽东也喜用和善用云$

雾$雨$雪等字"

是否可以说!上述小统计说明写诗作词往往

用到云$雾$雨$雪等字!这些字及表达的内容

丰富和美化了各家的诗词"

顺便提一下!在唐诗
?#!

首中有日$月二字

之一者!有
!""

首!占
9!7@d

!有风字者有
<<

首!占
#;79d

!可见!诗人们对日和月!是非常

偏爱的!半数诗词中都有日或月"天气现象的风!

也是诗人所垂青的"

本文主要评论描述自然过程含有云$雨$雪

等字的诗句!分析在一些古诗词中有关云$雨$

露$霜等的理解以及对古诗词中直接描述云$雨$

雪的内容进行评述"而对于在古诗词中用来描写

四季风光!描绘人生喜怒哀乐$儿女情长$闲情

逸趣$豪情壮志和表达人生哲理的!有云$雾$

雨$雪等字的诗句分析!将在另文论述"

二

诗词中有一些佳句是描述自然过程和说明因

果关系的!关于云雨的过程和作用在诗句中也有

所述!请读#

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

!

!

?

'

%

说云变成乌黑时将下雨!水面平静时易产生

雾气!从云雨观测知(

=

!

9

)

!下雨的云!不论是对流

云或是层状云!一般都是云层厚!含水量大!即

在垂直方向积分含水量大!这时太阳的短波辐射

不能穿透云层!所以从云下的地面上看!云变为

灰黑色!看来!云变黑要下雨已为古人 %如李白

等&所认识!这是一条很好的临近预报经验"在

水面平静无风时!特别是在夜间!地面的辐射降

温!使河面$湖面$池塘和小溪的水面温度高于

地面!水在表面蒸发!在水面上形成一层由于水

汽饱和凝结成的雾!看似一层白色的烟气!古人

认识到在无风时水面上形成的蒸发雾"

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

!

?

'

%

说渭城早晨的雨打湿和冲刷了尘埃粒子!使

得房屋清洁!柳树新鲜!这句很好地描述了雨水

%滴&对尘埃粒子的冲刷作用!雨水不只冲刷了空

中的尘粒和污染气体!也冲刷了屋顶和树上枝叶

的尘土!使得空气新鲜!屋舍清洁!柳树枝叶好

似新长出来的鲜嫩"而雨滴打落花果!特别是又

有风又有雨时!除了雨的冲刷!还有风的吹打!

在古诗中常有提及#如(

!

!

?

)

#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

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

还有一些诗句描绘下雨后的情景和现象!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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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泉涌!雨后潮涨河满!雨后天气凉!雨后新

竹长!雨后草木滋润而肥长(

!

!

?

)

"

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竹邻新雨后!山爱夕阳红%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

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

一溪绿水皆春雨!两岸青山半夕阳%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雨歇林间凉自生!风穿径里晓逾清%

上述雨后的许多现象!都与下雨有关!存在

着一定的因果关系!这是人们生活中观测积累的

经验!也是有科学道理的(

=

!

9

)

"

还有描述地方气候特征的!如(

!

!

?

)

#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

在江南主要是指长江下游的阴历五月 %阳历

在
"

"

;

月&!黄梅成熟的季节里!天天都在下雨!

短则几天!长则可达
#$

"

?$

天!称此为黄梅雨"

从气象上说!主要是一条准静止的梅雨锋在长江

中下游南北摆动!形成长时间的降雨"锋区有混

合云系!即有积状云和层状云并存!所以降水效

率提高!时间延长(

9

)

"这个气候特点!早为古人

所认识"另外!.家家雨/只是指地域广之意!没

有包含黄梅雨持续时间长的特点"似乎用 .天天

雨/更妥43

而在北方的塞北!那里是高寒地带!天气寒

冷!到阴历八月 %即阳历
@

"

!$

月&就开始下雪!

古人对此早已熟悉"

三

诗人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和感觉来对云雾雨雪

下定义$称呼和描述"国际上对云有一套分类方

法和定名!气象观测上对云的定名$特性$编码

也有规则(

=

!

9

)

!二者之间是不一样的!如何彼此理

解和构通!应该是有意义的"

诗词中对云有多种称呼和描绘(

!

"

?

!

"

"

<

)

"

从颜色上分有#白云!黄云!青云!彩云!

五 %彩&云"

从时间上分则有#春云!夏云!秋云!冬云!

朝云!暮云!晓云等"

从感觉上分则有#愁云!寒云!碧云等"

从状态来说有#残云!孤云!断云!诸云!

萌云!射云!层云!纤云!微云!浓云!凌云!

风云等"

从云的样子$云的部位来说有#云山!云海!

云片!云林!云幕!云罗!云锦!云帆及云峰!

云栈!云中!云端!云霄!云深!云轻$云淡!

云烟等等"

对于雨!相似地有#朝雨!暮雨!夜雨!春

雨!秋雨!新雨!过雨!宿雨!积雨'从大小及

强度$浓度上说有#烟雨!微雨!丝雨!小雨!

轻雨!大雨!暴雨!倾盆雨!风雨!密雨!疏雨!

隔雨'另外还有寒雨!冷雨!热雨!红雨!云雨!

江雨!飞雨!甘雨以及雨过!雨中!雨歇!雨暗!

雨足!雨余!雨前!雨横!雨斜等等"

对于雪有#白雪!霜雪!大雪!鹅毛雪!飞

雪!残雪!积雪!飘雪!江雪!及雪山!雪海!

雪泥!雪茫茫等等"

露有#白露!玉露!雨露!月露!朝露!风

露!还有露气!露凝!露滋!露白"

霜有#微霜!清霜!重霜'以及霜重!霜华!

霜鬓!霜钟!霜雪!霜天!霜剑"

上述名词中!有一些名词!如白云$浮云$

细雨$小雨$风雨等在古诗中出现较多!下面

对这些名词作一些云物理学上的分析和判

断(

=

!

9

)

"

先来看白云#有(

!

!

?

!

;

!

<

)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北风吹白云!万里渡河汾%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白云在青天!可望不可即%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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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分析#

%

!

&白云!一般是指浅薄的云(

=

!

9

)

!太阳短波

辐射能较多地穿透云层!所以云呈白色'深厚的

云!往往是灰色$黑色"

%

#

&白云能飞!风能吹动白云!白云在青天

等等说明白云不是指笼罩全天空$覆盖全视野的

云!而是块块或片片的云!能看出移动!能分辨

出云的边界"因此可以认为这些诗中的白云!高

者为卷云$密卷云$高积云'低者为淡积云$碎

层云$碎积云"

%

?

&诗中的白云!它的移动有二种状态!一

种是白云 .飞/! .吹/白云!说明移动较快!可

能是指低空的淡积云$碎云!或山上的碎云'还

有一种在高空!移动不快!飘飘浮浮!悠然自得!

白云在青天可望不可得!这就是卷云或比较零碎

的高积云了"

还有诗中常具有浮云!如#

(

!

!

?

!

;

!

<

)

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

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世情已逐浮云散!离恨空随江水长%

俯视江汉流!仰视浮云翔%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浮云终日行!游人久不至%

曾伴浮云归晚翠!犹陪落日泛秋声%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倚剑长歌一杯酒!浮云西北是神州%

从此可分析#

%

!

&浮云有很多特征与白云很相似!能浮的

云!不会很深厚!也是块状或片状!很有移动的

感觉!还有浮云有暂短$易散的感觉"这些都像

是卷云$零星的高积云$淡积云和碎云!但浮云

有时能蔽日!虽然蔽日时间不长!说明有的浮云

有一定厚度和含水量!这很可能是浓积云"

%

#

&以浮云的飘泊不定$去向不明!来描绘

对游子不归的思亲$思友的思念之情"

%

?

&以浮云的暂短停留$不能持久!来表达

对世情的反覆$世事的剧变和不能持久的伤感和

忧愁"但也有借出现在西北方向的 .浮云/!念念

不忘故国山河!对神州故国充满怀念和眷恋"在

冬半年!暖气团较稳定!由西北方向来的地面冷

锋前先出现卷云$卷层云$高积云等(

9

)

!所以引

起思恋故国神州在西北方出现的浮云!可能是地

面冷锋前的卷云$卷层云$高积云"

诗词中常见有#细雨$微雨$烟雨$轻雨$

丝雨$小雨等!如(

!

!

?

!

;

"

<

)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秋蝉儿噪罢寒蛩儿叫!淅零零细雨洒芭蕉%

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

竹枝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渺渺没孤鸿%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薄雷轻雨晓晴初!陌上春泥未溅裾%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从中可以分析#

%

!

&以上小雨$细雨$微雨$轻雨$丝雨$

烟雨
"

种雨都是属于小雨!现代气象上!小雨是

指雨强小于
#79((

,

5

!̀的雨(

=

)

"雨滴大小并没

有明确规定!从云物理学(

9

)上看小雨雨滴的直径

一般应在
$7=((

以下"但上述
"

种小雨!彼此

间仍有区别"

%

#

&烟雨可能是雨滴最小$浓度很大的小雨!

诗人眼中!常常是烟雨蒙蒙!能见度很差!眼前

的江面!景色忽隐忽现!迷迷糊糊!好似眼前有

一层雾"这种烟雨的雨滴直径平均值小到
!$$

"

!9$

$

(

%

$7$!

"

$7$!9((

&!其大小则在雨滴定

义直径的下界附近"

%

?

&细雨打在梧桐或芭蕉上!能发击声音!

可见雨虽小!但仍有一定重量和落速!而且能完

全地打湿花草与地皮!需要戴草笠!披蓑衣"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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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雨的平均直径可能在
#9$

"

?9$

$

(

!雨强可在

$7=

"

$7;((

,

5

!̀

"

%

=

&微雨$轻雨$丝雨应在烟雨与细雨之间!

算毛毛雨!也是雨滴小$浓度大的
?

种雨"它们

对地物$树木只是略有打湿!还没有造成 .春泥

溅裙/"其平均直径约在
!9$

"

#9$

$

(

!雨强在

$7#

"

$7=((

,

5

!̀

"

%

9

&小雨能完全打湿地面$街面和花草!应

比细雨略大"其平均直径
$7?9

"

$7=((

左右!

雨强在
$7;

"

#79((

,

5

!̀

"

%

"

&烟雨除直意的如烟的雨外!也有转意!

说人生道路的曲折或险恶!烟雨有时也有埋没$

沉沦之意"

%

;

&细雨除直意细小的雨之外!也有 .和风

细雨/之说!虽下雨!属天气不好!但却是温暖

滋润之雨!是帮助$爱护的批评和友善的劝告"

诗词中还有常见的词是风雨!如(

!

"

?

!

;

)

#

燕子不来花又落!一庭风雨自黄昏%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客里不知春去尽!满山风雨落桐花%

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

花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佳句奚囊盛不往!满山风雨送人看%

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

睡不隐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

鸡鸣喔喔风雨晦!此恨别久君自知%

残春一夜狂风雨!断送红飞花落树%

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

更能消几番风雨( 匆匆春又归去%

薄命生遭风雨妒!多情枉受蝶蜂怜%

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

雨不动安如山(

以上共有
!@

句有风雨的佳句!分析可以看

出#

%

!

&风雨虽然指同时有风有雨!但因风和雨

的强度不同!风雨也应有不同种类!如狂风暴雨$

大风大雨$和风细雨 %小风小雨&等"但从风雨

能打落花草$林木!能使人睡不好觉!可见不是

和风细雨"有一定风速!能发出声音!雨强也不

会很小"能打落花果!风雨时天色昏暗"由此推

测!这些很可能是积雨云的阵风阵雨!春末夏初

的雷阵雨(

9

)

!这是时间不长的 .风雨/"还有!当

冷锋过境时的雷阵雨(

=

!

9

)

!持续时间较长!可造成

.一夜风雨/!.黄昏风雨/!满天风雨!满山风雨"

这种雨一般可以达到大雨的水平!即雨强在
<

"

!"

((

,

5

!̀

"

%

#

&风雨常常摧残花果$树木!破坏春景!

风雨夜使人睡不好!使人发愁"也有一些其他的

转意!如 .满天风雨下西楼/!有意说在纷乱的政

局中辞职下野".钟山风雨起苍黄/指南京政权要

改变了!要垮台了"

四

古诗词中用到云$雾$雨$雪等字!对它们

出现的时间$地点$条件及相关因素都有所描述

或理解!从今天的云物理学认识来看!许多是基

本正确的!但也有一些是有疑问的"由于诗词是

一种文学艺术!不是自然科学论著!许多话语和

字句!不一定直接和明确地写明!由于有理解和

解释上的不同!很难明确说是正确或错误"这里

只以质疑和分析的方式来讨论"

古人对露的认识!比较正确!请看(

!

!

?

)

#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从中可以看出!古人认为露是清晨产生的!

故名朝露"日出后露即晒干!消失!所以露是短

暂的!不持久的"大家知道!露产生在后半夜至

日出前!一般在夜间最低温度时刻的附近!由于

近地面辐射降温!空气中水汽压达到水面饱和时!

地表 %包括土壤!植物上!石阶等&上水汽凝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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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小水滴!称为露"日出后!地面及其空气升温!

空气对水面不饱和!所以水滴蒸发!露滴消失"

如果认为露一般在夜间气温降到露点温度以下时

产生!即在午夜后
!

"

=

时产生!日出时刻一年四

季不同!一般在
9

"

;

时!所以露存在的时间!长

则为
=

"

"5

!短则只有
!

"

#5

!比较短暂"把它

比作人生!警示人们!好自为之"其实!二者寿

命相差几十万倍!不能比"古时人生
=$

"

9$

年!

现今达
;$

年!去掉
!<

年未成年时期!

!$

年老年

期!还有
=$

多年!难道还不可以为他人和社会做

些有益的事吗4

古人对於霜的产生!产生在哪里4 其观点似

不正确"先看#

!!!!! !

枫桥夜泊 )张继&

!

!

?

!

<

'

*

!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是一首很有名的诗!是描绘秋夜旅人的凄

凉愁苦!十分动人!且清丽$雅致"但历来对该

诗有两个质疑'一是夜半是否有钟声4 二是半夜

乌鸦是否有啼叫4 我看还有第三个疑问!霜满天

是否妥当4 霜出现在地表上!不可能满天"在月

落的黑夜!就是地上有霜!也不可能反光照亮天

空"再说!霜一般形成于后半夜日出前地面气温

最低时刻附近"在半夜前就有霜!则甚少3 在文

献 (

<

)中解为 .满天霜花/!天空中可有雪花!

没有霜花!且在黑夜中能看到什么花呢4 另一可

能!这里所说霜满天!只是指寒冷而欲出现霜之

意!即天气寒冷"这样是否可考虑改为 .霜重

天/4 还有#

!!

人静蛩喧天欲霜!不眠独自步风廊&

?

'

%

及
!

繁枝高拂九宵霜!荫屋常生夏日凉%

看来古时有人认为!霜是从天而降的!所以

有 .天欲霜/$.霜满天/以及拂去天上的霜之说"

在文献 (

?

)中把 .天欲霜/说成天要下雨了!这

也不妥"其实霜是产生在地物上的!当地面空气

温度下降!空气中水汽压达到冰面饱和时通过凝

华!水汽在地上$石阶上$草上$屋瓦上等凝华

生成许多冰晶!在地物上形成白白的一层由细小

冰雪粒子组成的霜"在静风而晴朗的夜晚!地面

辐射冷却强!空气降温大!易出现霜!而在枝叶

茂盛的树下$地上!地面辐射冷却较小!往往不

产生霜"

但在李白的诗 .静夜思/中!明白地说出

.地上霜/"请看#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

!

?

'

%

在 .地上霜/前加了 .疑是/!可能有二种理

解#一是认为霜是在地上形成的!白白的月光!

好像地上白白的霜!所以加上 .疑是/"另一种认

为是霜形成在 .天/上!但现在好像是地上的霜!

因为月光下地上是白白的"究竟大诗人李白是什

么意思呀43

还有诗#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

'

%

在文献 (

?

)中对第一句解释为!秋天黄昏时

候!天色阴暗!寒霜飘飞"霜在地上!不会飘飞!

除非霜是雪!才能在天空飞舞!可见把霜看作空

中的雪了"另外秋阴不散!肯定是阴天"满天的

云层!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下雪!但不会有霜"因

为阴天地面长波辐射降温较弱"这样分析!古人

把地上的霜和空中的雪不加区分了"

在留传很广!教人以 .明义理/的 .千字

文/

(

@

)中有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第一句从宏

观上说!是基本正确的!云升腾!向上发展到一

定程度!就可能会下雨'第二句是不能赞同的!

霜不是由露冻结而产生的!露是水滴!霜为冰雪

晶!前者是空气中水汽压达到对水面饱和时凝结

而成!而后者是空气中水汽压达到对冰面饱和时

凝华而成"地面辐射降温是露和霜产生的直接原

因!系统天气寒冷只是背景"

下面有一些诗说到 .秋云/和 .朝云/易散$

难觅的情况(

!

!

?

)

#

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

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

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



气
!

候
!

与
!

环
!

境
!

研
!

究

%&'()*'+),-.,/'01,(2,*)&3242)0+5

!!

卷

61&7!!

在黄河流域的秋天!如果没有锋面过境或台

风影响等系统天气的影响!天气一般是秋高气爽!

天高云淡"受冷气团控制!大气层结比较稳定!

空气比较干燥!不潮湿!天空中云量甚少!就是

有一些云!也是云薄!面积不大!不易发展!一

般都为零星的高积云$淡积云"由于空气湿度不

大!又无明显的上升气流!层结稳定!所以薄云

易散!看来古人已看到这些特点"至于朝云!即

清晨的云是系统天气下产生的云!存在比较持久!

看来诗中的朝云不是指这种"另外是无系统天气

影响的朝云!一般是昨日傍晚留下来的云"夜晚

大气层结稳定!也无太阳辐射!所以云在夜间都

是在减弱$消散过程中!到清晨已是强弩之末了!

这类朝云必然是较薄$易散$易消失 %云蒸发&

了!当然无处可觅"

下面一首诗(

?

)

!分析起来也颇有趣味'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这是川东一带叫竹枝的民歌!常用来形容

男女相恋的迷离感情"说它有情!又仿佛是无

情!我们来分析诗中的第三句".东边日出西边

雨/!这种天气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从此说有晴

%情&!还是无晴 %情&4 却很难说"主要是要确

定地点和时间!对现时东边来说无雨!但对西

边来说有雨!而对作者站立的地方虽然也是无

雨!但对于未来几小时!我国处于西风带!所

以西边的雨区可能东移!达到站立者的地方!

也可再移到东边"而西边的未来!可能雨区东

移而转晴!也可能天气系统强大!范围很广!

而继续在下雨"农谚中的 .东虹日头!西虹

雨/!因已确定了是对观察者本地的未来而言!

所以西边的雨会移来!而东边的雨不会影响本

地!故本地未来有雨"而 .东边日出西边雨/

这句很难断定'有晴4 还是无晴4 用来比喻相

恋感情的迷离是很妙的"

五

中国古诗词中也有一些是以云$雨$雪等为

题的诗篇!但在这些诗词中!作者常常以云$雨$

雪为背景!在前半段或前几句描述一下这些对象

和情景!把注意力放在后半段的诗词主题上!一

般是借题发挥!借物议事!借景抒情"下面我们

只以云$雨$雪等为对象!看看诗人是怎样描绘

它们的!而借题发挥的诗词主题!这里暂时不分

析"

关于云$雨$雪为题的诗有#

!!!!!!

云 )来鹄&

<

'

*

千形万象竟还空!映水藏山片复重%

无限旱苗枯欲尽!悠悠闲处作奇峰%

在诗人看来#

!

&云是千姿万态的!变化无穷

的'

#

&云能遮掩山岭!照映水面!朵朵$片片$

重重$叠叠'

?

&在人们盼望下雨时!云却悠闲自

得!变幻出许多奇妙的山峰'

=

&诗中描绘的云主

要是对流云!即淡积云和浓积云!但也包括一些

层积云!能遮掩有相当面积的山岭"

冬云
!!!

)毛泽东&

#

'

*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

诗中描绘了冬天下雪的云很厚重!天气很寒

冷!万木萧掉!百花凋零!但大地仍有微微暖气"

!!!

春夜喜雨 )杜甫&

<

'

*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春天的雨!对农作物和花草树木的生长很宝

贵!所以有春雨贵如油之说"春天的雨一般不会

很大$很急!常常是以小雨$中雨为多"对比较

干旱的大地来说!雨慢慢地下!细细地下!对滋

润大地及植物生长是非常需要和有益的"古人对

春雨是很看重的!称春雨是喜雨$好雨"

!!!!

临安春雨初霁 )陆游&

;

'

*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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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淅淅沥沥的春雨!催发杏花开得十分茂

盛"

!!!!! !

雨晴
!

)王驾&

"

'

*

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

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

这是一幅很生动$很奇妙的雨后情景!雨前

花刚开蕊!蜂蝶纷至"一场春雨!打落了花瓣$

花蕊!蜂蝶都飞过墙去!到另处寻找春色!这应

怪 .雨打落了鲜花/的冲刷作用"

!!!!

积雨辋川庄作 )王维&

!

!

"

'

*

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 %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这是描绘夏天雨后的场景"雨下多了 %久雨$

积雨&地面和空气都很潮湿!在稀疏的树林里!

点火不易!烟火上升也迟缓!煮野菜烧饭送到东

边初耕的田地上"

!!!

饮湖上初晴后雨 )苏轼&

?

!

;

'

*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是一首赞美西湖的诗"晴天时!水光波粼!

堤亭翠红!明丽动人"雨天时!山色迷蒙!桥树

模糊!含蓄迷人"把西湖比做西施!晴天为浓妆!

雨天为淡妆!不管浓妆或淡妆!都是恰到好处"

所提之雨!可能以小雨为最佳"

!!!!!

有美堂暴雨 )苏轼&

?

'

*

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坐顽云拨不开%

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

此诗描述了一次暴风雨"雷声震地!乌云满

天!远处黑暗的天空吹来狂风!把海水吹得竖立

起来!浙东的暴雨吹过钱塘江向这边袭来"用乌

云$响雷$狂风$暴雨!来描绘这次雷阵雨!从

宏观现象上描述得相当完整"另外!诗中提到暴

雨过江而不衰亡!可见此雷暴很强烈!且处于发

展旺盛阶段(

9

)

"

!!

雪 )毛泽东&

#

'

*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这首诗被柳亚子誉为千古绝唱"诗人描绘的

北国河山的雪景!大气磅礴!包举宇内"诗中描

绘了北国大地上大雪飘飘!冰天雪地'描绘了长

城内外$黄河上下有深厚历史文化的意景!用莽

莽$滔滔来增加其气势'描绘了雪后的群山高原!

大地生机蓬勃!与高高的天空抗争的精神'描绘

到雪后晴天的景象!那才是红装素裹!格外美丽"

这大概是冬天北方冷锋过境时的一次暴风雪(

9

)

!

鹅毛大雪!降雪强度大!范围也广!天气寒冷!

冷锋过后!冷高压控制!天气更冷!但雪已停!

阳光强烈!这是一种雪后美景"

!!

雪 )罗隐&

<

'

*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

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

农谚中说!瑞雪兆丰年"黄河流域冬天下了

雪!来年庄稼会有好收成!冬雪可冻死害虫!到

春天雪融后!湿润土壤!有利于春耕播种$植物

生长!这是一般的说法"但农业上的丰收!其因

素很多!气象上风调雨顺是一个因素!冬天的一

场雪!并不能代表来年从春到秋的风调雨顺"丰

收也与农业上的耕作$培育有关!还有一个很重

要的因素是社会因素$治国的因素"所以
!

"

#

次

瑞雪怎能保证丰收而无贫者呢43

!!!

春雪 )刘方平&

<

'

*

飞雪带春风!裴回乱绕空%

君看似花处!偏在洛阳东%

南方的春雪!一般不会很大!不是鹅毛大雪!

是许多较小的雪花或雪片!在春风中回旋飞舞!

搅乱了天空"小雪片重量轻!阻力面大!落速小!

随风飘荡!好似飞花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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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雪 )柳宗元&

"

"

<

'

*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看来这一场雪比较大!天地皆白!地上有积

雪!把千山万径!行人足迹都盖上了!鸟也不出

来觅食了!只有一叶孤舟!在寒江飞雪之间!渔

翁披着蓑衣戴着斗笠!在独自垂钓!这是一幅十

分悠雅宁静的诗画"

!!

阻雪 )吴伟业&

?

'

*

关山虽胜路难堪!才上征鞍又解骖%

十丈黄尘千尺雪!可知俱不似江南%

作者描述在北方 %其实只在山东&行路很难!

晴天尘土飞扬!雪天则积雪很厚!只能下马艰难

地步行"这些都与江南不同!江南青山绿水!尘

土少!就是有下雪的天气!雪也不大!随下随融!

有积雪也只是浅浅的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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