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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上册古诗词鉴赏 

（一）望江南     温庭筠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干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诗歌大意】 

梳洗完毕，独自一人登上望江楼，倚靠着楼柱凝望着滔滔江面。千帆过尽盼望的人都没

有出现，太阳的余晖脉脉地洒在江面上，江水慢慢地流着，思念的柔肠萦绕在那片白蘋洲上。 

【主题与赏析】 

1．这首词写一女子登楼远眺，盼夫归来的情景，表现了她失望和怅惘的情怀。一个“独”

字表现了女子的孤寂寥落之情。 

2．“梳洗罢”，三个字勾画了女子为迎夫归来而精心打扮；“过尽干帆”，可见思妇望江

时间过长。她独倚江楼眼望江面对每一只船都寄予了深切的厚望。希望朝思暮想的爱人正在

那驶过来的某一只小船上，但热切的希望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写出了思妇等待时间之长和

失望之深。 

赏名句：“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百蘋洲”。 

示例：即景抒情，表面写水，实际上暗示望穿秋水的眼神——那每天不知疲倦的注目的

眼神。这两句诗以拟人手法写斜晖﹑流水含情脉脉的样子，生动，形象，“白蘋洲”更令人

肝肠寸断，这两句抒发了思妇深深地相思之苦。 

【练习】 

1．《望江南》作者是________（朝代）________（姓名），________词派的重要作家之一。 

《望江南》作者是__晚唐__（朝代）温庭筠___（姓名），_花间_词派的重要作家之一。   

（二）渔家傲·秋思     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写作背景】 

一○三八年西夏昊称帝后，连年侵宋。由于积贫积弱，边防空虚，宋军一败于延州，再

败于好水川，三败于定川寨。一○四○年，范仲淹自越州改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今陕

西延安）。此词可能即作于知延州时。原有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欧阳修尝称为

“穷塞外之词”，但流传至今的却只有此词。 

【诗歌大意】 

边境上秋天一来风景全异，向衡阳飞去的雁群毫无留恋的情意。从四面八方传来边地特

有的声音随着号角响起。重重叠叠的山峰里，长烟直上，落日斜照孤城紧闭。  

喝一杯陈酒怀念远隔万里的家乡，可是燕然还未刻上平胡的功绩，无法预计回归的时间。

羌人的笛声悠扬，寒霜洒满大地。征人不能入寐，将军和战士们愁白了头发，流下了眼泪。 

【主题与赏析】 

词的上片着重写景，而景中有情；下片着重抒情，而情中有景。首句“塞下秋来风景异”，

点明地域、时令及作者对边地风物的异样感受，并用“异”字统领全文，又从三个方面分别

叙述：一是大雁南飞，二是边声四起，三是孤城落日，渲染了边塞荒漠的悲凉。次句“衡阳

雁去无留意”以南归大雁的径去不留，反衬出边地的荒凉，这是托物寄兴。接着，“四面边

声”三句，用写实的笔法具体展示出塞外风光，而着重渲染战时的肃杀气象。“长烟落日”，

画面固不失雄阔，但续以“孤城闭”三字气象顿然一变，而暗示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过片

后“浊酒一杯”二句，写戍边将士借酒浇愁，但一杯浊酒怎能抵御乡关万里之思？久困孤城，

他们早已归心似箭，然而边患未平、功业未成，还乡之计又何从谈起？“羌管悠悠”句刻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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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景色，而融入其中的乡恋益见浓重。“人不寐”二句，直道将军战士之感伤，并点出他

们彻夜无眠、鬓发染霜、泪下如霰的正是这种感伤之情。 

此词慷慨悲凉，写出了边地的荒寒和将士的劳苦，流露出师老无功、乡关万里的怅恨心

声，表现了他抵御外患、报国立功的壮烈情怀。 

赏名句：“千障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示例：这两句写出了塞外群山连绵，炊烟袅袅，夕阳西下，一座孤城。表现了边塞凄凉

萧条的意境。 

【练习】 

1．《渔家傲·秋思》作者是________朝文学家          （姓名）。词中统领全部景物特点、

突出塞下秋景与中原的不同的一句是：                                        。 

1．《渔家傲·秋思》作者是_宋朝文学家范仲淹（姓名）。词中统领全部景物特点、突出塞

下秋景与中原的不同的一句是：塞下秋来风景异 

2．“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写出了塞外怎样的景致？ 

2．这两句写了塞外群山连绵，炊烟袅袅，夕阳西下，一座孤城，表现出边塞的荒凉、冷清、

豪迈的景致。 

 

3．《渔家傲·秋思》一词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3．写出了边地的荒寒和将士的劳苦，表现了他抵御外患、报国立功的壮烈情怀，同时也展

露了词人功业未成和思念家乡的复杂心境。 

 

（三）江城子·密州出猎     苏轼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

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

望，射天狼。 

【诗歌大意】 

    我虽年老却兴起少年打猎的热狂，左手牵着犬黄，右手举起鹰苍。戴上锦帽穿好貂皮裘，

率领随从千骑风一般卷过山冈。为了报答全城的人跟随我出猎的盛意，看我亲自射杀猛虎犹

如昔日的孙郎。我虽沉醉但胸怀开阔胆略兴张，鬓边白发有如微霜，这又有何妨！什么时候

派遣人拿着符节去边地云中，像汉文帝派遣冯唐。我将使尽力气拉满雕弓，朝着西北瞄望，

奋勇射杀敌人天狼。 

【主题与赏析】 

表达了作者报效国家，关怀国家命运的爱国之情。 

1．上片描写了打猎时的壮阔场景，突出了一个“狂”字（体现在一太守出猎的雄姿，

二太守出猎的场面，三太守出猎的豪气）；下片则表现了词人要为国杀敌的雄心壮志。 

2．引用典故 

   “看孙郎” 引用孙权“孙郎射虎” 的典故，作者以孙权自比，表现自己过人的胆略和

勇气。“遣冯唐”以魏尚自比，表达了作者希望重新受到朝廷重用，让他有机会再展宏图，

为国立功。“射天狼”的典故表现词人希望英勇杀敌，保卫边境安全，报效国家的爱国主义

情感。 

绘诗境：描述“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所展现的壮观场面。 

示例：随从出猎的武士个个戴着锦帽，穿着华贵的貂皮猎装，纵马驰骋，浩浩荡荡的队

伍如同一阵疾风骤雨，从地势平缓的山冈上席卷而过。“卷”字极言行走之快，可见出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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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高昂，精神抖擞。 

【练习】 

1．《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是_宋_朝_苏轼，字_子瞻_，号东坡居士________，与__苏洵

____，  苏辙    并称“三苏”。“江城子”是__词牌名____，___密州出猎___是词的题目。

词中借用典故，表达希望朝廷能够重用他，给他机会去建功立业的两句是：   持节云中 ，  

何日遣冯唐？ 

2．简述《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中引用“亲射虎”“遣冯唐”“射天狼”的典故分别表达

的意思。 

2．引“亲射虎”典故，词人的意思是他要像当年的孙权那样挽弓马前射虎，突出表现了他

虽年纪已经不小，但仍有着少年的狂气。引“遣冯唐”典故，词人以魏尚自喻，表达了希

望朝廷能像派冯唐赦魏尚那样重用自己。引“射天狼”典故，表达了自己要报效国家，抵

御入侵者，建功立业的决心。 

 

3．“千骑卷平冈”一句中，“卷”字有什么表达效果？ 

3．“卷”是“席卷”的意思，极言行走之快，人数之多，写太守率领众随从纵马狂奔飞快

越过小山岗，突出了出猎者情绪高昂，精神抖擞。 

 

4．结尾句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4．表达了作者报效国家，关怀国家命运的爱国之情。 

 

（四）武陵春     李清照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写作背景】 

这是词人晚年避乱金华期间，时在绍兴四年（1134）金与伪齐合兵南犯以后所作。其时，

丈夫既已病故，家藏的金石文物也散失殆尽，作者孑然一身，历尽乱离之苦，在连天烽火中

飘泊流寓，历尽世路崎岖和人生坎坷，所以词情极为悲戚。 

【诗歌大意】 

春风停息，百花落尽，花朵化作了香尘，天色已晚还懒于梳头。风物依旧是原样，但

人已经不同，一切事情都完了，想要诉说苦衷，眼泪早已先落下。  

听说双溪春光还好，也打算坐只轻舟去观赏。只是恐怕漂浮在双溪上的小船，载不动

许多忧愁。 

【主题与赏析】 

上片极言眼前景物之不堪，心情之凄苦。首句用笔极为细腻：其意不过是说风吹花落，

却不从正面着笔，而落墨于“风住”、“花已尽”的结局。尘土因花落而香，说明落花遍地，

而这又反照出风之狂暴。一句中有三层曲折，确是匠心独具。次句写日色已高，而犹“倦”

于梳头，“日晚倦梳头”是通过日色已晚而作者想梳头却无力梳洗打扮来从侧面揭示情怀之

苦、心绪之乱。 

三、四两句是漱玉词中并不多见的直抒胸臆之笔。之所以一改含蓄风格，当是因为汹涌

澎湃的情潮已漫出心堤，无法遏制，只好任其自由渲泄。“物是人非事事休”，说明她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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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美好东西已尽皆丧失，无一留存，虽是放笔直书，却具有高度的概括力。 

下片进一步表现悲愁之深重。闻说”二句宕开一笔，写自已有意泛舟双溪，观赏春光，

精神似稍振起。但“只恐”二句复又折回，跌衬出更趋深重的愁情。“愁”本无形，难以触

摸，而今船载不动，则其重可知、其形可想。这是其构思新颖处。此外，下片中“闻说”、

“也拟”、“只恐”六字前后勾连，也是揭示作者内心活动的传神笔墨。 

全词充满“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痛苦。表现了她的故国之思。构思新颖，想象丰富。通

过暮春景物勾出内心活动，以舴艋舟载不动愁的艺术形象来表达悲愁之多。写得新颖奇巧，

深沉哀婉，遂为绝唱。 

赏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只是恐怕漂浮在双溪上的小船，载不动许多忧愁。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把看不见摸

不着的愁，比作有重量的物体压在心头，连船也载不动。比喻新奇，化虚为实，生动形象地

写出了自己内心沉重的哀愁。 

【练习】 

1．简要说说《武陵春》中词人是如何表现愁苦之情的？ 

1．作者先利用“日晚倦梳头”和“欲语泪先流”两个外在的行为具体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

浓重的哀愁。这哀愁浓重到使她无心梳妆打扮的程度，甚至不能提起，不能触摸。然后“只

恐双溪舴蜢舟，载不动许多愁”两句将看不见、摸不着的哀愁，比作可承载、可触摸的实

体，说自己的愁重得连船都载不动。 

 

2．由“也拟泛轻舟”可联想到词人《如梦令》中写泛舟的词句是什么？《武陵春》中作者

泛舟的目的是什么？ 

2．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为解国恨家愁。 

 

 

（五）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辛弃疾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写作背景】 

辛弃疾 21 岁时，就在家乡历夸（今山东济南）参加了抗金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回到

南宋，当过许多地方的长官。他安定民生，训练军队，极力主张收复中原，却遭到排斥打击。

后来，他长期不得任用，闲居近二十年。这首词，抒写了他梦寐以求、终生不变的抗敌救国

的理想，抒写了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该词是作者失意闲居信州时所作，无前人沙场征战之

苦，而有沙场征战的激烈。 

【诗歌大意】 

醉梦里挑亮油灯观看宝剑，梦里回到响彻号角声的军营。把八百里（牛名）分给将士们

烤肉，让乐器奏起雄壮的军乐鼓舞士气。这是秋天在战场上阅兵。  

战马像的卢马一样跑得飞快，弓箭像惊雷一样，震耳离弦。（我）一心想完成替君主收

复国家失地的大业，博得天下生前死后的美名。只可惜（现在）已白发丛生！ 

【主题与赏析】 

词中通过创造雄奇的意境，回忆边塞征战生活，表达了作者的爱国激情和雄心壮志以及

壮志难酬的愤懑心情。 

“壮词”特色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从题材上看，是写军营中的生活情景，看剑，听角声和塞外曲，分八百里炙，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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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兵，骑快马，挽强弓，这种种情境都极勇猛、雄健； 

2．从思想感情上看，表达的是为国立功的雄心壮志； 

3．从语言风格上看，壮丽而不“纤巧”，所以叫做“赋壮词”。 

【练习】 

1．《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的作者是          朝爱国词人          （姓名），

与         并称“苏辛”。 宋  辛弃疾   苏轼   

上阕一、二句写了“我”的哪些活动？梦见了什么？（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写了喝酒后挑灯看剑的活动。

梦见了自己已经臵身于抗敌的前线。   

 

2．描绘上阙中描写军队生活的画面。 

2．兵士们欢欣鼓舞，饱餐将军分给的烤牛肉；军中奏起振奋人心的战斗乐曲。将士们排着

整齐的队伍，在这秋高气爽的时节接受将军的检阅。 

 

3．这首词表达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3．这首词通过回忆边塞征战生活，来表达作者的爱国激情和雄心壮志以及壮志难酬的愤懑

之情。 

 

4．假如你是词人的好友陈亮，该怎样劝慰一下“可怜白发生”的辛弃疾？ 

 

 

附录（一）观刈麦     白居易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诗歌大意】 

庄稼人很少空闲日子，五月里家家加倍繁忙。昨夜间一场南风吹过，那小麦铺满陇沟焦黄。 

妇女们担着篮子送饭菜，孩童们提着瓦罐浆汤。前行后撵去送晌到田里，小伙子们正操劳

在南冈。 

两脚蒸腾着暑天的土气，脊梁灼烤着火般的太阳。力气耗尽了也不觉得热，只是贪图

这夏日好天长。 

更有那些穷苦的婆娘，抱着婴儿在他们一旁。右手去捡那丢掉的麦穗，左臂悬挎着破

烂的扁筐。 

听她们相互间三言两语，禁不住引起我无限悲伤：“俺家的收成全缴了税，拾这点漏儿

压压饥荒。” 

如今我有什么功劳德行，从来也不从事农耕蚕桑。从九品吃禄米足三百石，年底家里

还有余粮。 

想到这些好不暗自惭愧，整天到晚怎也不能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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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与赏析】 

本诗通过旁观农民刈麦、目睹农民艰辛的劳动场面，听了贫困村妇的悲惨诉说，表现了

人民劳动的艰苦、生活的贫困，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也表达了对自己不事农桑而

俸禄优厚的内疚。 

【练习】 

1．请用生动的语言展现“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

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之一劳动场景，并体会这一劳动场景的作用。 

1．夜里刮起南风，麦子被风吹黄了，覆盖在田埂上。妇女们挑着盛满食物的竹筐，小孩提

着装满汤的壶，去给在南冈割麦的青壮年送饭送水。一些农民在南冈麦田埋头割麦，脚下

暑气熏蒸，背上烈日烘烤，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也不觉得炎热。这是第一个劳动场景，其特

点是热火朝天，全家忙碌，就连本该乘阴纳凉，纵情玩耍的儿童也携壶送浆，奔波不停，

足见这一家农民的艰辛不易。 

 

2．由“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你能联想到李绅的《悯农》       ，          。 

2．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白居易的《卖炭翁》中有“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之语，这与《观刈麦》

中的                        ，                             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请加以比较，说一说它们共同的表达效果。3．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都写出了一种违

背人之常情的心理，表现了百姓生活的艰辛、痛苦，饱含着作者对百姓的深切同情。 

 

4．“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写出了当时农民怎样的生活状况？流露出作者怎样的感情 

？4．作者见证了农民生存的艰难痛苦，沉重赋税，无以为生，只好靠拾麦充饥。流露出对

农民的怜悯和同情，也从侧面揭示出官家横征暴敛、赋税沉重的罪恶。 

 

附录（二）月夜     刘方平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诗歌大意】 

夜半更深明月西挂照亮半边人家，北斗七星横卧南斗六星也已倾斜。今夜我忽然感到春

天的温暖气息，还听得春虫叫声穿透绿色的窗纱。   

【主题与赏析】 

诗是抒写感受大自然物候变化的，清新而有情致。这类诗是诗人对外界自然事物、气候

加以精细体察而萌发于心的一种敏感、灵感凝成的景象。诗的首二句是写仰望，寥廓天宇，

月色空明，星斗阑干，暗隐时辰流转；后二句是写俯视，大地静谧，夜寒料峭，虫声新透，

感知春之信息。构思新颖别致，不落窠臼，用语清丽细腻，妙然生趣。 

赏名句：“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示例：“偏”字表达了作者对春回大地的愉悦心情，“ 新”“ 绿”表现了早春的勃勃生

机，表达了作者对春回大地的喜悦之情。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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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描绘一、二两句所展现的春日月夜图。 

1．夜半更深，朦胧的斜月影照着家家户户，庭院一半沉浸在月光下，另一半则笼罩在夜的

暗影中；天上北斗星和南斗星都已横斜。 

2．本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2．对春回大地的喜悦之情 

3．由“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可以使人联想到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中

描写早春的名句                          ，                             。 

3．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附录（三）商山早行     温庭筠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槲叶落山路，枳花照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诗歌大意】 

黎明起床，车马的铃铎已叮当作响，出门人踏上旅途，还一心想念故乡。鸡声嘹亮，

茅草店沐浴着晓月的余辉，足迹凌乱，木板桥覆盖着早春的寒霜。枯败的槲叶，落满了荒

山的野路，淡白的枳花，照亮了驿站的泥墙。因而想起昨夜梦见杜陵的美好情景，一群群

凫雁，正嬉戏在明净的池塘。 

【主题与赏析】 

此诗抒发了诗人的羁旅之愁。诗人选取寒秋时早行时于驿站中的所见所感，表达了一个

长期漂泊他乡的游子的孤寂愁苦之情和思乡之情。此诗成名主要在于第二、三联的成功。诗

人将十个名次一一排开，选材典型，抓住了最能表现羁旅之思景物组合成一个意境，有声有

形，形象感极强。 

【练习】 

1．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1．通过作者对早行回乡途中景物的描绘，表达了一个长期漂泊他乡的游子的孤寂愁苦之情

和思乡之情。 

2．请结合诗歌内容描述颔联的景色。  

2．天边残月未落，房顶盖着茅草的山中小客店，传来报晓鸡鸣。村外，木板小桥上凝着一

层白霜，桥上下一行疏疏落落的脚印。 

 

附录（四）卜算子·咏梅     陆游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写作背景】 

陆游一生的政治生涯：早年参加考试被荐送第一，为秦桧所嫉；孝宗时又为龙大渊、曾

觌一群小人所排挤；在四川王炎幕府时要经略中原，又见扼于统治集团，不得遂其志；晚年

赞成韩侂胄北伐，韩侂胄失败后被诬陷。我们读他这首词，联系他的政治遭遇，可以看出它

是他的身世的缩影。词中所写的梅花是他高洁的品格的化身。 

【诗歌大意】  

驿站外的断桥边，寂寞地开放。已是黄昏时刻，她独自愁思，更加还有风雨摧残。她花

开在百花之先，并非有意苦苦地争夺春光，听凭着群芳心生嫉妒。即使零落成泥，清香却如

故。  

【主题与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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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典型的“托物言志”的词章。上片写梅花的遭遇：它植根的地方，是荒凉的驿

亭外面，断桥旁边，加上黄昏时候的风风雨雨，这环境被渲染得多么冷落凄凉！写梅花的遭

遇，也是作者自写被排挤的政治遭遇。下片写梅花的品格：一任百花嫉妒，却无意与它们争

春斗艳；即使凋零飘落，化为尘泥，依旧保持着清香。这首词上片写梅花在风雨交加的寒冬

黄昏中孤独地开放着，这正是作者不幸遭遇的形象化。作者以梅花自喻，借梅花孤高正直、

操节自守、矢志不渝的高尚品质，抒发自己请缨无路、壮志难酬的苦闷和炽热的爱国情感，

其实也正是作者一生标格孤高，绝不与争宠邀媚、阿谀奉迎之徒为伍的品格和不畏谗毁、坚

贞不渝的铮铮傲骨的真实写照，故历来为后人称颂。全词用清俊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形象

地写出梅的品格、姿态，隐喻表达了作者矢志不移，坚持理想的高尚品质。 

【练习】 

1．这首诗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1．作者以梅花自喻，借梅花孤高正直、操节自守、矢志不渝的高尚品质，抒发自己请缨无

路、壮志难酬的苦闷和炽热的爱国情感，也正是作者一生孤高，绝不与争宠邀媚、阿谀奉

迎之徒为伍的品格和不畏谗毁、坚贞不渝的铮铮傲骨的真实写照。 

2．这首诗运用了什么写法？ 

2．托物寄意，物我相融。借梅花的品格自明心迹，自抒怀抱。 

3．“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中的哪个字用的好，试作评析。 

3．一个“碾”字，显示出摧残者的无情，被摧残者的凄惨境遇。梅花凋落了，被践踏成泥

土了，被碾成尘灰了，但不屈服于寂寞无主、风雨交侵的威胁，只是尽自己之能，一丝一

毫也不会改变，为下句写梅花的高洁品质作铺垫。 

 

 

附录（五）破阵子     晏殊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 

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诗歌大意】 

燕子飞来正赶上社祭之时，清明节后梨花纷飞。几片碧苔点缀着池中清水，黄鹂的歌声

萦绕着树上枝叶，只见那柳絮飘飞。 

在采桑的路上邂逅巧笑着的东邻女伴。正惊疑着昨晚的春宵美梦，原来是今朝发现田中

土肥草盛，不由得脸上生笑。 

【主题与赏析】 

用状物法写春景，春意盎然，清新朗润。表现了春天的勃勃生机和青春的无限美好，表

达了作者心中的喜悦。 

【练习】 

1．描绘“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所展现的美好画面。 

1．美丽的池塘边，星星点点的长出了碧绿的青苔，树上一只黄鹂躲在嫩绿的树叶后，清脆

的鸣叫，春日白天见长，雪白的柳絮在漫天飞舞。 

2．这首词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2．表现了春天的勃勃生机和青春的无限美好，表达了作者心中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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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浣溪沙     苏轼 

籁籁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诗歌大意】 

衣巾在风中簌簌作响，枣花随风飘落。村子的南北头响起缲车的吱呀声，是衣着朴素的

农民在卖黄瓜。 

路途遥远，酒意上心头，昏昏然只想小憩一番。艳阳高照，无奈口渴难忍。于是敲开一

家村民的屋门，问可否给碗茶？ 

【主题与赏析】 

这首词通过对途中细节的描写，绘成了一幅温馨、祥和、恬淡、和谐、清新的画面。表

现了作者尊重农人、平等待人的品格，也折射出其喜悦的心情。 

【练习】 

1．作者为了渲染浓厚的农村生活气息，选取了哪几个画面？请将画面描绘出来。 

1．簌簌衣襟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簌簌飘落的枣花沾满衣巾，缲车的响声缭绕在上空。古柳树下，穿着牛衣的人在那里卖黄

瓜。 

 

2．从下片看，作者是以怎样的身份出现在百姓面前的？这体现了苏轼怎样的特点？试结合

“敲”字加以分析。 

2．作者是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在百姓中的；为官的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例如“敲”字

刻画了作者的动作自然谦恭，仿佛造访朋友，唯恐惊扰于他，表现出一方州官的平易近人、

体恤百姓的特点。 

 

附录（七）醉花阴     李清照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诗歌大意】 

薄雾浓云笼罩着淡淡的哀愁，瑞脑香烟缭绕在金兽炉口，又度过了一个漫长的白昼。百

无聊赖中又是重阳佳节，玉枕纱帐，半夜时候，已觉凉意浸透。 

黄昏后，在赏菊的东篱饮酒，只觉阵阵幽香飘漾在衣袖。不要以为饮酒赏菊就可以解忧，

你看那西风卷动帘脚，露出个人儿来，比菊花还瘦。 

【主题与赏析】 

全词情景交融，通过悲秋伤别来抒写词人在重阳佳节的寂寞相思情怀和浓浓的离愁别

绪。 

【练习】 

1．这首词作于何时？抒发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1．重阳节。抒发了词人在重阳佳节的寂寞相思情怀和浓浓的离愁别绪。 

 

2．“人比黄花瘦”中“瘦”字呼应了该词中哪个字？试分析这两个字的表达效果。 

2．“愁”字。生动地刻画出作者因离愁而形容憔悴腰肢瘦损的形象，传神地表达出作者思

念亲人的凄苦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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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弃疾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什么地方可以看见中原呢？在北固楼上，满眼都是美好的风光，但是中原还是看不见。

从古到今，有多少国家兴亡大事呢？不知道，年代太长了。只有长江的水滚滚东流，永远也

流不尽。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就是长江，多少兴亡事情已经过去了。  

当年孙权在青年时代，做了三军的统帅，他能独霸东南，坚持抗战，没有向敌人低头和

屈服过。天下英雄谁是孙权的敌手呢？只有曹操和刘备而已。这样也就难怪曹操说：“生子

当如孙仲谋。” 

【主题与赏析】 

词的上片写作者在这里的山巅登楼远眺，他所日夜想要恢复的中原之地，却全然望而不

见。见到的只是北固楼前的满眼风光。南北的交争，列朝的兴亡，这种永无休止的变化，正

如奔腾东流的长江之水一般。这是作者囊括了时间和空间的全局，从宏观上发出的一种感慨。  

京口是三国孙吴一度建都之地，吴主孙权年轻时便已做了统帅。他并不满足占有东南半壁江

山，而还在不停地出战争雄。与他对阵的尽管是曹操、刘备那样的一世之雄，他也满不在乎。

终令曹操也不能不赞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作者的言外之意是：如今南宋也占有东南半

壁江山，而在掌握军政大权的人物中，可曾有一个能与孙权相比的呢？  

词中借登亭遥望中原并追忆三国时期孙权旧事，借古喻今，含蓄地讽刺了南宋统治集团

的昏庸和软弱无能，表达了作者对时局的忧虑，寄寓了自己一腔爱国豪情。 

【练习】 

1．这首词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1．这首词借古喻今，含蓄地讽刺了南宋统治集团的昏庸和软弱无能，表达了作者对时局的

忧虑，寄寓了自己一腔爱国豪情。 

 

2．下片“年少万兜鍪，„„生子当如孙仲谋。”中的典故表达什么意思？ 

2．“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这是用了《三国志》中的一个典故，指只有号称天下英雄的

曹刘才是孙权的对手。“生子当如孙仲谋”，“仲谋”是孙权的字，这又用了一个典故，此处

赞叹孙权的雄才大略，实际上暗指类似东吴占据了江南半壁江山的南宋，没有出一个像孙

权那样有雄才大略的英雄人物，今昔对比，令词人慕古伤今，忧患惘怅。下片借典故歌颂

孙权的英雄业绩，含蓄地讽刺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的昏庸和软弱无能。 

 

附录（九）山坡羊·骊山怀古     张养浩 

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 

只见草萧疏，水萦纡。至今遗恨迷烟树。 

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 

【诗歌大意】 

在骊山上四处看看，阿房宫已经被一把火烧没了，当时的奢侈，现在在哪里？只看见了

萧疏的草，水萦纡，到现在遗留的仇恨像烟雾一样。列国的周齐秦汉楚，这些国家，赢了的，

都变成了土；输了的，都变成了土。 

【主题与赏析】 

这首小令则是从王朝的统治者的角度来谈的，封建统治者无论输赢成败最终都逃脱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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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曲中描写的景物有什么特点？ 

 

2．末句“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表达了一种怎样的感情？ 

2．表达了对历史兴亡的大彻大悟，封建统治者无论输赢成败最终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3．《山坡羊·潼关怀古》中与本曲结尾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句子是          ；          。

3．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附录（十）朝天子·咏喇叭     王磐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

怕。哪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 

【写作背景】 

这支曲作于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当时宦官当权，在交通要道运河上，他们

往来频繁，每到一处就耀武扬威，欺压百姓，行船时常吹起号来壮大声势鱼肉百姓。诗人王

磐家住运河边的高邮县，目睹宦官的种种恶行，写了这支曲，借咏喇叭，揭露宦官的罪行。

整首曲子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一个宦官的字样，但是却活画出了他们的丑态，在轻俏诙谐中充

满了对宦官的鄙视和愤慨。 

【诗歌大意】 

喇叭，唢呐，吹出的曲调短小，可是声音很大。宦官们坐的官船来来往往，多得像乱麻，

全都倚仗着你来抬高名声身价。士兵听了士兵发愁，老百姓听了老百姓害怕，哪里去分辨什

么真和假？眼看着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得水干了，鹅也飞光了！ 

【主题与赏析】 

这首散曲，借咏喇叭，讽刺宦官装腔作势的丑态，揭露了他们为非作歹、残害百姓的罪

恶行经，流露出作者愤慨和辛辣的讽刺。抒发对宦官制度和黑暗社会的痛恨。 

【练习】 

1．这首散曲抒发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1．这首散曲，借咏喇叭，讽刺宦官装腔作势的丑态，揭露了他们为非作歹、残害百姓的罪

恶行经，流露出作者愤慨和辛辣的讽刺。抒发对宦官制度和黑暗社会的痛恨。 

2．这首散曲反复吟咏喇叭的作用是什么？ 

2．全曲以吟咏“喇叭”贯穿始终。先写喇叭的特点（“曲儿小腔儿大”），同时影射作者的

讽刺对象──宦官的特点：地位低下却依仗皇帝的宠幸大摆威风。继而写喇叭的功用（“全

仗你抬身价”），一个“抬”和喇叭唢呐的特点相对应，讽刺了宦官的狐假虎威，装腔作势。

再写喇叭造成的恶果，表达对喇叭的憎恨。喇叭一吹，军民都怕，吹得百姓家破人亡，甚

至水也干了，鹅也飞了。可见，宦官敲诈百姓的程度之深。 

3．赏析“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  

3．开篇的第一句，和散曲名相呼应，同时通过“曲儿小”和“腔儿大”作比，既照应了喇

叭和唢呐的特点，曲儿小腔儿大，装腔作势，这和宦官的本质一致，可谓一语双关。这首

散曲，表面是吟咏喇叭，实际上讽刺揭露了宦官狐假虎威、残害百姓的丑恶嘴脸。流露出

作者愤慨和辛辣的讽刺。抒发了对宦官制度和黑暗社会的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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