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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本身就是传承的过程，承接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使其在新的时

代展示出生命力，给学生们以启迪和智慧。文化积淀靠记忆，语言的领悟靠记

忆，但今天的人们对古代作品的积累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行动起来，为文

化的流传和发扬做一些贡献。

从现实中我们再走进新课程。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

特点。《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在“前言”部分就开篇明

义，强调语文教育应在培养现代社会公民的“人文素养”上发挥重要作用，这

无疑对语文教师的人文素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语文教育不再是枯燥地

讲解知识，而是在习题中加注文化符号；不再是简单的得分训练，而是将人文

素养融会其中；不再是机械地累加分数，而是立足于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

国民的语文能力如果不足，年轻人如果不能读本民族的古代经典，将造成

文化的严重断层；而一个丧失传统的民族，有什么能力吸收融会其他民族的文

化？有什么机会参与世界文化的再创造？培养学生接触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

是刻不容缓的课题。不让孩子在社会洪流中迷失，提高自身素养，提倡古诗文

诵读训练是一条良好的途径，也是语文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

“古诗文”本来就是古文，直接接触文化传统中之最高智能，可以扎实古

继承  流传  发扬

前 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轻松高考：古代诗歌鉴赏卷
QING SONG GAO KAO GU DAI SHI GE JIAN SHANG JUAN

文基础、提高语言的领悟力、增强语言的敏锐性，从而全面提升语文水平、提

高语文素养；还可以带动其他学科成绩的提高，培养读书兴趣，增加历史、地

理、天文、数学、常识、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知识，从而达到文化熏陶、智能

锻炼与人格培养的目的。学生直面经典，积累古诗文，可以从传统美德和文化

精髓中吸取营养，由此向世界展示我们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从优秀的传

统文化中获得强大的精神力量，并以此启迪心智、修身治学，提高自身的人文

素养，促进自我发展。

校本教材《轻松高考》系列丛书的出版，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看到教

师们的锐意进取、严谨治学，看到青年教师的健康成长、积极向上，我非常高

兴。语文教育事业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代代教师的艰苦努

力，衷心希望这本书能带领大家重温传统文化，将其贯穿到现在的时代并取其

精华、发扬光大，终能为我们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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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诗歌鉴赏是令许多考生望而却步的考题，因为诗歌结构的跳跃性，用语的灵活性，立

意的隐蔽性，让人摸不着头脑，找不到思路，无从下笔。其实，解诗歌鉴赏题不难，只需

把握住三个步骤：理解诗意、分析题目、设计答案。

（一）理解诗意

1. 找准诗眼

2003年高考全国卷对“诗眼”的定义是“一句诗中最精练传神的一个字”，这是根据

出题的需要而定的。为了便于全面理解，我们可以这样阐释其含义：诗眼就是一首诗或某

联、某句中最能体现作者思想观点、情感态度的，具有概括性、生动性或情趣性的，能笼

罩全篇、全联或全句的词语，它一般是动词或形容词。具体阐释如下：

（1）能集中体现作者思想感情（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

例如，陆游《书愤》：“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空”字，流露出作

者对年华老去、报国无门的深重的怅惘与悲愤，准确深刻地点明本诗主旨——抒写悲愤之

情。

（2）具有概括性、准确性、生动性、形象性或情趣性

例如，宋祁《玉楼春》：“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运用拟人手法，将春杏怒

放、生机勃勃之景生动形象、极具情趣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王国维赞之“著一‘闹’字而

境界全出”。

（3）能笼罩或点染全句、全联、全阕甚至全篇

例 如 ， 白 居 易 《 长 相 思 》 ： “ 汴 水 流 ， 泗 水 流 ， 流 到 瓜 洲 古 渡 头 。 吴 山 点 点

古代诗歌鉴赏解题技巧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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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愁”字，就是全阕的诗眼。前三句，尚不足为奇，就写两条河在流，流到瓜洲的

一个古渡头；但一出“愁”字，词意就陡然变化，山水含愁，万物齐悲，主人公的哀愁弥

漫山水，充塞天地。一字点醒全篇，产生了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准确地分析与体味诗眼的艺术表现力，要遵循诗歌“字不离句，句不离篇”的赏析规

律。诗眼的最终指向是诗歌的意境，我们可从诗歌的创作背景、诗歌结构、全诗的思想感

情与形象、句式活用、修辞和表现手法等角度体察诗眼的作用。

2. 从诗歌的章法入手，巧妙利用“起承转合”的特点，发现作者心底的秘密

古人作诗，讲究章法、结构的严谨和法度，注重文章的起承转合（律诗是以“联”、

绝句和词是以“句”、古体诗是以“偶句”为起承转合的常式单位的）。如果我们鉴赏古

诗时，从诗歌的起承转合入手，通过对缜密的结构的梳理，就能实现对作品意旨更深入的

领悟。

（1）注重“起”式

“起”的方式基本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开门见山、当头棒喝；一种是迂回入题、托

物起兴。

如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的首联“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独”字当

头，“偏”字相衬，既震慑读者又点题明旨，点出作者处处“惊新”、处处怀乡的宦游之

慨。

又如张九龄《感遇十二首（其一）》的起句“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中，以兰叶

的“葳蕤”和桂花的“皎洁”，抒写自己“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的孤芳自赏、不求

人知的情怀。

（2）明辨“承”接

“承”的方式也摇曳多姿。无论哪种方法，依据文本中固有的景路、理路、情路应该

是体察诗歌结构最直接的方法。

杜甫的《登高》情景分写，使得诗歌的脉络清晰而又层次分明：颔联“无边落木萧萧

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中的“无边落木”承首联第一句的“风急天高”；“不尽长江”承

第二句“渚清沙白”。这样，作者的“万里悲秋常作客”“潦倒新停浊酒杯”的忧国伤时

的感慨更显沉郁。

总之，“承”不仅在结构上起缝合传递的功用，更重要的是它的铺垫和蓄势使得后面

的“体物写志”更有根基，所以“承”绝不可轻忽。

（3）聚焦“转”式

“转”是指结构上的跌宕和作者思路上的转换（由事及理、由景及情、由物及人）。

“转”在诗歌的结构中多指律诗的颈联、绝句中的第三句、词和曲中的“过片”而言。它

不仅使诗歌在章法上给人变化之感，更能引导读者从中体认思路，进而品味出作者的情感

和诗歌的主旨。

如宋之问的《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诗人从贬所渡江逃归，离家愈近，思乡之情会愈强烈，但作者却宕开一笔，说“近乡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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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不敢问来人”。形象地说明了诗人一方面渴望得知家人的“音书”的急切心理，另一

方面又怕家人受自己牵连的消息得到证实，所以才“情更怯”和“不敢问来人”。这里，

“近乡情更怯”“转”上接“音书断”，下“关”“不敢”句，把诗人强自抑制的急切愿

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抒发得淋漓尽致。

（4）善抓“合”句

“合”就是指诗歌的收束句。它既可浑圆章法，更是作者“感发意志”“体物写

情”“神光所聚”的“诗眼”和“词眼”所在。因此，我们在解读古典诗歌时，更应钟情

于此。

诗歌结句的方式很多，但不外乎明结和暗结两种。

一种是直接抒情、言志、阐理。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另一种是“以景语结情语”。即以“景物”来传达、折射、暗示（暗喻）出作者的感

情、寄托、抱负，即以“揽物”结“关合之情”。这样做的好处是形象含蓄、耐人咀嚼。

如李益《汴河曲》的结句“风起杨花愁杀人”，借随风飘荡、漫天飞舞的杨花，遥寄了作

者深沉的历史感慨和对现实的政治感受；元稹《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中的结句“暗风吹雨

入寒窗”，把作者那惋惜、愤懑、悲痛相互交织的情感，全都蕴含于景语之中，含蓄蕴

藉、深藏不露，确实是“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在平时的训练中，如果

善于从结句切入，也同样会给我们提供一把解读诗歌主题和形象的钥匙。

3. 利用常见意象

（1）折柳——惜别怀远

起于汉代送别的风俗，汉乐府有《折杨柳》曲，后来还有灞桥、灞陵、长亭、短亭等

古代送别的场所也成了与离别有关的意象。

如：“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送元二使安西》（王维）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柳永）

2002年高考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

（2）月亮——思念（故乡、亲人、朋友）

如：《静夜思》（李白）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望月怀远》（张九龄）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王建）

（3）菊花——坚强、清高

“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菊

花》（元稹）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画菊》（宋·郑思肖）

（4）梅花——严寒中最先开放

不怕打击挫折，敢为天下先——“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梅花》（宋·陈

亮）

备受摧残，不愿同流合污——《卜算子·咏梅》（陆游）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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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墨梅》（元·王冕）

（5）松——坚贞、正直

（6）莲——与“怜”音同，借以表达爱情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西洲曲》（南朝乐府）

（7）梧桐——凄凉、悲伤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声声慢》（李清照）

（8）杜鹃鸟——凄凉、哀伤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踏莎行》（秦观）

（9）鹧鸪鸟——“行不得也哥哥”，旅途艰险、离愁别绪

（10）寒蝉——悲凉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雨霖铃》（柳永）

（11）鸿雁——游子思乡怀亲之情和羁旅伤感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人日思归》（隋·薛道衡）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戏答元珍》（欧阳修）

鸿雁传书典故，后来借代书信。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天末怀李白》（杜甫）

（12）梅子成熟——少女怀春

“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点绛唇》（李清照）

（13）浮云——漂泊的游子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送友人》（李白）

（14）鸳鸯——恩爱的夫妻

（15）丁香——愁思或情结

“自从南浦别，愁见丁香结。”《感恩多》（唐·牛峤）

（详细内容参看本书第二部分。）

4. 利用典故

以《锦瑟》为例：

锦　瑟

李商隐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分析：本诗用到三个典故。

第一处，“庄周梦蝶”。说的是庄周梦见自己化身为蝶，翩然而飞，浑忘自己是庄

周其人了，梦醒后自己依然是庄周，不知蝴蝶已经何往。诗人用这一典故，表现出佳人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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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一曲繁弦惊醒了诗人的梦境，不复成寐，既有美好的情境又有缥缈的梦境。

第二处，“望帝啼鹃”。望帝是传说中周朝末年蜀地的君主，名叫杜宇。后来禅位

退隐，死后魂化为鸟，暮春啼苦，至于口中流血，其声哀怨凄悲，动人心腑，名为杜鹃。

诗中锦瑟繁弦，哀音怨曲，引起诗人无限的悲感、难言的怨愤，如闻杜鹃之凄音，送春归

去。杜宇托春心于杜鹃，佳人托春心于锦瑟，诗人的奇情深恨则寄托于典故当中。

第三处，“沧海月明珠有泪”。珠生于蚌，蚌在于海，月明宵静，蚌则向月张开，以

养其珠，珠得月华，始极光莹。这是美好的民间传说。月本天上明珠，珠似水中明月；鲛

人泣泪，颗颗成珠。月、珠、泪在诗人笔下，已然形成一个难以分辨的妙境。面对此境，

诗人爱赏它的高旷皓净，又感伤它的凄寒孤寂，一种复杂难言的怅惘之情溢于言表。

诗人用典是为了含蓄表达内心的思想感情，准确分析典故是把握诗歌主旨的捷径。

5. 掌握常见的诗歌流派，著名诗人的身世际遇，诗歌风格特色

李白清新飘逸、豪放不羁，杜甫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王维超凡脱俗，白居易朴实真

挚。每一位诗人的风格都受其身世际遇的影响，了解这一点，有利于我们用已知去推知未

知。

6. 抓住题目及注释中的有用信息

许多题目都有概括意味，如《闲居》（姚合）、《登科后》（孟郊）、《初冬夜饮》

（杜牧），应注意从中提炼出有用的信息。

注释中的信息往往可以告诉我们作者的身世际遇、写作背景、典故意义等，这对整体

把握诗意的作用不可轻忽。

（二）分析题目

1. 熟悉术语

熟悉术语是诗歌鉴赏解题的前提。我们将高考诗歌鉴赏题常用术语进行了详细的归类

解读和举例说明，以便于准确理解它们的含义。（详细内容参看本书第三部分）

2. 诗歌鉴赏题题干中往往有提示性的语言，仔细分析题目是准确解题的关键

例如，2013年四川卷：“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在对比手法的运用上有

何妙处？请简要赏析。

2013年福建卷：三、四两联是怎样借助想象之景来抒发情感的？请简要赏析。

2013年天津卷：（2）“鹏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怎样体现了辛词的豪放

特点？（3）请举一例分析本词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

2013年江苏卷：《宋诗钞》中说唐庚的诗“芒焰在简淡之中”，即平淡的背后往往蕴

藏着激烈情感，试结合本诗作简要分析。

这里的题干中，“对比手法”“借助想象之景来抒发情感”“辛词的豪放特点”“虚

实相生”“‘芒焰在简淡之中’，即平淡的背后往往蕴藏着激烈情感”等语句，都已经明

确提示了答题的方向与方法。

抓住题目中的提示性语言，能帮助我们把握出题意图，准确狙击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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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计答案

解答诗歌鉴赏主观题，不但要准确地分析并找到答案，还要组织语言把答案完整地表

述出来。怎样才算完整，这个问题困扰了许多考生。在本书的第四部分中我们专门就这一

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类解析，力求以一种更容易理解和掌握的方式使同学们轻松得出精准

全面的答案。但必须记住的是，设计答案应该在准确理解诗意和熟练掌握诗歌常见术语的

基础上进行，若是没有打好扎实的基础，仅凭设计答案的技巧，则恐怕难以得到令人满意

的分数。

我们理解诗意，把握诗人内心秘密；分析题目，瞄准出题者意图；设计答案，以求准

确命中目标。考场解题要冷静沉着，掩卷凝思，相信同学们已经掌握了开启题目答案之门

的钥匙，记住，很简单，那就是：理解诗意、分析题目、设计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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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高考常见古代诗歌分类解读　　　

近年来高考古诗鉴赏题常见类型按思想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十一种：山水田园诗、

边塞诗、咏别诗、咏史怀古诗、咏物诗、抒怀诗、闺怨诗、讽喻诗、干谒诗、哲理诗和节

令诗。在此我们把每一种类型的概念、常见思想内容、写作手法做一详细解说，在解说后

附相应例题及详细答案，以方便解读古诗思想内容，明了诗歌手法，熟练掌握答题方法。

（一）山水田园诗

1. 概念

诗人借用细腻的笔触描绘静谧的山水、悠闲的田野，创造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借

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平和生活的向往，借以抒发诗人遗世独立的高尚情怀。

此类诗歌以山水田园为主要描写对象，起于东晋的陶渊明与南朝的谢灵运。陶诗多

咏田园，谢诗多摹山水，各有突出，影响深远。唐朝开国之后，国力强大、经济发达，文

人们以优游泉林、流连山水为风尚，这是山水田园诗派形成的社会因素；盛唐人不仅仅要

追求功名理想，更要保持人格独立，这种通达的人生观念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极度繁盛的心

理根源；当时道家崇尚自然返璞，佛家推崇净心明性，这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文化及审美基

础。于是众多文人临水登山，抒怀寄傲，游园写景，乐隐怡闲，写出了一些意境隽永优

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的诗篇，进而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山水田园诗派。代

第 二 部 分

理解诗意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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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诗人有王维、孟浩然，还有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等人。

2. 常见思想内容

山水田园诗就其抒发的情感来看，大致分为下列几类：

（1）表达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孟浩然《岁暮归南山》）这首诗表面上说自己一无可取，

实际上怨才不为世用。

（2）表达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对闲适自得心情的渴望

如王安石的《书湖阴先生壁（其一）》：“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

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生动地写出了田园风光的盎然，写出了身处其间的愉

悦，表现了诗人对这种美好的田园生活的喜爱之情。

（3）歌颂劳动生活，赞颂与农人的深情厚谊

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三）》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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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一个披着月色，从草木丛生的小径荷锄归来的诗人形象。本诗写得情趣盎然，充满喜悦，

带有赞美之情，写景亦是写心。

（4）反映农村生活的艰苦与人民生活的贫困

在《还旧居》里，陶渊明写了故居的破败。“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

居，邻老罕复遗。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对这种破败景象的描绘表明诗人对农村生

活有着清醒的认识。

3. 常用写作手法

（1）鉴赏诗歌抒发情感的方式　　

山水田园诗最常用的艺术手法就是通过形象或景物来抒发感情，即借景抒情或融情

于景。自然景物一经诗人摄入笔端，就必然带上诗人的感情色彩，为表达诗人的感情服

务。所以体味诗歌的情感，就要把握诗歌描写了什么样的自然景物，描绘了什么样的生活

画面。画面所表现的情境氛围或恬淡宁谧、或清新淡雅、或明丽绚烂、或雄浑壮丽，由此

可以揣摩、推测诗歌表达的感情，或是热爱自然、钟情山水，或是淡泊宁静、不与世俗合

污，或是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或是复返自然后的一种宁静闲适的生活

情趣。

（2）分析诗歌描写景物的手法

山水田园诗一般通过写景来抒情，所以要善于分析诗歌描写景物的方法，才能准确把

握所写景物的特点，从而把握诗歌的感情。

①渲染

是指对景物多方面的浓墨重彩的正面描绘，以突出形象。例如，杜甫的《江畔独步

寻花（其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

啼。”此诗从形态、声音的角度对江畔春景进行了非常细微的刻画，辅之以数量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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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拟声词，色彩浓丽、声音喧闹，渲染出春意闹的情趣。

②白描

原是中国画技法名，用墨线勾描物象，不着颜色，或略施淡墨勾勒。也泛指文学创作

上的一种描写手法，即用简练的笔墨，不加烘托，刻画出鲜明生动的形象。北朝民歌《敕

勒歌》中“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对草原景象的白描，显得简洁有风

骨，写出了草原的壮美，点染出牧民的生活。

③衬托

是利用事物间近似或对立的条件，以一些事物为陪衬来突出某些事物的艺术手法。

利用事物的近似条件来衬托，称正衬；利用事物的对立条件来衬托，称反衬。“江碧鸟逾

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这首诗前两句写景，漫江碧波，白翎水

鸟，好一派怡人风光！满山青翠，遍布红艳，简直像燃烧着的旺火，“今春”之景不可谓

不美，但春景非但引不起游玩的兴致，反而勾起了漂泊的感伤，以乐景衬哀情。极写春景

之美，更能衬出归心之切。

④动静结合

是指对景物做动态、静态的描写，两者相互映衬。例如，杜甫《绝句》中的三、四

句：“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诗人工笔细描衔泥飞燕、静睡鸳鸯，动静相间，相映

成趣。

⑤虚实结合

在诗歌欣赏中，虚与实是相对的，有者为实，无者为虚；有据为实，假托为虚；客观

为实，主观为虚；具体为实，隐者为虚；当前为实，未来为虚；已知为实，未知为虚。柳

永《雨霖铃》中“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设想别后的情景——一舟离岸，酒

醒梦回，只见习习晓风吹拂萧萧疏柳，一弯残月高挂柳梢。这想象中别后的凄凉景象倍增

眼前断人肠的离愁。诗歌中，“实”是指客观世界中存在的实象、实事、实境，“虚”是

想象、未来、梦境中的情景。二者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可以达到虚实相生的境界，丰富

诗的意象，开拓诗的意境。

⑥正侧结合

描写有正面和侧面之别。在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

岳掩赤城”这两句主要是运用正面描写，表现其高峻奇伟之势；“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

欲倒东南倾”，则是用侧面描写，烘托出天姥山的高峻奇伟。

⑦点面结合

万事万物都是彼此相互联系的，被描写的景物也一样，它们总是和周围的景物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在写景状物时，不能孤立地、静止地写主体物，还必须写主

体物周围的联系物。点面结合，烘云托月，使主体形象更丰满，更有特色。在柳宗元《江

雪》中，“蓑笠翁”在画面上显得比较小，但处在非常显眼的位置，是诗的中心，“孤舟

蓑笠翁”属于点的描绘；前两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属于面的铺陈，诗句从“鸟

飞绝”、从“人踪灭”写尽了人物处境的苦寒与孤寂，并在“山”“径”前冠之以数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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