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咏物诗鉴赏  
 

了解咏物类诗歌的特点和写作技巧。  

 

审美效果:生动形象,含蓄蕴藉,意在言外。  

 

一、概念  

 

咏物诗,通常以某一客观事“物”为集中描写对象,抓住其特征着意描摹,通过

咏物明志或咏物喻理,来表达自己的精神品质或理想追求。有的讽喻现实,有的书写

个人身世、品格和志向。  

 

“咏物隐然只是咏怀,盖个中有我也。”——刘熙载《艺概》  

 

“体物肖形,传神写意”“不沾不脱,不即不离”  

 

二、特点  

 

1、有的直接以物象为题,有的以“咏(题、赠、赞)+物象”为题。  

 

2、咏物诗,要真实描摹物的声音、形态、色泽等相应的外部特征,有时还  

 

要写出其所处环境的特点,求其“形似”。  

 

3、由物到人,由实到虚,写出精神品格,求其“神似”。  

 

4、从整体构思看,托物言志,从局部分析常用比喻、拟人、对比、象征  

 

等手法。  

 

5、从描写的方法看,除了正面描写之外,还常用侧面烘托的手法。  

 

咏物与写景的区别  



 

①从描写对象上,咏物类诗只有一个主体描写对象,笔墨也集中在这个主  

 

体描写对象的特点上;而其他类别的诗,则通常由多个意象构成一幅整体的画

面,意象与意象之间一般没有主次之分。  

 

②从作用上,咏物诗是借详细描写物的特征来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或人生  

 

理想;而其他类别诗中的景物描写则是通过意象组合成一幅幅画面,去营造或

渲染某种气氛,从侧面烘托作者的思想感情。  

 

三、思想内容  

 

(一)、从主题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类:  

 

1、借物抒情:以诗歌所咏之物自喻,反映自己不幸的遭遇,表达自己的  

 

感慨、愤懑或理想愿望。  

 

2、托物言志:即诗歌所描绘的物象只是作者抒情的载体,作者借以表达  

 

人生态度、生活理想,或批判丑恶的现象,或表达作者的观点。  

 

3、直写物事:无寄托,单纯赞美事物。  

 

(二)、常见的思想内容:  

 

1  

 

1、表达诗人清高孤傲的人格,坚持理想,绝不趋势媚俗,不向恶势力屈  

 

服的坚定意志。如:《北陂杏花》(王安石)“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

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诗人用“作雪”和“成尘”作喻,形成对



比,再以“纵被”和“绝胜”强调了宁愿为理想献身也不愿同流合污的悲壮感情。

(或诗人托物言志,以水边的杏花自况,纵然被春风吹落水上,仍保持着纯洁,远胜于

路边的杏花,在车水马龙中被碾碎,化为污浊的尘土。流露出悲壮的情感,表现出坚

持自己的理想情操,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品质。)  

 

2、抒发政治上失意的郁闷苦恼,表达愤慨之情或渴望得到赏识重用的愿望。  

 

3、表达诗人的人生理想或愿望:或远离尘世(污浊的官场),追求闲适的田  

 

园生活;或积极入世,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  

 

4、讽刺社会上丑恶的人性或现象。  

 

如:《官仓鼠》(曹邺)“官仓老鼠大如斗, 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 

谁遣朝朝入君口?”通过写官仓鼠体形大、胆子大,表达对贪官污吏搜刮百姓、统治

者坐视不管的谴责。  

 

四、常见的意象  

 

1、梅:剪雪裁冰,一身傲骨。常被诗人自喻,以表达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性,

淡泊的气质,顽强不屈的节操。  

 

2、竹:亭亭而立,节节而高。常被喻为贤才,以表达正直、不屈的品性。  

 

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绿竹葱茏——比喻正直谦虚,坚贞高洁的品质——隐士

君子  

 

3、菊:凌霜自行,不趋炎附势,生性淡泊,是隐者的象征。  

 

4、松柏:是中国士子坚贞心志的人格典范。  

 

5、兰:清雅幽香,姿态优美,芳草自怜,淡泊高洁。喻高洁美好的品质。  



 

6、牡丹:娇艳多姿,雍容华贵,喻富贵吉祥美好。  

 

7、草:生命力强,生生不息。  

 

8、莲花(荷花):冰清玉洁,喻君子。(“莲”谐音“怜、恋”,乐府诗《采莲

曲》)  

 

9、红豆:相思。如王维《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

物最相思。”  

 

10、丁香:素雅清纯美丽,沁人心脾的幽香,爱情与幸福象征。又“丁香

结”(也就是丁香的花苞)极似人的愁心,所以常用来表示愁思的一种情结。11、蝉:

清露高声,是高洁品性的代表。诗人常以他自况,表达自己对高风亮节的追求。12、  

 

鹰:多是志存高远、锐意进取的词人自我形象的化身。  

 

五、常用的艺术手法  

 

1、既然咏物,要实写其形态、色泽特征,或写其所处环境,求其“形似”。[曲

尽其妙]  

 

2、由物到人,由实到虚,联想想象写出精神品格,求其“神似”[不滞于物]  

 

3、从整体构思看,托物言志(托物讽喻)寄情于物。、借物喻人、借物抒情、

象征  

 

局部上常用比喻、拟人、对比、双关等修辞  

 

4、从具体描写角度看:虚实、动静、视听、白描、正面描写、侧面烘托  

 

六、鉴赏方法  

 



1、“读清”全诗,写了什么物。  

 

2、分析物象的外在特征(形态、色泽、习性等)、环境特点和内在品性。  

 

3、联系诗人自身经历和所处社会环境,揣摩诗人所托之情,所言之志。  

 

4、把握表现手法。  

 

【热身训练】  

 

⒈2000 年北京春季高考题:  

 

蝉  

 

虞世南  

 

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  

 

⑴诵读解意  

 

⑵形象特点:一只在高树上饮着清露、自在鸣叫的夏蝉。  

 

⑶思想内容:只要品性高洁,声名自然远扬,无须任何外在凭借。  

 

⑷手法:托物言志  

 

2、  

 

松  

 

杜荀鹤  

 



自小刺头深草里,而今渐觉出蓬蒿。  

 

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  

 

[解说]:咏物言志诗先要看清所赞扬的“物”有什么特点,其次再分析作者所

赞扬的精神和品质。本诗是说,松树在小的时候没有引起人的重视,直到高耸入云,

人们才说它高。可以想道作者是以“小松”自喻。  

 

这首小诗借松写人,托物讽喻,寓意深长。  

 

松,树木中的英雄、勇士。数九寒天,百草枯萎,万木凋零,而它却苍翠凌云,顶

风抗雪,泰然自若。然而凌云巨松是由刚出土的小松成长起来的。小松虽小,即已显

露出必将“凌云”的苗头。《小松》前两句,生动地刻画出这一特点。  

 

“自小刺头深草里”──小松刚出土,的确小得可怜,路边野草都比它高,以至

被掩没在“深草里”。但它虽小而并不弱,在“深草”的包围中,它不低头,而是

“刺头”──那长满松针的头,又直又硬,一个劲地向上冲刺,锐不可当。那些弱不

禁风的小草是不能和它相匹敌的。“刺头”的“刺”,一字千钧,不但准确地勾勒出

小松外形的特点,而且把小松坚强不屈的性格、勇敢战斗的精神,活脱脱地勾画出来

了。一个“刺”字,显示出小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小”,只是暂时的,相对的,

随着时间的推进,它必然由小转大。不是么?──“而今渐觉出蓬蒿。”蓬蒿,即蓬

草、蒿草,草类中长得较高者。小松原先被百草踩在脚底下,可现在它已超出蓬蒿的

高度;其他的草当然更不在话下。这个“出”字用得精当,不仅显示了小松由小转

大、发展变化的情景,而且在结构上也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出”是“刺”的必然

结果,也是未来“凌云”的先兆。事物发展总是循序渐进,不可能一步登天,故小松

从“刺头深草里”到“出蓬蒿”,只能“渐觉”。“渐觉”说得既有分寸,又很含

蓄。是谁“渐觉”的呢?只有关心、爱护小松的人,时时观察、比较,才能“渐觉”;

至于那些不关心小松成长的人,视而不见,哪能谈得上“渐觉”呢?故作者笔锋一转,

发出深深的慨叹:  

 



“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  

 

这里连说两个“凌云”,前一个指小松,后一个指大松。大松“凌云”,已成事

实,称赞它高,并不说明有眼力,也无多大意义。小松尚幼小,和小草一样貌不惊人,

如能识别出它就是“凌云木”,而加以爱护、培养,那才是有识见,才有意义。然而

时俗之人所缺少的正是这个“识”字,故诗人感叹道:眼光短浅的“时人”,是不会

把小松看成是栋梁之材的,有多少小松,由于“时人不识”,而被摧残、被砍杀啊!这

些小松,和韩愈笔下“骈死于槽枥之间”的千里马,不是遭到同样悲惨的命运吗?  

 

杜荀鹤出身寒微,虽然年青时就才华毕露,但由于“帝里无相识”(《辞九江李

郎中入关》),以至屡试不中,报国无门,一生潦倒。埋没深草里的“小松”,不也正

是诗人的自我写照?  

 

由于诗人观察敏锐,体验深切,诗中对小松的描写,精炼传神;描写和议论,诗情

和哲理,在这首诗中得到有机的统一,字里行间,充满理趣,耐人寻味。  

 

3、  

 

咏柳  

 

贺知章  

 

碧玉妆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  

 

这是一首咏物诗,写的是早春二月的杨柳。写杨柳,该从哪儿着笔呢?毫无疑  

 



问,它的形象美是在于那曼长披拂的枝条。一年一度,它长出了嫩绿的新叶,丝

丝下垂,在春风吹拂中,有着一种迷人的意态。这是谁都能欣赏的。古典诗词中,借

用这种形象美来形容、比拟美人苗条的身段、婀娜的腰肢,也是我们所经常看到

的。这诗别出新意,翻转过来。“碧玉妆成一树高”,一开始,杨柳就化身为美人而

出现;“万条垂下绿丝绦”,这千条万缕的垂丝,也随之而变成了她的裙带。上句的

“高”字,衬托出美人婷婷袅袅的风姿;下句的“垂”字,暗示出纤腰在风中款摆。

诗中没有“杨柳”和“腰支”字样,然而这早春的垂柳以及柳树化身的美人,却给写

活了。《南史》说刘悛之为益州刺史,献蜀柳数株,“条甚长,状若丝缕。”齐武帝

把这些杨柳种植在太昌云作殿前,玩赏不置,说它“风流可爱”。这里把柳条说成

“绿丝绦”,可能是暗用这个关于杨柳的著名典故。但这是化用,看不出一点痕迹

的。  

 

“碧玉妆成”引出了“绿丝绦”,“绿丝绦”引出了“谁裁了”,最后,那视之

无形的不可捉摸的“春风”,也被用“似剪刀”形象化地描绘了出来。这“剪刀”

裁制出嫩绿的鲜红的花花草草,给大地换上了新妆,它正是自然活力的象征,是春给

予人们的美的启示。从“碧玉妆成”到“剪刀”,我们可以看出诗人艺术构思一系

列的过程。诗歌里所出现的一连串的形象,是一环紧扣一环的。  

 

也许有人会怀疑:我国古代有不少著名的美女,柳,为什么单单要用碧玉来比呢?

我想,这有两层意思:一是碧玉这个名字和柳的颜色有关,“碧”和下句的“绿”,是

互相生发、互为补充的。二是碧玉在古代文学作品里,几乎成了年轻貌美的女子的

泛称。用碧玉来比柳,人们就会想象到这美人还未到丰容正盛的年华;这柳也还是早

春稚柳,没有密叶藏鸦的时候;和下文的“细叶”“二月春风”又是有联系的。  

 

4、  

 

鹦鹉  

 

罗隐  

 



莫恨雕笼翠羽残,江南地暖陇西寒。  

 

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  

 

〔鉴赏〕  

 

三国时候的名士祢衡有一篇《鹦鹉赋》,是托物言志之作。祢衡为人恃才傲物,

先后得罪过曹操与刘表,到处不被容纳,最后又被遣送到江夏太守黄祖处,在一次宴

会上即席赋篇,假借鹦鹉以抒发自己托身事人的遭遇和忧谗畏讥的心理。罗隐的这

首诗,命意亦相类似。  

 

“莫恨雕笼翠羽残,江南地暖陇西寒。”“陇西”,指陇山(六盘山南段别称,

延伸于陕西、甘肃边境)以西,旧传为鹦鹉产地,故鹦鹉亦称“陇客”。诗人在江南

见到的这头鹦鹉,已被人剪了翅膀,关进雕花的笼子里,所以用上面两句话来安抚它:

且莫感慨自己被拘囚的命运,这个地方毕竟比你的老家要暖和多了。话虽这么

说,“莫恨”其实是有“恨”,所以细心人不难听出其弦外之音:尽管现在不愁温饱,

而不能奋翅高飞,终不免叫人感到可惜。罗隐生当唐末纷乱时世,虽然怀有  

 

匡时救世的抱负,但屡试不第,流浪大半辈子,无所遇合,到五十五岁那年投奔

割据江浙一带的钱鏐,才算有了安身之地。他这时的处境,跟这头笼中鹦鹉颇有某些

相似。这两句诗分明写他那种自嘲而又自解的矛盾心理。  

 

“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鹦鹉的特点是善于学人言语,后面两

句诗就抓住这点加以生发。诗人以劝诫的口吻对鹦鹉说:你还是不要说话过于明晰

吧,明白的话语反而难以出口呵!这里含蓄的意思是:语言不慎,足以招祸;为求免祸,

必须慎言。当然,鹦鹉本身是无所谓出语惹祸的,显然又是作者的自我比况。据传罗

隐在江东很受钱鏐礼遇。但祢衡当年也曾受过宠幸,而最终仍因忤触黄祖被杀。何

况罗隐养成的愤世嫉俗的思想和好为讥刺的习气,一时也难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

诗人对钱鏐产生某种疑惧心理,完全是可理解的。  

 



这首咏物诗,不同于一般的比兴托物,而是借用向鹦鹉说话的形式来吐露自己

的心曲,劝鹦鹉实是劝自己,劝自己实是抒泄自己内心的悲慨,淡淡说来,却耐人寻

味。  

 

三、因例说法:  

 

卜算子·咏梅  

 

陆游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  

 

1、诵读解意  

 

2、形象分析  

 

梅花:环境特点:断桥黄昏,风雨交加,苦寒荒凉。(环境烘托)  

 

自身特点:不与群芳争春,虽然粉身碎骨而此志不渝。(正面描写)  

 

3、作者处境:主战派,仕途坎坷,屡屡受挫。  

 

4、所言之志:以物喻人,隐喻了作者虽遭不幸,前途坎坷,但决不同流合污的高

尚节操以虽使粉身碎骨而此志不渝的斗争精神。  

 

5、手法分析:1、托物言志,以物喻人。2、环境烘托。  

 

1、“读清”全诗  

 

2、分析物象的外在特征、环境特点和内在品性。  

 



3、联系诗人自身经历和所处社会环境,揣摩诗人所托之情,所言之志。  

 

4、体会诗人手法的高妙。  

 

七、注意事项  

 

咏物言志诗是通过对独特的事物的赞赏,来表达自己的精神品质或理想。鉴赏

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把握所咏之物的特点  

 

既然是咏物诗,当然要写所咏之物的形态、色泽、特征,追求贴切逼真,但如果

仅仅是客观的描摹,满足于形似,那也不是一首好的咏物诗。也就是说,不但要形似,

而且要神似。  

 

如“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木偶)犹泛

(官职卑微像木偶一样四处漂泊不定),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

清。”(李商隐《蝉》)这是一首咏物诗,以蝉喻作者自己。前四句写蝉的艰难处境:

由于自命高洁,总是食不果腹;虽然竭尽全力地叫,也是白费精神,得不到同情。这实

际是说诗人自己。下面四句则直抒胸臆。三联上句说自己官位低微,无所归依;下句

说田园都荒芜了,还做这个官干什么呢?透出要辞官归隐的心意。尾联又把自己的命

运和蝉联系起来,从蝉的叫声得到警示,醒悟到自己和蝉一样清苦。作者是怀着崇敬

和同情的心情写蝉的,用蝉来警戒自己,要像蝉那样保持清高和廉洁,即使政治环境

恶劣,也永远不变初衷。  

 

2、体悟诗人在描摹事物中所寄托的感情  

 

陶渊明咏菊,抒写自己悠闲适、不慕富贵的心境;陆游咏梅,表明自己为媚于

俗、坚守正义的气节。由于作者的经历遭际、情趣爱好以至观察角度的不同,即使

写同一事物,他们也往往会有不同的感受,表达出不同的感情来。当然不是所有的咏

物诗都含有诗人明确意识的寄托。但是一首优秀的咏物诗,总是以其生动的形象和



强烈的美感吸引读者,而且有意无意地透过所咏之物,或流露诗人的人生态度,或寄

寓美好的理解,或隐含生活的道理。这就是我们在读解时要细加领悟的。  

 

如“花枝草蔓眼中开,小白长红越女腮。可怜日暮嫣香落,嫁与东风不用

媒。”(李贺《南国十三首》)这是李贺辞官回乡居住在昌谷家中所作。诗中第一、

二句是写新花开,三、四句则写暮春花落,通篇把花人格化。花开时像越女那双水灵

灵的眼神和那副白里透红的漂亮的脸蛋,美不胜收。可是好景不长,一到日暮(暮春)

百花凋零,落红满径。“可怜”乃惜花伤春之情,也是诗人自伤自悼之词。末句则用

拟人的手法写落花身不由已的时候的状态。从表面上看“嫁与东风”是自愿,“不

用媒”证明了这一点。其实娇花又何尝愿意离开枝头。“嫁与东风”虽“不用媒”,

仍是不自主的事情。花盛开时未嫁,而花凋零时始嫁,则培增惆怅。其实,这是一种

悲剧的气氛,却从欣喜的情调来写它。似乎反常,又合乎诗中旨趣之道。联系诗人当

时的境况,诗人才不过二十多岁,正当风华正茂,却不被当局所用,怀才不遇,自生自

灭,不胜悲凄。细味此情,便知诗人写此诗的良苦用心。  

 

3、分析咏物诗的写作技巧  

 

咏物诗的特点:内容上以某一物为描写对象,抓住其某些特征着意描摹。思想

上往往是托物言志。由物到人,由实到虚,写出精神品格。常用比喻、象征、拟人、

对比等表现手法。  

 

八、温馨提示:  

 

咏同一物表达不同的情志。  

 

以唐人三首咏蝉诗为例:  

 

虞世南《咏蝉》:“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骆宾王《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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