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之一 古賦八首
	大鵬賦
	擬恨賦
	惜餘春賦
	愁陽春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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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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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日大難
	塞上曲
	玉階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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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平調詞三首
	鼓吹入朝曲
	秦女休行
	秦女卷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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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陽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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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憶秦娥
	卷之六 樂府三十八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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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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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思
	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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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酒行
	估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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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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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相思
	猛虎行
	去婦詞
	卷之七 古近體詩二十八首
	襄陽歌
	南都行
	江上吟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
	玉壺吟
	豳歌行上新平長史兄粲
	西嶽雲台歌送丹丘子
	元丹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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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園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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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勞亭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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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
	東山吟
	僧伽歌
	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金陵歌送別范宣
	笑歌行
	悲歌行
	卷之八 古近體詩共五十三首
	秋浦歌十七首
	當塗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
	永王東巡歌十一首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
	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
	赤壁歌送別
	江夏行
	懷僊歌
	玉真僊人詞
	清溪行
	酬殷明佐見贈五雲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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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意
	山鷓鴣詞
	歷陽壯士勤思齊歌
	草書歌行
	和盧侍御通塘曲
	卷之九 古近體詩共四十三首
	贈孟浩然
	贈從兄襄陽少府皓
	淮海對雪贈傅靄
	贈徐安宜
	贈任城盧主簿潛
	早秋贈裴十七仲堪
	贈范金鄉二首
	贈瑕丘王少府
	東魯見狄博通
	見韋參軍量移東陽二首
	贈丹陽橫山周處士
	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
	贈衛秘書子春
	贈衛侍御黃裳二首
	贈薛校書
	贈何七判官昌浩
	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崔少府叔封昆季
	贈郭將軍
	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
	溫泉侍從歸逢故人
	贈裴十四
	贈崔侍御
	述德兼陳情上哥舒大夫
	雪讒詩贈友人
	贈參寥子
	贈饒陽張司戶燧
	贈清漳明府侄聿
	贈臨洺縣令皓弟
	贈郭季鷹
	鄴中贈王大
	贈華州王司士
	贈盧徵君昆弟
	贈新平少年
	贈崔侍御
	走筆贈獨孤駙馬
	贈嵩山焦鍊師
	口號贈楊徵君
	上李邕
	贈張公洲革處士
	卷之十 古近體詩共二十四首
	秋日鍊藥院贈元林宗
	書情贈蔡舍人雄
	憶襄陽舊遊贈馬少府巨
	對雪獻從兄虞城宰
	訪道安陵遇蓋寰留贈
	贈崔郎中宗之
	贈崔諮議
	贈昇州王使君忠臣
	贈別叢甥高五
	贈裴司馬
	敘舊贈江陽宰陸調
	贈從孫義興宰銘
	草創大還贈柳官迪
	贈崔司戶文昆季
	贈溧陽宋少府陟
	戲贈鄭溧陽
	贈僧崖公
	游溧陽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
	醉後贈從甥高鎮
	贈秋浦柳少府
	贈崔秋浦三首
	望九華山贈青陽韋仲堪
	卷之十一 古近體詩共三十二首
	贈王判官
	在水軍宴贈諸侍御
	贈武十七諤
	贈閭丘宿松
	獄中上崔相渙
	中丞宋公軍次尋陽
	流夜郎贈辛判官
	贈劉都使
	贈常侍御
	贈易秀才
	經亂離後贈江夏韋太守良宰
	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
	博平鄭太守見訪贈別
	江上贈寶長史
	贈王漢陽
	贈漢陽輔錄事二首
	江夏贈韋南陵冰
	贈盧司戶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
	贈潘侍御論錢少陽
	贈柳圓
	流夜郎書懷示息秀才
	贈張相鎬二首
	聞謝楊兒吟猛虎詞
	宿清溪主人
	系尋陽上崔相渙三首
	巴陵贈賈舍人
	卷之十二 古近體詩共二十五首
	贈別舍人弟台卿
	醉後贈王歷陽
	贈歷陽褚司馬
	對雪醉後贈王歷陽
	贈宣城宇文太守
	贈宣城趙太守悅
	贈從弟宣州長史昭
	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讚府
	自梁園至敬亭山見會公
	贈友人三首
	陳情贈友人
	贈從弟冽
	贈閭丘處士
	贈錢徵君少陽
	贈宣州靈源寺仲浚公
	贈僧朝美
	贈僧行融
	贈黃山胡公求白鷳
	贈敬亭山南望懷古
	經亂後將避地剡中
	獻從叔當塗宰陽冰
	書懷贈南陵常讚府
	贈汪倫
	卷之十三 古近體詩共二十五首
	安陸桃花岩寄劉侍御綰
	淮南臥病寄趙徵君蕤
	寄弄月溪吳山人
	秋山寄衛尉張卿及王徵君
	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
	夕霽杜陵登樓寄韋繇
	秋夜宿龍門香山寺
	春日獨坐寄鄭明府
	寄淮南友人
	沙丘城下寄杜甫
	聞丹丘子營石門幽居
	淮陰書懷寄王宋城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
	寄王屋山人孟大融
	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
	月夜江行寄崔宗之
	宿白鷺洲寄楊江寧
	新林浦阻風寄友人
	寄韋南陵冰
	題情深樹寄象公
	北山獨酌寄韋六
	寄當塗趙少府炎
	寄東魯二稚子
	獨酌寄梘昭夷
	禪房懷友人岑倫
	卷之十四 古近體詩共二十六首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下尋陽城泛彭蠡寄黃判官
	書情寄從弟邠州長史昭
	寄王漢陽
	春日歸山寄孟浩然
	流夜郎永華寺寄潯陽羣官
	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
	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
	望漢陽柳色寄王宰
	江夏寄漢陽輔錄事
	早春寄王漢陽
	江上寄巴東故人
	江上寄元六林宗
	寄從弟宣州長史昭
	涇溪東亭寄鄭少府諤
	宣城醉後寄崔侍御二首
	寄崔侍御
	涇溪泊舟寄何判官昌浩
	早過漆林渡寄萬巨
	游敬亭寄崔侍御
	三山望金陵寄殷淑
	自金陵寄句容王主簿
	寄上吳王三首
	卷之十五 古近體詩共三十五首
	秋日宴別杜補闕范侍御
	別魯頌
	別中都明府兄
	夢遊天姥吟留別
	留別曹南羣官之江南
	留別於十一兄逖
	留別王司馬嵩
	還山留別金門知己
	夜別張五
	魏郡別蘇明府因北遊
	留別西河劉少府
	穎陽別元丹丘之淮陽
	留別廣陵諸公
	廣陵贈別
	感時留別從兄徐王延年從弟延陵
	別儲邕之剡中
	留別金陵諸公
	口號
	金陵酒肆留別
	金陵白下亭留別
	別東林寺僧
	竄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璟
	留別龔處士
	贈別鄭判官
	黃鶴樓送孟浩然
	將游衡岳留別族弟浮屠談皓
	留別賈舍人至二首
	渡荊門送別
	聞李太尉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
	別韋少府
	南陵別兒童入京
	別山僧
	贈別王山入歸布山
	江夏別宋之悌
	卷之十六 古近體詩共二十一首
	南陽送客
	送張舍人之江東
	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
	附金陵酬翰林摘僊子魏萬
	送當塗趙少府赴長蘆
	送友人尋越中山水
	送族弟凝之滁
	送友人游梅湖
	送崔十二游天竺寺
	送楊山人歸天台
	送溫處士歸黃山
	送方士趙叟之東平
	送韓准裴政孔巢父還山
	送楊少府赴選
	對雪奉餞任城六父秩滿歸京
	魯郡堯祠送吳五之琅玡
	魯郡堯祠送寶明府薄華還西京
	金鄉送韋八之西京
	送薛九被讒去魯
	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
	送族弟凝至晏堌
	魯城送張子還嵩陽
	卷之十七 古近體詩共四十四首
	送魯郡劉長史
	送族弟單父主簿凝
	魯郡堯祠送張十四游河北
	杭州送裴大澤赴廬州長史
	灞陵行送別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送寶司馬貶宜春
	送羽林陶將軍
	送程劉二侍御兼獨孤判官
	送侄良攜二妓赴會稽
	送賀賓客歸越
	送張遙之壽陽幕府
	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
	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二首
	送外甥鄭灌從軍三首
	送於十八落第還嵩山
	送別
	送族弟綰從軍安西
	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
	送白利從金吾董將軍西征
	送張秀才從軍
	送崔度還吳
	送祝八之江東
	送侯十一
	魯中送二從弟赴舉之西京
	奉餞高尊師歸北海
	金陵送張十一再游東吳
	送紀秀才游越
	送長沙陳太守二首
	送楊燕之東魯
	送蔡山人
	送蕭三十一之魯中
	送楊山人歸嵩山
	送殷淑三首
	送岑徵君歸鳴皋山
	送范山人歸太山
	卷之十八 古近體詩共三十五首
	送韓侍御之廣德
	白雲歌送友人
	送通禪師還南陵隱靜寺
	送友人
	送別
	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
	送友人入蜀
	送趙雲卿
	送李青歸華陽川
	送舍弟
	送別
	送鞠十少府
	送張秀才謁高中丞
	尋陽送弟昌峒鄱陽司馬作
	餞校書叔雲
	送王孝廉覲省
	同吳王送杜秀芝舉入京
	洞庭醉後送絳州呂使君杲流澧州
	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陽
	送趙判官赴黔府幕
	送陸判官往琵琶峽
	送梁四歸東平
	江夏送友人
	送郗昂謫巴中
	江夏送張丞
	賦得白鷺鷥送宋少府
	送二季之江東
	江西送友人之羅浮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宣城送劉副使入秦
	涇川送族弟錞
	五松山送殷淑
	送崔氏昆季之金陵
	登黃山送族弟溧陽尉濟充
	送儲邕之武昌
	卷之十九 古近體詩共三十二首
	酬談少府
	酬宇文少府
	五月東魯行答汶上翁
	早秋單父南樓酬賓公衡
	山中問答
	答友人贈烏紗帽
	酬張司馬贈墨
	答湖州迦葉司馬
	答長安崔少府叔封游翠微寺
	答贈李十二［崔宗之］
	酬崔五郎中
	以詩代書答元丹丘
	金門答蘇秀才
	酬坊州王司馬與閻正字見贈
	酬中都小吏
	酬張卿夜南陵見贈
	酬岑勳以詩見招
	答從弟幼成過西園見贈
	酬王補闕贈別
	酬裴侍御對雨見贈
	附贈李十二［崔成甫］
	酬崔侍御
	玩月金陵城西
	江上答崔宣城
	答族侄僧中孚贈僊人掌茶
	酬裴侍御留岫師彈琴
	張相公出鎮荊旅店
	醉後答丁十八
	答裴侍御以書見招
	答高山人兼呈權顧二侯
	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
	至陵陽山酬韓侍御見招隱黃山
	酬崔十五見招
	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
	卷之二十 古近體詩共六十首
	游南陽白水登石激作
	游南陽清冷泉
	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
	東魯門泛舟二首
	秋獵孟諸夜歸置酒
	游泰山六首
	秋夜與劉碭山泛宴喜亭池
	攜妓登梁王棲霞山
	與從侄良遊天竺寺
	同友人舟行
	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朝下過盧郎中敘舊遊
	侍從游宿溫泉宮作
	邯鄲南亭觀妓
	春日游羅敷潭
	春陪商州裴使君游石娥溪
	陪從祖泛鵲山湖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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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宴鄭參卿山池
	游謝氏山亭
	把酒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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