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语文古代诗歌赏析专题训练

（一）选出对下面这首诗理解有误的一项（      ） 

观沧海  曹操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

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A. 全诗以“观”字统领全篇，以下又“观”字展开，写登山所见。

B.“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开篇点题，交代了观海的方位、地点以及观察的对象。 

C. 最能体现作者博大胸怀和豪迈气概的诗句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

里”。

D. “水何澹澹，……，洪波涌起”六句描写海水和山岛，全是写现实中的实景； “日月

之行，……若出其里”四句写出了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概，写的也是实景。

（二）选出对下面这首诗理解有误的一项（      ） 

             次北固山下  王湾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A．题目中的“次”，原是“停留”之意，这里指“停宿”在北固山下的旅店之内。  

B．首联中的“客路”指的是诗人要去的路，“青山”指的是题目中的“北固山”。

   C．颔联中的“两岸阔”的“阔”是表现潮平之后的景象，随着春潮的起涨，放眼远

望，江面似与岸平，舟中人的视野也因此而开阔。

   D．颈联形象地写出了夜退日出、冬去春来的变化，透露了诗人乐观、积极、向上的感

情；尾联抒发了诗人的思乡之情。

（三）选出对下面这首诗理解有误的一项（      ）   

钱塘湖春行   白居易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

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

白沙堤。

   A.这是一首七言律诗。它描绘了刚刚披上春装的西湖生意盎然的景色，抒写了作者对西

湖美好春光的喜爱。

   B.颔联，诗人抓住了“争”、“啄”这两个极具表现力的词语，勾画了一幅早莺争向暖

树、新燕啄泥衔草的动态画面。

   C.颈联中用“渐”和“才”准确地描绘的暮春时节花草的生长态势。

   D.结尾处写诗人来到绿树成荫的白沙堤上，这里的景色美不胜收，让人久久不忍离去，

他不禁发出“最爱”这样的赞叹。

（四）选出对下面这首曲理解有误的一项（      ）   

天净沙·秋思   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A.“小桥流水人家”一句，呈现一派清雅、安适的景象，与沦落异乡的游子相映，使“断

肠人”更添悲愁。

B.“夕阳西下”一句，将前面九个独立事物统一到一幅画面中，有一种凄凉之美。

C.全篇没有一句直接抒情，但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作品因此更加动人。

D.这首小令用极有限的字句生动地表现出一个长期漂泊他乡的游子孤寂愁苦的心情。

（五）选出对下面这首诗理解有误的一项（      ）    

望岳    杜甫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

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A．全诗没有一个“望”字，但句句写向岳而望。距离是自远而近，从朝至暮，并由望岳悬

想将来的登岳。

B．“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写乍一望见泰山时，高兴得不知怎样形容才好的那种揣

摩劲和惊叹仰慕之情。

   C．“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两句，写近望中所见泰山的神奇秀丽和巍峨高大的形

象。

   D．“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写诗人登上泰山绝顶的感受，抒写了诗人杜甫不怕

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

（六）选出对下面这首诗理解有误的一项（      ）    

春   望  杜甫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A．首联写春望所见．“破”字写出了国破城荒的悲凉景象；“深”字写出了荒无人迹的

凄凉．这两句营造了荒凉凄惨的气氛，表达了诗人忧国伤时的感情。

B．颔联运用拟人手法，移情于景，借花鸟表达了作者感时伤世的感情。

C．尾联刻画出诗人满头白发，愁苦不堪的形象，传神地表达出诗人内心难以排遣的感时伤

怀，忧国思家之情。

D．这首诗作于唐朝“安史之乱”之时，集中表达了诗人壮志难酬、 报国无门的情感。

 (七）选出对下面这首诗理解有误的一项（      ）  

归园田居 其三 陶渊明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A．这首五言律诗，语言朴素，意境恬淡，体现了作者悠然的心境。

   B．颔联描写的是作者自己的躬耕生活，这种生活虽然辛苦，但却充实愉快。

   C．带月荷锄、夕露沾衣的农耕生活，实情实景，生动感人，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生活的

追求。

   D．作者沉溺于美好的田园生活中，乐于做一个隐士而忘却一切的世俗的烦恼。诗的最

后两句表现了作者无欲无愿的心境。

(八)选出对下面这首诗理解有误的一项（      ）  



使 至 塞 上     王 维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A.“征蓬”两句，既表述了诗人前往边境慰问将士之事，又描写了边塞独特之景，更在叙

事写景中传达出自己被排挤出朝廷的幽微难言的内心情感。

B.诗人以传神的笔墨刻画了明媚秀丽的塞外风光，其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两

句，更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

C.诗中的“圆”字与“直”字，都用得逼真传神，非常讲究景物的画面感，充分体现了王

维“诗中有画”的特色。

D.“都护在燕然”和前面的“属国过居延”遥相呼应，点明了诗人此次出使路途之远。

(九）选出对下面这首诗理解有误的一项（      ）  

渡荆门送别  李  白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A．首联叙事，直扣诗题，交代了诗人刺绣的目的：初次离开家乡，从蜀地乘船远至楚地的

荆门。

B．颔联以游动的视觉描绘了两岸的地势由山脉过渡到平原，江水向原野奔腾而去的壮阔景

色。

C. 颈联描写近景，用两幅美丽的画面写江上美景，第一幅是天边云霞图，第二幅是水中映

月图。

D. 尾联“送”字用得妙，突出故乡水送我到楚地还不忍分别的情义，含蓄地抒发了诗人的

思乡之情。

(十) 选出对下面这首诗理解有误的一项（      ） 

登岳阳楼（其一）陈与义

                         洞庭之东江水西,帘旌不动夕阳迟。登临吴蜀横分地,徙倚湖山

欲暮时。

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沧波无限悲。

A．首联点明登临位置，从“帘旌”到“夕阳”，写景由远及近。

B．颔联思昔抚今，忆“吴蜀”融入厚重历史感，说“徙倚”渗透个人怅惘情。

C．颈联“万里”与“三年”对举，分别从空间和时间跨度上道出了亡国之臣的无尽忧愤。

D．尾联“风霜”语意双关，“沧波”情景交融，于无限悲凉中收束全篇。

（十一）选出对下面这首诗理解有误的一项（      ）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陆游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A.由于“僵卧孤村”，而且风雨大作，所以诗人情不自禁的哀叹连连。

   B.“风吹雨”既是实写，扣题“风雨大作”，又象征了南宋朝廷风雨飘摇。

  C.诗中两次写到北疆战事，但都是诗人的臆想，并非身临疆场。

   D.全诗奔放雄浑而又略带苍凉，爱国之情，感人肺腑。

( 十 二 ) 选 出 对 下 面 这 首 诗 理 解 有 误 的 一 项 （       ）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刘禹锡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

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

酒长精神。

   A．首联写自己被弃置在巴山楚水这个凄凉的地方，度过了二十多年，饱含了诗人无限

的辛酸。  

   B．颔联写归来后的感触，引用典故，隐含他对当时统治者的不满，和因人事变迁而产

生的生疏、怅惘的心情。  

   C．颈联中诗人以“沉舟”“病树”比喻前人，表达出诗人要在前人失败之后继续向成

功迈进的积极进取的情怀。  

   D．尾联既是对友人关怀的感谢，也是和友人共勉，表现了诗人坚定的意志和乐观的精

神，也给友人以鼓舞。

（十三）选出对下面这首诗理解有误的一项（       ）   

赤壁  杜牧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A．这是一首七绝，是诗人借遗物而感兴，引起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议论。

   B．诗中的“东风”就是成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提到的“东风”，在本诗中

“东风”指火烧赤壁一事。

   C．诗中的“周郎”就是历史上的周瑜,他与赤壁有关的故事是“赤壁之战”。

   D．这是一首咏史之作，它抒发的是作者对历史上的两位美女“二乔”的惋惜之情。

（十四）选出对下面这首诗理解有误的一项（        ） 

过零丁洋   文天祥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A．这首诗概括了作者一生中的重大事件，融叙事和抒情言志为一体，慷慨悲凉，感人至

深。

B．颔联写国家山河破碎，局势危急，个人命运也动荡不安，运用比喻，生动形象贴切。

C．颈联运用“惶恐滩”“零丁洋”两个典故，写出了形势的险恶和诗人对前途的忧虑。

D．尾联直抒胸臆，表明了自己以死明志的决心，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气节，堪称千古绝

唱。

(十五)选出对下面这首诗理解有误的一项（       ） 

饮酒（其五）  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A．此诗是诗人归隐田园后写的一首抒情小诗，其中“心远”二字指诗人心中远离草庐。

B．“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说在东篱下采撷菊花，悠闲中偶然见到南山，



表现了诗人悠闲自得、与世无争的情怀。

C．“山气日夕佳”一句在诗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紧承上句，点名南山的暮景，引出下句

的飞鸟结伴归林。

D．“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中，“此”指作者的隐居生活。“真意”是指人生的真

谛。

（十六）选出对下面这首诗理解有误的一项（        ）  

行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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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诗中运用典故，含蓄地表达了诗人盼望得到朝廷重用的心理。

B．诗中以“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来比喻人生道路中的艰难险阻。

C．诗的开头两句以夸张的笔法，营造了欢乐的宴饮气氛，体现了诗人愉悦的心情。

D．诗的最后两句写出了诗人坚信远大的抱负必能实现的豪迈气概。

（十七）选出对下面这首诗理解有误的一项（        ）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岑参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A．“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暗示归途艰险，以万里愁云引出送别的气氛。

B．“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用春花喻冬雪，展现了边塞雄奇瑰丽的景象。

C．“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写诗人驻足远望的情形。

D．这首诗以“雪”为中心线索来写景抒情，表现了诗人的惜别之情和思乡之情，充满伤感

的情绪。

(十八)选出对下面这首诗理解有误的一项（        ）   

己亥杂诗   龚自珍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A．诗中的“离愁”是指当时作者离别亲朋好友，愤然辞官回家所产生的对亲朋好友的

依依不舍之情；“吟鞭”是指吟唱马鞭。

   B．第三、四句从落花到春泥展开联想，将诗人的时代使命感移情落花，从而把离愁升

华为崇高的献身精神。

  C．“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一句的言外之意是说自己虽然辞官，但仍会关

心国家的前途命运。

D．这首诗反映了诗人辞官后不甘消沉，决心继续关心国家大事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十九）选出对下面这首词理解有误的一项(       )   

望 江 南   温 庭 筠



梳洗罢, 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A．这首词描写了—位深闺女子的生话状况和心理状态。

B．“梳洗罢, 独倚望江楼”描写了深闺女子精心梳妆和倚楼盼望的孤独情景。

C．“肠断白蘋洲”写出了深闺女子因失望回到分别之地“白蘋洲”的痛苦心情。

D．这首词描绘了帆船、落日、江水、小洲等景物，富有画面感。

（二十）下面对这首词的理解，有误的一项是（      ） 

渔家傲   秋思   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

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

白发征夫泪。

   A．上阕先用“异”字总写边塞秋景与内地的不同，然后以大雁、边声、长烟、落日、

孤城等意象描绘清朗、秀美的边塞风光。

   B．“长烟落日孤城闭”是写暮霭生成，夕阳西下，城门紧闭。这一句反映了当时西北

边关战事吃紧，守军戒备森严的紧张形势。 

   C．下阕首句写将士远离家乡，戍守边关，旷日持久；“燕然未勒”用了汉代大将军窦

宪大破匈奴后刻石勒功而还得典故，表达作者功业未成的苦闷。 

   D．整首词以“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作结，爱情激情与思乡之苦交相融会，构成

了整首词矛盾、复杂、厚重的情绪，有一种苍凉而悲壮的美。

（二十一）选出对下面这首词理解有误的一项（       ）

武陵春  李清照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A．首句“尘香”二字写落花已化为尘土，流露出词人对美好事物遭受摧残的惋惜之

情。

B．“欲语”而泪先夺眶而出，写出词人有难以抑制的满腹忧愁和伤痛，具有感人心弦的艺

术魅力。

C．“春尚好”“泛轻舟”用词轻松，节奏明快，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词人随遇而安的喜悦之

情。

D．词作最后两句将哀愁比作可承载可触摸的实体，既形象生动又自然妥帖。

（二十二）选出对下面这首词理解有误的一项（       ）

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辛弃疾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A.这首词，从题材上看是写雄健勇猛的军营生活场景，从思想感情上看表达的是为国立功

的雄心壮志，从语言风格上看是豪放壮美的，故将其称之为“壮词”十分妥帖。



B.上阙描写的都是作者曾经经历过而今天已失去的军旅生活情景，是作者热爱的生活和抹

不掉的记忆。这些表明，被迫退隐的作者仍渴望再有机会从军杀敌、建立功业。

C.由下阙描写的内容来看，作者的最高理想便是赢得生前的功勋、身后的美名，这些显得

非常功利庸俗，对此我们应持批判的态度。

D.“可怜白发生”，表明自己年纪已大，恐怕没机会实现抗敌救国的理想了，体现出报国

无门、壮志未酬的抑郁、愤慨之情。“可怜”二字使整首词的风格由雄壮变得悲壮。

（二十三）选出对下面这首词理解有误的一项（       ）    

江城子• 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

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

北望，射天狼。

A．词的上片叙写了此次出猎的情况，下片抒发了作者的雄心壮志。

B．上片中“千骑卷平冈”一语，极言行走之快，可见出猎者情绪高昂，精神抖擞。

C．词中下阕采用冯唐持节赦免魏尚的典故，表达了作者希望朝廷悯恤年老，免去罪名的愿

望。

D．这首词从题材、情感到艺术形象、语言风格都是粗犷、豪放的。

（二十四）

                              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选出对下面这首诗理解有误的一项(       )

A．诗中“关雎鸟”象征着美丽善良的女子，在河中的小洲，让人可望而不可即。

    B．采摘荇菜是起兴的写法，写出男子对心中的女子日夜都在追求。

    C．“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实际上是想象着把心中的姑娘娶回家门的情景。

    D．这是一首非常美好的爱情诗，诗中表达出一种诚挚、热烈、健康的美好感情。

2. 对下列诗句理解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两句运用比喻手法，说明淑女、君子在河滩幽会，营造一种幽

静的氛围。

 B．“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两句反复使用，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也反映了古代民歌的

特色。

C．“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以行动来反映君子的深深思恋，十分生动形象。

D．“寤寐逑之”中的“寤”和“寐”分别指醒来和睡着，可见君子思恋之苦。

（二十五）

                                蒹葭

                 蒹 葭 苍 苍 ， 白 露 为 霜 。 所 谓 伊 人 ， 在 水 一 方 。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1.选出对下面这首诗理解有误的一项(       )

A．这首诗每章开头两句写景，渲染了萧瑟冷落的气氛，烘托出主人公凄婉惆怅的心情。

     B．这首诗三次运用“宛”字，给人以迷迷茫茫、若隐若现的感觉。

     C．这首诗运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反复咏唱，表达了缠绵无尽的情感，委婉动人。

     D．这首诗表现了主人公对意中人执着追寻的精神以及可望而不可即的绝望情绪。    

2.对这首诗赏析不当的一项是（       ）

A．全诗分为三章，每章前两句以凄清冷漠的景致起兴，形成一种沉郁悲凉的氛围，同时又

暗寓了时间的推移。后六句描写访求“伊人”而未得的迷惘之情。

B．“在水一方”、“宛在水中央”“宛在水中沚”是说伊人所在的地方有流水环境，仿佛

置身于州岛上，可望而不可及。

C．“伊人”是诗人访求的对象，是美的化身，在诗人矢志不渝的追求中，犹如强烈地感受

到了那“在水一方”的倩影。

D．这首诗描写了“伊人”生活的环境和诗人在不同时间不懈地寻找“伊人”的过程，因

此，从诗的内容看，它应是一首叙事诗。

  

古诗词赏析参考答案

（一）D四句写出了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概，写的是虚景（二）A（三）.C 是早

春（四）C（五）D（六）D这首《春望》围绕“望”字展开，通过描写战乱后长安城破败

荒芜的景象，表达了诗人忧国伤时，念家悲己的感情 (七)D(八)B “雄奇壮美”而非“明

媚秀丽”（九） C（C项第一幅画应是“水中映月图”，第二幅画应是“天边云霞

图”。） （十）A（“帘旌”为近景，“夕阳”为远景，诗人的视线由近而远，逐渐放

开，融入苍茫的暮色之中）（十一）A (十二)C（诗人把自己比作“沉舟”和“病树”，意

思是自己虽屡遭贬低，新人辈出，却也令人欣慰，表现出他豁达的胸襟。）（十三）D（诗

人观赏了古战场的遗物，对赤壁之战发表了独特的看法，认为周瑜胜利于侥幸，同时也抒

发了诗人对国家兴亡的慨叹。）（十四）C(惶恐和零丁两个词巧妙地运用了两个带有感情

色彩的词语，抒发了诗人的惶恐不安和孤苦伶仃。)(十五)A（心远即远远摆脱了世俗的束

缚）（十六）C（诗的开头两句以夸张的笔法，营造了欢乐的宴饮气氛，体现了诗人愁苦、

郁闷的心情。）（十七）D（十八））A（“吟鞭”是指诗人的马鞭。）（十九）C.(二

十)A(A中的风景应为“萧瑟、苍凉”而非“清朗、秀美”。)　(二十一）. C（二十二）C

（不应批判。作者的最高理想是为朝廷完成北伐金人、收复失地的大业，是积极向上的，

表达出强烈的爱国激情；“赢得生前身后名”有其思想认识方面的时代局限性，但这也是

封建文人人生价值得以体现的一种形式。）（二十三）C委婉含蓄表达了作者渴望被朝廷

重用、报效国家的情感。（二十四）1.A(“关雎鸟”象征美好的爱情。) 2.A(二十五)1.D 

2.D (抒情诗)



二、现代文阅读

2．非文学作品阅读  

双面敦煌：数字化让千年石窟“活”起来

    回望历史，从内容到画风，走在时代之先的敦煌一直很“潮”。在中原连接西域的开放前

沿，各种新事物首先在这里“着陆”。开放与创新，让这些新事物演化出“中国化”的新形

态，并广为传播。

    古老、遥远、神秘，这是敦煌最常示人的样子。现代、可触、有趣。敦煌正揭开面纱，

缓缓露出另一半容颜。世界的敦煌，该以怎样的姿态再度拥抱世界?

    “给佛拍照”

    上世纪 80 年代，在美国梅隆基金会的支持下，敦煌研究院与美国西北大学、浙江大学等

科研院所合作，拉开了敦煌石窟数字化的帷幕。

    “给佛拍照”，是石窟数字化最简明的解释。在昏暗的洞窟中，专业人员自制轨道、灯

箱，分层、逐行拍摄壁画。然后利用计算机技术，将数量庞大的照片逐一比对、拼接和修

正。仅实现一个 300 平方米壁画的洞窟数字化．就需要拍摄 4 万余张照片。

    “数字化本身就是预防性的。把洞窟的信息采集下来．通过影像永久保存。几十年来，我

们花的力气越来越多，步子越迈越大。”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说。

    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吴健介绍．近 30 年来。画面精度已从最初的 75dpi 提

升到最高 600dpi。这意味着．采集后的图像四倍于原作．在荧幕上看远比在洞窟看清晰。

    以保护为出发点，石窟数字化落脚在了游客端。2014 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投运。直

径 18 米的球幕影院中，通过数字化取得的壁画素材纤毫毕现，游客如沉浸苍穹之中，饱览

梦幻佛宫的壮美。自此，“前端观影、后端看窟”的旅游开放新模式在莫高窟实现，这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游客蜂拥至洞窟的压力。

    2016 年，数字化的另一成果“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30 个洞窟的高清图像及全景漫游，

免费在网络上公布。人们只需轻点鼠标，就能身临其境地免费欣赏洞窟景象。次年，“数字

敦煌”英文版上线。

    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俞天秀介绍，敦煌研究院已完成 180 余个洞窟壁画

的数字化采集和 120 余个洞窟的全景漫游。“数字敦煌”网站的访问量已达 500 万次。

    建设“数字档案”，让不可移动的壁画越过山川海洋．抵达世界任何角落。现代展示手

段，也为人们提供了了解敦煌的全新视角。让莫高窟“各颜永驻”。正在成为可能。

    用电吉他演绎敦煌?没问题！

    而敦煌期待更多。这一次，它“大胆”地把话筒交了出去。

    一项关于敦煌音乐的活动正在进行：静默千年的敦煌壁画与文献。即将变成动听的歌

曲，被人们唱起来、演奏出来。一些只在壁画中出现的古乐器也将被“复活”。

   



 敦煌内容广博，音乐也被包揽其中。敦煌音乐不仅包含藏经洞出土的敦煌乐谱等，还有数

量庞大的壁画图像。在莫高窟南区 492 个洞窟中，有一半洞窟都有音乐图像，乐器数量达

6000 余件。“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出现过的乐器都能在莫高窟看到，甚至‘花边阮’等文献中

没有记载的乐器也能在敦煌壁画中找到。”敦煌研究院在站博士后朱晓峰说。

    这成为敦煌研究院与 QQ 音乐的合作根基。朱晓峰介绍，双方计划通过比赛，让音乐人

参与敦煌“古曲新创”。参与者或以文献《敦煌廿咏》为基础创作歌曲，或基于 5 幅有代表

性的敦煌壁画进行器乐曲创作。在 2018 年 9 月于敦煌举行的“敦煌盛典”音乐会上，优秀参

赛作品将伴随仿制敦煌古乐器登台亮相。

    除了音乐外。敦煌研究院还将与腾讯就动漫、游戏、文创等多方面展开合作。

    越开放越自信

    举世瞩目的敦煌藏经洞．是这处佛教石窟开放胸怀的代表。这里不仅出土大量汉文、藏

丈文献，还出土了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凳文等文献。开放的胸怀，让多宗教多民族

在敦煌共存，多元文明在敦煌交相辉映。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不仅有佛国世界．更连通着世俗生活，人人都可以找到与它相通的

时刻。建筑学家梁恩成照着莫高窟第 61 窟的《五台山图》找到了大佛光寺；时尚博主可以

在小短裙、V 领衫和高腰背带裤中感受时尚的轮回；甚至常为“水逆“所困的“星座控”，都能

在敦煌壁画中寻到十二星座图。

    “在佛教的诞生地印度没有经变画，这是中国人创造出一种新的佛教艺术形式。”张先堂

说。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佛经思想，古代画师以生动的图画阐释晦涩佛

经，用画笔呈现出五彩斑斓的佛国世界。这甚至称得上是“最早的新媒体”了。

    王旭东说，“敦煌文化一定要发挥当代的作用。我们在敦煌看到文化自信。越开放越自

信，越自信越开放。”

（1）下列对材料内容的理解，与原文不相符的一项是(    )            

A. “前端观影、后端看窟”的旅游开放新模式，一定程度解决了游客蜂拥至洞窟的压力。

B. 莫高窟中乐器数量达 6000 余件，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出现过的乐器都能在莫高窟看

到。

C. 敦煌藏经洞曾出土了珍贵的回鹘文、于阗文、粟特义、梵文等史献。

D. 敦煌经变厕，是佛教诞生地印度创造出的一种新的佛教艺术形式。

（2）结合材料，谈谈数字化如何让千年石窟“活”起来?    

（3）结合文章和链接材料，说说敦煌让人魂牵梦萦的原因有哪些?  

链接材料：

    “这条曾经跨洲际的最古老的丝路，不会只躺在这荒漠上被人遗忘。它必定还在地球上所

有人对未来的企望与信念中。”——冯骥才

     “从内心深处，我真想长期留在这里．永远留在这里”——季羡林

（4）巴西国家博物馆大火，吞噬珍贵桑巴国文化；巴黎圣母院大火，800 年古迹被毁引世

人心痛。敦煌终将不复存在，但我们应该让它代代相传，如何让世界更多的了解双面敦煌?

结合阅读材料和生活实际，谈谈你的看法。    

【答案】 （1）D

（2）①用专业技术设备，“给佛拍照”，获得的洞窟的高清图像，将数量庞大的照片逐一



比对、拼接和修正，画面精读极高，球幕影院让数字化取得的壁画素材纤毫毕现，游客可

以饱览梦幻佛宫的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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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05207101500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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