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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高考语文专题复习：鉴赏诗歌表达技巧

表达技巧是指诗人在塑造形象、营造意境、表达

思想感情时所采取的特殊方式。它的含义非常广泛，

包括各种修辞手法、表现手法、表达方式、构思立意

等方面的技巧。

从高考命题角度和命题方式看，高考对鉴赏诗歌

的表达技巧的考查，主要包括判断技巧名称、分析技

巧用法、比较技巧异同和评价技巧效果等。

下面将高考常考的表达技巧以图表方式列出，以

便考生对此有一个系统直观的理解。

表达
技巧 {

修辞手法：比喻、比拟、夸张、借代、双关等
表现手法：衬托、对比、象征、渲染、比兴、用典等

表达方式{
抒情方式{

直接抒情

间接抒情{
借景抒情
触景生情
寓情于景

描写方式{
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
虚实结合
动静结合
视听结合
点面结合

构思立意技巧：以小见大、卒章显志、抑扬、
借古讽今、托物言志等

(一)诗歌中常见的修辞手法

对修辞手法的考查一般分两个层面：一是辨认修辞格并具体解说，二是说明其表达效果。此类试题所涉及的

修辞手法主要有比喻、比拟、夸张、借代、双关等。高考对修辞手法的考查，一般要求结合具体诗句作具体分析，

而不能泛泛而谈。

1．比　喻

比喻，“以彼物喻此物也”。可分为明喻、暗喻、借喻三类。它的主要作用是：化平淡为神奇，化板滞为生

动，化抽象为具体，化深奥为浅显。

[答题示例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阅读下面这首明诗，完成后面的题目。

题徐昭玉案山房

兰　茂

美人高隐乐从容，宅近滇南第一峰。

喧枕泉声常似雨，傍檐云气或如龙。

长镵破雪寻黄独，曲几看山荫碧松。

此趣料应识者寡，抱琴何日逐游踪。

〖诗意赏析〗

兰茂(1397—1476)，明代医药家、诗人、教育家。字廷秀，号芷

庵，别号和光道人。昆明市嵩明县杨林人，原籍河南洛阳。此诗借描

写朋友的居住地，表达自己的羡慕之情。

首联“乐从容”是对朋友隐居生活的赞美，“第一峰”则是对其

居住环境的称颂。“喧枕泉声常似雨，傍檐云气或如龙”的意思是：

倚靠在枕头上就可以听到潺潺的泉水声，窗外云气缭绕，

题：请简要赏析“喧枕泉声常似雨，傍

檐云气或如龙”的艺术效果。

1．审题。题干要求赏析颔联的艺术效果。

2．颔联“喧枕泉声常似雨，傍檐云气或

如龙”，以雨声喻泉声，将云气比作游龙，

声形兼备，精巧生动。

3．绘声绘形的描写，渲染了徐昭玉案山

房景致的奇特与不凡；进而从侧面写出了山

房主人的不凡，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的内心渴

望。

4．分析应紧扣颔联，由手法到效果，再

到诗人的用心，完整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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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龙在天空飞舞。这两句以雨声喻泉声，将云气比作游龙，比喻

手法拟声绘形，渲染了徐昭玉案山房景致的幽静、奇特与不凡。颈联“长

镵破雪寻黄独，曲几看山荫碧松”写朋友(有时)扛着长锄踏雪寻药材，

(有时)托腮看窗外青松翠绿，透露出诗人的羡慕。尾联“此趣料应识

者寡，抱琴何日逐游踪”直言享受这样乐趣的人并不多，我什么时候

才能抱着琴寻觅他的踪迹呢？充分地表达出了诗人希望隐居在乡野以

寻求一份心灵的宁静的愿望。

参考答案：“喧枕泉声常似雨，傍檐云

气或如龙”两句通过拟声绘形的形象比喻，

渲染了徐昭玉案山房景致的幽静、奇特与不

凡，从侧面写出了山房主人的不凡，表达了

诗人对隐逸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2．比　拟

(1)拟人

赋予事物以人的行为特点，使形象鲜活，表意丰富，生动传神地表达诗人的情感。

[答题示例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后面的题目。

乙亥岁除渔梁村[注]

黄公度

年来似觉道途熟，老去空更岁月频。

爆竹一声乡梦破，残灯永夜客愁新。

云容山意商量雪，柳眼桃腮领略春。

想得在家小儿女，地炉相对说行人。

【注】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是农历乙亥年。这年十月，秦

桧死了，在舆论压力下，高宗召回一些受秦桧打击迫害的官员。作者也

奉诏回朝，大年三十行经闽北渔梁村时写下了这首诗。

〖诗意赏析〗

黄公度(1109—1156)，字师宪，号知稼翁，莆田(今属福建)人。诗

人奉诏回临安，大年三十行经闽北渔梁山下的渔梁村(今福建浦城县西

北)，逆旅逢佳节，感慨万端，于是写下了这首诗。

首联写诗人自己多年来仕途奔波，宦海沉浮，阅历很多，自以为是

谙练世情，老马识途了，却又觉得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未免有茫茫身世

之感。颔联“爆竹”渲染了节日的气氛，“残灯”“永夜”又刻画了环

境的凄凉，从中我们不难悟出诗人旧愁添新愁的内涵。颈联用拟人的手

法写天气，“云容山意商量雪”描绘出雪意浓酣、垂垂欲下的客中实景，

进一步映衬游宦在外的艰辛和漂泊羁旅的寂苦；“柳眼桃腮领略春”句

又联想到冬尽春来、春回大地的旖旎风光。两句把不同季节的意象组合

在一起，通过对比来增加境界之美，从而表达了诗人在长期贬谪之后，

终于盼来了重新起用的喜悦心情。尾联展开想象，说儿女们在“围炉”

题：这首诗的颈联使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请具体分析。

1．审题。题干要求指出颈联使用的修辞

手法，并“具体分析”。

2 ． 颈 联 写 景 ， 有

“云”“山”“雪”“柳”“桃”“春”，

是云有“容”，山有“意”，在“商量”下

雪的事；是柳有“眼”，桃有“腮”，在“领

略”春光。显而易见，诗人对众多的“物”

都赋予了“人”的形貌和动作行为，故用了

拟人的修辞手法。

3．指出颈联使用拟人修辞手法的艺术效

果，逐条简析。

4．组织语言，精练作答。

参考答案：使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不

说乌云堆压山头时正酝酿着一场大雪，而说

“云”和“山”在“商量”下雪的事；不说

桃红柳绿、春回大地的景象即将来临，而说

“柳”会睁开眼睛、“桃”会展开笑颜“领

略”春光。将景物当作人来写，表达出诗人

奉诏还朝时高兴的心情。



第 5 页 共 20 页

时念叨着自己，这比直说自己如何想念家人更生动深切。全诗以情

出景，以景喻情，虚实结合，情景相生，用词鲜明，质朴真切。

(2)拟物

把人当作物，或把此物当作彼物来写的修辞手法，它可以给人以形象感、新奇感，收到生动的富有情趣的表

达效果。

[答题示例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4·辽宁卷]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后面的题目。

点绛唇·访牟存叟南漪钓隐

周　晋

午梦初回，卷帘尽放春愁去。昼长无侣，自对黄鹂语。　　絮影

香，春在无人处。移舟去。未成新句，一砚梨花雨。

〖诗意赏析〗

周晋(生卒年不详)，字明叔，号啸斋，济南(今属山东)人，他的

词大多描写的是清逸自然之趣。

“午梦初回，卷帘尽放春愁去”，融和天气，催人欲睡，词人午

后醉入梦乡，醒来后，又觉室内异常清静，空气似乎凝滞了一般。这

种环境，使人愁闷。“昼长无侣，自对黄鹂语”，恼人春色日初长，

在长长的白天里，词人没有诗朋酒侣，极感无聊，只有与黄鹂相对而

语，这两句将寂寞之情绪写得趣味悠然。“絮影 香，春在无人处”，

词人已离开室内，融入大自然的怀抱。暮春时节，柳絮纷飞，在阳光

映照下，境界极美。在那飘着絮影、沁着 香的地方，自然充满了春

意。着意寻春春不见，原来春天却在这里。词人一腔喜悦不禁溢于言

外。至此，那无尽春愁，才真正被放了出去。“移舟去。未成新句，

一砚梨花雨”，词人只抓住园中一个景物——大梨树一株；只写一桩

雅事——树下题词。正当他和园主人在酝酿构思新作时，突然下起雨

来。此情此景给人以美的遐想。

题：“卷帘尽放春愁去”一句，在表达

技巧上有何妙处？请结合词句赏析。

1．审题。题干要求分析“卷帘尽放春愁

去”表达技巧的“妙处”，并要“结合词句

赏析”。

2．“春愁”作为一种情绪，无声无色无

形，是抽象的存在；但卷帘间，“春愁”像

鸟儿一样都被放飞出去，用了拟物的修辞手

法。化无形“春愁”为有形，具体形象地写

出了词人面对春光时的感受。

3．按“点明手法＋手法的具体使用＋手

法作用效果”的思路组织答案。

4．语言要精练、准确。

参考答案：此句使用了拟物的手法，说

卷帘间，“春愁”像鸟儿一样被放飞出去。

化无形为有形，使抽象的春愁变得具体可感。

3．夸　张

为了表达强烈的思想感情，突出某种事物的本质特征，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对事物的某些方面着意夸大或缩

小，作艺术上的渲染，这种修辞手法即为夸张。夸张能更突出、更鲜明地表现事物，增强语言的感染力。

[答题示例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后面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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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沙①

陆龟蒙

渤澥②声中涨小堤，官家③知后海鸥知。

蓬莱④有路教人到，应亦年年税紫芝⑤。

【注】①〔新沙〕指海边新形成的沙洲。　②〔渤澥(xiè)〕渤海的别称，一本

直作“渤海”。另说“渤澥”为象声词，海潮声。　③〔官家〕旧指官府，朝廷。　④

〔蓬莱〕传说中的海上三仙山之一。　⑤〔紫芝〕灵芝的一种，传说仙人种紫芝为食。

〖诗意赏析〗

陆龟蒙是唐末咸通、乾符年间诗文兼善的著名作家，其生活年代正当唐末藩镇割

据与宦官专权时期，宦官和朝官之争愈演愈烈，社会也愈来愈黑暗动荡，官府对人民

的压榨愈加严重，百姓的灾祸也愈加惨重，导致民不聊生。此诗就是以这种黑暗的社

会现实为背景创作的。

“渤澥声中涨小堤，官家知后海鸥知”，海鸥是大海及海滨变化信息的知情者，

它们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这一带水土之上，一直在大海上飞翔盘旋，对海边的情况

是最熟悉的，因此这片新沙的最早发现者照理说应是海鸥。然而海鸥的眼睛却敌不过

贪婪地注视着一切剥削机会的“官家”，他们竟抢在海鸥前面盯住了这片新沙。这两

句的夸张和讽刺之处在于：一堤新沙刚现，老百姓们还未踏足其上，更无什么收成可

言，官府就对它打响了征税的如意算盘。这仿佛很可笑，但对官家本质的揭露，又何

等深刻！“蓬莱有路教人到，应亦年年税紫芝”，蓬莱仙山本为神仙所居的极乐去处，

其间既无尘世名利之争，更无苛捐杂税之扰。官府中人并非不想到仙境中以掠取其间

的奇珍异宝，而只是由于蓬莱“烟涛微茫信难求”、无路可通罢了。这里，假设的画

面是可笑的，似乎纯属荒唐悠谬之谈，但在这荒唐悠谬的外壳中却包含着严峻的历史

真实——官家搜刮的触须无处不到，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逃避赋税的净土乐园。诗句

从本质上揭示了官府心灵最深处的秘密，从中也反映了诗人爱憎分明的可贵品性。

题：诗歌主要使用了什么

修辞手法？请结合诗句分析。

1．审题。题干要求有二，

一是指明诗歌使用的修辞手法，

二是分析时要结合诗句。

2．海滨在经年累月的潮起

潮落中形成了一片新沙洲，最

先知道的不是海鸥而是“官

家”。这里使用了夸张的修辞

手法，增强了诗歌的讽刺意味。

3．分析修辞手法是途径，

把握诗歌主题是落脚点，要结

合诗歌主旨和诗人的观点态度

作答。

4．组织语言，精练作答。

参考答案：夸张。开头两

句“渤澥声中涨小堤，官家知

后海鸥知”，这是极度夸张的

笔墨，这夸张既令人匪夷所思，

却又合情合理，对官家的贪婪

本性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4．借　代

借代是不直接说出要说的事物，而借用与它有密切关系的事物来代替：或局部代整体，或整体代部分，或特

征代本体，或具体代抽象等。借代可使语言简洁、生动、形象，引发读者的联想。

[答题示例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后面的题目。

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

岳　飞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

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注]。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

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

题：“万岁山前珠翠绕”一句中用

了哪种修辞手法？“万岁山前珠翠绕，

蓬壶殿里笙歌作”两句具有怎样的表达

效果？

1．审题。题干有两问，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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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

骑黄鹤。

【注】〔万岁山、蓬壶殿〕指宋徽宗时构筑的土山苑囿、亭台宫殿。

〖诗意赏析〗

这首词当作于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词人收复襄阳六州驻节鄂州(今

湖北武昌)时。

从篇首到“蓬壶殿里笙歌作”，写登黄鹤楼遥望北方失地，引起对故

国往昔“繁华”的回忆。“花遮柳护”四句极其简洁地写出北宋汴京宫苑

之风月繁华、歌舞升平的壮观景象。从“到而今”到下片“千村寥落”句

止，写北方金人占领区内铁蹄遍布，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惨痛情景。与

前面歌舞升平的景象形成强烈对比。“铁骑满郊畿，风尘恶”二句，花柳

楼阁、珠歌翠舞一扫而空，惊心动魄。“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

壑”，战士浴血奋战，却伤于锋刃，百姓饥寒交迫，无辜被戮，却死无葬

身之地。言念及此，词人恨不得立即统兵北上解民于水火之中。“叹江山

如故，千村寥落”，这远非“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新亭悲泣，

而言下正有王导“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之猛志。所以紧接二句就写

到词人心中夙愿——率领劲旅，直渡黄河，肃清金人，复我河山。“何日”

云云，正见出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最后三句，词人乐观地想象胜利后的

欢乐。眼前他虽然登黄鹤楼，作“汉阳游”，但心情是无法宁静的。或许

他会暗诵“昔人已乘黄鹤去”的名篇而无限感慨。不过，待到得胜归来，

“再续汉阳游”时，一切都会不同，那种快乐，恐怕只有骑鹤的神仙才可

比拟呢！词的末句“骑黄鹤”三字兼顾现实，深扣题面。

万岁山前珠翠绕”用了哪种修辞手

法，二是“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

笙歌作”具有怎样的表达效果。

2．“珠翠”指的是妇女佩戴的首饰，

这里代指宫女，即用了借代的修辞手法，

使表达更具特点。“绕”是说“珠翠”

多，“笙歌作”言宫中歌舞升平，形象

地写出了北宋汴京宫苑的风月繁华。可

结合前句“想当年”和后句的“到而今”

作综合分析，可知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3．形象的描绘、鲜明的对比是为了

更好地突出词的主旨。

4．组织答案要注意两个问题的层次。

参考答案：(第一问)借代。“珠翠”

本指妇女佩戴的首饰，此处代指宫女。

(第二问)这两句极力写出了当年宫苑中

歌舞升平的景象，与后面的“到而今”

所描述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5．双　关

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利用词的多义、同音的特点，有意使语句具有双重意义，言在此而意在彼，这种修辞

手法叫作双关。双关可使语言表达得含蓄、幽默，而且能加深寓意，给人以深刻印象。

[答题示例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后面的题目。

秋　　夜

朱淑真[注]

夜久无眠秋气清，烛花频剪欲三更。

铺床凉满梧桐月，月在梧桐缺处明。

【注】〔朱淑真〕宋代女诗人，相传婚姻不遂，抑郁而终。

〖诗意赏析〗

《秋夜》写于漫漫秋夜，孤衾独宿，烛花频剪，夜久无眠的愁绪

题：第三句用了什么修辞手法？表达了

诗人怎样的情感？

1．审题。题干有两问，一是指出修辞手

法，二是分析情感的表达。答题的思路是“用

了……手法，表达了……情感”。

2．第三句“铺床凉满梧桐月”中“凉”

字用得绝巧，既承首句的“秋气清”，写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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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漫之时。 席的冰凉空寂、屋内的月光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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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句直奔诗题，各点“夜”“秋”二字，交代了时间、情态、环

境。“夜久无眠”已见怨妇愁绪满怀，而时又逢秋，秋风萧瑟，夜气

清凉，锦衾单薄，佳人永夜难寝，更添一层愁苦。次句写人事活动。

既然辗转反侧难入梦，那么就很难打发漫漫长夜。空房寂寥，红烛高

照，百无聊赖中，她只好剪烛花以消遣寂寞了。第三句写床席之月影。

一个“凉”字用得独特，这是全诗的诗眼，照应首句的“秋气清”，

以触觉状态写视觉形象。从窗外梧桐树缝筛下的婆娑月影，斑斑驳驳

地铺满了冰凉、空寂的床席，今夜谁都不会给她送来温暖。这情景令

人凉从心生。“满”字表面是写光影之浓，其实是写忧思满怀，剪不

断理还乱的郁闷之感。末句写窗外梧桐之月，展现了一幅高远、疏朗

的秋夜月色图。“月”之明，恰好照出了人心深处无法擦拭的黯淡。“梧

桐缺处”，这一背景形象地定格，暗含了思妇不得与意中人团圆的酸

楚。

突出了眼前实在的“凉”，又写出了诗

人三更难眠、烛花频剪、愁绪弥漫难遣的内

心之“凉”。使用了双关的修辞手法。

3．任何手法的使用，总是为了更好地表

达诗意。这里的双关，更好地表达了诗人空

房寂寥、与意中人不得团圆的酸楚。既委婉

含蓄，又感人至深。

4．组织精练语言，准确作答。

参考答案：第三句的“凉”字语义双关，

既指天凉，又指心境的凄凉，表达了诗人秋

夜独守空房的孤寂与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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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指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必须了解常见的几种修辞手法在形式上的特点。

有学者将修辞手法分为三大类：①描绘组，如比喻、

比拟、夸张、摹绘(形、色、声)等；②布置组，如排比、

对偶、顶真等；③表达组，如反问、双关、反语等。

这些修辞手法在语法形式和内容等方面都有各自的特

点，因此，必须具备这方面相关知识。

2．了解各种修辞手法的一般作用。因为在具体的

诗作中，修辞手法的独特作用，或者说特殊的作用，

肯定是指该修辞手法一般作用的某一方面。

3．如果是鉴赏修辞手法的应用，必须联系诗歌的

具体内容来分析，不能仅仅指出“是什么修辞手法”

就了事了。

4．要注意修辞手法的“套用”现象。如有的比喻

又带有夸张，布置组的修辞手法和描绘组的修辞手法

出现在同一诗句中等。

答题规范：

1．明确指出诗中使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2．结合诗句阐述此种修辞手法在诗中是如何使用

的。

3．指出使用此种修辞手法的艺术效果(如对形象

塑造、意境营造、情感主旨表达等的作用)。

[即学即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019·湖南六校高三联考]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

成后面的题目。

东　　溪

梅尧臣

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

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

短短蒲茸齐似剪，平平沙石净于筛。

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

〖诗意赏析〗

这是一首写景诗，写得“意新语工”，结构严密，

体现了诗人的一片闲情逸致。

首联，诗人专门乘舟到东溪去看水，一是说明东

溪水好，二来表明诗人自己“爱闲”，整天挣扎在名

利场中的过客是无暇欣赏山水的；第二句写到了东溪，

登临孤屿，被眼前的美景所陶醉，不由得流连忘返。

“发船迟”正见此意。

中间四句具体描绘东溪风光。坐临孤屿，诗人看

到的是野鸭眠岸，老树着花，短短蒲茸和平平沙石，

平平常常的野鸭在岸边栖息，诗人竟看到了其中的闲

意，不是“闲人”哪有此境界？这正是推己及物，物

我两忘。又看到老树着花，盘枝错节，人老心红，焕

发了诗人的青春气息。“无丑枝”新颖俏皮，恬淡悠

然的心绪又一次得到深化。再看那“齐似剪”的蒲茸，

“净于筛”的沙石更觉赏心悦目，心灵也得到了净化。

尾联，风景虽好，但不是自己的久居之地。“情

虽不厌”回应了首联的“发船迟”，天色已晚，“住

不得”说出了心中的无奈，薄暮催人回，车马也劳顿

了一天了。

请赏析这首诗的颔联。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几只野鸭子懒洋洋地掩颈卧在岸边打

盹儿；几棵枯老的树，其枝头竟然绽放出耀眼的春花。

诗人描绘出了一幅清淡平远、生机盎然的自然之景，

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厌恶喧嚣尘世、向往清新幽美大自

然的“野情”和“闲意”。

2．[2017·河南重点高中高三质量检测]阅读下面这

首古诗，完成后面的题目。

折　杨　柳①

萧　绎②

巫山巫峡长，垂柳复垂杨。

同心且同折，故人怀故乡。

山似莲花艳，流如明月光。

寒夜猿声彻，游子泪沾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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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折杨柳〕古乐府诗题，初多用于写士

卒辞家出征，后内容不限于此。　②〔萧绎〕南朝梁

代梁元帝。

〖诗意赏析〗

这是一首思乡念亲之作。

首句写巫峡秀美的风光。长长的巫峡，两岸是连

绵的垂柳垂杨，船行峡中，如在画中游。古人有折柳

送行、折柳盼归的风俗。看到岸上的杨柳，诗人想起

了故乡、亲人，“同心且同折”，远方的亲人想必同

样也在思念自己。“同折”表明游子和亲人互相思念

的真诚。一、二句中两个“巫”两个“垂”重复运用，

三、四句中“同”“故”重复运用，诗句音韵和谐，

妙趣横生。五、六句使用比喻手法，将“山”比作“莲

花”，山像莲花一般明艳美丽；将“水”比作月光，

江水像明亮的月光般清亮。此句写出了山水的明丽清

素。身处异乡，面对此景，游子情何以堪！以乐景写

哀情，历来为人称道。最后两句，夜深了，寒意袭人，

声声猿啼彻夜不息；那离乡的游子啊，想着家乡、亲

人，泪水成行难成眠。

“山似莲花艳，流如明月光”两句历来为人称道，

请简要赏析。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山如莲花般明艳，水如月光般素洁。

这两句诗使用了比喻和对偶的修辞手法，以莲花喻山，

以明月比水，尽显山之明丽，水之清素。描绘出一幅

明丽清幽的山月美景，诗人以乐景写哀情，与下文写

猿声清哀、游子思乡形成反差，倍增其哀伤之情。

3．阅读下面两首诗，完成后面的题目。

秋 斋 独 宿

[唐]韦应物

山月皎如烛，霜风时动竹。

夜半鸟惊栖，窗间人独宿。

和韦苏州[注]《秋斋独宿》

[金]赵秉文

冷晕侵残烛，雨声在深竹。

惊鸟时一鸣，寒枝不成宿。

【注】〔韦苏州〕即韦应物，因其曾任苏州刺史，

故称“韦苏州”。

〖诗意赏析〗

韦应物借“独宿”写孤独。赵秉文(1159—1232)，

金代学者、书法家。字周臣，号闲闲居士，晚年号闲

闲老人。虽是“和”诗，一样写孤独。

《秋斋独宿》紧扣“秋”和“独宿”展开诗意。

开篇即从写月光入笔，山月皎洁，本可以和亲友饮酒

唱和，尽享快乐时光，但此时独自栖居山中的诗人，

只能听屋外秋风动竹、山鸟惊栖之声，凸显秋夜的寂

静。这些气氛的渲染，让人倍感孤独无依，最后，结

出“窗间人独宿”的意旨，卒章显志。

《和韦苏州〈秋斋独宿〉》作为唱和之作，除第

三句外，其余三句的韵脚都和韦应物的诗作相同。开

篇仍然从月光入笔，但这月光已经着上了“冷”的色

调，一“冷”一“侵”一“残”，道出了冷月残烛的

凄凉之境。而“雨声深竹”的点染，进一步加浓了凄

清的氛围。那在雨夜惊飞的山鸟，“寒枝不成宿”的

形象，何尝不是诗人自身的写照？

请分别指出两首诗第一句使用的修辞手法，并加

以赏析。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韦诗：比喻，以烛喻月。山月皎洁，

宛如夜烛相伴，照人无眠。赵诗：借代，以“晕”代

月。“晕”配以“冷”，突出月夜寒意袭人；“晕”

又预示天气变化，引出下句。

4．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后面的题目。

谒　　山

李商隐

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

欲就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

〖诗意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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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谒山》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登高山望见水去云回

日落的景象有感而创作的七绝。

“从来系日乏长绳”，诗人开篇运用典故，表达

了时间一去不可留的怅惘之情。古人想用绳子来拉住

西沉的太阳，以此挽留流逝的时光，可是哪里又有这

样的绳子呢？“水去云回恨不胜”，登高望远，但见

滚滚江河向东流去，永无休止。太阳日复一日东升西

落，春夏秋冬循环往复不断更替，其中蕴含了人生、

社会和宇宙的多少悲哀和无奈。“欲就麻姑买沧海”，

何不把沧海买过来，如此一来，时间就可以永远由我

来把握了！自古百川归大海，把沧海买过来，流逝的

一切不就又重新回来了吗？现在沧海已属于麻姑了，

不如去向麻姑买下来。“一杯春露冷如冰”，蓬山周

围的海水，据说现在也变浅了，将又一次要变成陆地

了，也许麻姑也拿它没办法了。诗人抓住这一点加以

发挥，将沧海变桑田的过程缩短为一瞬间，让人透悟

这眼前的一杯春露，不过是浩渺的沧海倏忽变化的遗

迹，顷刻之间，连这一杯春露也将消失而不复存在了。

一个“冷”字，揭示出时间的无情、自然规律的冰冷

无情和诗人无可奈何的绝望情绪，诗人曾一度豪情万

丈的幻想，瞬间又黯淡下来。

这首诗使用了什么修辞手法？表达了诗人怎样的

思想感情？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这首诗大胆地使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

揭示了岁月难再、世事无常这一宇宙、人生和社会现

象，表现了诗人对岁月流逝的无奈，对自己怀才不遇、

抱负难展的不幸遭遇的哀叹。

(二)鉴赏诗歌的表现手法

从广义上来讲，表现手法是指诗人在行文措辞和表达思想感情时，所使用的特殊的表情达意的方式。常考的

表现手法有：衬托、对比、象征、渲染、比兴、用典等。

1．衬　托

衬托就是利用事物间的近似或对立的条件，用一些事物作陪衬来突出所要表现的事物的表现手法。它可以使

被陪衬的事物显得更加突出、形象、鲜明。衬托有正衬、反衬两类。利用事物的相似条件来衬托的是正衬，利用

事物的相反条件来衬托的是反衬。

[答题示例 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4·全国新课标卷Ⅱ]阅读下面两首诗，完成后面的题目。

含山店梦觉作

[唐]韦　庄①

曾为流离惯别家，等闲挥袂客天涯。

灯前一觉江南梦，惆怅起来山月斜。

宿　渔　家

[宋]郭　震②

几代生涯傍海涯，两三间屋盖芦花。

灯前笑说归来夜，明月随船送到家。

【注】①〔韦庄(约 836—910)〕字端己，长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曾

流离迁徙于汴洛、吴越等地。　②〔郭震〕字希声，成都人。生卒年及生平不详。

题：韦庄在诗中是用什

么方法表达感情的？请简要

分析。

1．审题。题干要求分析

表达情感的方法，“简要分

析”隐含着必须结合诗句的

要求。

2．“流离”成“惯”，

“客天涯”也不过“等闲挥

袂”之事，再结合后两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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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赏析〗 解，此处是使用衬托的手法，



第 16 页 共 20 页

韦诗借“灯”写惆怅，郭诗用“灯”写开心。

《含山店梦觉作》

在唐代诗人那里，“回家”与“仕进”是一对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对于锐

意进取、自视甚高的唐人而言，若是功业无成，宁可“一醉任天涯”，也决不轻

易还家，所以必须坚忍地前行。在此背景下，韦庄将“流离”“别家”当作一种

习惯，使之成为生活常态。与其他诗人相比，韦庄似乎表现得更为洒脱，更加决

绝。“等闲挥袂客天涯”，唐人的胸襟、气度与抱负尽出，毫无悲悲切切之感。

韦庄的行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是唐末乱世典型的漂泊者，他的这句诗，最能表现

唐代士子的气度。“灯前一觉江南梦，惆怅起来山月斜”，孤灯所具有的悲剧意

味，透露出诗人的孤独与无奈，而“斜月”意象的加入，使诗人的感伤之情表露

无遗，那是一种凄然的美，仿佛万籁俱寂之夜，只有一盏孤灯，诗人企图在黑夜

中寻找寄托，然而醒来时却是斜月相迎，此情此景让人愈加惆怅。

《宿渔家》

郭诗写夜宿渔家所感到的渔家生活的苦乐与渔民豪爽乐观的性情。首句“几

代生涯傍海涯”中用两个“涯”字，把“生涯”与“海涯”联系起来，形成音节

朴实流畅中见巧思的妙处。“两三间屋盖芦花”句中的“芦花”意象，简洁准确

地勾勒出渔家的生活环境。“灯前笑说归来夜”句中的“灯前笑说”描写了渔人

待客的热情，主客之间无拘无束、愉快交谈的生活情状，从而引出了下文渔人笑

说的内容：白天的时候在海上捕鱼虽然非常辛苦，但是晚上归来，有夜空明月、

大海涛声伴送到家，真是非常开心惬意。诗的最后两句写得极自然、优美，颇有

意境，令读者和诗人一起欣然神往。该诗用平易朴素的语言表达出艰辛人生中的

诗意美。

把诗人进取的锐意，胸

襟的洒脱，表现得淋漓尽致。

3．更进一层，还有孤灯、

斜月等意象，使诗人的精神

世界愈加丰富起来，更好地

强化了诗歌的主题。

4．分层作答，叙述要有

条理。

参考答案：诗人是用衬

托的方法来表达感情的。诗

人虽然到处漂泊，但好像对

此并不在意，认为这是“等

闲”之事；而客中一觉梦醒，

思家乡、念亲人的惆怅之情

不禁油然而生。

2．对　比

对比，是为了充分显示事物的矛盾，突出被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加强诗歌的表达效果和感染力，把具有差

异、矛盾和对立的双方安排在一起，进行对照比较的表现手法。它既是表现手法，也是修辞手法。

[答题示例 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3·浙江卷]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后面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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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赏析这首诗对比艺术的特

色。

1．审题。题干要求单一：分

析对比手法运用所产生的艺术效

果。

2．找出诗中构成对比的“点”，

主要有朝廷显贵“无饥寒”与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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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

秋宫为主人，廷尉居上头。

日中为一乐，夜半不能休。

岂知阌乡狱[注]，中有冻死囚。

【注】〔阌(wé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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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意赏析〗

贞元、元和之际，白居易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

命为《秦中吟》。

此诗与《秦中吟十首》中的《轻肥》一诗思想内容相近，其中所说虽是

阌乡一地之事，在当时却具有普遍意义。诗人只是客观地描述了情况：一方

面朱门车马穷奢极侈；另一方面无辜的囚犯冻死狱中。对比之中，主题自然

显现。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相似。表现手法基本相同，都是

把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不同生活境遇加以对照，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阶级

之间的尖锐对立。

《歌舞》这首诗把朝廷贵官的骄奢生活与狱中的“冻死囚”相对照，对

醉生梦死的统治阶级作了无情的鞭挞，对被迫沦为“囚犯”的劳动人民表达

了深切的同情。前者详写，后者却只在末尾重笔点出。因为“冻死”二字已

能尽囚犯之惨状，因此简洁而有力；而朝廷贵官的奢靡生活，则必须详尽铺

写，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使这个对比变得格外强烈和鲜明。

“冻死囚”的对比，还有岁暮

自然的“大雪”与“朱轮”“醉暖”

中隐含的对比。

3．对比凸显了朝廷显贵与乡

里冻死囚的巨大差别，极具冲击力

地揭示了社会不公的现象。

4．组织精练语言，按“艺术

特色表现在哪些地方，产生了怎样

的作用”这一思路准确作答。

参考答案：①从结构上看，开

头两句兴起全篇，接下来十四句详

写统治者骄奢侈靡的生活，而结尾

仅用两句描述“冻死囚”，文势陡

急，有一落千丈之势；②从艺术效

果看，前面十四句(第三句～第十

六句)通过层层铺叙、渲染，为结

尾一幕作铺垫，前后构成强烈、鲜

明的对比，震撼人心。

3．象　征

借用某种具体的物象暗示特定的人物或事理，托物言志，以表达真挚的感情和深刻的寓意。

[答题示例 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后面的题目。

柳

李商隐

曾逐东风拂舞筵，乐游春苑断肠天。

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

〖诗意赏析〗

《柳》借咏柳自伤迟暮、倾诉隐衷。

诗写的是秋日之柳，但诗人不从眼前秋日写起，而是先追想

它在春日的情景，然后再回到眼前的柳上来。春日长柳，迎风摆

动，但诗人并没有直接描写，而是赋一“逐”字，把柳拟人化。

本是风吹得柳动，却偏要写成柳追逐东风，再加上“拂舞筵”

题：清人冯浩评论此诗“有神无迹”的象征

手法高妙无比，请简析其作用。

1．审题。题干借清人对此诗的评价，指出

其运用的“象征手法高妙无比”，要求“简析其

作用”。

2．全诗围绕“柳”运思，前两句写春日之

柳，叫人“乐游”痴迷欲“断肠”，重在柳姿的

美与迷人。三、四句突转，写秋柳之衰，令人唏

嘘。

3．春柳、秋柳本是同一物，时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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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更易让人联想到那迎风而动的柳条就是一位酒筵之上

翩翩起舞的美女，翠袖绿裙，左摆右摇，煞是好看。“清秋”“斜

阳”“蝉”点染了环境的凄凉，春日之柳的繁盛，正反衬出秋日

之柳的枯凋；春日愈是繁华得意，愈显出秋日之柳的零落憔悴。

诗人正是通过这种强烈的对比，表达了对秋柳稀疏衰落的悲叹之

情。第四句两个“带”字也分明是将柳写作人。两句连起来读，

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你怎么愿意在清秋之日，既带着昏黄的斜

阳，又带着凄鸣的寒蝉呢？诗人把斜阳照柳、秋蝉鸣柳反说成“带

斜阳又带蝉”，这一反诘，却将柳的形象凸显出来了。诗人以柳

自喻，借春柳之荣，写秋柳之衰，构成强烈的反差。叹己之少年

得志，老来沉沦失意。

反差如此巨大。象征了年少的得意与老来的

沉沦。使诗歌显得意蕴深邃。

4．围绕象征手法的体现、作用来组织答案。

参考答案：诗人使用象征手法，句句写柳，

而全篇不着一个“柳”字；句句是景，句句咏物，

而又句句写人，抒发对稀疏衰落的秋柳的悲叹之

情。诗中经历昔荣今枯悬殊变化的秋柳正是诗人

自叹身世的生动写照。

4．渲　染

渲染原指国画中用水墨或淡色涂抹画面以加强艺术效果的一种技法，后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表现手法，即对

环境、景物等做多方面的正面描写，以突出形象，营造意境，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增强艺术感染力。

[答题示例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后面的题目。

青　玉　案

贺　铸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

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

句。若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诗意赏析〗

这首词通过对暮春景色的描写，抒发词人所感到的“闲愁”。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横塘，在苏州城外，

是词人隐居之所。凌波，出自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

生尘。”这里是说美人的脚步在横塘前匆匆走过，词人只有遥遥地

目送她的倩影渐行渐远。基于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遗憾，词人展开

丰富的想象，推测那位美妙的佳人是怎样生活的。“锦瑟华年谁与

度”是用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诗意。下句

自问自答，用无限惋惜的笔调写出陪伴美人度过如锦韶华的，除了

没有知觉的华美楼院，就是一年一度的春天了。这种跨越时空的想

象，既属虚构，又合实情。下阕承上阕词意，遥想美人独处幽闺的

怅惘情怀。“飞云”一句，是说美人伫立良久，直到暮色四合，笼

罩了周围的景物，才蓦然醒觉。不由悲从中来，

题：“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

时雨！”三句，运用了什么手法？请简要

赏析。

1．审题。题干给出了“一川烟草”三

句，要求指明“运用了什么手法”，并“简

要赏析”。

2．三句中的中心词是“烟草”“风

絮”“雨”，分别用“一川”“满城”“梅

子黄时”来修饰。前两个修饰语描摹空间

状况，后一个表示时间；从偌大的空间和

特定的时间中，渲染出漫无边际、缥缈朦

胧、不可捉摸的烟云雨雾、飞絮风丝，把“愁”

写得动人心魄，渲染用得堪称经典。

3．渲染在营造抒情之势时，仍是化抽

象为具体，化无形为有形，把情寓于意象

之中。

4．组织精练语言，逐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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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笔写下柔肠寸断的诗句。“蘅皋”，生长着香草的水边高地，

这里代指美人的住处。“彩笔”，这里用以代指美人才情高妙。那

么，美人何以题写“断肠句”？于是有下一句“若问闲愁都几许”。

“若问”一句的好处在一个“闲”字，“闲愁”不是离愁，也不是

穷愁。也正因为“闲”，所以才漫无目的、漫无边际，缥缥缈缈，

捉摸不定，却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种若有若无、似真还幻的

形象，只有那“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差堪比拟。词

人妙笔一点，用博喻的修辞手法将无形变有形，将抽象变形象，变

不可捉摸为有形有质，显示了超人的艺术才华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参考答案：渲染。词人紧扣季节，用

满地的青草、满城的柳絮、漫天的梅雨来

渲染这闲愁之浓、之深。用博喻的修辞手

法将无形变有形，将抽象变形象，变不可

捉摸为有形有质，显示了高超的艺术表现

力。

5．比　兴

比兴是中国诗歌中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通俗地讲，“比”就是譬喻，是对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

征更加鲜明突出；“兴”就是起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或营造氛围，或兼

有“比”的意味。

[答题示例 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4·湖南卷]阅读下面的古诗，完成后面的题目。

桃　　夭

(《诗经》)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①，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 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③。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注】①〔归〕出嫁。　②〔 (fén)〕草木果实繁盛硕大的

样子。　③〔蓁(zhēn)蓁〕草木茂盛的样子。

〖诗意赏析〗

这首诗写女子出嫁时的情景，表达对生活的感悟与向往。

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用鲜艳的桃花，比喻美丽的少女，

使人不自觉眼前就浮现出一个像桃花一样明艳，像春桃树一样充满

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尤其是“灼灼”二字，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

觉。短短的四字句，营造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桃之夭夭，灼

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

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

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

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追求。这首诗反映了这

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

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

题：请从比兴手法运用的角度赏析全诗。

1．审题。题干要求单一：“请从比兴

手法运用的角度赏析全诗”。

2．从诗中找出运用比兴的句子，每章

的前两句都是对桃树相关内容的描写，这是

“起兴”，以引出下面对新娘的祝愿；以桃

设比，来写新娘的美丽贤淑。

3．在比兴中，把一对新人的幸福感呈

现出来。

4．按“指明比兴句——分析其作用——

指出表达效果”的思路，逐层作答。

参考答案：以“桃之夭夭”起兴，通过

铺垫和渲染，热烈而真挚地表达了对新娘的

赞美和祝福。以桃设比，通过对桃花、桃实、

桃叶的描写，在赞美新娘美丽贤淑的同时，

从不同的角度祝福新娘婚后夫妻和睦、子孙

繁衍、家族兴旺；联想巧妙，形象鲜明，意

趣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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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像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

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地讲“宜其室家”“宜其家

室”“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立意自然高远。

6．用　典

用典，也就是引用古籍中的故事或词句，借以抒情或表达主旨。

[答题示例 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3·江西卷]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后面的题目。

水 调 歌 头

壬子被召，端仁相饯席上作①

辛弃疾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余既滋兰九畹，又

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②。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　　一杯酒，问何似，

身后名？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

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

【注】①绍熙三年(壬子)，辛弃疾奉诏赴临安，在陈端仁的饯行席上赋此词。　

②“余既”三句出自《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朝饮木

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诗意赏析〗

这首《水调歌头》，是感时抚事的答别之作。

上片“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句乍看似觉突兀，其实稍加思索，就会明

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由于北方金军的入侵，战乱不息，被占区人民处在金人统

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却非但不图恢复，还对主张抗金北伐的人士加

以压制和迫害，词人就曾多次受到打击。这对于一个志在恢复的爱国者来说，怎

能不感到深切的痛恨？“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一个“狂”字，更突出

了他不愿趋炎附势、屈从权贵的耿介之情。“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

菊更餐英”，一韵三句，均化用屈原《离骚》诗句，“滋兰”“树蕙”，是以培

植香草比喻培养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节；而“秋菊”“餐英”，则是以饮食的芳

洁比喻品节的纯洁和高尚。“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则是从另一个角度表明

自己的志节和操守。

下片“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遥应篇首，意在抒发自己理想无从实现的

感慨，情绪又转入激昂。“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道出“长恨复长恨”的

根本原因：南宋统治集团轻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于不顾，而一味地苟且偷

安。“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表明词人和饯行者陈端仁的情谊深厚，彼

此都不忍离别之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

题：指出“听我楚狂声”和“富

贵非吾事”典故的出处。词人借它

们分别表达了什么情思？

1．审题。题干有两个要求，

一是指出典故的出处，二是分析情

感的表达。

2．两个典故分别出自《论

语》、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要

将典故内容与诗歌所要表达的情

思联系起来思考。

3．前一典故意在表明“不趋

炎附势、屈从权贵”，后一典故意

在表明“不同流合污，要洁身自

好”。词人借用这两个典故，表明

了自己的心迹：此次奉诏并不是追

求个人名利。

4．组织精当语言，逐层作答。

注意分析过程中，两个典故“分别”

表达的情思，要分开指明。

参考答案：两个典故分别出自

《论语》和陶渊明的《归去来兮

辞》。前者以楚狂接舆的典故，表

达了词人抗金复国理想无人理解

的悲愤之情；后者以陶渊明自况，

抒发了词人淡泊名利、洁身自好的

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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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自己此次奉诏赴临安并不是追求个人名利，并且也不想在那里久留，以

表明自己的心迹。

[解题指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在宏观把握全诗思想内容的前提下，明确所考诗

句所运用的表现手法。表现手法，一定与抒发的主要

情感、凸显的诗作主旨密切相关。

2．即使命题者从局部设题，也应与诗歌主旨、诗

歌所抒情感的主调联系起来考虑。

3．在赏析过程中所得出的结论，一定要有具体的

论据作支撑，做到以理服人。

答题规范：

1．明确指出诗中运用了什么表现手法。

2．结合诗句阐述这种手法的具体运用。

3．指出这种手法的表达效果，即表达了诗人怎样

的感情，传达了怎样的旨趣。

[即学即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文本见本学案“鉴赏景物形象·感受意境氛围·即

学即练”2016·全国新课标卷Ⅰ李白《金陵望汉江》]诗

中运用任公子的典故，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①诗人以水无巨鱼代指世无巨寇，表

达了对大唐一统天下、开创盛世伟绩的歌颂；②诗人

自比任公子，觉得在太平盛世没有机会施展才干，不

免流露出一丝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落。

2．[2017·广州高三模拟考试]阅读下面这首唐诗，

完成后面的题目。

吴 中 书 事

杨　乘①

十万人家天堑东，管弦台榭满春风。

名归范蠡五湖上，国破西施一笑中。

香径②自生兰叶小，响廊③深映月华空。

尊前多暇但怀古，尽日愁吟谁与同。

【注】①〔杨乘〕晚唐诗人。同州冯翊(今陕西大

荔)人。宣宗大中元年(847)登进士第，官终殿中侍御

史。　②〔香径〕苏州香山旁小溪，吴王种香花于香

山，使美人泛舟于溪以采香。　③〔响廊〕用于跳舞

的木板长廊。相传是吴王夫差为西施而造。

〖诗意赏析〗

这是一首怀古诗，从题目便可知，诗人有感于吴

王夫差旧事。

首联“天堑东”即长江之东，实指吴地苏州，“十

万人家”形容当年吴国人烟阜盛，“管弦台榭”极写

歌舞游人的兴盛，以此来衬托吴国的热闹繁华景象。

此联为虚笔，把人带到热闹之极的苏州之地。颔联运

用范蠡与西施泛舟五湖的典故，看似一笔而过，却蕴

含着吴越争霸的火药味，盛极一时的吴国，顿时灰飞

烟灭了。前两联，一盛一衰，国运变化瞬极。颈联，

实写苏州小径的兰草虽然叶子很小，却还葳蕤自生，

当年的响廊在月华的笼罩下，显得十分空寂。此联承

接前两联，以香径兰草与响廊犹在，反衬吴国灭亡之

快，给人以深思。尾联借事抒怀，最后一句又直抒胸

臆，诗人生在晚唐，当时国运渐衰，诗人却不能如范

蠡那样得到重用，故而生出无限愁绪，借酒浇愁，就

顺理成章了。全诗只有最后一句的情感是直接宣泄出

来的，前七句或对比或借典或借景、借事，都写得委

婉曲致，含蓄深沉。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的哪些“愁”？是如何表现的？

请结合全诗简要分析。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第一问)①诗人不为重用、无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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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伤感；②对国运渐衰、世事难测的感叹。(第二问)①

对比。通过当年的繁华和眼前的凄清冷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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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诗人对历史的深沉感慨，烘托了诗人的悲

伤之情；②运用典故。通过范蠡帮助勾践灭吴，最终

名成归隐的典故，表达了诗人的羡慕之情(或表现了诗

人对自己的命运不能自主的悲叹)；③直抒胸臆。通过

写“尊前多暇”，表明自己不受重用，无事可做，只

得借酒消愁的悲伤。

3．[2019·河北邯郸市高三检测]阅读下面这首宋词，

完成后面的题目。

踏莎行·甲午重九牛山作

刘克庄①

日月跳丸，光阴脱兔，登临不用深怀古。向来吹

帽插花人②，尽随残照西风去。　　老矣征衫，飘然客

路，炊烟三两人家住。欲携斗酒答秋光，山深无觅黄

花③处。

【注】①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

他一生仕途坎坷。　②〔吹帽插花人〕暗指那些文采

风流、俊逸落拓之士。　③〔黄花〕菊花。

〖诗意赏析〗

这首重阳节登高之作，寄寓了词人对岁月流逝、

人世无常的感慨，同时也抒发了客居他乡的寂寞情怀，

写得流畅自然，了无斧凿痕迹，是一首真率见性的佳

作。

上阕抒写词人登临牛山的感慨。牛山在山东淄博

市临淄之南，后人以“牛山濯濯”形容草木不生，并

借喻为人的头发脱落后光秃的样子。词人登临此山，

触景生情，产生了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的感喟。因而

首句就用“日月跳丸，光阴脱兔”两个极为形象的比

喻写出岁月匆匆的步履。“登临不用深怀古”，实则

发思古之幽情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词人说“不用深

怀古”，实际上已经在怀古，只不过词人要从这种怀

古之情中超脱出来，以更加豁达的态度对待人生和历

史。“向来吹帽插花人”用的是重九登高的典故。词

人以“吹帽插花人”暗指那些文采风流、俊逸落拓之

士，也都随着“残照西风”尽行归于大化，指明人生

短促、岁月无情的客观规律任何人都不可抗拒，因而

“深怀古”也只能是徒然伤神罢了。

下阕抒写词人客中孤寂落寞的心绪。上阕虽然表

达了一种超脱怀古之幽情的豁达情愫，但现实人生中

的困惑毕竟难以全然消除，词人仍然不能不感叹他的

迟暮、漂泊、期望的失落。“老矣征衫”句妙语双关：

从字面来看，词人是描写为岁月风霜所飘洒的“征衫”

已残旧破损，实则写常年流离漂泊的词人自己已至垂

暮之年。“飘然客路”，点明词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

凄楚悲凉，寥寥四字给人留下宽阔想象的余地，使人

想见词人萍踪浪迹的漂泊生涯。而“炊烟三两人家”

则以寥落人家的稀疏炊烟，勾勒出异乡的偏僻荒凉景

象，更点染出“飘然客路”的落寞凄凉。最后二句是

全词的绝妙警句，词人虽有斗酒诗百篇的豪兴去报答

明丽的秋光，然而山深壑幽，无处寻觅斗寒的黄花。

黄花秋菊是词人期望和理想的象征，黄花的无可寻觅

乃是理想失落的写照，没落的时代凋尽了词人心中的

黄花，虽豪兴满怀亦只能喟然长叹了。

“欲携斗酒答秋光，山深无觅黄花处”是全词的

绝妙之句，请结合词人的人生经历和情感赏析其精妙

之处。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①内容上，词人虽有斗酒诗百篇的豪

兴去报答明丽的秋光，然而山深壑幽，无处寻觅斗寒

的黄花；②手法上，运用象征的手法，黄花秋菊是词

人期望和理想的象征，黄花的无可寻觅是指理想在现

实中的失落；③情感上，词人试图以斗酒唤起壮怀，

但山路阻隔难觅黄花，理想归于破灭，表达了客居他

乡的寂寞文人内心的无奈与悲哀。

(三)鉴赏诗歌的表达方式

诗词主要运用抒情、描写、叙述、议论四种表达方式，其中抒情和描写是高考考查的重点。

1．抒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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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

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7953310301010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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