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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阅读】

现代诗歌赏析——艾青诗选



1、 了解艾青相关文学知识；

2、 抓住主要意象理解诗意，提升诗歌鉴赏能力；

3、 了解创作背景，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与表达情感。

1. 艾青的《太阳的话》全诗运用那些写作手法，有什么作用？

2. 艾青诗选》是我国现代诗人艾青所发表的诗词的选集。艾青原名        ，号       ，浙江金华人。

1933 年第一次使用艾青的笔名发表长诗                   ，感情诚挚,诗风清新，轰动诗坛。1985

年，获法国艺术最高勋章。

3.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

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选自《我爱这土

地》，此节中分别描述了鸟儿歌唱的四个对象：＿＿、＿＿、＿＿、＿＿，它们的核心是＿＿。

4. “活着就要斗争，在斗争中前进，当死亡没有来临，把能量发挥干净。”——《鱼化石》。这里诗人借

助鱼化石的什么特点，表达了自己怎样的感情？  

再别康桥 行路难·其一

轻轻的我走了，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正如我轻轻的来；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我轻轻的招手，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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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别西天的云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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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悄悄的我走了，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思考：你知道这两首诗歌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一：定义不同

现代诗也叫“白话诗”，最早可追源到清末，是诗歌的一种，与古典诗歌相比而言，虽都为感于物而作，

但一般不拘格式和韵律。

古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体裁，又称古体诗或古风，指的是产生于唐代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

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歌体裁。其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

区别二：形式不同

现代诗形式自由，意涵丰富，意象经营重于修辞运用，与古诗相比，虽都为感于物而作，都是心灵的

映现，但其完全突破了古诗“温柔敦厚，哀而不怨”的特点，更加强调自由开放和直率陈述与进行“可感

与不可感之间”的沟通。

古诗（古体诗）有固定的诗行，也会有固定的体式。相对于近体诗，古诗的格律限制较少。篇幅可长

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仗、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汉魏以后的古

诗一般以五七言为基调，押韵、转韵有一定法式。

区别三：写法、思想表达不同

写法自由，更适合抒发现代人的情感。强调自由开放的精神，以直率的情境陈述，进行“可感与不可

感之间”的沟通。现代诗的主流是自由体新诗。自由体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形式上采用白

话，打破了旧体诗的格律束缚，内容上主要是反映新生活，表现新思想。



语言凝练，内涵丰富。“诗”者皆为感于物而作，是心灵的映现。“古典诗”以“思无邪”的诗观，表

达温柔敦厚、哀而不怨，强调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

引出本课主题：现代诗歌，一起来感受一下现代诗歌的魅力。

一、 艾青

艾青，1910 年 3 月 27 日生于浙江金华，原名蒋正涵，字养源，号海澄。曾用笔名莪加、克阿、林壁等。

现当代文学家、诗人、画家。被称为“一生追求光明的作家”。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人之后又一位推动一代诗风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

人，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1985 年，法国授予艾青文学艺术最高勋章。

作品有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在浪尖上》《光的赞歌》。诗集有《大堰河》《火把》《向太阳》《欢

呼集》和《春天》等。

二、 《艾青诗选》

1976 年“四人帮”粉碎后，艾青冤案平反，再次焕发创作青春，写作并发表了《鱼化石》等优秀作品。

1979 年诗人自己编定《艾青诗选》，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诗选收录了诗人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

期的主要作品，他的诗歌通常都富有“五四运动”战斗精神和饱满的进取精神。基本反映了诗人的创作历

程和风格特征。

【诗歌风格】

1、 20 世纪 30 年代（抗战期间）

这一时期的诗歌作品总是充满“土地的忧郁”，多写国家民族的苦难、悲伤与反抗，具有非常凝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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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而又大气的风格，而且善于通过印象、感觉的捕捉来表达浓烈的情思



，形式上倾向朴素、自然，不拘泥外形的束缚，把新诗推向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艾青的诗歌中主

要意象是“土地”和“光明”。 这些诗歌是自由体诗的代表，表现出简洁明快的特点，呈现出散文化、口

语化的风格，诗中含有大量的设问、呼告、对话、引语等，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真切感和表现力。

主要篇目： 

《向太阳》《火把》，借助太阳、索求火把，表达了驱逐黑暗、坚持斗争、争取胜利的美好愿望，诗人

也因此被称为“太阳”和“火把”的歌手。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一诗，诗人反复咏叹“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悲

悯下层人民的困苦，忧伤祖国的命运。诗人善于通过印象、感觉的捕捉来表达浓烈的情思，形式上倾向朴

素、自然，不拘泥外形的束缚，把新诗推向一个新阶段。

《北方》，写“从塞外吹来的／沙漠风，／已卷去北方的生命的绿色”，写“我爱这悲哀的国土／古老

的国土一这国土／养育了为我所爱的／世界上最艰苦／与最古老的种族”，用近乎散文的诗行，传达出极为

深厚的爱国之情。

《黎明的通知》，以“黎明”的口吻，呼唤“诗人啊／你起来吧”，让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们、所有的“城

市和村庄”做好准备，迎接“白日的先驱，光明的使者”的到来。全诗自由铺陈，自由抒发，诗句仿佛从

“黎明”的胸臆中直接照出，散而有致，活而有序，给人以极大的美感。

其实，在诗人的成名作《大堰河一一我的保姆》中，这种自由诗的特点就已经非常明显，这表现在尽

情的呼告、肆意的排叙、长短错落的诗行、不求整齐划一的诗节等方面。到了抗战时期，这种诗风成为艾

青自觉的追求。

2、 1978 年以后（文革之后）

这一时期的诗人，经过了二十年的沉寂，诗人“归来”，久被压抑的情感澎湃高涨，开始了他诗歌创作

的另一个高峰。仍然继续着歌颂光明的主旋律。还有一些哲理小诗，通过意象来反映人生，充满哲理，饶

有兴味。诗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诗句变得更整齐，诗情变得更深沉，诗意变得更警策。

主要篇目： 

《镜子》，写镜子“是一个平面，却又是深不可测”，因为它真实、直率，从不掩饰，所以“有人喜欢

它”，“有人躲避它”。



《光的赞歌》，赞美“光”这一神奇的物质，赞美“光”带来的社会文明，以及“像光一样坚强”的社

会正义，字里行间饱含着睿智哲思。

《鱼化石》，写鱼化石裹身岩层，重见天日，却没有了活力，没有了叹息，听不见浪花，看不见蓝天碧

水。诗人由此引发出对生命本质的思考：“离开了运动，就没有生命。”

【诗歌意象】

“土地”的意象里，凝聚着诗人对祖国——大地母亲最深沉的爱；爱国主义是艾青作品中永远唱不尽

的主题。

“太阳”的意象表现了诗人灵魂的另一面：对于光明、理想、美好生活热烈的追求。诗人几十年如一

日地热情讴歌着：太阳，光明，春天，黎明，生命与火焰。这正是艾青的“永恒主题”。

【艺术特色】

1、 具有独特的意象和主题，

其中心意象是太阳，主题则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艾青作品中永远唱不尽的主题，诗人通过意象表

达了一种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

2、 具有忧郁的诗绪。

艾青的忧郁一方面来自个人的经历和性格；一方面来自于留学法国时期所感受到的“飘泊的情愫”和

西方象征派、印象派文学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来自于特殊的抗日战争时代。

3、 具有独特的感受世界和艺术地表现世界的方式。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从感觉出发，强调捕捉瞬间的感觉和主观情感对感觉的渗入，重视意象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

有独特的艾青的“光”和“色”。

其次，艾青是自由诗体的自觉提倡者，还专门提倡诗的散文美。

  



艾青的诗在形式上不拘泥于外形的束缚，很少注意诗句的韵脚和字数、行数的划一，但是又运用有规律的

排比、复沓，造成一种变化中的统一.

4、 善用比喻，短句活泼多姿，长句气势浩荡，朴素而又隽永，纯净而又深刻。

5、 艾青诗歌意象的外延丰富多彩是与其内涵的深刻相一致的。

同样是写太阳、春天、黎明、夜晚，同样是写某一具体可感的事物，艾青能够赋予它深刻的思想内容，

从而使其诗歌在艺术与思想内容方面形成了有机的统一。

例:《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首诗一开头就创造了一种富有象征意义的阴冷、凄怆的气氛和意象：“雪落

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这里的“雪”既是对大自然景象的如实描写，又是当时惨遭战乱的现 实的艺术写照，不仅仅表现了自

然界的寒冷，更是对政治气候和民族命运的暗示，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为诗篇后面倾诉心曲，抒发忧

国忧民的深情做了铺垫。

我爱这土地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内容剖析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创作背景

《我爱这土地》写于 1938 年 11 月 17 日，发表于同年 12 月桂林出版的《十日文萃》。1938 年 10 月，

武汉失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猖狂地践踏中国大地。作者和当时文艺界许多人士一同撤出武汉，汇集于桂

林。作者满怀对祖国的挚爱和对侵略者的仇恨便写下了这首诗。

主旨赏析

作者通过描述自己生活在祖国的这块土地上，痛苦多于欢乐，心中郁结着过多的“悲愤”、“无止息地

吹刮着的激怒的风”；然而，这毕竟是生他养他的祖国，即使为她痛苦到死，也不愿意离开这土地——“死

了”以后连“羽毛”也要“腐烂在土地里面”。表达了作者一种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最伟大、最深沉的爱

国主义感情。

这是一首广泛传诵的抒情名篇，诗中诗人化身为一只“鸟”，“用嘶哑的喉咙歌唱”，歌唱我们这个多灾

多难的国度。接着进一步描述鸟儿歌唱的对象——土地、河流、风、黎明，它们都是长期遭受风雨打击、

悲愤满怀、奋力抗争的形象。

诗的第二节，诗人笔锋一转，转而对“我”进行了一个近镜头的特写，“眼里常含泪水”这样一个静态

的特写，表现了悲愤痛苦的情感恒久萦绕于“我”的心中。最后两句是全诗的精华，它是那个苦难年代里

一切爱国志士对祖国最真挚情感的告白。全诗选取了“土地、河流、风、黎明”四个鲜明的意象，表达了

“爱土地、爱祖国” 的主题。

大堰河——我的保姆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

她是童养媳，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我是地主的儿子；



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

……

大堰河，

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长大了的

你的儿子，

我敬你

爱你！

创作背景

1932 年，诗人因加入左翼美术家联盟被捕，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罪被判入狱 6 年。在狱

中他写下了这首《大堰河——我的保姆》

艾青出生时，他的母亲难产，一位算命先生说他命“克”双亲，因此他一出生就受到家人歧视，还被

送到大堰河家里寄养。养母大堰河给了艾青温暖的母爱。艾青于 1932 年被捕入狱，次年 1 月的一场大雪，

让他想起了身世凄凉的大堰河，从而写了这首带有自传性质的抒情诗，借以赞颂劳动人民，诅咒黑暗世界。

主旨赏析

《大堰河，我的保姆》是艾青的成名之作。这是一个地主阶级叛逆的儿子献给他的真正母亲——中国

大地善良而不幸的普通农妇的颂歌。

全诗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1─2 节)写大堰河得名的原因及大堰河与自己的关系;

第二部分(3─8 节)回忆大堰河的乳母生涯、佣工生涯及大堰河对自己的“深爱”，集中刻画大堰河勤劳、

淳朴、善良的品质，抒发诗人对大堰河的怀念与尊敬。(触景生情,追述大堰河的一生)

第三部分(9─11 节)回到现实,讴歌赞美大堰河。

第四部分(12—13 节)直抒胸臆，赞美大堰河。



这是一首带有自传性的抒情诗。在这首诗里，诗人以幼年生活为背景，集中的描述了自己的保姆——

大堰河一生的悲苦经历，抒发了他对保姆大堰河及劳动人民的真挚怀念和热情赞美，表达了诗人对旧社会

的仇恨和诅咒。以及作者对中国广大劳苦大众的赞美。

诗里反复铺陈“她含着笑”“不停歇地劳动”，一方面突出了大堰河勤劳、宽厚、乐观的品格，另一方

面也写出了她为自己的家付出的艰辛，也渗透着诗人对她悲苦命运的深切同情。诗人用具体可视的紫色来

表达自己对大堰河的灵魂的主观感受，使抽象的主观感受变得具体可感，拓展了诗意。

一、 艾青经典名言

1、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2、 人民不喜欢假话，哪怕多么装腔作势，多么冠冕堂皇的假话，都不会打动人们的心。人人心中都有一

架衡量语言的天平。

3、 个人的痛苦与欢乐，必须融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

4、 人间没有永恒的夜晚，世界没有永恒的冬天。

5、 因为，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苦难也已成为记忆，在它温热的胸

膛里，重新漩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

6、 一棵树，一棵树，彼此孤离地兀立着，风与空气，告诉着它们的距离。但是在泥土的覆盖下，它们的

根伸长着，在看不见的深处，它们把根须纠缠在一起。

二、 人物评价

1、 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当中，艾青是个大形象。——牛汉

2、 艾青的诗，好在那雄浑的力量，直截了当的语言，强烈鲜明的意象。——聂华苓

3、 艾青在 30 年代初走上诗坛，他作品深沉而忧郁的抒情风格受到了人们普遍的注意。抗战爆发后，艾青

知识拓展



事实上已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30 年代末到 40 年代中期，可以称之为“艾青的时代”，他的创



作不仅开了一代诗风，而且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乃至 40 年代后期的诗界。——中国网评

三、 现代诗歌理解要点

1、 注意诗歌的表现形式。

诗歌与散文不同，一般是分行书写的，有些押韵，有些自由。分行造成了诗句的独立和诗意的空白，

强化了节奏，增强了表现力。押韵使诗歌具有音韵美，诗句在形式上和谐呼应，抑扬顿挫，便于诵读和记

忆。

2、 品味诗歌的语言。

诗歌的语言与日常语言相比，更为精练优美，更有利于情感的抒发。

3、 把握诗歌的意象。

意象是诗中包含诗人主观情感的事物。诗人总会创造出富有表现力的意象，传达出独特的情感。读诗，

要透过诗歌中的意象，理解诗歌的深层内涵。

4、 体味诗歌的情感。

“如果逐一去掉诗歌的要素，那么最后剩下的、不能再去掉的一定是情感。”抒发情感是诗歌与其他文

学样式的主要区别

5、 体会诗歌的理性美

诗歌在情感美的背后，往往蕴藏着理性美。如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表面上写林中之路，实际上是

在写人生之路；选择不同的路，喻指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

一、选择题

知识巩固伍



1．下面对《艾青诗选》理解有误的一项是（     ）

A．艾青的诗歌中选用了丰富的意象，有的带上了诗人独有的气质，如“土地”“太阳”等。

B．在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中，“我是地主的儿子，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长大了的大堰河的

儿子”，这句诗坦诚地告诉我们：“我”和大堰河的养育关系比生身父母的血缘关系还要亲密。

C．“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两句诗中的“我”，指喻体“鸟”，而不是指

诗人自己。

D．诗人在《礁石》一诗中借咏礁石而咏人抒怀。伤痕累累的礁石依然“含着微笑/看着大海……”，象征着

人们坚忍不拔、乐观自信的精神。

【答案】C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两句诗中的“我”，表面上指喻体“鸟”，实际

上指诗人自己，诗人借鸟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C 错误，故选 C。

2．下面有关名著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北方》中写道：“我爱这悲哀的国土，古老的国土”用近乎散文的诗行，传达出极为深厚的爱国之情。

B．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一诗中，诗人反复咏叹“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这

反映了诗人悲悯下层人民的困苦，忧伤祖国的命运。

C．《我爱这土地》中，“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这两句诗形象而充分地表达了诗人对土地

的眷恋，而且隐含献身之意。

D．艾青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是在 1978 年以后，这一时期的诗歌总是充满“土地的忧郁”，多写国家、民族

的苦难，忧伤祖国的命运。

【答案】D

D.充满“土地的忧郁”和国家、民族苦难命运等主题是艾青第一个创作高峰时期诗歌的特点和主题，第二个

高峰时期的诗歌，诗情更加深沉，体现一种睿智的哲思。故选 D。

3．下面是关于《艾青诗选》的思维导图，填入图中①②③④处诗篇正确的一项是（     ）



A．①《我爱这土地》   ②《大堰河——我的保姆》   ③《鱼化石》   ④《礁石》

B．①《大堰河——我的保姆》   ②《鱼化石》   ③《我爱这土地》   ④《礁石》

C．①《我爱这土地》   ②《大堰河——我的保姆》   ③《礁石》   ④《光的赞歌》

D．①《大堰河——我的保姆》   ②《我爱这土地》   ③《礁石》   ④《光的赞歌》

【答案】D

《大堰河——我的保姆》是艾青于 1933 年 1 月 14 日写的一首诗。当时艾青从欧洲留学归国后不久，因参

加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作者通过对自己的乳母的回忆与追思，抒发了对贫苦农妇大堰河的怀念之情、感激

之情和赞美之情，从而激发人们对旧中国广大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对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强烈仇恨；

《我爱这土地》是艾青于 1938 年写的一首现代诗。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这首诗以“假如”领起，用

“嘶哑”形容鸟儿的歌喉，接着续写出歌唱的内容，并由生前的歌唱，转写鸟儿死后魂归大地，最后转由鸟

的形象代之以诗人的自身形象，直抒胸臆，托出了诗人那颗真挚、炽热的爱国之心；

《礁石》这首诗是艾青 1954 年 7 月写的一首短诗。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遭遇到一

些困难。在一般人的笔下，礁石总是被描写成阻塞航道、碰毁船只的丑恶事物，但艾青则从一个崭新的角

度去观察和描写它。在诗人笔下，“礁石”不仅象征了不向命运低头的诗人自身，更象征了我们民族的那种

不可或缺的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精神；

《光的赞歌》写于 1978 年，是改革的新时代。艾青重新获得创作权利之后，不能不对社会、人生、历

史，以及自己的一生，作一全面的深入的思考。《光的赞歌》，就是这一思考的结晶。光，再一次启示了诗

人，使诗人在光的指引照耀下，去思考，去观察……可以这样揣测：在诗人看来，此时此刻，只有光的形

象能传达自己的心绪，任何其他形象，都显得太轻了，都在光的面前黯然失色。因而，诗人再一次选择了

光，来寄托自己的情思；

因此图中所对应的诗歌分别为：①《大堰河——我的保姆》，②《我爱这土地》，③《礁石》，④《光的赞

歌》；

故选 D。



4．读《艾青诗选》后，同学们分享了阅读感悟。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抒发了作者对保姆深深的爱和无尽的怀念。

B．《镜子》是一首哲理诗，借镜子说世事人情，无论它真实、直率，所以很多人喜欢它。

C．《向太阳》这首诗表现了人类从苦难中再生的欢欣，深受广大青少年和中学生的喜爱。

D．通过阅读《刈草的孩子》这首诗，使我充分感受到了艾青诗歌“诗中有画”的特点。

【答案】A

B.关联词搭配不当，“无论”应改为“因为”；

C.“广大青少年”和“中学生”是包含关系，并列不当，去掉“广大青少年和”或“和中学生”；

D.成分残缺，去掉“通过”或者去掉“使”。故选 A。

5．下列对《艾青诗选》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诗歌风格上看：解放前，以深沉、激越、奔放的笔触诅咒黑暗，讴歌光明；建国后，又一如既往地

歌颂人民，礼赞光明，思考人生。

B．艾青因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活动而被捕，在狱中写下了成名作、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

C．《礁石》中“含着微笑，看着海洋”的礁石，象征着坚韧不拔、高傲自负的人们。

D．他的长诗《向太阳》《火把》借歌颂太阳、索求火把，表达了驱逐黑暗、坚持斗争、争取胜利的美好愿

望，诗人也因此被称为“太阳与火把”的歌手。

【答案】C

C.“含着微笑，看着海洋”的礁石，象征着长期受浪迫害却依然坚韧不拔、乐观自信的人们，所以“象征着高

傲自负的人们”的表述错误；故选 C。

6．下列对艾青《树》内容的表述有错误的一项是（     ）

一棵树，一棵树/彼此孤离地兀立着/风与空气/告诉着它们的距离/但是在泥土的覆盖下/它们的根伸

长着/在看不见的深处/它们把根须纠缠在一起

1940 年春 

（选自《艾青诗选》）

A．树，只是自然界的一种具体事物，诗人托物于树，赞颂了一种独立向上，又根须相连的团结战斗的精

神。

B．“诗要用形象思维”



，诗人借助树这一自然物的形象进行了艺术构思。并通过这一感性形象，对现实进行理性的认识，便形成

了诗中的思想。

C．这首诗写于 1940 年，那正是抗日战争的关键年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正进行着艰苦

卓绝的斗争。

D．“一棵树，一棵树/彼此孤离地兀立着/风与空气/告诉着它们的距离/”这四句主要表现当时抗日战争时

期，我们处于“一盘散沙”的现状。

【答案】D

D．根据“但是在泥土的覆盖下/它们的根伸长着/在看不见的深处/它们把根须纠缠在一起”可知，诗歌通过

树与树之间“彼此孤离地兀立着”联想到“它们把根须纠缠在一起”，诗人托物于树，赞诵了一种独立向上，

又根须相连的团结战斗的精神，中国人民正团结一心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并非“一盘散沙”。“表现当时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处于‘一盘散沙’的现状”表述有误；故选 D。

7．阅读下面诗歌,完成下面题目。

树

一棵树,一棵树

彼此孤离地兀立着

风与空气

告诉着它们的距离

但是在泥土的覆盖下

它们的根伸长着

在看不见的深处

它们把根须纠缠在一起

【注】本诗写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

关于这首诗和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彼此孤离地兀立着”反映了中华民族遭受凌辱，精神受到扭曲的现象。

B．“风与空气/告诉着它们的距离”，把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关系写得生动感人。

C．地面上树的间隔、地面下根的纠缠，体现了在抗战艰难时期，民众冷漠、相互斗争不止。

D．这是一首托物抒情诗，以点带面，小中见大，在冷静的客观描述中寄寓了丰富的思想内容。



【答案】C



C.“一棵树,一棵树/彼此孤离地兀立着/风与空气/告诉着它们的距离”“在看不见的深处/它们把根须纠缠在一

起”，将“树”在上面有间隔，地下的根相互纠缠的状态比作革命者面对敌人的打击不屈服，革命者的心紧密

相连在一起的状态；这里的“树”象征着那些在抗日战争时期不屈于敌人的威逼利诱、顽强抗争、紧密团结

在一起的革命者们；而并非“体现了在抗战艰难时期，民众冷漠、相互斗争不止”；故选 C。

8．下列对名著有关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的一项是

A．《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在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后，写成了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

B．《我爱这土地》是艾青的成名作，抒发了他对土地义无反顾的挚爱。

C．《艾青诗选》中的作品经常以“土地”和“太阳”为意象。因此，艾青被人们称为“土地和太阳的歌手”。

D．《水浒传》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中尤其以宋江、吴用、林冲、鲁

智深、武松、李逵等人最具神采。

【答案】B

B.表述不正确。艾青的成名作是《大堰河——我的保姆》，作者通过对自己的乳母的回忆与追思，抒发了对

贫苦农妇大堰河的怀念之情、感激之情和赞美之情，从而激发人们对旧中国广大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同

情。故选 B。

9．关于名著《艾青诗选》，下列描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艾青诗歌中的主要意象是“太阳”和“土地”，借歌颂太阳，表达了驱逐黑暗，坚持斗争、争取胜利的美

好希望。

B．1978 年以后，艾青的诗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诗句变得比较整齐，诗情变得比较深沉，诗意变得比较

警策，充满哲思。

C．艾青成名作是《大堰河——我的保姆》，他在 1933 年发表《我爱这土地》时第一次使用“艾青”这个笔

名。

D．艾青擅长绘画，他的诗歌中还表现出“诗中有画”的特点，诗作具有鲜明的色调，清晰的线条，素描一

般的简练、凝重。

【答案】C

C. “他在 1933 年发表《我爱这土地》时第一次使用‘艾青’这个笔名”表述有误，艾青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的著名诗人，他的成名作是《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此诗时第一次使用了“艾青”这一笔名；

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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