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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说明》对古代诗歌的鉴赏评价包括两点内容：第一，鉴赏文学作品的

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第二，评价文章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

鉴赏诗歌的形象，就是把握诗歌刻画艺术形象的内涵。艺术形象不仅指人物形象，还包括诗

歌中的意象。意象是作者的主观情意与作品中描写的物象的融合。例如秋风落叶表示凄清、悲愁；

长亭短笛表示送别、思乡；荷花兰草表示清廉、高洁。

鉴赏诗歌的语言，主要是把握作者运用语言的艺术，领会语言的特色和风格。主要考查关键字

词（诗眼）的理解、名句的赏析、语言特色（如：清新、质朴、绮丽、含蓄、简练、形象、生动等）的把握。

鉴赏诗歌的表达技巧，就是分析诗歌中运用了哪些表达技巧，这些表达技巧起什么作用。表

达技巧就是在诗歌创造时所运用的技巧。它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表达方

式（记叙、描写、说明、抒情、议论），二是抒情方式（直抒胸臆、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托物言志），三

是表现手法（象征、用典、烘托、联想、想象、虚实相生、动静结合、欲扬先抑、言此意彼等），四是修

辞方法（比喻、拟人、对偶、对比、设问、反问、双关、夸张等）。

诗歌鉴赏在语文高考中的区分度很大，同时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涉及格式常识、技法流派、

情感内容，头绪繁杂、内容庞多，学生很难理解和消化。诗歌是用形象来抒情的语言艺术，在学习

时要抓形象、抓情感，才能切中肯綮，事半功倍。

吟诵古代诗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可扩学识，长智慧，怡性情，增才华。中学生只读课本上的

诗歌是不够的，还要有一定量的课外读物，这也符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读诗光有数量也

是不够的，还要讲究质量。要想有质量，让学生掌握读诗方法很重要。只有学生掌握了读诗方法，

才能逐渐地养成良好的读诗习惯，鉴赏诗歌的能力才会逐渐提高。提高鉴赏诗歌的能力只有通过

老师课上的耐心指导，加上一定量的训练才能做到。

为此我校老师结合平时的教学，依据《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编写了这本《古代

诗歌分类鉴赏》。此书将诗歌分为六大类，即赠友送别诗、羁旅思乡诗、边塞征战诗、咏史怀古诗、山水

田园诗、咏物言志诗，每一类又分为题材概述、内容及情感倾向、鉴赏方法指导、鉴赏示例、强化训练、

相关链接六个栏目，帮助学生们了解诗歌常见的流派和表达的情感，以加深对某一类型诗歌形象和

手法的理解，提高对诗歌的鉴赏能力。同时附有高考诗歌背诵篇目，便于同学们背诵。

此书可以作为高中生复习备考古代诗歌训练之用，也可以作为高中语文教学的补充材料。

本书由洪春鸣任主编，保少驰、孙占国、马建宁、杨榀任副主编，张萍、任玉龙、张瑞琴、杨艳

玲、伏志强、楼晨光、洪春鸣、韩万仕、阚辉震、杨榀编写。

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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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赠友送别诗　　　　

第一类：赠友送别诗

题 材 概 述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千百年来，故国乡土之思，骨肉亲人之念，挚友离别之感，牵动

了多少人的心弦，“离别”也就自然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歌咏的重要内容。从先秦《诗经》到两汉

的乐府，从唐代诗歌到宋元词曲以至明清的诗文，离别之情唱之不尽，一如长江之水源远流长。

由于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由于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由于交通闭塞信息不通，由于岁月催促人

生苦短，使得“送别”成为古人生活中的重大命题。“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

全。”是的，自从有了人类，有了社会，便有了分离，许多本该是天长地久的，却不得不天各一方。

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疆域广大，国内和国际交流频繁，所以人们的活动范围也

在不断扩大，人口的流动性增强，上至达官贵人下到黎民百姓，都会或主动或被动地离开自己的

家。而在乱世，离别则意味着天各一方，人鬼殊途。

内容及情感倾向

送别诗作为古典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在高考语文鉴赏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诗或直接

抒写离愁别绪，表达依依不舍的留恋和感伤；或表达对友人的关心和慰藉，珍惜友情；或写与友

离别意，对朋友加以激励劝慰；或借写离别，慷慨激昂，一吐胸中积愤或表明心志。

第一，直接抒写离别之情，表达依依不舍的留恋和感伤。如李白的《赠汪伦》、王勃的《送杜

少府之任蜀州》、柳永的《雨霖铃》、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等。

第二，这类诗往往是诗人在艰难困厄之际写的，往往有不少见情见性的佳作，坦陈心志的告

白，借以一吐胸中积愤或表明心志。如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

第三，重在劝勉、安慰的。因为是知音，说话才质朴而豪爽，又因别离，才以希望为慰藉，慰

藉之中倾注信心和力量。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高适的《别董大》（“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一句重在对友人的劝勉）。

第四，综合型的，既含离别之情，又有身世命运之感，或兼劝慰警示之意。这类送别诗内涵

丰富，表意的侧重点也不明显。

在一首诗中，以上几点并非孤立，很多时候是兼而有之，只是其中一点较为突出。

１



　　　古代诗歌分类鉴赏

鉴赏方法指导

送别诗主要抒写离别之情，主要考查其抒情方式，可分为直接抒情与间接抒情两种方式。

１．直接抒情。好友分别，离情别绪自是深重，深情厚谊不吐不快，所以，在送别诗中，有很多

是直抒胸臆的作品。如高适的《别董大》前两句直写落日之景，后两句直写真诚情谊，全是肺腑

之言，慷慨悲歌，一吐为快。再如李白的《赠汪伦》前两句叙事，后两句抒情，友情之厚，深及千

尺，借助潭水直抒胸臆，则更是把浓重的离愁别绪直吐出来而不假任何掩饰。

２．间接抒情。当然，直抒胸臆是一种坦诚，是深情厚谊的最直接的体现，但是，真挚的情感

又往往是说不尽道不完的，所以有很多诗人不愿去仰声长呼，而是借助别的方式表达出来，于是

他们找到了间接抒情这一法宝。间接抒情又有多种形式。

①以喻显情。如刘过的《柳梢青·送卢梅坡》用“云边孤雁，水上浮萍”的比喻来表现离别之

苦，用“尘随马去，月遂舟行”的比喻来表现思念之切。

②借酒抒情。如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别》：“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

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在诗仙笔下，酒的出现让别离呈现出另外一种风情，特别耐人寻味。诗

人并非没有意识到是在他乡，当然也并非丝毫不想念故乡。但是，这些都在兰陵美酒面前被冲

淡了。一种流连忘返的情绪，甚至乐于在客中、乐于在朋友面前尽情欢醉的情绪完全支配了他。

由身在客中发展到乐而不觉其为他乡，正是这首诗不同于一般羁旅之作的地方。

③借物抒情。不直接写人的离别心绪，而是通过写眼中物有伤离之意来烘托，言下有“物犹

如此，人何以堪”的意思。这样写更能深化主题而富于魅力。如戎昱的《移家别湖上亭》：“好是

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离情。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通过写柳条藤蔓、黄莺的伤

离别表现人的情思心绪。

④借景抒情。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的确，景物在诗人的眼中是会变的，它会因诗

人情绪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在送别诗中，诗人们送别时眼前的景物也都往往被附上了浓重的

情感的色彩。这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这一点在送别诗中也有深刻的体现，是送别

诗一个相当显著的特点。

除了以上四种抒情方式以外，还有两种方式需要注意。

⑤以乐景衬哀情。送别环境千差万别，有凄风苦雨中的送别，也有良辰美景中的离别。写

凄风苦雨固然可以烘托别离之苦，写良辰美景又何尝不能反衬离人的懊恼。景色越美，越显出

欢聚的可恋和离别的难堪，美好景色反倒成为添愁增恨的因素了。如许浑《谢亭送别》：“劳歌一

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

⑥想象（虚拟）。送别诗常在作者触景生情的基础上向前推想，大抵是想象分别后朋友行旅

中的孤寂和在这种孤寂环境中的愁苦心情，更主要的则展示了自己对朋友的留恋和关切。如王

昌龄的《送魏二》：“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想象分别后友人月下船泊潇湘，“愁听清

猿”，甚至在梦里也因旅夜孤独而不得安寝的幻想，借以加倍地表现离别的惆怅和对友人深切的

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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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赠友送别诗　　　　

鉴 赏 示 例

阅读下面这首诗，然后回答问题。

送魏二
王昌龄

醉别江楼橘柚香，

江风引雨入舟凉。

忆君遥在潇湘月，

愁听清猿梦里长。
（１）找出诗中点明送别季节的词语。由送别季节可以联想到柳永《雨霖铃》中直抒离别之情

的哪两个句子？

（２）一、二两句诗中“醉别”“江风引雨”表达了惜别深情，请作简要说明。

（３）三、四两句诗，明人陆时雍《诗镜总论》云：“代为之思，其情更远。”请作具体分析。

【思路点拨】诗作于王昌龄贬龙标尉时。诗人送别魏二是在一个清秋的日子（从“橘柚香”见

出），饯宴设在靠江的高楼上，空中飘散着橘柚的香气，环境幽雅，气氛温馨。这一切因为朋友即

将分手而变得尤为美好。这里叙事写景已暗示依依惜别之情。“今日送君须尽醉，明朝相忆路

漫漫”（贾至《送李侍郎赴常州》），首句“醉”字，暗示着“酒深情亦深”。“方留恋处，兰舟催发”，送

友人上船时，眼前秋风瑟瑟，“寒雨连江”，气候已变。次句字面上只说风雨入舟，却兼写出行人

入舟；逼人的“凉”意，虽是身体的感觉，却也双关着心理的感受。“引”字与“入”字呼应，有不疾

不徐，飒然而至之感，善状秋风秋雨特点。此句寓情于景，句法字法运用皆妙，耐人涵咏。按通

常作法，后二句似应归结到惜别之情，但诗人却将眼前情景推开，“忆君遥在潇湘月”（“潇湘月”

一作“湘江上”），以“忆”字勾勒，从对面生情，为行人虚构了一个境界：在不久的将来，朋友夜泊

在潇湘（潇水在零陵县与湘水会合，称潇湘）之上，那时风散雨收，一轮孤月高照，环境如此凄清，

行人恐难成眠吧。即使他暂时入梦，两岸猿啼也会一声一声闯入梦境，令他睡不安恬，因而在梦

中也摆脱不了愁绪。诗人从视（月光）听（猿声）两个方面刻画出一个典型的旅夜孤寂的环境，使

诗境颇具几分朦胧之美，有助于表现惆怅别情。末句的“长”字状猿声相当形象，使人想起《水经

注·三峡》关于猿声的描写：“时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长”字作韵脚用

在此诗之末，更有余韵不绝之感。这首诗运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第一、二两句写在一个空中

飘散着橘柚清香的清秋的日子里，诗人在靠江的高楼上设宴为朋友送别，然后在秋风秋雨中送

友人上船。这两句是写眼前实景。后两句诗人以“忆”为行人虚构了一个典型的旅夜孤寂的场

景：友人难以成眠，即使友人暂时入梦，两岸猿啼也会一声一声闯入梦境，令他难以摆脱愁绪。

这两句是虚拟，月夜泊舟已是幻景，梦中听猿，更是幻中有幻。这样整首诗虚实结合，借助想象，

拓展了表现空间，扩大了意境，使诗更具朦胧之美，深化了主题，更有助于表现惆怅别情。

【答案】

３



　　　古代诗歌分类鉴赏

（１）橘柚香。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２）惜别知音，借酒浇愁；凄凄风雨烘托悲凉的心情。

（３）由眼前情景转为设想对方抵达后的孤寂与愁苦，通过想象拓展意境，使主客双方惜别深

情表达得更为深远。

强 化 训 练

１．阅读下面这首诗，然后回答问题。【２０１１年江苏卷】

春日忆李白
杜　甫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①。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②。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③。

【注】①庾开府、鲍参军：指庾信、鲍照，均为南北朝时的著名诗人。

②渭北、江东：分别指当时杜甫所在的长安一带与李白所在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

③论文：此处指论诗。

（１）这首诗的开头四句从哪三个方面对李白的诗作出了什么样的高度评价？

４



第一类：赠友送别诗　　　　

　　（２）“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一句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用了何种表现手法？

（３）说说这首诗的构思脉络。

　

古代文人奇闻逸事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唐代孟桨在《本事诗·情感》记载了一则唐诗故事：博陵名士崔护考进士落第，心情郁闷。

清明节这天，他独自到城南踏青，见到一所庄宅，四周桃花环绕，景色宜人。适逢口渴，他便叩门

求饮。不一会儿，一美丽女郎打开了门。崔护一见之下，顿生爱慕。第二年清明节，崔护旧地重

游时，却见院墙如故而门已锁闭。他怅然若失，便在门上题诗一首：“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

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以后，人们便以“人面桃花”来形容女子的美貌，或

用来表达爱恋的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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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诗歌分类鉴赏

２．阅读下面这首诗，然后回答问题。【２０１１年四川卷】

怀天经、智老，因访之①

陈与义

今年二月冻初融，睡起苕溪②绿向东。

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

西庵禅伯③还多病，北栅儒先只固穷④。

忽忆轻舟寻二子，纶巾鹤氅⑤试春风。

【注】①天经：姓叶，名懋。智老：即大圆洪智，一位和尚。

②苕溪：河名，源出浙江省天目山，流经余杭、杭州、湖州等地，进入太湖。

③西庵：智老所居。位于湖州东南九十里的乌镇。禅伯：形容智老精于禅学。

④北栅：天经所居。位于湖州东南九十里的乌镇。儒先：形容天经精于儒学。固穷：安

于穷困，语出《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⑤纶巾鹤氅：六朝以来名士喜爱的穿戴，这里比喻诗人是雅人。纶巾，用丝带做成的头

巾。鹤氅，用鸟羽做成的外衣。

（１）请简要概括诗中诗人的形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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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赠友送别诗　　　　

　　（２）请对这首诗第二句进行赏析。

　

古代文人奇闻逸事

在古代才子人物群里，晚唐诗人温庭筠往往要被算作“另类”。不少人认为，这是因为他“人

品不好”。依一些传记记录的那些所谓“薄行”来看，温庭筠能在浮华的生活中不失人性的质朴，

能够讥刺伪善，直白真相。

这位王维的老乡（山西祁县），也有不少和前辈相似之处。温庭筠是个多面手，他的诗才情

洋溢，他的音乐才华出众，史料上说他“有弦即弹，有孔即吹”。尤其是词———这种在唐朝新兴不

久的诗歌形式在他手上也已把玩得摇曳多姿，他填写的小词《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更是在

宫庭里受到欢迎，但皇上却不知道词的真正作者是谁，还一直以为就是献词的丞相令狐陶所填。

温庭筠“薄行”之一便是多次充当替考“枪手”，就是那皇帝多次称赞的小词也是他捉刀代

笔。令狐丞相叮嘱他不可泄露，但温庭筠不是保密局长的材料，更不会以此讨好长官换取长期

富贵，转身就得意洋洋地说了出去。更让令狐大人难以容忍的是，温庭筠竟然不懂尊卑贵贱，多

次讽刺挖苦上级长官。比如令狐大人问一典故，他回答说出自《庄子》，并非僻书，希望领导以后

空闲时能多读读书……当即气得丞相大骂温庭筠“有才无行”。

据说，温庭筠不光得罪了丞相，还在一次邂逅中得罪了微服私访的皇帝，这样，他的政治命

运也就注定了。在令狐丞相的眼里，“薄行”人物的代表有两位，其一便是温庭筠，这第二呢，就

是“背叛门庭”的李商隐。令狐大人的观点，多少影响了部分后世文人，后人也在有意无意间将
“温李”并称。

７



　　　古代诗歌分类鉴赏

３．阅读下面两首诗，然后回答问题。

丹阳送韦参军
严　维

丹阳郭里送行舟，一别心知两地秋。

日晚江南望江北，寒鸦飞尽水悠悠。

暮春浐水送别
韩　琮

绿暗红稀出凤城①，暮云楼阁古今情。

行人莫听宫前水，流尽年光是此声。

【注】①凤城：京城。

　　（１）两首送别诗都写到的“水”各有什么寓意？请作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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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赠友送别诗　　　　

　　（２）《暮春浐水送别》是怎样融情于景的？请作简要赏析。

　

古代文人奇闻逸事

　　和李白杜牧“花天酒地”的生活相比，孟浩然显然是一生清贫。《过故人庄》里所吃的那顿

饭，恐怕也是他心目中少有的美味佳肴了。但古代君子们“不戚戚于富贵，不汲汲于贫贱”般的

恬淡，恰恰在孟浩然身上得到最好的印证。

孟浩然的仕途之路实属“意外失手”。他的诗早就闻名京华，天才诗人李白、王维等也早就

把他引为挚友。那年他来到长安以诗求官，最初就泡在已成朝官的王维家里。这时玄宗驾到，

他早就听说过孟浩然的才华，就问他是否有新作？

率直的诗人不假思索就朗诵起来：

壮阕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岁暮归南山》）

玄宗很不高兴，说：“是你自己不出来做官，怎能说我嫌弃你呢？”他还余怒未消，下旨堵住诗

人的仕途之路。

可见，性情率直的诗人不仅不会“抢抓机遇”，甚至还会把“机遇”做成“祸端”来，这与那些善

于投机钻营的人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云泥之判。

孟浩然就这样“出局”了，但从他以后不少田园诗作里，我们并没有读出多少愁苦，相反，竟

是他那种平民生活的淡雅悠然时时感动着我们。

多年后，一位在朝做官的朋友过路拜访，劝他再到京城活动一下，以其诗名和不错的人缘游

说一下各级领导，步入仕途还是蛮有希望的。孟浩然也欣然答应。毕竟，隐居在一个盛世王朝

里，那种“端居耻圣明”的心思也经常折磨着他。两人相约在官员返程的那天在某地见面，一起

进京。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意想不到的事儿又发生了。

相约进京的那天，孟浩然家中来了位好友，两人相见甚欢，中午喝酒喝得高兴，诗人兴致未

尽，竟说：继续喝酒，不去长安了。这一喝，就到了红日西斜……

孟浩然就这样继续着他那恬淡而愉快的生活，继续浏览窗外的青山绿水，耕耘着自己的田

园，写着他的诗歌。所以，好友李白这样写他———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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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诗歌分类鉴赏

４．阅读下面这首诗，然后回答问题。

送杜十四之江南
孟浩然

荆吴相接水为乡，

君去春江正渺茫。

日暮征帆何处泊？

天涯一望断人肠。

（１）这首诗中的“渺茫”一词在诗中有什么含义？包含着作者怎样的心情？

（２）诗歌的三、四句在表达技巧上有什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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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赠友送别诗　　　　

５．阅读下面这首诗，然后回答问题。

别董大①

高　适②

千里黄云白日曛③，

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注】①董大：多被认为是唐玄宗时的著名琴师，音乐圣手。具体身世不详。

②高适（７００～７６５）：唐诗人，诗与岑参齐名，同为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并称“高岑”。

③曛：即曛黄，指夕阳西沉时的昏暗景色。

　　（１）前句用白描手法具体描绘了怎样一种景色？有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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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诗歌分类鉴赏

　　（２）送别诗多凄婉缠绵，而这首诗则别开生面。结合全诗，简要分析后两句诗。

　

古代文人奇闻逸事

据说李白周岁抓周时，抓了一本诗经。父亲很高兴，认为儿子长大后能成为有名的诗人，就

想为李白取一个好名字，以免后人笑自己没有学问。他对给儿子起名这件事非常慎重，越慎重

就越想不出来。直到儿子七岁，还没想好合适的名字。那年春天，李白的父亲对妻儿说：“我想

写一首春日绝句，只写两句，你母子一人给我添一句，凑合凑合。一句是‘春风送暖百花开’，一

句是‘迎春绽金它先来’。”母亲想了好一阵子，说：“火烧杏林红霞落。”李白等母亲说罢，不假思

索地向院中盛开的李树一指，脱口说道：“李花怒放一树白。”父亲一听，拍手叫好，果然儿子有诗

才。他越念心里越喜欢，念着念着，忽然想到这句诗的开头一字不正是自家的姓吗？这最后一

个白字用得真好，正说出一树李花圣洁如雪。于是，他就给儿子起名为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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