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课 先向歌诗求讽刺——社会写真

石　壕　吏

◎释标题

石壕，在今河南陕县，石壕吏就是在这个地方当官的官吏，诗中的“石壕吏”就是负

责抓兵丁的石壕的差役。

◎知作者

杜甫[见第二课《横吹曲辞·前出塞九首(其六)》]

◎明背景

公元年，为平息“安史之乱”，唐将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率兵二十万围攻安

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所占的邺郡(今河南安阳县)，胜利在望，但在第二年春天，由于史思明派

来援军，加上唐军内部矛盾重重，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敌人两面夹击下，唐军全线崩

溃。郭子仪等退守河阳(今河南省孟西县)，并四处抽丁补充兵力，杜甫这时刚好从洛阳回华

州，途经新安、石壕、潼关等地，根据自己目睹的事实，写了一组诗，《石壕吏》就是其中

一篇。

◎赏形象

．用诗中的词简括老妇人一家各个人的遭遇。

提示：审清题干中的“遭遇”。

参考答案：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妪应役。

◎品语言

．“听妇前致词”，谁听？又向谁致词呢？诗的结尾处有一句明显写诗人侧耳倾听的句

子，找出来，并说说其中蕴涵了诗人怎样的情感。

提示：明确说话对象，把握诗人情感。

参考答案：杜甫听；老妇向县吏致词；结尾处“如闻泣幽咽”



也表示倾听。有意倾听实则表现出诗人当时的内心情感：战乱使人民灾难深重，表达

出诗人对战争的痛恨和对人民深切的同情。

◎析技巧

．从诗题看，主要人物应是差吏，但诗中对差吏描写得很少，作者为什么这样安排？

提示：明确次要人物对主要人物的作用，即侧面衬托的作用。

参考答案：诗人运用了侧面衬托的手法。通过老妇人的悲惨境遇的诉说，更能揭示导

致这种境遇的官吏的残暴无情。

◎悟意旨

．本文的主体部分是“吏”与“老妇”的对话，老妇的回答是从几个方面来说的？

提示：抓住老妇回答的话语概括。

参考答案：三个方面。第一，服役惨景：“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第二，家中

困境：“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第三，被迫服役：“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这一首叙事诗表现了什么主题？

提示：联系背景，抓住“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的理解。

参考答案：这首诗通过叙述差吏趁夜间捉人服役、连老妇人也不放过的见闻，揭露了

官吏的横暴，表现了诗人对安史之乱中百姓遭受苦难的深切同情。

卖　炭　翁

◎释标题

卖炭翁，即卖炭的老人。这是白居易描写宫市买卖的一个镜头，卖炭翁的遭遇概括了

社会底层人民的遭遇。

◎知作者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渭南)人。贞元十六

年中进士，历任左拾遗、东宫赞善大夫、江州司马、苏州刺史、太傅等职。白居易是一位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他又是中唐新乐府

运动的主要倡导人，在诗歌创作理论上，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

主张。现存诗多首，有《白氏长庆集》。

◎明背景

白居易写作《新乐府》是在元和初年，这正是宫市为害最深的时候。他对宫市有十分

的了解，对人民又有深切的同情，所以写出了这首感人至深的《卖炭翁》。但是，《卖炭翁》

的意义，远不止于对宫市的揭露。诗人在卖炭翁这个典型形象上，概括了唐代劳动人民的

辛酸和悲苦，从卖炭这一件小事上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不平。



◎赏形象

．根据文章内容可用一个字概括卖炭翁的遭遇——“苦”，那么卖炭翁都遭受了哪些苦

呢？

提示：结合具体诗句进行分析。

参考答案：卖炭翁遭受了烧炭苦、运炭苦、炭被抢的苦。这苦也有所不同，其中，烧

炭是艰苦，运炭是困苦，炭被抢是悲苦。落实到具体词句上就是烧炭艰苦——“满面尘灰

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外貌)；运炭困苦——“衣正单”“一尺雪”“晓驾”“辗冰

辙”“牛困人饥”“泥中歇”；被抢悲苦——“惜不得”(心理)写出了卖炭翁忍气吞声、无

可奈何的心态，也说明他处在受压迫受剥削的无力反抗的地位。

◎品语言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试加以赏析。

提示：疏通大意，从技巧、用词、表意等角度分析。

参考答案：“身上衣正单”，自然希望天暖。然而这位卖炭翁是把解决衣食问题的全部

希望寄托在“卖炭得钱”上的，所以他“心忧炭贱愿天寒”，在冻得发抖的时候，一心盼望

天气更冷能卖个好价钱。这种矛盾反常的心理将卖炭翁的艰难处境和复杂的内心活动，只

用十多个字就如此真切地表现了出来。而用“可怜”两字则又直接倾注了无限同情，禁不

住令人泪下！

◎悟意旨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提示：把握“卖炭翁”形象来体会感情。

参考答案：诗人通过卖炭翁的不幸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宫市”的本质，有力地鞭挞

了统治者掠夺人民财产的罪行，并对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关　山　月

◎释标题

关山月，汉乐府横吹曲名。吴兢《乐府解题》：“关山月，伤离别也。”主要是表现战

士思乡的。

◎知作者

陆游[见第五课《落梅二首(其一)》]

◎明背景

《关山月》作于陆游闲居成都时。宋孝宗淳熙三年()，陆游以“燕饮颓放”



的罪名，又一次被免官，从此闲居成都。次年，他在成都曾用乐府旧题写了三首诗，

即《关山月》《出塞曲》《战城南》，三首古诗自成一组，集中表现了作者谴责和议、要求恢

复中原的爱国精神。《关山月》写得尤其沉痛悲怆，是陆游乐府诗中的名作。

◎析技巧

．诗人是怎样运用细节描写来表现情感的？

提示：抓住“细节”，构成画面，表达情感。

参考答案：诗人选取最具特征化、最具概括力的细节，如马肥死、弓断弦、征人骨、

遗民泪等，来构成典型的生活场景，如朱门歌舞、戍楼望月等，并通过不同生活场景的鲜

明对照，来表明诗人的思想倾向与爱憎感情。

◎悟意旨

．这首诗思想内涵丰富，共有几层内涵？请概括。

提示：赏析每一个句子，体会诗人情感。

参考答案：()对南宋朝廷苟且偷安的愤怒谴责和对朝廷大臣不顾国家安危，不修战备，

醉生梦死行径的无情鞭挞。

()对将士们壮志难酬、白白死去的遭遇的同情和叹惋。

()对金人盘踞中原现状的愤怒。

()对渴望恢复故土的中原遗民的同情与哀叹。

田　家　词

◎知作者

元稹(－)，唐代诗人。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德宗贞元中明经及第，复书判拔

萃科，授校书郎。宪宗元和初，授左拾遗，升为监察御史。后得罪宦官，贬江陵士曹参军，

转通州司马，调虢州长史。穆宗长庆初任膳部员外郎，转祠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

翰林学士。为相三月，出为同州刺史，改浙东观察使。文宗大和中为尚书左丞，出为武昌

节度使，卒于任所。与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所作乐府诗不及白氏乐府之尖锐深刻与通

俗流畅，但在当时颇有影响，世称“元白”。后期之作，伤于浮艳，故有“元轻白俗”之讥。

有《元氏长庆集》卷，补遗卷，存诗余首。

◎补注解



唐朝自安史之乱起，战祸连年不断，繁重的军事开支压得劳动人民直不起腰、喘不过

气来。元稹自幼家贫，并亲眼看到战争给人民尤其是农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他在参加制科

考试时所写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中，就鲜明地提出了“息兵革”的主张，认为天下

要长治久安，非从“息兵革”入手不可。元稹于元和五年()贬斥为江陵士曹参军，元和九年

再出为通州(今四川达县)司马。元和十二年，他得到刘猛、李余写的古题乐府诗数十首，读

后十分感动，于是和作了十九首，把他在江陵、通州的所见所闻一一写进这组古题乐府诗

里，《田家词》就是其中的一首，再一次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他“息兵革”的政治主张。

．开篇六句运用叠字写当时农民之现状，通俗易懂，请赏析。

答：

参考答案：“吒吒”，农民的叱牛声。“确确”，土块坚硬的样子。“趵趵”，牛蹄声。

三组叠字，状形写声，把农民耕地时的那种艰苦、忙碌、急促的情状绘声绘色地突现在读

者的眼前。

“簇簇”，丛集的样子，以兵器的丛集象征战事的频繁。“辘辘”，车轮声。“月月”“辘

辘”，标志着农民军输的繁重和急迫。

．“愿官早胜雠早覆。农死有儿牛有犊，誓不遣官军粮不足”三句以忠厚之辞表愤激

之意，耐人寻味。请分析。

答：

参考答案：这三句表面上是说：但愿官军早日胜利，以报藩镇叛乱的仇恨，我们不要

紧，累死了还有下一代，牛被杀了还有小牛犊，不会让官军的军粮缺少的。实际上是农民

的极端愤激之词，背后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一代被压榨、折磨死了，下一代还要继续受压

榨、折磨；老牛被杀了，小牛还会面临同样的命运，战争一天不停止，农民的沉重灾难就

会永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全诗就在田家的这种沉重而痛苦的呻吟中结束了，而农民的深重

灾难却延续到整个封建社会，意义极为深远。

咏　田　家



◎知作者

聂夷中(－？)，唐代诗人。字坦之，河东(今山西省永济西)人。出身贫寒。咸通十二年()

登进士第。久滞长安，后授华阴县尉，仕途颇不得意。不知所终。其诗多为五言，尤工乐

府。内容充实，多反映农民的痛苦生活，揭露封建统治者的淫奢。语言质朴无华，深切动

人。《全唐诗》录存其诗三十余首。

◎补注解

本诗作于唐末农村破产、广大农民遭受的剥削更加惨重、至于颠沛流离无以生存的严

酷背景下。此诗问世后，深受唐末统治者重视。据《资治通鉴》卷载，宰相冯道向后唐皇

帝李嗣源述说农民痛苦之时，就在朝堂上诵读了这首诗。

.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两句中表时间的词语和两个动词颇值得玩味，请找出并

赏析。

答：

参考答案：“二”、“五”月极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到

了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地步。“卖”、“粜”状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

和无比痛苦的现状。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一句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请简要分析。

答：

参考答案：这两句紧贴开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揭示出高

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比喻丝谷等农家用

来度日的命根子。

. “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

比的意味。请赏析。

答：



参考答案：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泽不均，只顾富室，不恤贫苦，这一对比，就

把“君王”的阶级立场给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

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宴，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这一对比，就把

地主富室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给突现出来了。如此形象的对比，也把作者鲜明的

爱憎之情给烘托得淋漓尽致。

汝坟贫女

◎知作者

梅尧臣(－)，字圣俞，北宋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宣城古名宛陵，世称梅宛陵。少时

应进士不第，历任州县官属。皇祐初期赐进士出身，授国子监直讲，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

曾预修《唐书》。诗风古淡，对宋代诗风的转变影响很大，与欧阳修同为北宋前期诗文革新

运动领袖。有《宛陵先生文集》，又曾注释《孙子》。

◎补注解

这首诗作于仁宗康定元年()，时作者任河南襄城县令。诗中以女子口气自述，是受了唐

代杜甫“三吏”“三别”的影响。自述体的长处在于能给人以真实感、亲切感，增强作品

的艺术感染力。

．开头两句“汝坟贫家女，行哭音凄怆”，在全诗中有什么作用？

答：

参考答案：起笔两句扣题，同时，作者从她走着哭着的凄怆声音，引入下文悲酸的诉

说。

．《石壕吏》中老妇的回答说出了三个方面的情况，本诗的这位妇女的哭诉也说出了三

方面事实，请简要概括这三方面事实。

答：

参考答案：第一方面：由“自言有老父”，至“幸愿相依傍”



八句，诉说老父被迫应征的情况。第二方面：由“适闻闾里归”至“僵死壤河上”四

句，诉说老父出征后僵冻而死，露尸在壤河边上。第三方面：由“弱质无以托”至结尾句“生

死将奈向”六句，贫女弱质，将老父的尸体运到村里，却因无力安葬而嚎哭。

．这首诗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状况？

答：

参考答案：诗里通过汝河边上一位贫家女子的悲怆控诉，描写了一个由于征集乡兵，

致使贫民家破人亡的典型事例，反映宋仁宗时期人民在兵役中所遭受苦难的社会现实。

伤　　春

◎知作者

陈与义(－)，字去非，号简斋，其先祖居京兆，自曾祖陈希亮迁居洛阳，故为宋代河南

洛阳(现在属河南)人。陈与义在北宋做过地方府学教授、太学博士，在南宋是朝廷重臣，又

是一位爱国诗人，主要贡献是在诗歌方面，给后世留下不少忧国忧民的爱国诗篇。存词首。

◎补注解

建炎三年()的冬天，金兵渡江，攻破临安、建康，宋高宗从海上奔逃。建炎四年()的春

天，金兵又攻破明州，宋高宗奔逃到温州。《伤春》诗就是这个时候写的，当时诗人流落在

湖南。

．首联借用典故表达自己的观点，请结合课本注释，找出所用典故，并阐明所含观点。

答：

参考答案：汉代甘泉的典故，表明朝廷没有平定边患的良策。

．颈联“孤臣”二句，是借用李白和杜甫的名句“白发三千丈”与“烟花一万重”两

句来扣题并表达自己情感的，请赏析。

答：



参考答案：“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上句写伤，下句写春，由“每岁

烟花一万重”的春，引起“孤臣霜发三千丈”的伤。孤臣，作者自指，一是表示流落无依，

二是表示失去了皇帝。霜发，即白发。化用了李白“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诗句。

烟花，指春天艳丽的景物，用了杜甫“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的诗句。此处“烟花”，

泛指春景，也切合诗题的时令。这都表现了诗人伤时忧国的感情。

．《伤春》包含了作者哪些复杂的情感？

答：

参考答案：《伤春》一方面对南宋朝廷采取不抵抗政策，一味退却逃跑，表现出极大的

不满，另一方面对向子 等官兵纷起抗敌的爱国壮举，进行热情的讴歌。这种鲜明的主战态

度，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初入淮河四绝句(其一)

◎知作者

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吉水(今属江西)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任永州零陵

丞，从张浚学。浚勉以正心诚意，遂以诚斋为号。孝宗时，召为国子监博士，历大常丞、

大学侍读。历仕光宗、宁宗朝，以宝谟阁学士致仕。所撰《诚斋集》一百三十三卷，今存。

◎补注解

淳熙十六年()冬，杨万里奉命去迎接金廷派来的“贺正使”(互贺新年的使者)，这是他

进入淮河后触景伤怀所写的四首绝句。诗题中的淮河，是宋高宗时期“绍兴和议”所规定

的宋金分界线，淮河以北的广大中原地区被全部割让给金国。诗人经淮河北上，自然会对

这种“长淮咫尺分南北”的分裂局面产生感触：慨叹半壁沦陷、半壁偏安的惨淡时局，萦

怀北方沦陷区的广大人民，怨恨南宋统治者的卖国求安，感触是丰富而深沉的。

．诗的开头两句在全诗中有何作用？

答：

参考答案：首两句总起、入题。交代了出使的行程和抑郁的心情，为诗奠定了感情基

调。



．本诗中表现诗人“意不佳”原因的诗句是哪两句？结合课本注释，理解“何必”二

字中蕴涵的诗人的情感。

答：

参考答案：三、四句。作者说“何必”，表面看来似乎是不满于前人以桑干河为边防线

的看法，其实诗人正是通过这种不满的语气，在今不如昔的对比中，表达对江山半壁的哀

婉和对朝廷偏安的怨恨，这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

社会写真类诗词的鉴赏

◎知考情

．社会写真类诗歌，具有史学的价值。诗人们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人文情怀一直给

后世文人和历史学家提供了研究的重要内容。鉴往知来，这类诗歌已经作为一个典型的题

材进入命题人的视野。

．命题侧重于对诗歌内容以及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解读和探究。

．把握诗中对比、衬托的特点，揭示诗歌的深层内涵也是命题的重点方向。

◎悟考题

(浙江高考)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后面的问题。

秦中吟·歌舞

[唐]白居易

秦中岁云暮，大雪满皇州。雪中退朝者，朱紫尽公侯。贵有风雪兴，富无饥寒忧。所

营唯第宅，所务在追游。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秋官为主

人，廷尉居上头。日中为一乐，夜半不能休。岂知阌乡①狱，中有冻死囚。

[注]①阌(é)乡：旧县名。白居易有《奏阌乡县禁囚状》，详述了无辜妇孺被关进阌乡狱

并遭受迫害的惨状。

．这首诗揭露了中唐尖锐的社会矛盾，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与杜甫诗名句

“，”一脉相承。

参考答案：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赏析这首诗对比艺术的特色。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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