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08：古诗文复习考题猜想 

❖ 诗歌鉴赏

（一）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下面小题。

行路难（其一）

李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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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诗歌中，诗人既抒发了因前路崎岖而产生的愁苦，又怀有“长风破浪”“济沧海”的壮志，写出了一个怎

样的诗人形象？请结合诗歌内容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在与同学们参观完碑林博物馆后，你们在建筑上看见三种不同字体书写的《行路难（其一）》。你认为

哪种书法字体更符合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1．示例：从郁闷到惆怅,再到对政治前途抱有幻想,再到徘徊和低沉,最后奋发振作、情绪高昂,表

现出诗人一往无前的精神。“金樽清酒”，“玉盘珍羞”，让人感觉似乎是一个欢乐的宴会，但紧接着“停

杯投箸”“拔剑四顾”两个细节，就显示了感情波涛的强烈冲击。中间四句，刚刚慨叹“冰塞川”“雪满

山”，又恍然神游千载之上，仿佛看到了姜尚、伊尹由微贱而忽然得到君主重用。诗人心理上的失望与希

望、抑郁与追求，急遽变化交替。“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四句节奏短促、跳跃，完全是

急切不安状态下的内心独白，逼肖地传达出进退失据而又要继续探索追求的复杂心理。结尾二句，唱出了

高昂乐观的调子，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总有实现的一天。通过这样层层迭迭的感情起伏变化，既充分显示

了黑暗污浊的政治现实对诗人的宏大理想抱负的阻遏，反映了由此而引起的诗人内心的强烈苦闷、愤郁和

不平，同时又突出表现了诗人的倔强、自信和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展示了诗人力图从苦闷中挣脱出来的

强大精神力量。    

2．示例:我觉得用草书更能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草书的笔画激荡,形态奔放,整体呈现出一种自由、

豪放的艺术风格。运用草书,可以体现出诗中所蕴含的强大精神力量。（其他合理答案，言之有理也可。

【分析】1．本题考查诗人形象。

诗人通过开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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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地展

现出一个即使面对丰盛的美酒佳肴，却因前路艰难而满心愁苦、怅然若失的形象，体现出他对现实困境的

敏锐感知和内心的彷徨。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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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句，又让我们看到一个在困境中依然能心怀希望，从古代贤能的经历中汲取力量和勇气，憧憬着有朝

一日能像他们一样获得机遇、实现抱负的诗人形象，展现出他内心的乐观与积极。紧接着“行路难，行路

难，多歧路，今安在”，进一步突出了诗人在复杂局势和艰难选择面前的迷茫与焦虑，体现出他的真实与

纠结。但最后“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则完全塑造出一个豪情满怀、充满自信、坚信自己

终能克服困难、驶向理想彼岸的坚毅诗人形象，他不被一时的困境所打倒，始终保持着对未来的坚定信念

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综合来看，诗人塑造出了一个情感丰富、内心复杂，既会因现实困境而愁苦迷茫，

又能在困境中保持乐观、积极寻找希望，且始终拥有坚定信念和壮志豪情的立体而生动的诗人形象。

2．本题为开放题。分析哪种字体更符合诗歌所表达的情感，要结合书法字体的特征，同时体现出字体

的特点如何与诗歌情感相呼应。

楷书笔画极具规范性，横平竖直，转折处棱角分明，每一笔都精心雕琢，犹如严谨的艺术线条排列。

其字体结构紧密且端庄，各部分安排合理，疏密得当，展现出一种稳重而和谐的美感。

草书自由流畅，线条如舞动的丝带，自由奔放，毫无拘束，流畅的走势中尽显灵动与洒脱之态。笔画

常常简化与连笔，以最简的形式表达丰富内涵，书写时一气呵成，充满节奏感与韵律感。

隶书蚕头燕尾，起笔圆润如蚕头，收笔飞扬似燕尾，独特的笔法使隶书极具辨识度，充满别样韵味。



字体整体呈扁平状，笔画伸展自如，给人以开阔大气之感，蕴含着古朴而醇厚的气息。

示例一：我觉得用楷书更能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楷书字体规整、端庄秀丽。用楷书书写《行路难（其

一）》，能够体现出诗歌情感表达的一种沉稳和坚定。楷书的规整可以展现出诗人在困境中依然坚守内心

的那份执着，其一笔一划的严谨仿佛是诗人在面对艰难时的认真思索和不屈不挠，较为契合诗歌中所蕴含

的在愁苦中依然抱有壮志的情感。





示例二：我觉得用草书更能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草书自由奔放、气势磅礴。以草书来书写，能很好

地诠释出诗歌中那豪迈的气魄和勇往直前的精神。草书的流畅线条和洒脱笔势，恰似诗人“长风破浪会有

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壮志，以及在困境中挣扎却依然不羁的灵魂，更能突出诗歌中那种奋发向上

的力量。

示例三：我觉得用隶书更能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隶书庄重古朴、韵味醇厚。隶书书写的《行路难（其

一）》，可以传达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深沉的情感。它仿佛能体现出诗人在经历种种艰难后的那份沉淀

与思考，以及对理想追求的深远意义，能展现出诗歌中既愁苦又怀有壮志的复杂而深沉的情感底蕴。

（二）（甲）（乙）两诗都引用伊尹“梦里乘舟到日边”的典故，它在两诗中的作用是否相同？参考上面“用

典”的四种作用，结合语境，简要分析。

（甲）行路难（其一）[唐]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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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和尹从事懋泛洞庭①[唐]张说

平湖一望上连天，林景千寻②下洞泉。

忽惊水上光华满，疑是乘舟到日边。

【注释】①这首诗是作者被贬为岳州刺史所作。②

林景千寻：指洞庭湖上君山层林叠翠，风景高深壮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两诗中用典作用相同，都是为了抒情言志，表明心迹。甲诗引用伊尹“梦里乘舟到日边”的典故，

表达了诗人的倔强、自信和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乙诗用伊尹梦里乘舟到日边的典故，意气昂扬地抒发了

对光明前程的憧憬和积极用世的强烈要求。

【详解】两诗中用典的作用相同，都是为了抒情言志，表明心迹，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情感。

甲诗：“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诗人在心境茫然之中，忽然想到两位开始在政治上并

不顺利，而最后终于大有作为的人物：一位是姜尚，九十岁在磻溪钓鱼，得遇文王；一位是伊尹，在受商

汤聘前曾梦见自己乘舟绕日月而过。想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又给诗人增加了信心。突出地表现了诗

人的倔强、自信和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乙诗：本诗前两句写景。写湖水，从近到远横向铺展，描平远之景；写君山，从上到下俯仰纵览，绘高远

之图。最后用伊尹梦里乘舟到日边的典故，意气昂扬地抒发了对光明前程的憧憬和积极用世的强烈要求。

（三）阅读下面两首诗歌，完成各题。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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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元稹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4．这两首诗都提到的“乐天”是谁？乙诗所描绘的情景可用甲诗中的哪个词语来概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元稹、刘禹锡与“乐天”友情极深，他们都曾受到权贵打击，被迫离京。结合甲乙两诗，分析元稹与刘禹

锡在面对挫折时有什么不同的情感态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4．白居易；凄凉。    

5．刘禹锡认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揭示了新陈代谢的规律，表明自己对前途的信

心。元稹则用简练生动的语言，通过“残灯无焰”、“影幢幢”、“暗风吹雨”等一系列的凄凉景象的描

写和气氛的烘托，充分表现了诗人对好友被贬的哀伤不平和凄苦的心情。 

【解析】4．本题考查文学常识以及内容理解。

白居易，新乐府运动主要倡导者、写下了不少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字乐天，号香山居士。

《闻乐天授江州司马》是唐代诗人元稹所作的七绝。这首诗创作于作者得知白居易遭贬之后。此诗以

景衬情，以景写情，叙事抒情，表现作者对白居易的一片殷殷之情。首句描写了自己所处之阴暗的背景，

衬托出被贬谪有处于病中的作者心境的凄凉和痛苦；次句点明题意；第三句写当听说白居易被贬的消息时

的情景，表现了诸多的意味；末句，凄凉的景色与凄凉的心境融恰为一，情调悲怆。全诗表达了作者知道

好友被贬后极度震惊和心中的悲凉。所以乙诗所描绘的情景可用甲诗中的“凄凉”概括。

5．本题考查内容理解。



甲诗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作者以沉舟、病树自喻，略有惆怅，又相当达观。反

而劝慰白居易不必为自己感到不平，对世事变迁和宦海沉浮，表现出豁达的襟怀。

乙诗作者借景抒情，把听说白居易遭贬后的悲凉、凄苦的情感寄寓在凄凉冷清的景物之中，用凄凉冷

清的景物含蓄地表达了(渲染烘托了)得知白居易被贬后内心的悲凉与凄苦。

（四）阅读下面两首诗词，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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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调歌头

苏轼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6．《毛诗序》中提到：“诗者，志之所之也。”即诗歌是人心意的表达，请你结合诗歌“巴山楚水凄凉地，二

十三年弃置身”谈谈作者是如何表达自己“心意”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有人认为，以上两首诗词在感情基调上的前后变化如出一辙。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请说出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6．诗人开篇即用“巴山楚水”“二十三年”来点明被贬之地的荒凉和被贬时间之长，借助“凄凉

地”和“弃置身”这两个富有感情色彩词语的渲染，表达自己的无限辛酸和不平之意。    

7．同意。《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全诗感情浓郁，但前后基调不同，前四句伤感低沉，后四句高

昂乐观，前后形成鲜明对比。《水调歌头》这首词也是由开始的忧愁到后来的达观，两者的感情基调如出

一辙。（意思对即可） 



【解析】6．考查对诗歌内容的理解。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意思是被贬谪到巴山楚水这些荒凉的地区，度过了二十三年

沦落的光阴。诗的首联，便表现出作者不同凡响的抒情才能。开篇即用“巴山楚水”“二十三年”来点明

被贬之地的荒凉和被贬时间之长。刘禹锡因积极参加顺宗朝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而遭受迫害。在宦

官和藩镇的联合反扑下，顺宗让位给宪宗，王叔文被杀，刘禹锡等被贬。他先贬到朗州（今湖南常德），

再贬连州（今广东连县），调夔州（今重庆奉节）、和州（今安徽和县），未离谪籍。朗州在战国时是楚

地，夔州在秦、汉时属巴郡，楚地多水，巴郡多山，“巴山楚水”，泛指贬地。刘禹锡没有直率倾诉自己

无罪而长期遭贬的强烈不平，而是通过“凄凉地”和“弃置身”这些富有感情色彩的字句的渲染，让读者

在了解和同情作者长期谪居的痛苦经历中，感觉到诗人抑制已久的愤激心情，无限辛酸和不平之意，具有

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7．考查对诗歌内容的理解和情感把握。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刘禹锡在这首诗中运用了层层递进的手法。首联，诗的第一层，先

写自己无罪而长期被贬的遭遇，为全诗定下了愤激的基调。颔联，诗的第二层，通过对受害战友的悼念，

以及自己回到故乡竟然恍如隔世的情景，使愤激之情进一步深化。颈联，诗的第三层，推开一步，对比了

自己的沉沦与新贵的得势，诗人的自我激励的情绪达到了顶点。尾联，诗的第四层，急转直下，表示并不

消极气馁，要抖擞振奋，积极进取，重新投入生活，以自勉自励结束。层层深入，言简意深。愤激而不浅

露，感慨而不低沉，惆怅而不颓废，堪称刘禹锡的代表作品。刘禹锡在这首诗中所表现的身经危难，百折

不回的坚强毅力，给后人以莫大的启迪和鼓舞。

《水调歌头》全词设景清丽雄阔，以咏月为中心表达了游仙“归去”与直舞“人间”、离欲与入世的

矛盾和困惑，以及旷达自适，人生长久乐观和美好的愿望，极富哲理与人情。立意高远，构思新颖，意境

清新如画。最后以旷达情怀收束，是词人情怀的自然的流露。情韵兼胜，境界壮美，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综上分析可知，两者的感情基调如出一辙，前忧愁，后达观。

（五）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下面小题。

无题

李商隐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8．同学们就本诗展开了讨论，其中有人理解有误，请你指出并解释原因。

小可：首句中第一个“难”指相会困难，第二个“难”指离别时的难舍难分与离别后双方相见无期所经受的情感

煎熬，两个“难”字凸显两人情深义重。



小乐：“东风无力百花残”这一景物描写，渲染、烘托了当时的离愁别绪，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

小思：尾联是诗人强作宽慰之语，借神话传说表达了对心中恋人的无比挚爱和深切思念，有迷信色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本诗和《水调歌头》“高处不胜寒”都写到“寒”，但表达的情感有所不同，请简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8．小思说法有误，尾联借神话故事表达关切之情。意为对方居住不远，希望有人前去传递书信。

流露出诗人与恋人无法常见面，只能靠书信传情的无奈。这不是迷信，“有迷信色彩”表述错误。    

9．本诗中的“寒”是借生理上冷的感觉反映心理上的凄凉之感，表达词人对年华易逝的感伤，以及内

心悲凉凄苦之情。《水调歌头》的“寒”借写月光的寒气逼人表达了既留恋人间又向往天上的矛盾心理，

更深刻地说明词人留恋人世、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 

【解析】8．本题考查对诗句的理解。本题考查对诗句的理解。小思的“有迷信色彩”有误。尾联“蓬山此

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意为对方的住处就在不远的蓬莱山，却无路可通，可望而不可即。希望有青

鸟一样的使者殷勤地为我去探看情人。这里运用神话故事，表达对恋人的关爱，希望青鸟一样的使者去探

看，表达出诗人只能书信传情的无奈，并没有迷信。

9．本题考查诗歌对比阅读。李商隐的“夜吟应觉夜光寒”与《水调歌头》中的“高处不胜寒”虽然都

涉及“寒”这一元素，但所表达的情感却大相径庭。 

在李商隐的“夜吟应觉夜光寒”中，“寒”主要描绘的是夜晚的清冷与孤寂。这里的“寒”不仅指夜

间的物理温度低，更是指诗人独自夜吟时内心的凄凉与孤独。根据“晓镜但愁云鬓改”可知，通过“寒”

的描绘，李商隐表达了对年华易逝感伤，同时也展现了诗人坚韧执着的精神风貌。这种“寒”是情感上的

寒冷，是诗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而在《水调歌头》的“高处不胜寒”中，“寒”则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和隐喻。这里的“高处”代表着权力、

地位或成就的高峰，而“寒”则暗示了高处所伴随的孤独和寂寞。苏轼通过“高处不胜寒”的描绘，说明

词人留恋人世、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表达了自己对权力和名利的淡泊态度，同时也透露出对人生、宇宙

等宏大主题的深刻思考。这种“寒”既是对高处孤独的描绘，也是对人生哲理的一种隐喻。（六）阅读下

面的诗歌，完成下面小题。

无题

[唐]李商隐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10．在古诗词的创作中，一般都会避免重复用字，但本诗首句却故意用了两个“难”字，请简要分析诗人这样

写的表达效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探究性阅读下面资料卡和同学们的对话，补全空缺。

资料卡
东风一般是指春风，象征生机勃勃；南风即夏风，象征欣欣向荣；西风即秋风，象征秋之

肃杀；北风即冬风，象征冬之苦寒。

同学甲：我发现在这个资料卡的内容之外也有特殊情况。比如在《无题》中，将“东风”这一意象理解为“象

征生机勃勃”之意时，与全诗情感基调就不相符了，你认为呢？

同学乙：嗯嗯，我很认同你的说法。我认为《无题》中的“东风”有点明时令、渲染①            的气氛的作

用。除此之外，你还能想到有关“东风”的其他象征义吗？

同学甲：让我想想。对了！在诗人杜牧的《赤壁》中，“东风不与周郎便”一句里的“东风”还喻指②            。

【答案】10．第一个“难”指相见困难，第二个“难”指别离时和离别后二人心境的痛苦，用“相见时难”

衬托“别亦难”，突出表达了相见无期的离别之痛、相思之苦。    

11．悲凉凄清     重要条件（“重要机遇”） 

【解析】10．本题考查对诗歌中重点字词的理解。

“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意思是：见面的机会真是难得，分别时更是难舍难分。第一个“难”指困难，

客观条件造成相见困难，是相见之难，第二个“难”指难受，写的是因为离别而内心难受，是主观的感受，

是主观之难。写出想与心爱之人见面是困难的事，与心爱之人分别也是一件困难的事。连用两个“难”，

进一步突出因为不能相见、因为离别而感到痛苦的深沉和缠绵。

11．本题考查诗歌内容理解。

第一空，“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意思是相见很难，离别更难，何况在这东风无力、

百花凋谢的暮春时节。此句写爱情的不幸遭遇和抒情主人公的心境，两个“难”字重加强了“离别”的沉

重，“东风无力百花残”一句，既写自然环境，也是抒情者心境的反映，既有伤春惜别这一层浅意，又有

为身世遭逢、人生命运的深深叹惋。渲染出悲凉凄清的氛围。



第二空，“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意思是倘若不是东风给周瑜以方便，结局恐怕是曹

操取胜，二乔被关进铜雀台了。“东风”一语，除了实指之外，也可以理解为周瑜取胜的天时、地利、人

和各方面的条件。如果不是东风给了周瑜方便，取得胜利的就可能是曹操，历史就将会重写。据此可概括

为“重要机遇”。

（七）阅读下面两首词（曲），完成题目。

【甲】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节选）

苏轼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乙】

阳关曲·中秋月【注释】

苏轼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注释】《阳关曲·中秋月》是作者与其胞弟苏辙久别重逢时所作。七年来，二人第一次共赏月华。

赏析上面两首词（曲），完成对话。

小庆：中秋作为一个象征团圆的节日，最容易触发文人雅士思绪。苏轼举杯邀月，留下了见证兄弟情

深的诗词。【甲】词是苏轼在密州时所作，表达的是久别的思念，同时反映出作者      的精神状态。

小阳：同是中秋，心境不同，感怀不同。【乙】曲表达的是兄弟久别重逢、共赏中秋月的愉悦与美好，

也抒发了相聚后不久又要分别的      。

小庆：我发现苏轼特别擅长称呼月亮，两首词（曲）对月有不同的别称。你看，【甲】词有      ，

【乙】曲有玉盘。

小阳：品读苏词，可以感受用词的精妙。我喜欢【甲】词“转朱阁，低绮户”中的“转”和“低”，准确描

绘了月光的移动，表现了夜已深沉，让我们得以触摸到作者因思念难以入眠的思绪。

小庆：是呀，【乙】曲中“暮云收尽溢清寒”，一个“溢”字，写出      ，与中秋月夜情形最相符。

【答案】 示例：旷达乐观     忧伤与感慨     婵娟     月光如水满流出的动态美（第一、二、四空意思

相近即可）

【详解】本题考查理解分析诗歌内容与作者情感主旨。

结合【甲】词可知，《水调歌头》是苏轼兄弟分别之时所作，“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写出

的是作者与亲人分别的伤心，表达对亲人的思念；“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写作者



悟出了哲理，理解了人的悲欢离合和月的阴晴圆缺是一样的，不可避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

表达了作者对天下离人的祝福，表现一种乐观旷达、积极向上的情怀；据此可知，第一空填“乐观旷达（豁

达乐观，积极向上）”





结合【乙】曲可知，《阳关曲·中秋月》是兄弟久别重逢后，很快又要分手时所作。后两句“此生此

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意思是：我这一生中每逢中秋之夜，月光多为风云所掩，很少碰到像今天

这样的美景，真是难得啊！兄弟分离在即，又不能不令词人慨叹“此生此夜”之短。从这层意思说，“此

生此夜不长好”直接引出末句的别情。说“明月明年何处看”，当然含有“未必明年此会同”的意思，是

抒“离忧”。同时，“何处看”不仅就对方发问，也是对自己发问，实寓行踪萍寄之感。故本词抒发的是

兄弟聚后不久又得分手的忧伤与感慨。据此可知，第二空填“忧伤与感慨”；

结合【甲】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可知，诗句的意思是希望自己思念的人平安长久，不管相

隔千山万水，都可以一起看到明月皎洁美好的样子。词句中的“婵娟”是对月亮的别称；

结合【乙】曲“暮云收尽溢清寒”可知，句子的意思是夜幕降临，云气收尽，天地间充满了寒气。“溢”

是水满流出的意思，在句中是指月亮的光如水般流泻在天地间，写出了月光如水满流出的动态美。

（八）阅读下面一首诗，完成下面小题。

水调歌头

苏轼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3．品味“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一句，描述你脑海中呈现的画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这首词“问天”“问月”，实际上是“问人生”。请结合具体诗句，简要分析这首词表现了苏轼怎样的人生态

度。（说出一点即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13．一轮圆月高高地悬挂在寂静的夜空，洒下一片清辉拂拭着赭色的楼宇。星移斗转，月光低低

地泼洒在雕花的窗户上，照着辗转反侧的我，久久无眠，充满了思念。    

14．“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表达了词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也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对天下

人的美好祝愿。 



【解析】13．本题考查描绘画面的能力。解答这类题要在读懂诗歌、理解内容的基础上，发挥联想和想象，

扣住所描述的景象的特点，抓住形象，用生动流畅的语言加以描述，不能偏离诗歌的意境、主题和作者的

情感。

答题时，首先要理解诗句内容：月儿转过朱红色的楼阁，低低地挂在雕花的窗户上，照着没有睡意的

自己。其次要扣住诗句中的意象月亮（暗含)、“朱阁”、“绮户”、人（暗含），第三要抓住这些意象的

特点，如“转”“低”“无眠”等。最后发挥想象，用优美的语言加以描写即可。

示例：一轮圆月高高地悬挂在夜空，明亮的月光洒满了大地。一座红色的楼阁在夜色中显得格外醒目，

月光从楼阁的窗户洒进，照亮了整个房间。夜已深沉，月光透过窗户洒在雕花的窗户上，照着因为心中充

满了对弟弟的思念之情，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和忧虑而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的我。

14．本题考查理解作者的人生态度。

首先要通读全词，从全词中找到可以表现出作者感情的句子。本词的内容是因为兄弟分离而有感而发，

体现“全”和“缺”的观点。结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词句分析，又表达了词人乐观旷达的人

生态度，也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对天下人的美好祝愿。

示例：豁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句词深刻地揭示

了人生的无常与自然的规律。苏轼认识到，人生就像月亮一样，有圆有缺，有悲有欢，这是自古以来的常

态，无人能够避免。这种对人生无常的接纳与理解，展现了他豁达、超脱的人生态度。

❖ 文言文阅读

（一）根据要求答题。

宋代名人范仲淹主要生平经历表

生平简介 选文摘录

26岁①______

【甲】公以进士释褐①为广德参军，日报其狱与太守争是非。守数以盛怒临公，公未

尝少挠，归必记其往复辨论之语于屏。比去，至字无所容，贫止一马，鬻②之，徒步而归。

非明于所养者，能如是乎？狱官有亭，以公名之者旧矣。

（节选自宋·汪藻《范文正公祠堂记》）

39岁上万言书，

执经讲学。

【乙】至楚州，以母丧去官。晏殊知应天府。延掌府学，仲淹常宿学中。训督学者，

生徒辐辏③。尝上宰相书，请择郡守、□县令、□游惰、□选举、□将帅，凡万余言。殊

从之，遂除仲淹秘阁校理。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

无所倦。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宋代士大夫踔厉④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节选自《宋名臣传》）

52 岁

②_______

【丙】仲淹为将，号令明白，爱抚士卒，所得赐赍⑤，省以上意分赐诸将，使自为谢。

诸蕃质子，纵其出入，无一人逃者。蕃酋来见，召之卧内与语不疑，士勇边实。边上谣曰：

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节选自《宋名臣传》）





57岁贬官邓州，

坚守初心。

【丁】____________，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不如可时而乐耶？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节选自《岳阳楼记》）

【注释】①褐：粗布衣服。②鬻 yù：卖、③辐辏 còu：形容人或物聚集像辐集中于车毂一样。④踔厉：雄

健、奋发。⑤赍 jī：把东西送给别人。

15．为读懂文意，同学借助如下方法阅读。

（1）溯源法：同学找到“比”字多种含义，你认为【甲】文加点的“比”意思是(      )

[字形探源]

两人紧挨，并肩而行

[本义]

①并列，挨着

[引申义]

②到处③等到、及④比较⑤比

喻

（2）推断法：结合语境，选择合适的一项填入框内，将【乙】文句子补充完整(      )

A．抚、慎、斥、举      B．抚、斥、慎、举       C．举、斥、抚、慎      D．举、斥、慎、抚

16．请帮助完善“范仲淹主要生平经历表”。

（1）阅读【甲】【丙】两文，简要概括范仲淹的两段人生经历，完成“生平简介”填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

根据你的积累，将选文材料【丁】中的空格补充完整。

17．同学发现在写人叙事的文章中，常出现评论或抒情的句子，如【甲】文画线句。请从【乙】【丙】两

文中任选一文，摘选相关句子，分析其表达效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以下是宋代名人对范仲淹的评价。范仲淹有哪些优秀品质，为什么范仲淹会得到这么高的赞誉?结合材

料谈谈你的理解。

王安石：一世之师。               黄庭坚：范文正公，当时文武第一人。

朱熹：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    罗大经：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15． ③等到、及     D    



16．（1）①任职参军，秉公执法。②为将爱兵，威服西贼。（2）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17．示例 1：【乙】摘：“宋代士大夫踔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强调了宋代士大夫那种矫正世风，

严于律己，崇尚品德节操的风气，是从范仲淹倡导开始。这是作者对范仲淹为官清政廉明、身正为范的高

度评价，写出了范仲淹对宋代士大夫阶层的深远影响。

示例 2：【丙】摘：“边上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借边关民谣从百姓视角来赞颂范仲

淹为将军纪严明，威震边关的风范。这个侧面评价，更全面、丰满、立体地展现了范仲淹卓越的军事才能，

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将领。    

18．范仲淹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①范仲淹为官刚正不阿，坚守原则，“与太守争是

非”，不轻易妥协。又清政廉明，“比去” “贫止一马”，卖掉马之后徒步归家。②范仲淹一生以天下为己

任，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贬谪外，抑或是去官在野，都心忧国家政事、百姓疾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他任广德参军时秉公执法，诉清狱案，赢得百姓立亭称赞；母亲离世他辞去官职，仍写下

万言书提出治国建议，展现了儒家倡导的君子无论“达”与“穷”都心怀天下的责任与使命。③他在人生困境中

锐意进取，刚毅坚强，永葆初心。贬谪邓州时，他写下《岳阳楼记》勉励友人向古仁人学习，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④范仲淹心怀“仁德”，他爱护士卒，对待诸蕃质子体恤有加；他为人坦荡，对蕃酋以信为先；

他身正为范，“执经讲解”，诲人不倦。 

【解析】15．本题考查文言实词。（1）“比去”意思是等到离开（广德）时。比：等到、及。故选③。

（2）本题考查内容理解和词语运用。

举：选拔； 斥：斥责，斥退； 慎：慎重； 抚：安抚；

结合“□县令、□游惰、□选举、□将帅”的内容可知，应为“选拔县令、斥退懒惰的人、慎重地选

拔人才、安抚将帅”； 故选 D。

16．（1）本题考查内容理解和概括。

第一空，结合“公以进士释褐为广德参军，日报其狱与太守争是非。守数以盛怒临公，公未尝少挠，

归必记其往复辨论之语于屏。比去，至字无所容，贫止一马，鬻之，徒步而归”可概括为：任职参军，秉

公执法；

第二空，结合“仲淹为将，号令明白，爱抚士卒，所得赐赍，省以上意分赐诸将，使自为谢”“边上

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可概括为：为将爱兵，威服西贼。

（2）本题考查名句默写。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意思是：在朝中做官就应当心系百姓；处在僻远的江湖

间也不能忘记关注国家安危。

17．本题考查内容理解合词语赏析。



乙文中评论性的句子是“宋代士大夫踔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意为宋代士大夫的刚正之气和崇尚

气节的风尚，是从范仲淹开始的。这是作者对范仲淹为官清政廉明、身正为范的高度评价，写出了范仲淹

对宋代士大夫阶层的深远影响，起强调作用。

丙文中评论性的句子是“边上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意为边疆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民

谣：“军中有一个范仲淹，西贼听到后都吓破了胆。”该句采用侧面评价，借边关民谣从百姓视角来赞颂

范仲淹为将军纪严明，威震边关的风范，更全面、丰满、立体地展现了范仲淹卓越的军事才能，突出他是

一位德才兼备的将领。

18．本题考查内容理解合人物形象分析。

结合甲文中“公以进士释褐为广德参军，日报其狱与太守争是非。守数以盛怒临公，公未尝少挠，归

必记其往复辨论之语于屏”“比去，至字无所容，贫止一马，鬻之，徒步而归”的内容，由“与太守争是

非”可知，范仲淹为官刚正不阿，坚守原则，不轻易妥协。由“比去” “贫止一马”可知，范仲淹清正廉

洁，卖掉马之后徒步归家。

结合乙文中“是进亦忧，退亦忧。不如可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乎！”可知，范仲淹一生以天下为己任，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贬谪外，抑或是去官在野，都心忧国家政

事、百姓疾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联系《岳阳楼记》中“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

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知，他在人生困境中锐意进取，刚毅坚强，永葆初心。贬谪邓州时，

他写下《岳阳楼记》勉励友人向古仁人学习，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结合甲文中“狱官有亭，以公名之者旧矣”可知，他任广德参军时秉公执法，诉清狱案，赢得百姓立

亭称赞；

结合乙文中“至楚州，以母丧去官。尝上宰相书……凡万余言”可知，母亲离世他辞去官职，仍写下

万言书提出治国建议，展现了儒家倡导的君子无论“达”与“穷”都心怀天下的责任与使命。

结合丙文中“淹为将，号令明白，爱抚士卒，所得赐赍，省以上意分赐诸将，使自为谢”“ 诸蕃质子，

纵其出入，无一人逃者。蕃酋来见，召之卧内与语不疑”可知，范仲淹心怀“仁德”，他爱护士卒，对待

诸蕃质子体恤有加；他为人坦荡，对蕃酋以信为先；

结合乙文中“遂除仲淹秘阁校理。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无

所倦”可知，他身正为范，“执经讲解”，诲人不倦。

据此总结概括作答即可。

【点睛】参考译文：

甲：



（他）以进士的身份初入仕途，被任命为广德参军，每天上报监狱里的情况，和太守争论是非曲直。

太守多次用盛怒对待他，（他）不曾稍微屈服退让，回来后一定把与太守往复争辩的话记在屏风上。等到

离开（广德）时，记了满满一屏风。他（那时）很穷，只有一匹马，卖了马，徒步而归。如果不是明于事

理、善于治家的人，能像这样吗？狱官有座亭子，用（欧阳）公的名字来命名这座亭子的由来已经很久了。

乙：当范仲淹到达楚州时，因为母亲去世而辞去了官职。当时晏殊担任应天府的知府，他邀请范仲淹

掌管府学，范仲淹常常住在学校里。他训导和督促学生，学生们都聚集在他周围。范仲淹曾给宰相上书，

请求选拔县令、斥退懒惰的人、慎重地选拔人才、安抚将帅，共计一万多字。晏殊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

任命范仲淹为秘阁校理。范仲淹精通《六经》，尤其擅长《易经》，许多学者都来向他请教问题，他为他

们解释经义，从不感到疲倦。每当他激昂地谈论天下大事时，都奋不顾身，宋代士大夫的刚正之气和崇尚

气节的风尚，是从范仲淹开始的。

丙：范仲淹担任将领时，号令明确，对士卒爱护有加，得到的赏赐，他都会以皇帝的名义分给众将，

并让他们自己感谢皇帝的恩典。对于来自各个少数民族的质子（即作为人质留在宋朝的少数民族青年），

范仲淹允许他们自由出入，没有一个人逃跑。当少数民族的首领来拜见时，范仲淹邀请他们到内室交谈，

没有任何疑虑，这使得士兵们士气高昂，边境安定。边疆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军中有一个范仲淹，

西贼听到后都吓破了胆。”

丁：在朝中做官就应当心系百姓；处在僻远的江湖间也不能忘记关注国家安危。这样来说在朝廷做官

也担忧，在僻远的江湖也担忧。既然这样，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感到快乐呢？那一定要说：“在天下人

担忧之前先担忧，在天下人享乐之后才享乐”。

（二）同学们在读书活动过程中对“士”这一群体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为了更加了解这一群体，同学们找来

了以下材料，邀请你一起阅读，并完成相关任务。

材料一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选自《论语•泰伯》）

材料二

岳阳楼记

［北宋］范仲淹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材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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