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表达技巧



小说语言表达艺术，主要包括小说中人物的语言特点和

小说作者的语言特点两种类型。

品味语言艺术，涉及品味精彩语句的表现力，要求能够

分析这类语句运用了什么表现手法，对作者的表情达意起

到了怎样的作用，产生了怎样的艺术效果等。



① 理解重要词语的含义

② 理解重要语句的含义

③ 赏析语言特色

④赏析表现手法

四 大 题 型



小说的语言分类

壹



小说作者语言

(考查重点)

作者独有的言语方式和腔调，具体包括语言风格、修辞、

遣词造句的习惯，也包括作者语言的地域性色彩和语体

色彩。表现在人物描述、故事叙述、环境描写的各个元

素之中

作品中人物语言

(多在分析人物中考查)

主要表现为人物的对话或独白。强调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符合人物身份、地位、文化背景、性格特点的形象设定；

推动情节的发展；有时也点明或深化小说的主题



语言特点和风格

贰

词语、句式、修辞、手法、风格



用词特点

感情色彩 是否鲜明、是褒是贬

语体色彩 文言词、口头语、书面语、方言

词性 叠词、精练的动词、形容词；准确的副词、关联词

造句特点 句式变化
排比句、对偶句、反复句的使用；整散句的搭配；长短
句的使用

手法特点

修辞手法
比喻、拟人、排比、夸张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使语言更
加形象、生动、准确

表现手法
如象征、白描、动静结合、视听结合、铺陈渲染等手法
的运用，渲染氛围，烘托或衬托人物形象、心情等

风格特点 平实自然、幽默辛辣、含蓄深沉、婉约柔美、有地方色彩、口语化等



用词特点



用
词
特
点

感情色彩
是否鲜明
褒还是贬

语体色彩

文言词（化用成
语/古语） 言简意赅、典雅优美、含蓄深沉

口头语 平易浅显、风趣生动、地方色彩浓郁
书面语 简练严密、典雅规范
方言 风趣生动、有地方特色。
口语书面语混用 亦庄亦谐、幽默诙谐

叠词、叠字

①增强语言的生动性、形象性，使语言具有绘画美；
②韵律铿锵悦耳，使语言富有音乐美；
③叠字可以组成整齐的句式，使语言具有建筑美；   

 ④叠字能使意思强化，起到强调作用；
⑤叠字能使上下文联系紧密，给人一气呵成之感。

动词、形容词 ①精练、有动感 ②生动、形象。

副词、关联词 ①准确

反复 突出某种思想，强调某种情感，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感染力。



句式特点



角度 特点或作用

长句 表义严密、准确、细致

短句 表义简洁、有力，节奏明快

长短句结合 行文错落有致，生动活泼，富于变化。

整句 节奏和谐、气势贯通、印象深刻

散句 形式灵活、富于变化、生动感人

整散句集合 句式参差，错落有致，节奏顿挫，音韵和谐。

对偶句 句式整齐，语调铿锵有音韵美

排比句 句式整齐，富有节奏感，气贯长虹，意蕴深厚



角度 特点或作用

回环复沓句 琅琅上口、音韵美、感染力。复沓对充实内容、
突出主题、渲染气氛、加强情感都起了很好的
作用。

反复出现的句子 富有音乐美，突出强调某一感情，渲染气氛。

疑问句 发人深思

感叹句 情感强烈

长短相间
整散结合

错落有致，具有典雅之美。



整句和散句的区别
小积累

整句示例：朝阳光芒四射，松柏四季常青，山峰庄严屹立。
散句示例：朝阳光芒四射，还有四季常青的松柏，庄严屹立的是山峰。



语言风格



豪
放
与
婉
约

豪
放

景象→境界开阔

动词→富有力度

形容词和副词→色彩鲜明

抒情→大多激越昂扬

修辞手法→多用排比、夸张、反复、反问等

婉约

对象→纤巧细致

情感→细腻缠绵

画面→色调柔和

修辞手法→少用排比、夸张、设问



直
露
与
含
蓄

直露 表达感受和观点→比较直接

含蓄 表达情意→
不直接

托物言志

借景抒情

多用象征、设问、比喻

质
朴
与
华
丽

质朴（平实）
语言→通俗化、口语化

少用修饰，少描绘性

华丽（典雅）
多描绘性语言→讲究节奏韵律，句式工整

修辞手法→多引用、排比、对偶、用典等



庄
重
与
诙
谐

庄重

话题→较为严肃

语言→凝重

句式→整齐、完整而绵长

关联词运用→完整准确

诙谐
语气→轻松幽默

修辞→多夸张、反语、比喻（有趣味）

简
洁
与
细
腻

简洁 多用短句→语势流畅

细腻 多用长句→多用对比和辩证性语言



现当代作家的语言风格
鲁迅：冷峻。
老舍：语言风格风趣幽默、俏皮洒脱、生动活泼、简洁朴茂、雅俗共赏。其独特性表现在提炼口       

语，纯净至极，清浅俗白，雅俗共赏；创造“始则发笑，继则感动，终于愤怒”的幽默。
沈从文：语言格调古朴，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
特有的风韵与神采。诗意、含蓄、唯美的语言形式，又成就了他健康、高雅的美学追求。
赵树理：通俗化，大众化，诙谐幽默。
孙犁：诗化小说。淡雅聪俊,清新隽永, 优美冼练，“质以传真”,具有浓厚的乡土风味。
王安忆：清丽单纯，素淡粗朴，冷峻理智，细腻平实。
铁凝：语言风格是诗意、温情、风趣。以清丽、简洁、富有音乐性和诗意的语言,用中国传统的创       

造意境的手法以呈现,营造空灵、淡远、含蓄的艺术境界。
宗璞：其语言如诗般优美，有诗般韵味，明朗而有含蓄，流畅而有余韵，字字锤炼，句句经营。
汪曾祺：清新自然，韵味悠长，散文化的语言风格，语言与人物的身份贴近。
冯骥才：描绘市井风俗的“津味儿”。
贾平凹：简练隽永传神，间或掺以陕南方言，形成文白杂糅，雅俗兼具，以拙见巧，晓畅可读的
语言风格。
莫言：奇诡而涌动着勃勃生机，不拘一格。
池莉：她的小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汉味小说”的代表。
刘震云：辛辣，荒诞，凝重，不拘一格，朴实多变。



(1)时代特色。常表现为文章的一些词语只在某一些特定的时代使用，

有明显的时代气息。

(2)地域特色。常表现为大量使用方言、俚语等。比如老舍出生并长

期生活在北京，他的《骆驼祥子》中就带有浓郁的北京口语化的词汇。

(3)语体特色。口语充满生活气息，书面语则典雅庄重。



手法特点



注 意

角度 分类
修辞手法 比喻、排比、比拟、反问等

描写手法
环境描写：白描，工笔，动静结合(以动衬静)，视、嗅、听
结合，对比衬托，铺陈渲染等
人物描写：细节、肖像、动作、心理描写等
正面描写/侧面描写

表现手法
（狭义）

对比、衬托、渲染、铺垫、象征 等

“赏析语言特色”题型中“表现手法（广义）”方面以“修辞手法

”“描写手法”“表现手法（狭义）”为主，但也会涉及到
其他“表现手法（广义）”。



9种修辞：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对偶、排比、反复、设问、反

问、反语

9种表现手法：白描、细描（工笔）、渲染、烘托、对比、衬托、象

征、联想、想象。

6+3种表达方式：

           6结合：动静、虚实、正侧、点面、明暗、声色

           3角度：①感官角度    ②观察角度③写景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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