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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五 古代诗歌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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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标解读 必备知识

 

关键能力

 

备考策略

 考点 内容

诗歌

的形

象

概述形

象特点

常见诗歌中

的人物形象、

事物形象

对诗歌中艺术

形象的分析能

力、概括表达

能力

积累诗歌形象的相关知识，

注重归类，总结规律，要善

于用已有知识去分析解读诗

中形象

诗歌

的语

言

分析语

言风格

和特点

炼字、诗眼

及语言特色

对诗歌语言的

分析鉴赏能力、

概括表达能力

复习时要按照课标中“任务

群”的学习要求，注意打通

试题和教材的联系，连点成

面，在综合思考中提高学科

能力



课标解读
必备知识 关键能力 备考策略

考点 内容

诗歌的

表达技

巧

分析诗歌的表现

手法、表达方式

和修辞手法等

表现手法、

表达方式、

修辞手法

鉴赏诗歌表

达技巧的能

力、语言表

达能力

掌握古代诗歌常见的表达

技巧，进行典型例题训练，

熟练运用答题模式。注意

表述角度等限制

诗歌的

思想内

容和作

者的观

点态度

通过对写景或叙

事的分析，评价

诗歌的思想内容

和作者的观点态

度

按题材对

诗歌分类

综合分析能

力、评价鉴

赏能力、概

括表达能力

注重课内积累，在此基础

上拓展延伸，培养从诗歌

思想内容、诗人生平、后

人点评等方面阅读鉴赏诗

歌的习惯





第1节 古代诗歌鉴赏选择题



五种常见设误角度及应对技法

1.词语、诗句理解错误

角度解读 命题者故意错误解读诗歌中的一些关键词语的含义及句子的含

意，特别是在写景状物的诗句解读中歪曲季节、时间、地点等

。

应对技法

一方面，把词语、句子作为平常的文言词句进行翻译，同时进

行相关联想，在头脑中复原诗句所说的景物或事物，由此确定

词义、句意到底是什么。另一方面，要将选项涉及的内容与具

体诗句对应，关注景物描写的时节、地点、特点，关注事件、

人物、动作、评价等。



2.表现手法错误

角度

解读

命题者故意在艺术手法上设置错误，如把拟人说成比喻，把

借喻说成借代，把实写说成虚写，把正衬说成反衬，等等。

应对

技法

平时要熟练掌握诗歌中的写景手法、抒情手法、修辞手法等

，答题时，要把试题中对手法的分析分成不同的语意单位，

与诗句对应比较，看哪部分的分析正确，哪部分的分析错误

。涉及全诗的，还要认真分析全诗的思想内容，以便与选项

的内容进行对照。



3.情感内容理解附会

角度

解读

命题者故意在某些诗句、某个典故中的情感上设误，要么弄错

情感基调，如把乐观说成悲观；要么在情感内涵上过度解读，

如把貌似正确的情感放进去；要么弄错情感表达的方式，如把

间接表达说成直接表达，把明显说成含蓄，等等。

应对

技法

在把选项与原诗进行对照分析时，一要注意诗句的陈述主体，

看是否与选项所述一致；二要注意诗句中的词语、典故意象，

对其感情色彩进行深入感知，看与选项所述是否一致；三要注

意诗歌下面的注释，看注释有怎样的提示。



4.意象、意境分析不当

角度

解读

诗歌意象的内涵很复杂，有的意象有多种含义，同一个意象在不同

的诗句中的象征义、比喻义、语境义往往不同，命题者故意把其内

涵分析错误，让考生辨别。命题者还对全诗（词、曲）或是某一句

、某一联、某一片所营造的意境特点做出错误的概括，如把“明丽

”说成“朦胧”，要求考生判断。

应对

技法

找出诗句中出现的意象，分析其各自的特征，最后整合并整体感知

其营造的氛围，品味诗歌意境。另外，熟记常见的意境特征：雄浑

壮丽、壮阔苍茫、苍凉悲凄、闲适恬淡、清幽明净、冷清幽静等。



5.艺术效果分析不当

角度

解读

命题者故意在艺术手法的表达效果上设置错误，把并非“

生动形象”说成“生动形象”，把没有某种效果说成有某

种效果，等等。

应对

技法

首先，结合注释准确把握诗歌内容；其次，熟知诗歌的语

言风格；再次，掌握诗歌常见的修辞手法所产生的艺术效

果，如比喻、拟人、夸张等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最后，三

者结合，看命题者对诗歌艺术效果的赏析、评定是否正确

。



第2节 鉴赏古代诗歌的形象



所谓形象就是主观情意和外在物象融合的结晶，是浸润着作者浓郁

的主观情感的意象。古代诗歌中的形象既指人物形象（包括诗人“我”

的形象），又指诗歌中所描绘的景物、事物的形象。

诗歌创作的目的是抒情，而诗人的思想感情往往是借助诗中的形象

委婉含蓄地表达出来的。因此，鉴赏古代诗歌，先要把握古代诗歌中的

形象。从近年的高考考法来看，主要有4种考法：鉴赏人物形象、鉴赏

景物形象、鉴赏事物形象、分析意象含义（内涵）及作用。



一、鉴赏人物形象“四角度”

考法

阐释

诗歌中的人物形象是诗歌作品创造出来的生动具体的寄寓诗（词）人生活理想和思想

感情的艺术形象，分为诗（词）人塑造的艺术形象和抒情主人公形象。

设问

方式

①这首诗（词）塑造了一个怎样的诗（词）人（主人公）形象？试加以分析。②诗

（词）中的人物形象具有怎样的特点？试加以概括（或分析）。③请简要概括（或分

析）诗（词）中诗（词）人的形象特点。④某一联刻画了一位什么样的主人公形象？

请简要分析。

鉴赏

角度

看标题

、注释

，初步

揣摩人

物

有的诗歌标题具有极强的暗示性，对形象、情感都有提示。如《最爱东山晴

后雪》（杨万里）一诗，通过标题就可以大体揣测出本诗塑造了一个热爱自

然美景的诗人形象。有的诗歌注释有暗示性。如《劳停驿》（欧阳修）的注

释“此诗为欧阳修被贬峡州夷陵令时作。劳停驿，驿站名”，据此可以揣摩

，诗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大致是“被贬蛮荒、漂泊在外”的形象。



   

鉴赏

角度

形象赏景物

（意象），

分析人物形

象

要抓住诗中所描写的景物、运用的意象来分析人物形象。景物描写

能够对人物的心理起烘托作用，是人物心境的直接流露。比如诗中

若出现“菊”“狭径”柴门”等形象，则很可能塑造的是“远离官

场、热爱自然的隐者形象”。

抓描写，分

析人物形象

要抓住诗歌中人物的肖像、动作、语言、神情、心理等描写，特别

是细节描写，仔细分析相对应的关键词，探寻人物的形象特点。如

“醉眼千峰顶上，世间多少秋毫”一句中，“醉眼”就是神态描写

，这个描写能够体现出人物的“旷达洒脱”。

析典故，分

析人物形象

引用古籍中的故事或词句，借他人（事）来比况自己，为用典。比

如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凭谁问：廉颇老矣，尚

能饭否？”一句用典，词人以廉颇自比，雄心不减当年，渴望为国

效力，叹无人前来问讯，徒有英雄豪情



鉴赏

步骤

说特点 一句话概括诗歌中的人物是什么样的形象。

析例句

结合具体诗句或重点词语分析人物形象的性格特

点。融入表达技巧，通过翻译诗句，具体解说。

明作用 人物形象在诗歌中的作用（主旨、思想感情），

即诗人通过人物形象表达了什么感情。



二、鉴赏景物形象“四要素”

   

考

法

阐

释

景物形象是指诗歌中描绘的自然景物和人文景物。诗中的景物形象是情中之景，有

单个景物形象（即意象），也有由多个景物形象组合成的意境。意境指诗歌通过意

象所表现出来的情调和境界，意境和意象的关系，简单地说，是境生于象而超乎象

。意象是诗歌艺术的基本单位，意境则是指全篇作品所营造的整体艺术境界；意象

是形成意境的材料，意境则是意象叠加、组合之后的升华。由于意境一词较为复杂

，故在高考中常用“氛围”（偏重外部环境）、“心境”（侧重内心世界）、“境

界”（外部与内部的融合）等词语称呼。从高考命题来看，对景物形象的考查往往

有两种类型：一是画面描述题，二是意境赏析题，这两种类型有诸多相通之处，区

别主要体现在前者答案要点有“画面特点”“画面内容（意象）”两部分，对情感

分析一般不作要求；后者答案要点除以上两点，还有其所蕴含的感情、所运用的艺

术技巧。



设问

方式

①这首诗（词）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怎样的画面？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②这

首诗（词）营造了一种怎样的意境氛围？表达了诗（词）人什么样的思想感

情？③这首诗（词）描写了什么样的景物？抒发了诗（词）人怎样的情感？

④请从意境营造的角度，赏析全诗。

鉴赏

景物

形象

四要

素

诗

中

赏

画

①意象的色彩（明艳、清丽、素雅、黑冷等）。从意象的色彩去感受诗

（词）人的情感。如李清照《声声慢》中的“淡酒”“晚来风急”“满地

黄花”“梧桐”“细雨”“黄昏”等意象全是冷色调，给人一种凄清、悲

苦、孤零零的感觉。②意象组合的特点。从意象的组合方式去感受诗（词

）人的情感。动静组合—“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

下渔舟”；虚实组合—“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点面结合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立翁，独钓寒江雪”；等等。



鉴

赏

景

物

形

象

四

要

素

 

 

    

画中

品诗

画中品诗，即由形象、画面的色调，剖析诗（词）人的情感思想。看画面形、色、动、

静等概括意境，描绘图景，读一首诗，先看它描写了什么形象，呈现出一种怎样的色调

，并由此推及其蕴含的内在情感，一般而言，色调明丽，画面鲜活，体现的情感就高昂

乐观；色调阴暗，画面凄凉，体现的情感就低沉伤感。意境的常用术语：孤寂冷清、雄

浑壮阔、萧瑟凄凉、恬静闲适、雄奇优美、生机勃勃、肃杀荒凉、瑰丽雄壮、虚幻缥缈

、凄寒萧条、繁华热闹等。

缘景

明情

①借助意象，品味意境。意境是诗（词）人主观情感与自然客观物象融合的整体。品味

意境就要借助意象。②借助意象，体味情感。诗（词）的情景是水乳交融的。对诗（词

）情感的把握离不开对意象的理解。考生首先要理解意象本身的特点，其次要注意意象

的有关修饰语，这对把握诗（词）的情感很有帮助。

双层

挖掘

古代诗词常是感情深沉、含蓄不露、富有哲理的，在表面意义之下，还可以挖掘到其深

层含义，这正是诗（词）人要表达的主题。如李白的《早发白帝城》，从字面看是写一

段行程，水流急，船行快，实质是写诗人被赦时心情的轻松和愉悦。



       

答

题

步

骤

 

 

①找意象，组画

面（描绘诗〈词

〉中展现的图景

画面）

考生应抓住诗（词）中的主要景物，用自己的语言再现画面。描述时一要忠

实于原诗，二要用自己的联想和想象再创造，力求语言优美。

②析特点，设意

境（概括景物所

营造的氛围特点

）

抓住描述意象的关键性词语，把握意象的自身特征及特殊内涵，找到多个意

象的共同特征，进而概括出意境的特色。概括时一般用两个双音节词，如孤

寂冷清、恬静优美、雄浑壮阔、萧瑟凄凉等，注意要能准确地体现景物的特

点和情调。

③表感情，明作

用（分析诗〈词

〉人的思想感情

）

根据意境氛围的特点来分析诗（词）人的思想感情或景物暗含的寓意。答案

要具体，切忌空洞，答题时应尽量点出描绘的意象和意境所表达的感情，点

明其在创设背景、表情达意、表现人物性格方面的作用。比如只答“表达了

诗人感伤的情怀”是不行的，应答出“为什么感伤”。（有时这几步需要合

在一起作答，并且具体作答时考生要根据题目要求灵活处理）



三、鉴赏事物形象“五关键”

考法

阐释

事物形象，多指咏物诗或杂诗中的物象。所谓物象，即被诗（词）人人

格化了的描写对象。这些物象大多带有诗（词）人的主观色彩，曲折地

表现诗（词）人的品格和思想感情。“托物言志”是其常运用的表达技

巧，明确“物”的特征，找出“志”的内容，是鉴赏事物形象的两个关

键要素。

设问

方式

①某联描写了某物的什么形象？有何作用？②某物象有什么特征？③某

物象象征什么（有何寓意）？④某物象寄托了诗（词）人怎样的思想感

情（何种情怀）？⑤诗（词）人塑造的事物形象有什么意义？请简要分

析



  

鉴赏

事物

形象

五关

键

 

熟记特

定物象

的象征

意义。

一个民族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不但有共同的语言，也形成了共

同的心理状态，并表现了对自然或社会某些事物的一定的感受方式。因此，考生在

阅读古代诗歌时，对于诗（词）中出现的草木花果、鸟兽虫鱼、月露风云等物象，

要注意理解沉淀其中的特定意义和文化内涵，这样才能分析事物的象征意义。如

《野菊》（杨万里）一诗中赏析“野菊”的形象，就要结合菊花高洁、脱俗的特定

含义和文化内涵。

关注色

彩色调

，辨析

物象特

征。

①关注时令色彩。古代诗歌中，不同季节的景物往往带有诗（词）人不同的诗（词

）人感情色彩。早春的事物是欣欣向荣的，流露出的诗（词）人的情感多半是喜悦

的：暮春则是感伤、惋惜和留恋的：秋冬则是凄清、肃杀和悲凉的。同时，把握诗

歌的基调底色，捕捉形象的典型特征，找到景与情的结合点，有助于体味诗歌独特

而深邃的意境。②关注冷暖色调。古诗中所写物象有冷暖之分。暖色调物象流露出

的诗（词）人情感往往是喜悦、欢快的，冷色调物象流露出的诗（词）人情感往往

是忧郁、愁苦的。



鉴

赏

事

物

形

象

五

关

键

 

解读表现

手法，把

握事物形

象。

诗歌的传情达意往往还要借助一定的艺术手法，如比喻、拟人、

借代、双关、衬托等修辞手法及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等表达技巧

。了解诗歌这方面的特色，有助于对事物形象的把握。如《野菊

》（杨万里）一诗是诗人的托物言志之作，诗人借野外之菊的孤

芳自赏、率性自然，表达自己超凡脱俗的追求。

明确解题

关键点，

把握事物

形象特点

。

鉴赏物象需要从物人一体的角度来把握事物的特点，如外形、内

心世界、品质、感情等。鉴赏时需从抓动词、副词，抓抒情、议

论句，抓注释，关注隐含信息的关键点人手。



鉴赏

事物

形象

五关

键

联系诗（词

）人自身经

历和所处社

会环境，揣

摩诗（词）

人所托之情

、所言之志

。

世间万物都有多面性，而诗（词）人在咏物时往往“只取一瓢饮”，即

只抓住其中的一个特点来加以发挥，吟咏成章，再加上不同诗（词）人

的处境、性格、思想等的差异，因此虽同咏一“物”，但主题大多各异

。例如，唐代有三位诗人都写过咏蝉的诗：被人诬陷入狱的骆宾王发出

的是“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的“患难人”的心声；仕途蹇滞的李

商隐慨叹的则是“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的“牢骚人”的遭际；而

身居高位的虞世南表达的是“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的“清华（清

高华贵）人”的志得意满，他们都抓住了蝉鸣高远的特点，又都融进了

自己的不同感受。

答题

步骤

①分析诗（词）中所描写的物象的外在特征（形态、色泽、特征）和环境特点。②挖

掘物象的内在品格，抓住物与志的“契合点”。③分析诗（词）塑造此形象的意义

（体现诗<词>人的某种情操或情感，表达诗<词>人的某种向往或追求<象征或托物言志

〉）。



四、分析意象的含义（内涵）及作用“五角度”

 

考法

阐释

意象是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的结合，即熔铸了诗（词）人的主观思想

感情的客观事物，是诗（词）人内在的思想情感与外在的客观物象的统一，也

即“借景抒情”中的“景”或“托物言志”中的“物”。古代诗歌在发展过程

中，形成了很多传统的意象，它们的基本含义是固定的，考生熟悉这些意象的

含义，有助于解读诗歌。分析、理解意象的含义（内涵）和作用是诗歌鉴赏中

一种新的考查形式，这类题型命题方式单一，通常要求指出诗歌中某种意象的

含义（内涵）或简要分析某一意象的作用等。

设问

方式

①概括某种意象的内涵。②指出诗中某种意象的含义（内涵）。③全诗重点写

了某一意象，在描写上有何特点？④诗中前后两次出现某种意象，各有什么作

用？请结合诗句简要分析。



意象

作用

分析

角度

①渲染气氛、奠定基调等营造意境方面的作用。②提供环境或背景的作用。通

常表现为通过多个意象组成意象群，为人物的活动提供环境或背景。③表情达

意方面的作用，这是最主要的作用。一些传统意象在表情达意上的作用往往是

固定的，如“江中扁舟”“月落乌啼”传达出“诗人的羁旅之苦”，“空城落

花”传达出“诗人对国力衰微的哀叹”及“一腔的爱国情”。意象在传达情感

方面的具体作用由诗歌的具体内容决定。④衬托人物节操或性格的作用，多表

现在咏物诗中。⑤结构上的线索作用。有的意象贯穿始终，是诗歌的线索。

答题

步骤

第一步：分析表层属性。

第二步：探求深层含义（内涵）。



第4节 鉴赏古代诗歌的语言



一、诗歌炼字“五角度”“三步骤”

考法

阐释

炼字，即锤炼词语，也就是作者经过反复球磨，使用最妥帖、最精确、

最生动的词语，来描摹事物或者表情达意。一首诗（词）中最精练传神

的字，往往能使诗（词）句生动形象以至于“活”起来。这样的字通常

是一些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等。

设问

方式

①某句中最生动传神的是哪个字？请简要分析②某字历来为人称道，你

认为好在哪里？③某词是全诗的关键，为什么？哪个字可以统摄全篇？

④诗中的某一词与另一词比较哪个更好，为什么？⑤有人认为诗中的某

一词换成另一词更好，你的看法呢？



分析

角度

①从“描物”角度——分析该字在突出景物特点方面的作用。②

从“造境”角度——分析该字在营造意境（氛围）方面的作用。

③从“写人”角度——分析该字在表现人物形象方面的作用。④

从“抒情”角度—分析该字在传情达意方面的作用。⑤从“艺术

”角度——分析该字在技巧运用或感染读者方面的作用。

答题

步骤

①释含义：准确解释词语在诗词中的含义。②描景象：结合诗歌

内容描绘该词所呈现的景象。③析作用：分

析该词在意境、主旨和结构上所起的作用。



二、鉴赏诗眼“五角度”“四步骤”

 

考法

阐释

诗眼，即在诗中最能体现作者思想观点、情感态度的，对表达主题、深化意境、

突出形象起关键作用的高度概括的字、词。诗眼分为两种类型：“句中眼”和“

篇中眼”。“句中眼”就是一句诗中最精练传神的，能使诗句生动形象以至“活

”起来的一两个关键字。“篇中眼”一般是指全诗中最为传神、最能使全诗生动

飞扬的关键词或关键句。高考对古代诗歌中的“诗眼”的考查主要有两个角度：

①找出诗歌中的诗眼；②赏析诗眼的具体作用（比如在抒发情感、描写画面、刻

画人物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设

问方

式

①这首诗的“诗眼”是什么？请简要分析。②诗人的心绪集中体现在“×”字上

，全诗是怎样表现的？请简要分析。③本诗是怎样以“××”统摄全篇或贯串全

篇的？请结合全诗简要赏析。④这首诗××句的“诗眼”是哪一个字？为什么？

请简要赏析。⑤有人说，本诗诗眼是“×”字，你同意这个说法吗？为什么？请

结合诗歌内容分析。



  

确定

角度

①内容上：最能揭示作者情感的字（词），如“愁”“思”“忆”“惊

”（这类字直接揭示）和“凉”“冷”“孤”（这类字常常语意双关：

一方面指自然界中的凉、冷、孤，另一方面指诗人或主人公的心理感受

）。②修辞上：常常出现在描写句中，且常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

。③词性上：这类字（词）以动词和形容词为主，往往具有“多重含义

”，以最少的语言表达最多的思想的动词往往是“诗眼”，临时改变词

性的形容词往往是“诗眼”。④结构上：最能统领全篇的字（词），全

诗或明或暗地围绕该字（词）来写，只是各有侧重。⑤位置上：五言诗

一般是句中第三个字，七言诗一般是句中第五个字。



答

题

步

骤

①找出诗眼。如果题目中已经给出了诗眼，则此步骤可以省略。②

解释含义。解释该字（词）在句中的含义。③描述景象。展开联想

，把该字（词）放入原句中描绘景象，结合诗歌简要分析。注意看

看这个字（词）有没有构成特殊的语法现象，或有没有运用什么修

辞手法以及其他表达技巧。如果有这些方面的内容，分析时需要点

出来。④点出效果。点出该字（词）的表达效果，如突出了怎样的

意象特点、构成了怎样的意境、表达了怎样的情感等。



三、诗歌炼句“四步骤”

考法

阐释

“炼句”是一种层次比较高的鉴赏。赏析诗句这种题型综合

性很强，自由度很大，考生可以从内容、形象、语言、表达

技巧、情感等角度赏析。

设问

方式

①请分析某句的表达效果。②某句广受后世称道，请赏析其

精妙之处。③某联（句）又作某某，你认为哪一种好？为什

么？请简要分析。



  

答

题

步

骤     

答

题

步

骤

（1）理解意蕴：弄懂所给句子的基本意思，把握其内容、情感的内涵。这既是赏析

诗句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赏析诗句的一个角度。关注两点：①着眼全篇，理解诗句

的表层意思。回答此类题时，要着眼全篇，不能孤立地评析某一诗句。②概括内容

，分析诗句的深层意思。细读全篇之后，看这一关键句写了什么内容（2）多角度赏

析：①语言上：句子倒装——错位的美，句子对仗——整齐的美，适当省略——韵

味悠长，长于炼字——凝练的美。②表达技巧上：从表达方式、修辞手法、表现手

法等角度赏析。③结构（构思）上：a.首句作用—开篇点题，统领全诗，领起下文

；渲染气氛，奠定基调；等等。b.中间句作用——承上启下。c.尾句作用——总结

全诗，深化或升华主题；卒章显志，表现情感；以景衬情（用什么景衬托什么情）

或以景结情，含蓄隽永。（3）点出该句（联）所营造的意境、氛围及所表现的情感

、艺术效果，情感是重点。（4）按题目的要求整合答案，然后细心检查答案。



四、鉴赏语言风格“三角度”三步骤”

考法

阐释

语言风格就是诗（词）人在遣词造句、运用修辞手法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

区别于其他诗（词）人的艺术特色，往往与诗（词）人的生活经历、文化

素养有关，不同诗（词）人或同一诗（词）人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也往往

表现出不同风格。古代诗歌的语言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从高考全国卷命题

来看，既可以在选择题中考查，又可以在主观题中考查。

设问

方式

①这首诗在语言上有何特色②请分析这首诗的语言风格。③这首词是怎样

体现辛词的豪放特点的？



  

分

析

角

度        

分

析

角

度

 

 

从特

殊字

词切

入，

推敲

语言

风格

 

 

①从字

词的功

能着手

名词、动词、形容词，这三类最为常见的词语，是构建诗歌语言风格的主要支撑。如

王维《山居秋瞑》：“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

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诗中出现了“空”“新”“明”“

清”等形容词，营造了一种清新、灵动的氛围，给读者以纯净、淡之感。这便体现出

王维“诗中有画”的创作特点。

②从字

词的色

彩，味

道着手

字词的色彩指在具体的诗歌语境中，字词所体现出来的褒贬、雅俗等意义。字词的味

道指个别字词在诗歌中所具有的固定特征。如杜甫《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

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

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在这首诗中，“萧萧”一词带有明显的“

悲凉”味道，而“独”又将这种情感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③从字

词的韵

律、音

节着手

诗歌的韵律是诗人内心情感的直观表达。如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

清，凄凄惨惨戚戚。”叠字的使用不但增强了韵律感，也营造了一种清冷悲凉的氛围

，展现出凄切哀伤的语言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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