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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沿波讨源　以观堂奥
———序

赵志伟

　　我常常想，就文化艺术而言，我们中国可以拿出去和外国比一比的有什么呢？恐

怕只有古典诗歌和书法，书法是汉字特有的，可以不论；诗是大家都有的，可以比。从

《诗经》、《楚辞》直到唐诗宋词元曲，历代名家辈出，蔚为大观。朱光潜先生在他的名

著《诗论》里谈道：一个人如果不懂一点诗，那么他的趣味不会很高。这是有道理的。

中国之所以如此重视诗，一则同统治者个人喜好提倡有关，一则同考试也有密切关

系。隋唐开科取士以后直到明清，历代科举考试都要考“试帖诗”（试律诗），这样就将

诗的教育和功利目的结合起来了，旧时代的孩子从小就要读“三、百、千、千”等韵文，

就是与此有关。１９０４年“癸卯学制”以后，新的课程纲要和新的课程标准都有古诗学

习的要求，民国时期的国文教材尤其是高中教材里有大量的古诗文。但是在二十世

纪的“文革”时期，古诗文成为“封建”的东西，不允许青少年接触，书刊中偶而出现的

古诗文，也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这种情况对如今的青少年来说是无法想象的。“文

革”结束以后，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古诗又呈复苏局面，热衷此道的老辈新人可以

不论，各种诗社和相关刊物也出现了。更重要的是教育界也对此十分重视，中小学语

文教材里也选了大量的古诗，尤其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中考、高考都出现了古诗鉴赏题，

古诗的学习与欣赏成为中小学语文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小学生接触古诗的机会

大大增加了。

　　中学生读古诗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是事实上现在的很多学生并不真正喜欢

古诗。怎么办？我认为，任何学习都要遵循循序渐进的规律，先感性后理性。一方

面，小学和初中阶段应强调背诵、记忆、默写，积累到一定程度，然后才能谈鉴赏，到了

高中阶段仍需要扎实地花工夫阅读、吟诵、记忆；另一方面，既然要考试，就得针对考

试的要求找到相应的学习方法。尽管笔者不认同让中学生“鉴赏古诗”，认为那种鉴

赏超越了学生的实际水平。朱光潜先生讲到诗歌谐趣时说：穆罕默德自夸能用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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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山移到他面前，但尽管他祈祷，山仍然岿然不动，于是他说：“山不来就穆罕默德，那

么我就走过去。”（《朱光潜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０页）我们既

然不能改变高考模式，就只能“走过去”。

　　这几年，中学里一些有心有力的资深老师尽力替学生着想，编写了一些实用的古

诗导读类的书本。他们知道要让学生懂得既要提高自身素质，又要兼顾眼前的“举

业”———考大学，两者不能偏废。他们通过教学实践编写了一本本引导学生登堂入室

的古诗读本，让学生收益无穷。李支舜老师就是这样一位中学资深老师。几年前，当

他把一本粉红色封面的古诗鉴赏读本送给我时，我已经了解了他的一片苦心。我读

了以后感觉很实用，既能帮助学生系统地学习古诗，又能指导考生应对高考。这本书

的好处是：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读。书中既有关于古诗的一些基本常识，如格律、

音韵、修辞表现手法，又有关于各类不同题材诗歌的简介，同时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

还对一些诗人作了介绍，对一些传统名篇作要言不烦的点评。我更为欣赏的是每一

首诗后的“相关链接”，给读者提供了进一步学习的线索。学生可以当作训练来做，也

可以当作诗歌选本来读，如果能系统地阅读记忆则等于学习了一遍诗歌的历史。可

谓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不久，那一本书被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借去给孩子用了。后

来，我把这本书又辗转借给了好几位家长，都得到了好评。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已再

版了几次，封面也由粉红换成绿色了。这次出版社要出最新版，承蒙李老师厚爱，索

序于我，我再次阅读了一遍全书。我觉得最新版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又有了改

进，主要是根据课内课外相结合、适当拓展的原则，增加了“课内部分”，以适应学业水

平考试的需要，同时又写了相关的指导文章。这些好处，有心的读者自可体会。如果

要让我提一点意见的话，我觉得全书选材范围似乎还可以更广一点，唐宋以前的古风

以及明清的格律诗也可以选一些，这样，本书就可以兼具多种用途了。

　　顾炎武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序”（《日知录》卷十九），笔者何德何能蒙李老师厚

爱，已为李老师的《高中作文技法与应考指导》写过一篇序，古人云：一之为甚，其可再

乎？然读了这本书，觉得确实值得向学生和家长们推荐，其好处也决不仅仅为了考试

那一点分数。张中行老先生曾说过，当老师应做“明师”。如今名师不少，但明师不够

多，科研固然重要，教书更重要，理论文章需要，实用的学生指导书更需要。李老师既

是名师又是明师，藉此之故，我愿意再饶舌几句。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于复旦十舍蟪蛄居

（本文作者为著名语文教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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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着提高中学生古诗词阅读能力的目的，我在学校开办了古诗词鉴赏讲座，每期
报名参加的学生总是“满员”。许多学生建议，希望我把讲稿编成书，以便更多的中学
生能分享。带着这种期待，我把讲稿整理成《高考古诗词鉴赏与应考指导》，在汉语大
词典出版社出版了。后来，本书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修订再版，且多次重印，获得高中
师生的广泛好评。此前，我曾在上海市一所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对本书的使用情况做
过一次调查，现摘录部分学生的反馈信息供大家参考。

　　姚佳先说：“这本书总结了许多鉴赏技巧和方法，引领我走进了古诗词的殿堂，每
个章节的‘相关链接’更是拓宽了我的视野。全书透露着浓厚的文化气息，使我的古
诗词鉴赏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黄思远说：“此书对于古诗词的分类十分细致，条理十分清晰。知识的应用和迁
移让我对诗词有了全面的了解。”

　　周天说：“此书从多角度对中国古代诗词艺术做了系统的归类和研究，并切实从
我们高三应届毕业生的角度作了一些实用性的应考指导，使我在对古代诗词兴趣大
增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应试能力，可谓收获颇丰。”

　　徐泓说：“谁说诗词鉴赏不能突击？掌握了诗词鉴赏的答题技巧，再结合平日的
知识积累，必能‘胜人一筹’。而此书正是给予我解题方法和知识归总的‘金钥匙’。”

　　李腾说：“例题讲解十分详尽，可以让我了解知识是如何运用的。编排方法层层
递进，深深吸引了我，此书介绍的方法成了我学习古诗文的重要武器。”

　　高莹颖说：“形式十分新颖，能从高考的命题思路出发，使考生在做题时能做到心
中有数，题目类型也紧贴高考，十分实用。”

　　宋杨说：“这本书对于古诗词鉴赏方法的介绍非常系统、有条理，让我们能够轻而
易举地找到自己的薄弱点并针对它加强训练。”

　　王超说：“这本书以科学的分类、权威详细的讲解、典型的例题，成为我们学习古
诗词的好帮手。”

　　顾志斌说：“此书内容丰富，材料典型，分类明确，准确把握高考动向，具有很强的
可读性，让人获益匪浅，爱不释手！”

　　张晨珺说：“此书让我受益不少，通读之后效果非常明显，其条理的清晰在同类书
中可谓精品之作，物超所值。”

　　李恩晨说：“学习了这本书，我对古诗词有了系统的了解，对解题有很大的帮助。”

　　常闻宇说：“此书从多种鉴赏方法的角度来展开，是一种很新颖的方法，可以让读
者对古诗词的知识体系有明确的认识，是一本很好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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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克润说：“此书对于高考中诗歌板块的部分可谓是一部大全，不仅对古诗词的手
法、体裁都作了清晰的归纳和解释，而且对提高诗词的整体把握能力也有‘绝招’。”

　　张皪彦说：“它是一本为高考古诗词鉴赏题打下坚实基础、为作文增加文采的两
全其美的好书！扩大了视野，增加了文化常识，考试中古诗词的扣分大大减少。”

　　顾晨说：“此书给我很大的帮助，让我对古诗词的了解更全面、更深刻，不愧为高
考语文复习的经典资料。”

　　———这些反馈信息，既是肯定，更是鼓励。感谢广大读者的厚爱，你们让我坚定
了修订此书的决心。

　　本书从高考古诗词阅读的能力要求出发，以理解为主，逐步提高鉴赏能力，把高
考古诗词题的所有考点加以归纳分类，从十个角度，分为７５种鉴赏方法，加以解读。
每种方法分为五个板块：方法指津、考题解析、能力迁移、拓展阅读、相关链接。“方法
指津”的指导，简明实用，一看就懂；“考题解析”的考题，典型规范，分析具体；“能力迁
移”的训练，选题精当，突出能力；“拓展阅读”的内容，有序适度，自然延伸；“相关链
接”的知识，文史结合，开阔视野。全书力求体现以下特点：

　　１．独创性。“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本书就是告诉学生怎样“捕鱼”的方
法，突破“单篇阅读”的记诵模式，从“方法”的视角，在整体上分类，用“方法”的红线，
串联起零碎的“一首诗”、“一首词”，从“类”上予以指导，不从“点”上重复。每种方法
的五个板块，各自独立，又统一关联，既有知识，又有训练；既有考题，又有拓展。

　　２．实用性。本书是供中学生阅读的，知识体系虽有基本的框架，但不求全，不求
深。某一具体方法的归类可能有不同的观点，这对学生来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
用”。为配合古诗词的阅读，在“能力迁移”中单独设置了“名句填空”题，让学生把名
句的记诵“化整为零”、“零存整取”，从而既学古诗，又背名句。“考题解析”所提供的
考题，主要是历年全国卷和各省市的古诗词高考题，同时还精选了一部分模拟考题，
题型不拘一格，变化多样，以适应各地考生的需要；考题的解析力求具体完整，让学生
知其所以然。为方便检索，特意在书后编排了“篇名音序索引”。

　　３．丰富性。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即“鉴赏方法与考点解读”、“课内强化与课外
拓展”、“解题指导与考题解析”、“篇名索引与必背篇目”。其中“鉴赏方法与考点解
读”，内容实在，材料丰富：７５种鉴赏方法指导，１００ 道高考试题透视，２００ 个文学文
化点链接，３００首诗词曲分类拓展，４００句名言名句强化。此外，本书收录了１９９２年
以来历年高考全国卷、上海卷、北京卷以及其他省市卷的所有古诗词鉴赏题，既可作
为学生“热身”练习用，又可作为语文教师查找资料用。

　　本书是自己多年开设讲座的讲稿，在成书过程中，吸收了一些同行的经验；尤其
是本书再版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赵志伟教授给予指导并为之作序，让我感动不已；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李支舜
壬辰年初冬于仰止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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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 水 田 园

方 法 指 津

　　山水田园诗是以描写美丽清新的自然景色、歌咏闲适恬淡的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诗歌。诗
人以山水田园为审美对象，借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中国山水田园诗
源远流长，诗人众多，风格各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开创田园诗派，南北朝的谢灵运开创了山
水诗派，至唐代两者合流，形成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代表诗人是王维、孟浩然等。

　　首先，把握描写对象的特征。诗人笔下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富含诗人独特的审美情
趣。孟浩然《过故人庄》中“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信手拈来，平淡之中见浑厚功力。准确
生动地描绘了村边棵棵浓密的绿树，村外座座横斜的青山，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清新鲜明的山村
风景画。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中“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取景造句，质朴无华，但浅中寓深，淡中见味，充分体现出陶渊明田
园诗平易自然的风格和他清新淡远的审美情趣。而王维点染大自然的一山一水，往往给人以
平淡自然却显含蓄空灵的艺术美感。

　　其次，领会作者的思想情感。通过描写景物来抒发感情，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色，有
“一切景语皆情语”之说。或寄寓诗人的生活感悟，或表现对现实的不满，或流露隐逸避世之
情，或展示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趣。

考 题 解 析

　　阅读下面两首唐诗，回答问题。

望　洞　庭
刘禹锡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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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君　山
雍　陶

烟波不动影沉沉，碧色全无翠色深。
疑是水仙梳洗处，一螺青黛镜中心。

　　注：君山，在湖南洞庭湖中。

　　１．对这两首诗字句的解说，不恰当的一项是（　　）。

　　Ａ．刘诗中“两相和”的“和”用字工稳，形象地勾画出秋夜中洞庭湖水和明月清光辉映成
趣、水天一色的融和画面。

　　Ｂ．刘诗中“潭面无风”句和雍诗中“烟波不动”句，都贴切地描绘了月光下湖面风平浪静、
山影凝重、朦胧而又静谧的景象。

　　Ｃ．雍诗中“碧”是湖色，“翠”是山色，因为是凝视君山映在湖中的倒影，所以给人感觉湖水
的颜色没有君山倒影的颜色浓重。

　　Ｄ．雍诗中“水仙”指水中仙女，即娥皇和女英。她们是古代传说中尧的女儿，舜的妃子，死
后化作水神，遨游于洞庭之上。

　　２．关于这两首诗，分析不当的一项是（　　）。

　　Ａ．刘诗选择了月夜遥望的角度，通过极富想象力的描写，将洞庭的湖光山色别出心裁地
再现于纸上。

　　Ｂ．雍诗从君山的倒影起笔，点出了湖山的色彩，继之又将神话传说融于景物描写之中，使
山的秀美形神和谐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Ｃ．两首诗都巧妙地以“螺”作比，但一首将皓月银辉下的山比成银盘中的青螺，一首将倒
映湖中的山比成仙女青黛色的螺髻。

　　Ｄ．两首诗都将洞庭的山水景物描写得高旷超俗，使人读后油然生出范仲淹《岳阳楼记》中
那种“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感觉。

　　此题为１９９７年全国高考古诗鉴赏题。

　　这是两首山水诗的比较鉴赏，显然比鉴赏一首诗的难度大，答题误区往往是以偏概全。第

１题中错在“月光”、“山影”上，刘诗无山影，雍诗无月光。也可以说是“无中生有”。第２题由
此及彼，对思想感情任意拔高，两首诗根本没有“宠辱皆忘”的意思。

　　答案：１．Ｂ。２．Ｄ。

能 力 迁 移

　　１．阅读下列两首散曲，完成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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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净　沙
秋

元·白朴

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只飞鸿影下。
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天　净　沙
秋　　思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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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两首散曲都描写了秋天的景物，而且都选取了四种富有特殊情味的景物： 、
、 、 ；但不同的是：《秋》着眼于“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渲染

出 的气氛，而《秋思》则着眼于 ，包含了 的情思。

　　（２）两首散曲在写景手法上有同有异。相同的是都采用了 的方法在营
造氛 围；而 在 写 景 的 角 度、顺 序 上，《秋 》是 ，而 《秋 思 》则
是 。

　　（３）中国古代写秋的诗句还有很多，请写出下列诗句的上句或下句。

　　① ，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

　　② 写取一枝清瘦竹， 。（郑燮）

　　③ 秋风吹渭水， 。（贾岛）

　　２．名句填空。

　　（１）昔我往矣， ；今我来思， 。（《诗经·小雅·采薇》）

　　（２）胡马依北风， 。（《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３）日暮途且远， 。（《古诗》）

　　（４） ，池鱼思故渊。（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其一》）

　　（５） ，故乡安可忘？（曹操《却东西门行》）

拓 展 阅 读

漫 成 一 首
唐·杜甫

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
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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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水 田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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