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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配合我省的高中课程改革，我们聘请山东、广东、江苏、浙江等高中课改实验区的

一线教研人员共同编写了《实验教材新学案》丛书。

学会思考，学会学习。本套丛书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结合近年高中课改实验区的经

验和成果，以“探究性学习”为核心，以“三维能力建构”为宗旨，精编学习内容，注重能力培

养，尽可能兼顾不同学校和不同程度学生的需要。

本书与教材同步，按课前、课中、课后设置栏目，每单元前设有“单元概览”“学法指导”，

每课设有“学习目标”“阅读导航”“品读研学”“归纳总结”“巩固提升”“课外链接”，每单元后

设有“单元测评”等栏目。

栏目说明：

单元概览　简要概述本单元的内容、文体及选文角度。

学法指导　结合本单元的文体特点（及人文内涵）的学习方法。

学习目标　紧扣三维目标，提出每课具体的学习要求。

阅读导航　提供学习本课所需的资料，如：时代背景、学科背景、作品介绍、作者介绍、

文体介绍、字词梳理，等等，在课前进行知识准备，扫清知识障碍。

品读研学　配合课堂教学，帮助理解本课内容，解决重点、难点问题，注重对知识的自

主探究过程，注重引导性和启发性。

归纳总结　对本课的中心思想和课文结构进行归纳整理。

巩固提升　围绕本课所学重难点进行的练习。包括基础积累、能力提高、表达交流三

个部分。

课外链接　选取与本课相关的文章，启迪思维。

单元测评　围绕本单元所学重难点进行的单元检测。包括基础知识、阅读鉴赏、表达

交流、写作训练四个部分。

《实验教材新学案》丛书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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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以意逆志　知人论世

１　　　　

　　从诗歌鉴赏的角度来说，本单元的重点在于学习“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所谓“以意逆志”，就是

在解说、欣赏诗歌的时候，不能就表面意思去理解字词，更不能拘泥于个别字眼去理解诗句，而应该从作

品的整体出发，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理解诗作的主旨，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所谓“知

人论世”，就是在欣赏、吟咏古人的诗歌作品时，深入探究作者的生平和为人，全面了解作者所生活的环境

和时代，洞察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情志以及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
本单元共选入诗歌十首，其中“赏析示例”一首，“自主赏析”四首，“推荐作品”五首。要求通过对《长

恨歌》的学习，自主赏析其他诗歌，重点学习“自主赏析”四首。

　　学习本单元诗歌，应该在理解重点词语（结合注释）、关键句子意义的基础上，分析作者写作的背景

（或处境），揣摩作者的真正用意，深入理解作品的内容和主旨。学会用“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方法鉴赏

古代诗歌，探究诗歌意旨。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１．读懂诗歌题目

古诗的题目或交代诗歌所写内容，或点明诗歌创作的缘由，或暗示诗歌行文的线索，或点出诗歌的思

想感情，或揭示诗歌类别……题目往往能给我们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鉴赏古诗，要反复分析诗歌题目，
从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如《长恨歌》题目就有暗示主旨，提示文体的作用。

２．读懂诗歌的作者

借助已有材料或史料，掌握作者的主要信息，把握作者诗歌创作的风格，有利于迅速读懂诗歌。

３．读懂诗歌注释

有的注释介绍写作背景，有的解释相关词句，有的介绍作者……它们或者是在暗示你本诗的思想内

容，或者在暗示你本诗的用典或意境，或者在暗示你本诗的写作主旨或写作风格……学习诗歌一定要学

会读注释。本单元每一篇课文的第一个注释对我们读懂诗歌至关重要，一定要读它。

４．调动文化知识储备

文化知识涉及广泛，像地理的、历史的、时令的、官职的、有关人们衣食住行的等等，它们能够帮助你

更好地解读诗歌。
前三个方面是就作品而言，第四方面是就欣赏者而言。当然，鉴赏诗歌是综合性很强的活动，有时很

难截然分开。所以在学习本单元诗歌过程中，最好能做到将以上几个方面紧密结合，学会用“以意逆志，
知人论世”的方法鉴赏古代诗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２　　　　

　 长恨歌

　　
学 习 目 标

１．了解白居易及其诗歌创作成就。

２．从不同角度理解把握《长恨歌》的思想内容和

主旨。

３．感受这首诗叙事、写景和抒情相互交融的艺

术手法，体悟其意蕴美和情感美。

　　
阅 读 导 航

　　　１．背景资料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

于唐元 和 元 年 十 二 月。当 时 诗 人３５岁，正 在 盩

（ｚｈōｕ）厔县任县尉。白居易曾与好友王质夫、陈鸿

在闲暇时日浏 览 当 地 的 仙 游 寺，谈 话 之 中，谈 论 到

５０年前发生的“安史之乱”中的唐明皇李隆基与杨

玉环的故事，相对感叹不已。王质夫就举起酒杯对

白居易说：“李、杨 之 事 历 代 少 有，要 不 遇 着 有 超 世

才华的人润色，就难以传世，乐天你诗歌造诣很深，
又很重感情，你试以诗歌传写这个故事怎么样？”由

于李、杨的故 事 在 社 会 上 流 传 已 久，白 居 易 也 深 深

为之感动。再加上朋友的鼓励，特别是白居易的婚

姻生活也并不一帆风顺，对李、杨故事感触更深，他

便写了这首《长恨歌》。

　　　２．走近作者

白居易（７７２—８４６），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
中唐著名现 实 主 义 诗 人。贞 元 进 士，官 至 左 拾 遗。
抱着“兼济天下”的理想，屡次上书针砭时弊。由于

得罪宪宗和官僚集团，被贬为江州司马。文学主张

“文章合为 时 而 著，歌 诗 合 为 事 而 作”，是 新 乐 府 运

动的倡导 者，与 元 稹 并 称“元 白”。著 有《白 氏 长 庆

集》，以通俗流丽著称。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

诗歌创作，以 其 对 通 俗 性、写 实 性 的 突 出 强 调 和 全

力表现，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创

作表现出重 写 实、尚 通 俗、强 调 讽 喻 的 倾 向。他 认

为诗歌必须既 写 得 真 实 可 信，又 浅 显 易 懂，还 便 于

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

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即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琵琶行》与

《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

　　　３．文体知识

（１）歌、行
古体诗的一种。汉魏南北朝乐府诗题多用歌、

行、曲、引、吟、叹、怨等，其中以“歌”“行”为最多，逐

渐演变 成 一 种 诗 体 名。其 音 节、格 律 一 般 比 较 自

由，形式常采 用 五 言、七 言、杂 言 等 古 体，篇 幅 长 短

不一。较为著名 的 歌 行 作 品 有：李 白 的《梦 游 天 姥

吟留别》、杜 甫 的《茅 屋 为 秋 风 所 破 歌》、白 居 易 的

《长恨歌》《琵琶行》等。
（２）新乐府

开这种新诗体的是杜甫，而运用得最为纯熟并

取得巨大成就的是白居易。因此，新乐府还是白居

易一组组诗的名称。组诗共５０首，内容十分广泛，
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形象鲜明，语言通俗，是我

国文学史上 杰 出 的 叙 事 组 诗。新 乐 府 与 古 乐 府 有

明显区别，主 要 表 现 在 不 再 单 纯 模 仿 汉、魏、晋、南

北朝乐府诗歌体制，内容大多反映民间疾苦。

　　
品 读 研 学

探究１　在《长 恨 歌》中，诗 人 是 怎 样 表 现“长

恨”的？试结合诗中有关情节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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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探究２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 地 愿 为 连 理 枝。
天长地久有 时 尽，此 恨 绵 绵 无 绝 期”在 全 诗 中 有 何

艺术效果？

探究３　《长恨歌》的主题既是“长恨”，那么，男
女主 人 公“长 恨”的 原 因 有 哪 些？ 结 合 全 诗 简 要

概括。

探究４　这首诗中心是歌“长恨”，但 诗 人 却 从

“重色”说起，并 且 予 以 极 力 铺 写 和 渲 染，这 样 写 有

什么表达效果？

　　
归 纳 总 结

１．诗歌主题

《长恨歌》是 一 首 代 表 白 居 易 最 高 艺 术 成 就 的

长篇叙事诗。“长恨”是诗歌的主题，作者的本意是

“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所以从写杨贵妃入宫

到“安史之乱”，都对君主的耽色误国和贵妃的专宠

有所讽刺。但是，这一意图并没有贯穿到底。白居

易在描述杨、李爱情悲剧本身时，又抱着同情态度，
用了许多动 人 的 情 节 和 语 言 把 这 场 悲 剧 写 得 缠 绵

悱恻，这样就出现了双重主题彼此纠缠的现象。这

首诗留给 读 者 的，主 要 不 是“惩 尤 物”式 的 道 德 教

训，而是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深深感动。

２．诗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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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 固 提 升

一、基础积累

１．给下列加点的字注音。
回眸
獉
（　　）　　凝脂

獉
（　　）　　骊

獉
宫（　　）

悄
獉

然（　　）　　玉扃
獉
（　　）　　城阙

獉
（　　）

花钿
獉
（　　）　　萦纡

獉
（　　）　　马嵬

獉
（　　）

鼙
獉

鼓（　　）　　衾
獉

被（　　）　　钗擘
獉
（　　）

迤逦
獉獉

（　　）（　　）　凝睇
獉
（　　）　仙袂

獉
（　　）

２．解释下列加点词语。
（１）御宇
獉獉

　　　　　　　　　　　　　　　　　
（２）专夜
獉獉

　　　　　　　　　　　　
（３）萦纡
獉獉

　　　　　　　　　　　　
（４）绰约
獉獉

　　　　　　　　　　　　
（５）迤逦
獉獉

　　　　　　　　　　　　
（６）阑干
獉獉

　　　　　　　　　　　　
（７）含情凝睇

獉
　　　　　　　　　　　　

（８）但令
獉獉

　　　　　　　　　　　　
阅读课文“黄埃散漫风萧索……魂魄不曾来入梦”。
完成３、４题。

３．节选的这部分诗句刻画了唐玄宗怎样的形象？

　
　
　
　



４　　　　

４．这一部分中，作者运用了哪些方法来刻画人物的

内心情感？

　
　
　
　

阅读课文“临邛道士鸿都客……此恨绵绵无绝期。”
完成５、６题。

５．概括这一段的主要意思。

　
　

６．诗人在这一段里采用什么样的创作手法？这样写

对表达主题有什么作用？

　
　
　
　

二、能力提高

７．唐宣宗 写 过 一 首《吊 白 居 易》诗：“缀 玉 联 珠 六 十

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白居易，造化无为

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 琵 琶 篇。文

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从这首诗中你

能得到有关白居易的哪些信息？

　
　
　
　

三、表达交流

８．作文：以“李隆基与杨玉环”为话题写一则片断。
要求：运 用 想 象，截 取 片 段，再 现 情 景，写 出 细 节

（环境、外貌、衣着、神态、动作、心理）。文 章 要 有

一个中心。
提示：话题可以写如杨玉环自缢马嵬坡、李隆基再

到马嵬坡等。

　　

轻　肥

白居易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思考与启示：本诗又题“江南旱”，为什么诗歌的主要篇幅不描绘江南旱情，反而描绘“内臣”们的行

乐图？

　 湘夫人

　　
学 习 目 标

１．了解屈原及“楚辞体”（骚体）诗的特点。

２．理解本诗中出现的重要文言实词及诗的思想

内容。

３．鉴赏本诗借景抒情的表现手法和浪漫主义的

创作风格。

４．领悟诗中反映的淳朴真挚的爱情和楚国人民

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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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阅 读 导 航

　　　１．背景资料

《湘夫人》是一首祭神曲，是湘水男神和女神互

相表达思慕 之 词。古 代 楚 国 沅、湘 一 带，有 祭 祀 男

女水神之俗；后 以 舜 为 湘 君（湘 江 水 神），以 舜 二 妃

（娥皇、女英）为湘夫人。屈原以他独有的艺术情思

对原有的传 说、民 俗、歌 词 去 粗 取 精，整 理 润 饰，创

作为乐歌。在迎 神 赛 会 上，由 扮 演 二 神 的 巫 觋（男

女巫师）对唱，又有众巫伴唱配舞。
闻一多说：“（《九 歌》中 的）这 些 神 道 们———实

际是神所‘凭依’的巫们———按照各自的身份，分班

表演着程度不同的哀艳的或悲壮的小故事，情形就

和近世神庙 中 演 戏 差 不 多。”（《闻 一 多 全 集·楚 辞

篇》）
《湘夫人》是《湘 君》的 姊 妹 篇。《湘 夫 人》所 叙

情事，发生在 湘 夫 人 久 等 湘 君 不 至 而 出 湘 渚，转 道

洞庭之时。湘 君 苦 苦 地 期 待 湘 夫 人 而 对 方 又 没 有

来，双方深切思念，生死期约，相会无缘，虽有哀怨，
但对爱情忠 贞 不 渝。当 湘 君 一 听 说 湘 夫 人 召 唤 自

己时，便急不 可 待 地 飞 腾 起 车 驾，赶 去 赴 约。他 想

象的是那样 美 好 灿 烂。然 而 当 晚 湘 君 抵 达 约 会 地

北渚时，湘夫人已转道洞庭了。湘君难以见到自己

的心上人。作品即由此落笔，与《湘君》的情节紧密

配合。

　　　２．走近作者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末期楚人，楚武王熊通

之子屈瑕 的 后 代。“芈”姓。杰 出 的 政 治 家 和 爱 国

诗人。出生于楚威王元年（前３３９）正月十四日。屈

原所居的屈地，即今湖北秭归。他一生经历了楚威

王、怀王、顷 襄 王 三 个 时 期，而 主 要 活 动 于 楚 怀 王

时期。
屈原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

前夕。“横则秦 帝，纵 则 楚 王”，他 为 实 现 楚 国 的 统

一大业，对内 积 极 辅 佐 怀 王 变 法 图 强，对 外 坚 决 主

张联齐抗秦，使 楚 国 一 度 出 现 了 国 富 兵 强、威 震 诸

侯的局面。但 是 后 来 他 遭 到 小 人 的 诬 陷 和 楚 怀 王

的疏远。屈原人生失意，遂将一腔热血倾注于诗歌

创作之中，借“美人”“香草”以抒不平之气。两次流

放，屈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计有《离骚》《天问》《九

歌》（１１篇）、《九 章》（９篇）、《招 魂》《大 招》，共

２４篇。

其中，《离骚》是 屈 原 的 代 表 作，也 是 中 国 古 代

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天

问》是古今罕 见 的 奇 特 诗 篇，它 以 问 语 一 连 向 苍 天

提出了１７２个 问 题，涉 及 了 天 文、地 理、文 学、哲 学

等诸多领域，表现了诗人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

追求真理 的 科 学 精 神。《九 歌》是 在 民 间 祭 歌 的 基

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神乐歌，诗中创造了大量神

的形象，大多是人神恋歌。

　　　３．文体知识———楚辞

楚辞，战 国 时 期 兴 起 于 楚 国 的 一 种 诗 歌 样 式，
起源于江淮 流 域 楚 地 的 歌 谣。它 虽 受 着《诗 经》的

某些影响，但同它有直接血缘关系的还是南方土生

土长的歌谣。宋 代 黄 伯 思 在《校 订 楚 辞 序》中 概 括

说：“盖屈宋 诸 骚，皆 书 楚 语，作 楚 声，记 楚 地，名 楚

物，故可谓之‘楚 辞’。”除 此 之 外，《楚 辞》中 屈 宋 作

品中所涉及的历史传说、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

术手段、浓郁 的 抒 情 风 格，无 不 带 有 鲜 明 的 楚 文 化

色彩。
楚辞的主要 作 者 是 屈 原，他 创 作 了《离 骚》《九

歌》《天问》等不朽作品。其中又以《离骚》最有代表

性，所以后人也有以“骚”来指称楚辞的。在屈原的

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一批楚辞作者。据《史记》记

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除了宋玉外，其他人的

作品大都亡佚失传了。

　　
品 读 研 学

探究１　《湘夫人》一诗是怎样把“神化”的诗歌

意境体现出来的？试结合全诗加以分析。










































































６　　　　

探究２　诗歌第三段，详细描 绘 了 湘 君 用 各 种

香草装饰 爱 巢 的 过 程 和 步 骤，这 表 现 了 他 怎 样 的

心情？

探究３　比兴是《诗经》等民歌体作品常用的艺

术手法，此诗 中 也 用 了 一 些 即 景 起 兴 的 问 句，如 湘

君所唱“鸟何 萃 兮?中，罾 何 为 兮 木 上？”湘 夫 人 所

唱“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这些问句和他

们要表达的爱情有什么关系？

探究４　有人说，屈原在《湘夫人》中 所 表 现 的

男女水神欢会 难 期、思 而 不 见 的 爱 情 悲 剧，实 际 上

是他自 己 不 为 楚 王 所 知 的 身 世 悲 剧 的 曲 折 反 映。
你同意这一 说 法 吗？试 查 找 有 关 资 料，用“以 意 逆

志，知人论世”的欣赏方式阐述你的理由。

　　
归 纳 总 结

１．诗歌主题

这首诗的主题主要是描述相恋者生死期约，而

又相会无缘，表达了赴约的湘君不见湘夫人后的惆

怅和迷惘。作品始终以候人不来为线索，在怅惘中

向对方表达深长的幽怨和期望，但彼此之间的爱情

始终不渝则是一致的。

２．诗歌结构

　
行止　骋望佳期→荒忽远望→驰马江皋→闻佳召子

┆ ┆ ┆ ┆
┊ ┊ ┊ ┊

心理　满怀希望→孤独苦恼→懊丧恍惚→惊喜欢快

烅
烄

烆

　　
巩 固 提 升

一、基础积累

１．给下列加点的字注音。
北渚
獉
（　　）　　 　眇

獉
眇（　　）　 袅

獉
袅（　　）

白?
獉
（　　） 萃

獉
集（　　） ?

獉
（　　）

罾
獉
（　　） 澧

獉
水（　　） 白芷

獉
（　　）

潺湲
獉獉

（　　）（　　）麋
獉

鹿（　　） 水裔
獉
（　　）

江皋
獉
（　　） 西澨

獉
（　　） 修葺

獉
（　　）

荪
獉

草（　　）　 兰橑
獉
（　　）　薜荔

獉獉
（　　）（　　）

帷
獉

帐（　　） 庑
獉

门（　　） 九嶷
獉
（　　）

衣袂
獉
（　　） 褋

獉
衣（　　） 汀

獉
洲（　　）

２．解释下列加点词语。
（１）罔
獉

薜荔兮为帷　　　 　
（２）目眇眇

獉獉
兮愁予　　　 　

（３）将腾驾兮偕逝
獉獉

　　　 　
（４）观流水兮潺湲

獉獉
　　　 　

（５）聊逍遥兮容与
獉獉

　　　 　
（６）搴
獉

汀洲兮杜若　　　 　
（７）荒忽
獉獉

兮远望　　　　 　
（８）袅袅
獉獉

兮秋风　　　　 　
阅读屈原的《湘夫人》，完成３、４题。

３．第一段的景物描写，在全诗中起什么作用？

　
　
　

４．“鸟何萃兮?中，罾何为兮木上？”“麋何食兮庭中？

蛟何为兮水裔？”为什么会出现反常的情况？表现

了湘君怎样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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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二、能力提高

阅读下面文段，完成５～７题。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

辟芷兮，纫秋 兰 以 为 佩。汩 余 若 将 不 及 兮，恐 年 岁

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

忽其不淹兮，春 与 秋 其 代 序。惟 草 木 之 零 落 兮，恐

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

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

桂兮，岂维纫夫蕙茞？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

得路。何桀、纣 之 昌 被 兮，夫 唯 捷 径 以 窘 步。惟 夫

党人之偷乐 兮，路 幽 昧 以 险 隘。岂 余 身 之 惮 殃 兮，
恐皇舆之败 绩。忽 奔 走 以 先 后 兮，及 前 王 之 踵 武。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

为患兮，忍而 不 能 舍 也。指 九 天 以 为 正 兮，夫 唯 灵

修之故也。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

与余成言兮，后 悔 遁 而 有 他。余 既 不 难 夫 离 别 兮，

伤灵修之数化。

５．诗在描写诗人佩戴香草的句子有　　　　　　　
　，　　　　　　　　。这些香草象征高洁的品

德，诗人佩戴它们，就是博采众善，对塑造诗人形

象起到了　　　　　的作用。

６．“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两句表达了作

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７．翻译下列句子。
（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２）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３）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４）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三、表达交流

８．为下面这副描写屈原的对联续写下联。
美花香草铺漫漫求索路

　




































　　

九歌·湘君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

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
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

横流涕兮潺渡，隐思君兮陫侧。桂棹兮兰枻，斫冰兮积雪。
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
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
朝骋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
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参考译文：
湘君不启程啊犹豫太久，（他）为谁滞留啊那水中绿洲。美貌啊（我）修饰俏丽，划快我的乘船啊桂木

之舟。命令沅湘啊寂静无波，敦促江水啊平安北流。瞭望那君子啊还没到来，吹起排箫啊（我）思念着谁？

驾驭龙舟啊向北行进，转向我走过的道啊洞庭旧径。薜荔缠柏桅啊蕙草绕船帐，荪草饰船桨啊兰草作旗

旌。（我）远望涔阳啊极目 江 边，横 渡 大 江 啊 高 举 神 灵。高 举 神 灵 啊 没 见 君 来，侍 女 忧 伤 啊 为 我 叹 息！

（我）涕泪横流啊如泉潺潺，暗暗思君啊满心悱恻。桂木做的桨啊木兰制的舵，（用来）敲砸冰层啊铲雪堆

雪。砍薜荔木啊水里绞捣，拔荷花啊桂树顶攀折。心怀不同啊媒人操劳，恩爱不深啊轻易断绝。石上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８　　　　

急流啊水面浅浅，飞驰的龙舟啊浪尖直颠。结交不忠诚啊怨恨萌生，相邀不践约啊转告我没空闲。（我）
清晨策马啊大江岸边，傍晚停鞭啊北面浅滩。飞鸟栖歇啊房舍顶部，流水回旋啊厅堂下面。捐献我的玉

啊江中浪底，抛落我的玉佩啊澧水之滨。芬芳岛采摘啊馨香杜若，将用来馈赠啊侍女饰襟。时机不可能

啊失去再得，（我）暂且逍遥啊从容而行。
思考与启示：有人认为《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原来是一篇，谈谈你对此的看法。

　 拟行路难（其四）

　　
学 习 目 标

１．了解鲍照及其诗文。

２．掌握文中的重要实词。

３．体味 诗 中 蕴 涵 的 思 想 感 情，鉴 赏 诗 的 整 体

意境。

　　
阅 读 导 航

　　　１．诗题解说

《行路难》，是乐府杂曲，本为汉代歌谣，晋人袁山

松改变其音调，创制新词，流行一时。古辞和袁辞都不

存。鲍照拟作１８首，歌咏人世的种种忧患，寄寓悲愤。
此诗为第四首。

　　　２．走近作者

鲍照（约４１５—４７０），字明远，东海（今江苏郯城西

南）人，才华出众，诗文俱佳，有《鲍参军集》１０卷传世。
鲍照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成就最高的还

是诗歌。他模拟和学习乐府，消化吸收，融会创造，
不仅得其风神 气 骨，自 创 格 调，而 且 还 发 展 了 七 言

诗。变七言诗逐句押韵为隔句押韵，同时还可以自

由换韵，创造了以七言体为主的歌行体。他的诗内

容丰富，题 材 多 样，有 边 塞 诗，如《代 出 自 蓟 北 门

行》；有描写游子思归、弃妇的诗，如《代白头吟》；而

以《拟行路难》１８首为其代表。后人评价他：“明 远

《行路难》，壮 丽 豪 放，若 决 江 河，诗 中 不 可 比 拟，大

似贾谊《过秦论》。”（许?《许彦周诗话》）

　　　３．文体知识———汉乐府

（１）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

①叙 事 性 强，出 现 了 第 三 者 叙 述 的 故 事，出 现

了有性格的人物和比较完整的情节。

②能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来描写人物，如个性化

的对话、人物行动和细节描写等。

③形式多样，有四言、五言、杂言。少数继承四

言，大多数采 用 杂 言 和 五 言。杂 言 体 句 式 自 由，长

短不拘；五言则更是乐府民歌的创新。

④不少作品有丰富多彩的奇特幻想，具有浪漫主

义色彩。
（２）汉乐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汉乐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高，一方面它反映

了广大人民的生活和爱憎，是从民间产生或受民间

文学影响而产生的艺术硕果，以它的灿烂的花朵和

浓郁的芳香 装 点 了 荒 芜 的 汉 朝 诗 坛，与《诗 经》《楚

辞》可鼎足而立。另一方面，它在中国诗歌史上，起

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继承、发展了《诗经》的现

实主义传统，也 继 承、发 展 了《楚 辞》的 浪 漫 主 义 精

神。它的成就，灌 溉 了 中 国 后 代 诗 坛，哺 育 了 一 代

又一代诗人的成长。

　　
品 读 研 学

探究１　探究“安能行叹复坐愁”“心非木石 岂

无感”这两个 反 问 句，在 表 现 诗 人 情 感 变 化 过 程 中

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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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探究２　结合鲍照的身世，探 究“泻 水 置 平 地，
各自东西南北流”的深层意蕴。

探究３　诗歌开头两句用比喻的手法写出了怎

样的哲理？第 三 句“人 生 亦 有 命”，从 诗 歌 本 身 看，
作者对“命”有怎样的看法？

探究４　在《拟 行 路 难》中，鲍 照 是 怎 样 抒 发

“愁”情的？

　　
归 纳 总 结

１．诗歌主题

在《拟行路难》（其四）中，诗人拈出泻水流淌这

一自然现 象 作 为 比 兴，引 出 对 社 会 人 生 的 无 限 感

慨，表现了诗人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遭受压抑的

激愤之情，对士族门阀的压迫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

和反抗。

２．诗歌结构

拟行路难

本不当愁
流水自东西

人生亦有命｛
借酒浇愁

自我麻醉

吞声不言｛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不平之鸣

　　
巩 固 提 升

一、基础积累

１．给下列加点的字注音。
酌
獉

酒（　　）　　　　　踯躅
獉獉

（　　）（　　）
鲍
獉

照（　　） 投箸
獉
（　　）

拟
獉

行路难（　　） 珍馐
獉
（　　）

金樽
獉
（　　） 济

獉
沧海（　　）

冰塞
獉

川（　　）

２．解释下列词语中的加点字。
（１）泻
獉

水置于地　 　
（２）举杯断绝

獉獉
　　 　

（３）吞声踯躅
獉獉獉獉

　　 　　
（４）玉盘珍馐

獉獉
　　 　

３．名句填空。
（１）人生亦有命，　　　　　　　。
（２）心非木石岂无感？　　　　　　　。
（３）长风破浪会有时，　　　　　　　。
（４）　　　　　　　，俊逸鲍参军。

阅读鲍照的《拟行路难》，完成４、５题。

４．作者前面说“人生亦有命”，似乎诗人心平气和地

接受了“人生亦有命”的现实，事实是否如此？从

哪里可以看出来？

　
　
　
　
　
　

５．作者“泻 水”四 句 言 不 当 愁，到 底 作 者 有 没 有 愁？

结合前几句和作者的身世经历，采用“知人论世”
的方法谈谈是什么样的愁？

　
　
　
　
　
　

二、能力提高

阅读下面两首诗，完成６、７题。
过分水岭

温庭筠

溪水无情似有情，入山三日得同行。
岭头便是分头处，惜别潺湲一夜声。










































































１０　　　

再宿武关

李涉①

远别秦城万里游，乱山高下出商州。
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

【注】①李 涉，唐 代 人。曾 因 事 贬 谪 出 京，后 被 罢 官 流

放。此诗为第二次贬官时所作。

６．两首诗都运用了什么表现手法写“溪水”？请指出

两首诗中通过溪水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情感特点，
并作简要分析。

　
　
　
　
　
　

７．有人认为，“溪水无情似有情”中的“似”字改成

“却”字更好，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请结合诗的

具体内容简要分析。

　
　
　
　
　
　

三、表达交流

８．下面这 副 对 联 的 上 联 引 用 了 鲍 照《拟 行 路 难（其

二）》中的诗句。请引用《拟行路难（其四）》的诗句

拟写下联。
上联：“如今君心一朝异，对此长叹终百年”，婉转

深沉，流露弃妇凄楚哀怨悲苦意

下联： 　


























　　

行路难（其一）
李　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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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与启示：从思想内容和语言风格方面，说说鲍照的《拟行路难》对李白的《行路难》有哪些影响。

　 蜀相　书愤

　　
学 习 目 标

１．了解两首诗各自的作者和写作背景。

２．把握重点词语，从整体上理解两首诗歌各自

的意境。

３．体味两首诗中各自表达的思想感情。

　　
阅 读 导 航

　　　１．背景分析

（１）上元元年（７６０）春，诗人杜甫由秦州漂泊到

成都，耕 读 浣 花 溪 畔。成 都 是 当 年 蜀 汉 建 都 的 地

方，城西北有诸葛亮庙，称武侯祠。诗人寻觅凭吊，
写下这首七律《蜀相》，抒发对这位伟大政治家的才

智品德的崇敬和功业未遂的感慨。
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

想，但仕途坎 坷，抱 负 难 酬。写《蜀 相》时，“安 史 之

乱”尚未平息。国势危殆，生灵涂炭，而诗人自身又

无路请缨，报国无门，因此对开创基业、挽救时局的

诸葛亮无限仰慕，倍加推崇。
（２）陆 游 的 《书 愤》一 诗 作 于 淳 熙 十 三 年

（１１８６），这时 诗 人 已６１岁。诗 人 一 生“寄 意 恢 复”
但被朝廷里的 投 降 派 所 阻，始 终 未 能 实 现 志 愿，因

而悲愤异常，他写下不少诗抒发这种悲愤。本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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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首。

　　　２．走近作者

（１）认识杜甫

杜甫（７１２—７７０），字 子 美，祖 籍 河 南 巩 县。祖

父杜审言是唐初著名诗人。青年时期，他曾游历过

今江苏、浙江、河 北 山 东 一 带，并 两 次 会 见 李 白，结

下深厚的友谊。“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只身投奔

在灵武（今甘肃省）即位的肃宗。途中被叛军所俘，
押到沦陷后的长安，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叛军杀戮

洗劫的暴行 和 百 姓 的 苦 难。自 此 他 对 现 实 政 治 十

分失望，抛弃 官 职，举 家 西 行，几 经 辗 转，最 后 到 了

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

了一座 草 堂，世 称“杜 甫 草 堂”。唐 代 宗 大 历 五 年

（７７０），诗人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他的诗在艺术上以丰富多彩著称，时而雄浑奔

放，时而沉郁悲凉，或辞藻瑰丽，或平易质朴。他擅

长律诗，又是新乐府诗体的开创者。他的诗声律和

谐，选字 精 练，“为 人 性 僻 耽 佳 句，语 不 惊 人 死 不

休”，正是他 严 谨 创 作 态 度 的 真 实 写 照。在 我 国 文

学史上有“诗圣”之称。他的诗留存至 今 的 有１４００
余首，有《杜工部集》传世。

（２）认识陆游

陆游（１１２５—１２１０），字务观，自号放翁，越州山

阴（今浙江绍兴）人，生于宋徽宗宣和七年。宋孝宗

时赐进士出身。４６岁入蜀任夔州（今四川奉节）通

判，其后为四 川 宣 抚 使 幕 僚，远 至 南 郑（今 属 陕 西）
前线，诗风由此一变。陆游还在范成大幕府中担任

参议官，因爱蜀中风土，故题其生平所作之诗为《剑

南诗稿》，以志纪念。晚年退居山阴，始终保持昂扬

的爱国热情，临终前犹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
陆游一生志在恢复中原，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

人，中国文学史上的大诗人，生平诗作逾万首，以豪

迈雄放为主 导 风 格。词 作 虽 不 多，但 风 格 多 样，既

有充满爱国激 情 的 豪 放 之 作，又 有 婉 丽 飘 逸、感 情

深挚的词篇。著有《陆放翁全集》。

　　 　３．文体知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区别

古体诗是 按 照 古 代 的 诗 体 来 写 的。在 唐 人 看

来，从《诗经》到 南 北 朝 的 庾 信，都 算 是 古，因 此，所

谓依照古代 的 诗 体，也 就 没 有 一 定 的 标 准。但 是，
诗人们所写的 古 体 诗，有 一 点 是 一 致 的，那 就 是 不

受近体诗格律的束缚。我们可以说，凡不受近体诗

格律束缚的，都是古体诗。
古体和近体在句法、用韵、平仄上都有区别。

句法：古体每句字数不定，四言、五言、六言、七

言乃至杂言（句子参差不齐）都有；每首的句数也不

定，少则 两 句，多 则 几 十 句、几 百 句。近 体 只 有 五

言、七言两路，律 诗 规 定 为 八 句，绝 句 规 定 为 四 句，
多于八句的为 排 律，五 言 就 是 五 个 字 一 句，七 言 就

是七个字为一句。
五言 古 诗 简 称 五 古，七 言 古 诗 简 称 七 古；五 言

律诗简称五律，七 言 律 诗 简 称 七 律；五 言 绝 句 简 称

五绝，七言绝句简称七绝。
用韵：古 体 诗 每 首 可 用 一 个 韵，也 可 以 用 两 个

或两个以下的 韵，允 许 换 韵；近 体 诗 每 首 只 能 用 一

个韵，即使是长达数十句的排律也不能换韵。古体

诗可以在偶数句押韵，也可以在奇数句偶数句都押

韵；近体诗只 在 偶 数 句 押 韵，除 了 第 一 句 可 押 可 不

押（以平声 收 尾 则 押 韵，以 仄 声 收 尾 则 不 押 韵。五

言多不押，七 言 多 押），其 余 的 奇 数 句 都 不 能 押 韵。
古体诗可用平 声 韵，也 可 用 仄 声 韵；近 体 诗 一 般 只

用平声韵。
平仄：古、近体诗最大的区别，是古体诗不讲平

仄，而近体诗 讲 究 平 仄。唐 以 后，古 体 诗 也 有 讲 究

平仄的，不过未成规律，可以不管。

　　
品 读 研 学

探究１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 泪 满 襟”
中的“英雄”指什么人？

探究２　杜甫用“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

臣心”两句来 概 括 诸 葛 亮 一 生 的 功 业，你 认 为 准 确

吗？你最佩服和崇敬诸葛亮的哪一方面？










































































１２　　　

探究３　短诗的起句、结句非常重要，往往跟诗

的主旨和意 境 有 关。请 你 解 释《书 愤》起 句 和 结 句

的意思，并说说它们好在哪里。

探究４　《书 愤》一 诗 抒 发 了 诗 人 既“悲 愤”又

“豪壮”的思想感情，诗人是怎样将这两种感情抒发

出来的？试结合全诗简要分析。

　　
归 纳 总 结

１．诗歌主题

（１）陆游的《书愤》感情沉郁，气韵深厚，抒发了

作者内心慷慨 激 愤、报 国 之 志 难 酬 的 抑 郁 之 情，激

昂中透着悲怆，是作者爱国主义诗歌中的名篇。
（２）杜甫的《蜀相》主要是借歌咏古人抒发自己

的情怀。主要是通过歌颂诸葛亮的才智和功业，同

时惋惜他的壮志未酬，表现诗人的痛苦心情。

２．诗歌结构

（１）书愤

追忆过去

豪气冲天

雄心壮志

胜利战事｛
回到现实

满腔悲愤

自比长城　壮志未酬

赞美孔明　矢志北伐｛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对比：愤

（２）蜀相

首联
自问

自答｛ ｝追慕

颔联
碧草春色———自

黄鹂好音———空｛ ｝缅怀

颈联
刘备三顾茅庐（衬）
丞相鞠躬尽瘁｛ ｝赞扬

尾联
身先死

泪满襟｛ ｝寄情

烅

烄

烆

　　
巩 固 提 升

一、基础积累

１．解释下列加点的词语。
（１）锦官城外柏森森

獉獉
　

（２）三顾频烦
獉獉

天下计 　
（３）两朝开济

獉獉
老臣心 　

（４）中原北望气如山
獉獉獉

　
（５）塞上长城
獉獉獉獉

空自许 　
（６）出师一表真名世

獉獉
　

（７）千载谁堪伯仲
獉獉

间 　
２．将下列名句补充完整。
（１）丞相祠堂何处寻？　　　　　　　。

　　　　　　　，隔叶黄鹂空好音。
（２）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
（３）　　　　　　　，铁马秋风大散关。
（４）出师一表真名世，　　　　　　　。
（５）小楼一夜听春雨，　　　　　　　。

阅读《蜀相》这首诗，完成３、４题。

３．颔联抓住景物特点，具体描绘出祠堂周围的小环

境。请抓住“自”“空”两个字分析这个小环境的特

色，再进而体会这两句写景的诗寄寓了作者的什

么深意。

　
　
　

４．颈联写诸葛亮的业绩，尾联写诸葛亮的遗恨，这两

联写出了作者怀吊诸葛亮时产生的什么样的感触

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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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书愤》，完成５、６题。

５．写出你对“中原北望气如山”中的“气”的理解。

　
　
　
　
　
　

６．如何理解“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两

句诗？

　
　
　
　
　
　

二、能力提高

阅读下面一首唐诗，完成第７题。

恨　别①

杜　甫

洛阳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
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
思家步月清宵外，忆弟看云白日眠。
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

【注】①这是杜 甫 上 元 元 年（７６０）在 成 都 写 的 一 首 七 言

律诗。上元元年三 月，校 检 司 徒 李 光 弼 破 安 太 清 于 怀 州 城

下；四月，又破史思明于河阳西渚。

７．分析本诗所表达的诗人的思想感情。

　
　
　
　
　
　

三、表达交流

８．学习陆游的诗句“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

关”的物象巧妙串联法，认真揣摩以下三个物象之

间的内在联系，展开联想和想象，写两段文字。每

段话都要包含下面三个词语，且不少于１５０字。
道路　身影　足迹




































　　

临安春雨初霁

陆　游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
思考与启示：《临安春雨初霁》与《书愤》作于同一年，诗中也有对“世事”的感慨，请结合诗歌的创作背

景，谈谈这两首诗在表现重点和诗歌风格上的差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