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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理解】

拨云见日——四步读懂一首诗



1、 了解诗歌鉴赏高频考点和考查形式；

2、 掌握“四步读诗”的技巧，理解诗歌内容与情感主旨；

3、 概括《行路难》内容，分析作者情感。

1、 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诗题和诗句看，本诗属于古体诗中的歌行体，篇幅、声律、韵脚比较自由。

B．本诗刻画了怀素酒后运笔挥洒时激情奔涌、痛快淋漓、狂放疾书的形象。

C．诗中作者既是写自己的观感，又是描摹怀素书法的神韵，二者水乳交融。

D．最后两句写湖南七郡虽人口不多，但家家都请怀素题字，表明其造诣非凡。

2、 《登高》这首诗表现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3、 这首诗的三、四两句运用了哪种修辞手法？请具体说明。

4、 你认为这幅“竹石牧牛”图在作者心目中的含意是什么？有人认为作者在诗中“厚于竹而薄于石”，你

对此有什么看法？请说明。

A.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B.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思考：请谈谈你对两句诗的理解，你知道他们在原文的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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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话我们在图书馆和教师墙壁见得最多呢。普遍理解这句话是学习励志

类的名言警句，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多崇高的目标啊，但庄子的这句话其实是这样说的，“吾生也有涯，

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粗略意思是：我庄子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我面对的知识是无限的，要

我以本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那种永远看不到边的尽头，你当我傻吗？庄子是一个追崇顺其自然，清净无

为的洒脱人物，他认为人吃个饭，饱了就行，没什么必要追求奢华，穿个衣，别冻着就行，实在不需与什

么人攀比。    

B 句原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说起这句话，大半的

愤青都会告诉你，这话的意思是说：“天地残暴不仁，把万物都当成低贱的猪狗来看待，而那些高高在上的

所谓圣人们也没两样，还不是把老百姓也当成猪狗不如的东西！”其实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天地不情感

用事，对万物一视同仁，圣人不情感用事，对百姓一视同仁。

由此引出本课主题：四步读懂一首诗，真正理解了诗歌，引用才不会闹出笑话，阅读鉴赏做起来也不

会啥都做错。   

一、 诗歌

诗歌，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是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表达作者丰富情感，集中反映

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体裁。

发展：《诗经》→《楚辞》→汉乐府诗→魏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现代诗、新诗

【诗歌类别】

①　 山水田园诗

②　 边塞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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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送别诗

④　 咏史诗

⑤　 咏物诗

⑥　 咏怀诗

二、 诗歌鉴赏高频题型

1　 品味炼字

（1）“某”个字或词用得好，好在哪里？

（2） 诗歌中的“某”字或词有什么表达效果？

（3）“某”字能否改为“某”字？

（4）你最欣赏哪个字或词？请赏析。

2　 名句赏析

（1） 从某句诗中领悟到什么人生哲理？

（2） 请谈谈对诗歌中千古传诵的名句的理解。

（3） 某诗句历来受到人们的赞赏，请分析原因。

3　 主旨情感

（1） 诗歌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2） 描写了怎样的景物？营造了怎样的氛围？

（3） 塑造了怎样的形象，抒发了诗人怎样的情感？

4　 想象描述

（1） 诗歌展现了一幅怎样的画面？用简洁优美的语言进行描绘。

（2） 展开想象，用形象的语言描绘诗歌优美的意境。

5　 表达技巧



（1） 诗歌在写法上有什么特点？试举例分析说明。

（2） 诗歌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具有怎样的表达效果？

（3） 诗歌是怎样抒发作者的情感的？

三、 如何读懂一首诗歌

1、 读标题      

标题是诗歌鉴赏的切入点，因为标题富含着诸多信息。诗歌的题目是诗歌鉴赏的向导。

题目作用：

(1) 揭示内容（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2) 揭示情感

(3) 揭示诗歌内容。

例：《送友人》唐 李白

从题目可以判断这是一首意味深长的送别诗，送别诗常抒发的感情：①依依不舍的留念、离愁别恨；②情

深意长的勉励、赞颂、祝愿之情；③坦陈心志的告白，借以一吐胸中积愤或表明心志。

《山居秋暝》唐 王维

从题目和作者可以判断这是一首山水田园诗，山水田园诗常抒发的情感：①归隐田园，钟情山水；②描绘

山川美景，热爱祖国河山；③厌弃官场黑暗，抒发闲适情调，表达自己决不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

2、 读注释

诗歌的注释有些介绍写作背景，那是暗示本诗的思想内容；有些是介绍相关诗句，那是暗示你本诗的

用典或其意境；有些介绍作者，那是暗示你本诗的写作风格。任何一个注释均是一种理解暗示。

例：《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唐 刘禹锡 注：此诗为刘禹锡刘禹锡罢和州刺史返回洛阳时所作。



注释中交代了此诗为作者贬谪时所作，而一般诗人词人被贬谪，多会抒发怀才不遇之感，表达对官场

的厌恶之情，对宁静生活的向往之情。少部分则是表现出旷达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这首诗通过回

顾自己被贬的经历，描写归来的感触，表达了诗人长年被贬的辛酸愤懑之情，并写出了诗人对生活与未来

积极、乐观、豁达的情怀和坚定的意志。

3、 品意象

“意”,就是诗人的思想、情感、意念。“象”，就是物象、形象。“意象”就是意中之象，就是用来寄托

诗人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找出诗歌中的人物、景色、物品）

例：《竹枝词》唐 刘禹锡

流水。水在我国古代诗歌里和绵绵的愁丝连在一起，多传达人生苦短、命运无常的感伤与哀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这两句是对景抒情，用的是两个比喻：花红易衰，正像郎君的

爱情虽甜，但不久便衰落；而流水滔滔不绝，正好像自己的无尽愁苦。

《虞美人》南唐后主李煜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用江水比拟亡国之痛的深沉悠长。

4、 审题干

题干中往往暗示了命题意图，揭示了破题方向，提示了答题范围，提供了答案信息。看清要求，结合

原诗内容、题干作答，不能空洞的阐述概念。答案必须有针对性、指向性，一定要问什么，答什么，要什

么，给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可谓重中之重。

例：诗的颔联和颈联多处运用了对比手法，描绘了山野的优美景象，请结合诗句具体分析。

要求理解诗歌的颔联和颈联，分析其表现手法的运用。重点分析“描绘了山野的优美景象”的诗句。

你如何感受到词中作者面对人生失意时的积极心态？结合词作内容，简要分析。

本题考查对诗歌感情的理解和分析能力。抓住“面对人生失意时的积极心态”的词句进行分析

【诗歌鉴赏步骤】



Step1：读标题



从标题是否能够看出诗歌的大体内容、诗人的情感、诗歌的题材，为进一步读懂打下基础。

Step2：读注释   

注释可能是对有些难懂字、词、句的解释，也可能是对作者的有关补充介绍，也可能介绍相关典故。

Step3：品意象

找出写景、写物、写人的名词，捕捉并理解诗歌中的意象，弄清它写了什么。

Step4：审题干

看命题者给出的所有题干，看看是否有某种暗示。综合以上各点，分析诗歌所写内容和蕴含的情感。

行路难·其一

李白 〔唐代〕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注释

(1) 行路难：选自《李白集校注》，乐府旧题。

(2) 金樽（zūn）：古代盛酒的器具，以金为饰。

(3) 清酒：清醇的美酒。

(4) 斗十千：一斗值十千钱（即万钱），形容酒美价高。

内容剖析



(5) 玉盘：精美的食具。

(6) 珍羞：珍贵的菜肴。羞：同“馐”，美味的食物。

(7) 直：通“值”，价值。

(8) 投箸：丢下筷子。

(9) 箸（zhù）：筷子。不能食：咽不下。

(10)茫然：无所适从。

(11)太行：太行山。

(12)碧：一作“坐”。

(13)忽复：忽然又。

(14)多岐路，今安在：岔道这么多，如今身在何处？

(15)歧：一作“岐”，岔路。

(16)安：哪里。

(17)长风破浪：比喻实现政治理想。

(18)会：终将。

(19)云帆：高高的船帆。船在海里航行，因天水相连，船帆好像出没在云雾之中。

(20)济：渡。

2、 译文

金杯中的美酒一斗价十千，玉盘里的菜肴珍贵值万钱。

心中郁闷，我放下杯筷不愿进餐；拔出宝剑环顾四周，心里一片茫然。

想渡黄河，冰雪却冻封了河川；想登太行山，莽莽风雪早已封山。

像姜尚垂钓溪，闲待东山再起；又像伊尹做梦，他乘船经过日边。

人生道路多么艰难，多么艰难；歧路纷杂，如今又身在何处？



相信乘风破浪的时机总会到来，到时定要扬起征帆，横渡沧海！

3、 作者简介

李白（701-762 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

“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代

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等。

4、 创作背景

　　公元 742 年（天宝元年），李白奉诏入京，担任翰林供奉。却没被唐玄宗重用，还受到权臣的谗毁排挤，

两年后被“赐金放还”，变相撵出了长安。李白被逼出京，朋友们都来为他饯行，求仕无望的他深感仕路的

艰难，满怀愤慨写下了此篇《行路难》。

5、 赏析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前 4 句：以乐景写哀情，1、2 句运用夸张，仿佛营造欢乐的宴饮气氛，似乎是一首“祝酒歌”；3、4

句急转直下，“停”“投”“拔”“顾”四个连续的动作，形象地显示了诗人内心的苦闷抑郁，感情的激荡变

化，与前 2 句形成鲜明的对比。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5-6 句紧承“心茫然”，正面写“行路难”。诗人用“冰塞川”“雪满山”象征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

具有比兴意味。但李白并不是那种软弱的性格，从“拔剑四顾”开始，就表示着不甘消沉，而要继续追求。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7-8 句，诗人在心境茫然之中，忽然想到两位开始在政治上并不顺利，而最后终于大有作为的人物，想

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又给诗人增加了信心。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9-12 句，诗人从吕尚、伊尹的思路回到眼前现实中来的时候，又再次感到人生道路艰难。离筵上瞻望

前程，只觉前路崎岖，歧途甚多，要走的路，究竟在？这是感情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再一次回旋。此四句

节奏短促、跳跃，完全是急切不安状态下的内心独白，逼肖地传达出进退失据而又要继续探索追求的复杂

心理。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3-14 句，经过前面的反复回旋以后，诗人那种积极用世的强烈要求，终于使他再次摆脱了歧路彷徨的

苦闷，境界顿开，唱出高昂乐观的调子，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总有实现的一天。表现诗人理想抱负终会实

现的积极乐观的精神。

通过这样层层叠叠的感情起伏变化，既充分显示了黑暗污浊的政治现实对诗人的宏大理想抱负的阻遏，

反映了由此而引起的诗人内心的强烈苦闷、愤郁和不平，同时又突出表现了诗人的倔强、自信和他对理想

的执着追求，展示了诗人力图从苦闷中挣脱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一、 常见诗歌意象：

1、 送别类（或表达依依不舍之情，或叙写别后的思念）：

杨柳、长亭、驿路、南浦、寒蝉、行舟、酒。

2、 愁苦类（或表达忧愁、悲伤心情，或渲染凄冷、悲凉气氛）：

梧桐、芭蕉、芳草、流水、杜鹃、猿啼、风霜、飞雪、苦雨、酒。

3、 思乡类（或表达对家乡的思念，或表达对亲人的牵挂）：

月亮、鸿雁、莼羹鲈脍、双鲤、羌笛、蟋蟀、捣衣、行舟

4、 抒怀类（或托物显示高洁的品质，或抒发感慨）：

梅花、菊花、松柏、幽兰、蝉、翠竹、黍离、冰雪、草木、乌鸦。

5、 爱情类（用以表达爱恋、相思之情）：

红豆、连理枝、比翼鸟。

6、 战争类（或表达对战争的厌恶，或表达对和平的向往）：

投笔、长城、楼兰、请缨、柳营、羌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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