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诗宋词选读》精编练习题 

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杜审言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1、本诗中最能揭示主题的词是什么？作者在本诗中表达出来什么思想情感？ 

归思   宦游人面对春日美景思念家乡的感情 

2、“独有”“偏惊”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表现了诗人宦游江南的矛盾心情，只有远离故土、宦游他乡的人，对自然界不同季节的变化

感到特别新奇。 

3、中间两联描写了一幅什么样的图景？这样写有什么好处？体会“出”“渡”“催”的妙处。 

中间两联写了江南早春物候变化特点，表现出江南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水乡景色。诗人以

乐景写哀情，衬托出诗人思乡之情。 

“出”“渡”两个动词化静为动，将原本不易觉察的物候迁移贴切传神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使人感受到春光地脉搏和动感。“催”字突出了江南春鸟一声紧似一声地鸣叫的特点，以拟

人的手法赋予淑气以人的情态，表现春气之浓。 

4、明代胡应麟称“初唐五言律‘独有宦游人’第一”。请就第二、第三两联的写景特色写一

段鉴赏性文字。 

颔联、颈联紧承“物候新”来写春色。颔联是远景，颈联是近景。“催”“转”这两个动词将

春天使万物复苏的动态表现得具体细致，用语精练传神。远景的壮阔与近景的细微相映成趣，

共同构成了一幅有姿有彩、动静交错的春景图。 

二、春夜别友人二首（其一） 

陈子昂 

银烛吐青烟，金樽对绮筵。 

离堂思琴瑟，别路绕山川。 

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晓天。 

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 

1、简要概括每联的内容。 

首联写别筵将尽，分手在即的撩人心绪和寂静状态，颔联写离情的缠绵，颈联从室内转到户

外所见，尾联写友人远去盼望再相聚。 



2、首联最精炼传神的是哪两个字？简要分析。 

用了拟人的手法。“吐”“对”分别写出了离别的筵席将结束，分手在即的撩人心绪和寂静状

态。“吐”字使人想到亲人相对无言、怅然无绪、目光凝滞青烟出神的神情，“对”字写除了

举杯劝酒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勉强相慰的话了，此时无声胜有声，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于沉

静之中更见别意的深沉。 

3、颈联两句写什么时间的情景？“隐”“ 没”两字有何作用？ 

颈联两句写的是黎明时分。这两句承上文写把杯送行，从室内转到户外的所见。 “隐”“没”

两字表明时间过得太快，似乎在催人分手，从而传达处依依惜别之情。 

三、从军行 

                                杨炯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1、赏析颔联和颈联。 

颔联“牙璋”句描写军队辞京出师的情景。“牙璋”是皇帝调兵的信符，“凤阙”是皇宫的代

称。诗人用这两个词，显得典雅稳重，既说明出征将士怀有崇高的使命，又显示出师场面的

隆重和庄严。“铁骑”句写唐军已经神速到达前线，并把敌方城堡包围得水泄不通。“铁骑”

“龙城”相对，渲染出龙争虎斗的战争气氛。“绕”形象写出唐军包围敌人的军事态势。这

两句对仗工整，不仅句与句对，而且句中也对，整齐的对仗，使诗更有节奏和气势。颈联两

句写战斗，用景物描写烘托。“雪暗”句从视觉出发写大雪弥漫，遮天蔽日，使军旗上的彩

画都显得黯然失色，“风多”句从人的视角出发写狂风呼啸，与雄壮的进军鼓声交织在一起，

以象征军队的“旗”“ 鼓”，表现出征将士同敌人搏斗的坚强无畏精神和在战鼓声激励奋勇

杀敌的悲壮激励场面。 

2“自” “照”  “绕” 在诗歌中起到怎样的表达作用？ 

“心中自不平”，是由烽火而引起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不愿再把青春年华消磨在笔

砚之间。一个“自”字，表现了书生那种由衷的爱国激情，写出了人物的精神境界。“照”

字运用了夸张的手法，写出了烽火的猛烈，战火的危急，渲染了紧张气氛。“绕”字，又形

象地写出了唐军包围敌人的军事态势。 

3、最后两句采用了怎样的抒情方式？表现了怎样的现实和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采用了直抒胸臆的方式。表现了举国上下尚武好战的一往无前、战无不胜的民族心态。直接

抒发从戎书生保边卫国、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艰苦激烈的战斗，更增添了他对这种不平凡

的生活的热爱，他宁愿驰骋沙场，为保卫边疆而战，也不愿作置身书斋的书生。 

4、全诗采用                 的表现手法，首联采用         的写法，先交

代             ，中间两联采用         的写法，描写               ，尾联采用               

的写法，表达                。全诗富有                  主义色彩 

虚实结合，；  实写；    赴边缘由及心中所感；   虚写；  想象中军威雄壮、战况激烈的

情形；   实写；  投笔从戎，为国赴边的强烈愿望；  浪漫。 



四、滕王阁诗 

王  勃 

滕王高阁临江诸，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1、首联写出了滕王阁的什么特点，用哪个词表达？作者描绘出一幅什么样的场景，用了什

么艺术手法抒发了诗人什么样的感慨？ 

特点：高   “临”字突显了滕王阁的高耸 

诗人描绘了一幅坐着马车，挂着琳琅玉佩，来到阁上举行宴会的豪华场面，反衬了现实的凄

凉  ，表达了诗人对繁华易逝，兴衰无常的感慨。 

2、颔联用了什么艺术手法，有什么作用？ 

颈联借景抒情，融情入景，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诗人用“画栋”“南浦云”“珠帘”

“西山雨”营造冷落凄凉的意境，描绘了滕王阁昔盛今衰的情景，表达了作者对时光易逝，

繁华难再的感慨。“飞”“卷”化静为动，赋予静景以动态，增强了画面的生动性和灵动感，。

一俯一仰，一高一低，错落有致，紧承首联，营造了冷落凄凉的意境，抒发了盛衰无常的感

慨。 

3、体会颈联中“日悠悠”“几度秋”所蕴涵的诗人的感情？ 

颈联有空间描写转为时间描写，诗人以博大永恒的景象衬托了人生的短暂，抒发了珍惜光阴、

积极进取的感情。 

五、望月怀远 

张九龄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 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 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1、简析“月”的作用 

这是一首望月怀人诗，由望月而引起相思而彻夜难眠，月光是引起相思的原因，又是相思的

见证。 

2、用一个词概括“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意境美，并分析这两句用了什么艺术手法，

有什么好处？ 

雄浑阔大   手法：即景抒情，由望月而生怀远之情；虚实结合，望月是实景，怀远是设想



远在天涯的友人也对这轮明月在怀念自己，深化了怀远的深情，也留下了联想和想象的空间。 

3、诗歌开头两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诗人写月亮不用“升”，却用“生”，张若虚

《春江花月夜》开头也是“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里头肯定有道理可说。

请说说你的理解。 

若用“升”字，明月共潮水而升，乃平时习见之景，淡而无味，只是把意思表达清楚而已；

而用了“生”字，就别有情趣了。因为它渗入了诗人的主观想象——那一轮明月好像是伴随

着潮水一起生长的，明月和潮水均拥有了生命和活力。所以，一个“生”字就把整句诗写活

了，诗歌的亲和力、感染力也就随之产生。 

六、送魏万之京 

李颀 

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度河。 

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 

关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 

莫是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 

1、首联、颔联哪几个词表达了季节怎样的特征（离别的环境）？从中又表达出诗人送别的

什么情绪？ 

“微霜”“鸿雁”点出了送别时深秋时节萧瑟的气氛，从中表达出诗人送别时的悲秋难抑，

黯然神伤的情绪。 

2、“微霜初渡”“树色催寒”两个意象历来为人称道，请分析其艺术手法和表达效果 

这两个意象中，“催”“渡” 都使用了拟人手法，形象生动地营造了深秋已至、寒气逼人的

气氛，为悲秋和离愁的心境做了极好的渲染和烘托，表达出诗人送别时的悲秋难抑，黯然神

伤的情绪。 

3、尾联用什么艺术手法表达出怎样的思想内容？ 

尾联直抒胸臆，以长者的口吻表达了对魏万的劝勉：莫把长安当作行乐之地而虚度大好时光。 

七、与诸子登岘山 

孟浩然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1、分析颔联所用的手法及作用 

颔联借景抒情。写登山所见，“浅”指水，由于“水落”，鱼梁洲更多地呈露出水面；“深”



指梦泽，辽阔地云梦泽，一望无际，令人感到深远。登山远望，水落石出，草木凋零，一片

萧条景象。作者抓住了当时当地所特有地景物，既表现出时序为严冬，又烘托了作者心情的

伤感 

2、体会尾联“尚”所包含的作者的感情色彩。 

尾联中的“尚”字包含了复杂的内容，羊祜镇守襄阳在晋初，孟浩然写诗在盛唐，中间相隔

四百余年，朝代更替，人事变迁巨大，然而羊公碑还屹立在岘山上，令人敬仰；羊祜为国效

力，为民做了一些好事，因此名垂千古，与山俱传，而自己仍为“布衣”，无所作为，死后

难免湮没无闻，和“尚在”的羊公碑相比，诗人无限伤感，潸然泪下。 

3、从这首诗的四联中任选一联，联系全诗，就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谈一下你的看法。 

首联勾勒出阔大的时代背景，包含着时光流逝，无可阻挡的感喟，谱出全诗的基调。颔联诗

句平实，内涵丰富，既有对历史英雄羊公的回顾，也有诗人吊古伤今的感怀。颈联写眺望所

见：“水落”“天寒”简捷形象地把羊公碑所处的背景环境描绘出来。尾联是悠然的收束，诗

人在秋寒暮色中垂泪，凭吊怀古融入了因个人遭际生发的苍凉感慨。 

八、  山居秋暝 

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鱼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1． 作者在这首诗中塑造了怎样的一种意境？ 

   山雨初霁，万物一新；初秋的傍晚，幽清明净。清泉淙淙、翠竹成林、月下青松、水中

碧莲，是空山秋天恬静幽美的景象。 

2． 这种意境中表现了作者怎样的理想？ 

通过诗一般景物的描写，反映了诗人过安静淳朴生活的理想和对污浊官场的厌恶。诗中以物

芳而明志洁，以人和而望政通。泉水、青松、翠竹、青莲，可以说是诗人高尚情操的写照，

也是为诗人理想境界的环境烘托。 

 

 

九 、旅夜抒怀 

杜甫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1、诗的前四句写“旅夜”的情景。最能体现作者情感的景物有哪些？ 

细草、微风、危樯、星垂、月涌 

2、诗的后四句是“抒怀”，请简要赏析诗的五六两句。 

这是反话，立意至为含蓄，诗人素有抱负，但长期不能施展，因此声名竟文章而著，这实在

不是他的心愿，他的休官主要不是因为老病，而是由于被排挤。这里表现出诗人心中的不平，

同时揭示出政治上失意是他漂泊、孤寂的根本原因。 

3、诗的最后一联运用了怎样的手法？抒发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借景抒情（比喻），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内心漂泊无依的伤感。 

十、《咏怀古迹•其三》 

杜甫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1．“群山万壑赴荆门”中的“赴”字用得很好，好在哪里？ 

杜甫在写这首诗时白帝城，在山峡西头，地势较高，他站在白帝城高处，东望山峡东口外的

荆门山及其附近的昭君村远隔数百里，本来是望不到的，但他发挥想象，由远及近，构想出

群山万壑随着险急的江流，奔赴荆门山的雄奇壮丽的图景，“赴”字把山峡变幻无穷的姿态

和磅礴壮美的气势写活了 

2．“环佩空归月夜魂”怎样理解其中的“空”字？ 

只能死后魂魄归来，突出活着无法归来的悲剧，遗恨之深，并寄予诗人的同情。 

3“独留青冢向黄昏”中“黄昏”这个意象含蓄蕴藉，内涵丰富，请加以赏析。 

(1)“黄昏”首先交代了时间，朔漠的黄昏，营造了一种伤感之景。 

（2）更指空间，指的是和无边的大漠连在一起的，笼罩四野的黄昏的天幕，它是那样大，

仿佛能吞食一切，消化一切，但是独有一个墓草长青的青冢，它吞食不下，消化不了。 

（3）这句诗给人一种天地无情，青冢有恨的无比广大而沉重之感。 

十一 、送友人 

李白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1 首联“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中“横”和“绕”好在哪里？请简要分析。 

“横”勾勒出青山的静姿，“绕”字描画出白水的动态，青翠的山峦横亘在外城的北面，波

光粼粼的流水绕东城而过，动静结合，描摹出一副寥廓秀丽的图景。 

2 颈联用了什么手法，传达出诗人怎样的情感？ 

对偶，情景交融。天空的白云随风飘浮，象征友人行踪不定，任意东西。一轮红日缓缓西沉，

似乎不忍离去，隐喻诗人对朋友的依依惜别之情。 

3尾联用了什么手法，有何好处？ 

化用古典诗句，着一“班”字，翻出新意，烘托出缱绻情谊。 

 

十二、客至 

杜甫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1．首联描绘了怎样的环境？赏析“皆”字。 

首联描绘了草堂环境的清幽，景色的秀丽，点明时令、地点和环境。 

“皆”字写出春江水势涨溢的情景，给人以江波浩渺、茫茫一片之感。 

2．颔联描写景物，在空间上有何变化？体味作者的情感。 

颔联由外转内，从户外的景色转到院中的情景，引出“客至”。 

用与客人谈话的口吻，增强了生活实感，表现了诗人喜客之至，待客之诚。 

3作者待客选取了哪些细节？待客两句传达出了哪些信息？ 

作者选取了最能显示宾主情意的生活场景，着意描画。 

A主人盛情招待，频频劝饮，却因力不从心，酒菜欠丰，而不免歉疚。 

B我们仿佛听到那实在而又亲切的家常话，字里行间充满了融洽气氛。 

4．尾联细节描写表现了诗人隐居生活怎样的快乐？ 

尾联以邀邻助兴的精彩细节，出人料想地笔意一转。这令人想到陶渊明的“过门更相呼，有

酒斟酌之”。无须事先约请，随意过从招饮，是在真率纯朴的人际关系中所领略的绝弃虚伪

矫饰的自然之乐。 

十三、月下独酌四首（其一） 

李白 

花间一壶酒， 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 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 相期邈云汉。 

1. 全诗感情波澜起伏,请结合全诗分析诗人的感情脉络. 

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展现了一种由独而不独,由不独而独,以不独反衬内心的独的复杂的情

感历程.寓“独 ”于不独中。1，2句点出“独”，自斟自饮，没有相亲相近之人。3。4句一

扫冷落孤单但 5。6句又接着感叹月亮与身影这两个招呼来的酒伴不近如人意，但“行乐须

及春”，说明诗人以调整好心态，达到自得其乐的忘我境界。最后诗人提出真诚的愿望，相

约在遥远的天上再见。希望求得未来的“不独”。 

十四、寄李儋元锡 

韦应物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1 分析颔联所流露的诗人内心情感？ 

多病使诗人想辞官归隐，但看到百姓贫穷逃亡，自己未尽其责，于国于民有愧，所以不能一

走了之。诗人内心矛盾苦闷，进退两难，但志在有为，不甘窃位苟禄，乃是作者思想的主导

因素。 

2 赏析“西楼望月几回圆”在全诗内容表达和结构上的作用。 

内容上：“西楼望月”写自己登高怀人，盼望友人来访。而“望月几回圆”又说明了自己盼

友为时之久，心情之切。友情之深挚浑厚，溢于言表。 

结构上：全诗始于感叹分别，终于盼望团聚。首尾照应，浑然一体。 

十五、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韩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1）．“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一联中，“朝”和“夕”、“九重天”、“路八千”

都包含有鲜明的对比之意，这反映了诗人怎样的处境？表现了诗人怎样的心情？ 

对比反映了诗人命运急剧变化的处境。表现了诗人对自己忠心为国却遭贬谪的怨愤之情。 

（2）．“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一联中，作者将眼前之景和心中之情有机地结

合了起来，请加以分析。 

表面上写的是山高云深、大雪阻路，自己无法前行，实际上作者也是在挂念家人、感叹人生

之路的难行，读来诗人顿生英雄失路之感。 

十六、《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 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 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 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 犹自音书滞一乡。 

1.作者登上高楼,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景色描写的顺序是？（3分） 

1.辽阔、荒凉；由近及远 

2. 作者为什么选择“芙蓉”和“薜荔”来描写？（4分） 

“芙蓉”和“薜荔”象征着人格的美好与纯洁。它们在暴风雨中的遭遇触动了作者心灵的颤

悸。 

3.以哀景写哀情是本诗一大特点。说说这首诗写了哪些哀景？抒发了怎样的哀情？（4分） 

“高楼大荒” “海天茫茫” “惊纷乱飐” “密雨斜侵” “岭树重遮”“江流曲回” “百

越文身地”。愁：①对友人望而不见的关切之情。 ②对自己遭谪贬的哀伤之情。 

 

十七、九日齐山登高   杜牧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 

1.这首诗反映的是我国传统节日重阳节的情景。（2分） 

2.有人认为这首诗是将“抑郁之思以旷达出之”。你同意这种看法吗？试说明你的理由。（4

分） 

不同意。从诗中的确可以看出情怀的郁结，但诗人不是故意用旷达的话来表现他的苦闷，而

是在登高时交织着抑郁和欣喜两种情绪。（或者另一种回答：同意。诗人在登高时交织着抑

郁和欣喜的情绪，但诗人在最后借用齐景公上牛山的典故，表达出淡然的心境，显示了旷达

的情怀。） 

3.首联有一个字用得特别有情味，找出来分析。 

（  “涵秋影雁初飞”中的“涵”，诗人用“涵”来形容江水仿佛把秋景和飞雁都包容在自

己的怀抱里，流露出对于眼前景物的喜悦。） 

4.“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此”指什么？全句有一种怎样的情怀？其背后又隐

藏着什么？ 



（ “此”指人间的烦恼和变幻无常。豪爽和旷达的情怀。背后隐藏的是怀才不遇、郁郁寡

欢的泪水。） 

5.将本诗和杜甫的《登高》比较，说说两首诗在思想和意境上的差异。 

登高 

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 

比较项 杜牧《登高》 杜甫《登高》 

不同一思想情感 看破尘世的旷达 浓郁深沉的悲愁 

不同二景象意境 美好的秋景，藏于旷达中的悲伤 萧瑟、旷阔的景象，悲愁的心境 

   

 

十八、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1）“人世几回伤往事”中感伤的往事是什么？a 

指东吴以后的几个朝代在金陵建都,但一个个都灭亡的往事. 

（2）这首咏史诗表达的主旨是什么？ 

反对分裂，主张统一。 

（3）诗人写王濬攻破南京城时的情景，采用了什么手法？这一情景的描写看似怀古， 

其弦外之音又是什么？请作举体分析。 

对比。其弦外之音是对割据一方的藩镇势力的无情嘲讽：王气也好，铁索也好，岂能挡住祖

国统一的步伐？ 

4．该诗最后以芦苇在秋风中颤抖着，发出了悲鸣作结，妙在哪里？请结合原诗作简要分析。 

它妙在含有不尽之意，这破败荒凉的西塞山不就像割据一方的藩镇吗？它们最终也逃脱不了

灭亡的命运。其讽刺入木三分，而诗人对割据一方的藩镇势力的警告可谓义正辞严。 

 

十九、寄扬州韩绰判官    杜牧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1.首句中的隐隐,迢迢,写景中蕴含无尽意趣,试简要分析. 

它从大处落墨,化出远景:青山逶迤,隐于天际,绿水如带,迢递不断,这一对叠字,不但画出了山

清水秀,绰约多姿的江南风貌,且隐含着诗人与友人之间山遥水长的空间距离,那抑扬的声调

中仿佛还荡漾着诗人思念江南的似水柔情. 

2.后两句话展现了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寄托了什么样的情感? 



展现了二十四桥拱月,玉人浴辉吹箫的明丽画面,是诗人臆想中秋后月夜的扬州,也是诗人早

年生活在扬州时景象的又一次再现,同时又寄托着对别后的扬州和友人的殷切思念.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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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首联选取了哪些意象?创设了怎样的意境?抒发了怎样的情感? 

东风是无力的,百花残败凋零的.两意象既交待了离别的时间(暮春).也为诗歌渲染了一层凄凉

无奈的意境。抒发了男女主人公在离别即将来临时心情的痛苦难堪。 

2．颔联通过哪些意象的创设，表达了什么情感？现在人们赋予它怎样的新意？ 

春蚕丝尽，蜡炬成灰。表达了对对方刻骨铭心的思念， 

新意：比喻恋人别后相思之苦。新意：比喻人们为某种理想而执著追求，无私奉献。 

二十一、自河南经乱     白居易 

时难年饥世业空，弟兄羁旅个东西。 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1．本诗堪称“用常得奇的佳作，结合全诗，对颈联两句进行赏析 

用了比喻修辞，手足离散各在一方，犹如那分飞千里的孤雁，只能吊影自怜，辞别故乡流离

四方，又多么像深秋中断根的蓬草，随着萧瑟的西风，飞空而去，漂泊无定，深刻揭示了自

己保经战乱的零落之苦。 

 

廿二、《安定城楼》 李商隐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1、找出诗中化用的四个典故，各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感情？ 

明确：贾谊和王粲这两人都是怀才不遇的忧时念国无可奈何，李商隐在自己落第远游的时候

和这两个历史人物产生了共鸣，引古人自况，表达自己不幸的遭遇。 

范蠡乘扁舟泛五湖的典故表明李商隐向往离开朝廷归隐，但必须等到自己扭转乾坤，澄清了

当前国家的混乱的局面以后，等到唐王朝中兴的时候，才功成身退，要扭转乾坤，但不要利

禄。 

《庄子》里的鸱鸟，鵷雏的典故，诗人用自己崇高的怀抱，和贪恋“腐鼠”的小人们卑鄙心

理作的对比，狠狠鞭斥讽刺了排挤自己的朋党势力，表明自己应试博学宏词科，不是为了区

区利禄，远道投幕，婚于王氏，也不是另攀高枝以求飞黄腾达。对权贵们的造谣中伤表现了

极大的愤怒。 

2、在“虚”，“更”，“永忆”，“欲回”中来体会诗人怎样的情感？ 

明确：“虚”既是对贾谊上疏论时事，却没被当权者采纳的惋惜，又是对自己报国无门的感



叹。 

“更”借王粲十七岁时远游荆州，十五年间不被重用，理想终于落空，英年早逝的故事，表

示了自己对前途的隐忧。 

“永忆”是坚持的向往着的意思，表现出诗人积极入世的态度。 

“欲回”表达了诗人的抱负，意思是永忆江湖，归来白发，欲回天地，才上扁舟。 

廿三、《长安晚秋》 

云物凄凉拂曙流，汉家宫阙动高秋。 

              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 

              紫艳半开篱菊静，红衣落尽渚莲愁。 

              鲈鱼正美不归去，空戴南冠学楚囚。 

1这首诗写了什么？抒发了什么情感？ 

明确：这首诗，通过诗人望中的见闻，写深秋拂晓的长安景色和羁旅思归之情。 

2本诗的感情基调是什么？ 

明确：愁（不得志，思归之愁） 

凄凉（秋意的清冷衬托心境的凄凉） 

3诗人围绕标题“长安晚秋”描写了那些景物？ 

明确：云物，宫阙，残星，雁，长笛，人，楼，菊，莲，鲈鱼。 

4作者是怎样描写景物的？ 

明确：整体和局部结合。首联：总揽长安全景。在一个深秋的拂晓，诗人凭高远眺，眼前凄

清的云雾缓缓飘游，楼阁高耸，好像触动了高高的秋空。颔联，颈联写局部之景。 

俯仰结合。仰观残星，秋雁。俯察紫菊，莲花 

声色，动静结合。“残星”是目见，“长笛一声”是耳闻。“雁横塞”是动态，“人倚楼”是静

态。 

选景典型。残星，南归的雁阵，这是秋夜拂晓天空的最优特征的景象。紫菊半开，红莲凋谢，

也是深秋时令的景色。 

5“紫菊”和“红莲”对表现诗人的情感有什么作用？ 

明确：移情入景，紫菊半开，红莲凋谢，正是深秋时令的景色， 

目睹眼前这憔悴含愁的枯荷，追思往日那红艳满堂的莲花，使人产生红颜易老，好景无常的

伤感。蓠畔的紫菊，俨然一派君子之风，令人想起“采菊东篱下”，油然而起归隐之心。 

6尾联采用了什么手法？表达什么情感？ 

明确：用典。“鲈鱼正美”用西晋张翰的事，表示对故园之情和隐退之思，“戴南冠学楚囚”

用春秋钟仪的事表明自己留居长安之无谓与归隐之不宜迟。 

廿四、《商山早行》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檞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1、前人评论“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联为“意象具足，始为难得”。请结合全诗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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