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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学作品的语言审美



案 例 体 验

讲述：《凉州词二首·其一》（以下简称《琼州词》）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七言绝句，也是唐代边塞诗的代表

作品之一。“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诗歌说的是：黄河好

像从白云间奔流而来，玉门关孤独地耸峙在高山中。何必用羌笛吹起那哀怨的杨柳曲，去埋怨春光迟迟不来呢，

原来玉门关一带春风是吹不到的啊！（图 7-1-1）



案 例 体 验

诵读：观看视频诗朗诵《凉州

词》，尝试自己诵读一遍，体

会一下其中蕴含的思想感情。

同时在诵读中体验诗歌语言美、

韵律美、音乐美。

讨论：

这些描绘边塞风景画面的词语有

何特点？这些词语结合在一起，

有何美妙不凡之处？这首诗写了

什么人物？什么文学形象？

读这首诗歌，你能感知哪些词语

构成了边塞风景的画面吗？请你

以这首诗歌为例，谈一谈诗歌审

美的抓手是什么。



案 例 体 验

归纳：一般情况下，我们常常把对诗歌的思想感情、客观意向、

语言风格的分析作为诗歌审美的三个抓手。

首先是抒情。诗歌是人类表达、宣泄情感的载体。诗歌作者在

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以能否表达出主观情感为目的来选择和提

炼诗歌意象，创立和设置诗歌意境，诗歌语言的种种使用技法

也是为了更准确、更细致、更贴切地抒情达意。离开了人类抒

情的动机，诗歌就没有了产生和发展的动力。

其次是意象和意境。在诗歌中，我们常常把寄托了作者主观情

思的赋有某种特殊含义和文学意味的具体形象称之为“意象

”。对诗歌的审美活动都离不开意象。

精练优美的语言是诗歌审美的又一个抓手。在语言的内涵上，

诗歌语言在物化意象时特别讲究精练的内蕴，它要通过大力度

的炼字、炼句，以较小的篇幅来完美地容纳高度概括的内容。

这是诗歌区别于小说、散文的新奇优美的审美特征。



美学理论和技能

一、文学作品的审美要注意四大类文学作品语言的共性和个性

文艺批评和欣赏的一般美学理论和方法

（一）诗歌的语言

诗歌是用凝练的语言、充沛的

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来高度集

中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人类

精神世界，并具有一定节奏和

韵律的文学体裁。

（二）散文的语言

散文的主要特点是取材广泛，不受

限制，注重表现作者的生活感受和

特殊境遇，一般没有完整的故事情

节，结构自由灵活，形式短小精悍，

语言自然简洁而优美。

（三）小说的语言

小说有叙述性的语言，也有描述性的

语言，长短句兼有，语言生动、细腻、

富有感情。小说的文化背景和情境不

同，被选用的语言特色就存在差异，

这也是语言特点形成的基础。

（四）戏剧的语言

戏剧是运用文学、音乐、舞蹈、美术

等艺术手段，表演故事情节、塑造舞

台艺术形象、揭示社会矛盾的一种综

合性舞台艺术。戏剧包括话剧、歌剧、

舞剧、音乐剧、木偶戏等。



美学理论和技能

二、文学作品的审美要注意把握文学形象、文学意境、文学内涵美

文艺批评和欣赏的一般美学理论和方法

文学意象是文学作品中具有表意功能的文学形象，我们把这种寄托

了作者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赋有某种特殊含义和文学意味的具体

形象称之为意象。意象有指意性、暗示性和朦胧性的特点。文学意

境是文学艺术作品通过形象描写表现出来的境界和情调，是抒情作

品中呈现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及其诱发和开拓的活跃着主

观的生命情调的审美想象空间。文学意境的特征是情景交融、虚实

相生、感会于心、韵味无穷。由若干意象构成的意象体系构成意境，

是以整体形象（意境）出现的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意象或意象的

组合构成意境，意象是构成意境的手段或途径。正确地把握二者都

需要联想和想象。意象和意境是鉴赏诗歌类文学作品绕不开的必然

路径，也是一把行之有效的金钥匙。



艺术实践工作坊

“班级诗词大会”活动

活动目标 活动任务

1. 通过活动学习、积累一定数量

的古诗词，培养中华传统文化素养，

为诗词鉴赏活动积累审美素材。

2. 从审美感受力出发，针对诗歌

的韵律美、情感美现象，运用诵读、

讨论、探究、合作等方法加以体验，

尝试运用本主题的理论观点解析。

3. 从审美情趣入手，通过各类型

活动，提高诗歌的审美趣味的同时

提升中华传统文化修养。

参赛对象：班级或学系的所有同

学。班级按组，学系按班组织代

表队参赛。每队 4～6 人为宜。



艺术实践工作坊

“班级诗词大会”活动

活动步骤

布置任务，讲解

要求，动员准备。

第二环节：一字多

句（将搜集诗歌任

务分到各组，各组

长一起制定活动环

节和规则）。

活动总结：分理

工科组和文科组。

第一环节：诗词接

龙（将搜集诗歌任

务分到各组，各组

长一起制定活环节

和规则）。

第三环节：眼疾手

快（将搜集诗歌任

务分到各组，各组

长一起制定活动环

节和规则）。

老师进行审美

指导、强调文

学作品审美的

三个抓手。

1 2 3 4 5 6



艺术实践工作坊

“班级诗词大会”活动

活动指导

1
所有活动必

须遵守法律

法规和校纪。

2
不得扰乱正

常教学秩序，

不得干扰他

人正常学习

生活。

3
校内场地、

设备、人员

由学生会或

团委统一负

责，卫生保

洁由参加活

动的各班级

抽调学生负

责。

4
活动过程中

以学生广泛

参与为主，

不搞指定摊

派。

5
活动指导顾

问教师须包

含本课程任

教教师。



2 影视作品的语言审美



案 例 体 验

讲述：当母亲躺在病床上，人生即将走到终点时仍然在鼓励

阿甘实现自己的命运，阿甘问道：“我的命运是什么？”母

亲微笑着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

将会是哪一种。”面对阿甘的疑问，母亲没有正面回答，而

是通过生活中常见的形象做比喻，又把这个人生终极问题推

给了广大的观众来思考和细细品味其中复杂的意蕴。不管是

多少次，每当放映《阿甘正传》（图 7-2-1）时，我们总会被

电影主人公阿甘正直的个性和单纯的初心所打动。多年来影

片中简洁而又不时透出深刻哲理的人物语言给一代又一代影

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值得我们静下心来回味。



案 例 体 验

观影：观看电影《阿甘正传》，从

人物语言的角度对阿甘、阿甘的母

亲这两个形象展开审美活动。

讨论：如果说阿甘和母亲是美

的形象，那么，你认为他们的

美各有什么不同？我们该如何

概括他们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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