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备战 2025 年中考语文一轮复习古诗文默写（全国通用）

专题 03：八年级上册必备篇目默写

古诗文默写题型

1.直接型默写。

这是一种传统型的默写题，又称“机械型默写题”，它要求考生写出指定的名篇佳作中的

句子，或是出上句对下句，出下句对上句，或是出两头写中间。这是难度最低的一类题，也是

各地区中考中都会出现的题型。

2. 理解型默写。

指在给出语境的情况下，采用提示篇名、内容要点及作用等方式，要求选填出合适的句子。

与以前的直接默写相比，理解型默写更强调对古诗文内容情感的把握，比填空式难度大。

3.运用型默写。

一种较高层次的默写题。运用型默写题往往创设一种具体的语言环境（文字或图画），要

求考生根据语言环境展开联想，选择恰当的古诗文语句填入其中，使它与文中的具体语言环境

谐调吻合。设题时古为今用，与现实联系紧密，属于学以致用的题型。这类默写题综合考查考

生的识记能力、理解能力、迁移能力和联想能力。要求考生整体感知课文，将知识转化为能力。

其特点是：结合现实，古为今用，学以致用，检测学生运用名句的能力。对这样的题目，不要

急于下笔，应先进行分析，再结合课文中的名句进行取舍。

4.主题型默写。

设计某种情景，根据情景内容选填恰当的古诗文句子。这类题型的迁移性和综合性比较强，

属于归类记忆背诵默写题。



一、《三峡》（郦道元）

1.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

以疾也。

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yǎn）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

味。

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

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1）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 ， 良多趣味。（郦道元《三峡》）

2.从视觉角度描写两岸连山的句子是：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

3.《三峡》中极尽夸张，从侧面烘托出三峡山的高峻险要、壮丽绚美的句子是：自非亭午夜分，不见

曦月。

4.郦道元在《三峡》中用对比手法侧面烘托江水流速极快的句子是：虽乘奔御风 ， 不以疾也。

5.在《三峡》中用侧面描写群山高峻的句子是：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6.《三峡》中描写三峡夏水洪大凶险的句子是：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

7.《三峡》中描写三峡夏水湍急、行船极快的句子是：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

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8.《三峡》中引用渔歌反衬三峡深秋清幽寂静的句子是：巴东三峡巫峡长， 猿鸣三声泪沾裳。

9.《三峡》中描写春冬之景时，采用动静结合的写法，先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的静景，然后写

“悬泉瀑布，飞漱其间”的动景。

10.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成功实现“蓄水 315 米”，高峡出平湖的壮观景象晨现在世人面前，郦道元描

述的昔日“渔者歌曰”的“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凄异景状一去不复返了。

11.郦道元《三峡》中“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借助“猿啼”营造了凄清伤感的氛围

12.郦道元在《三峡》中用“素湍绿潭，回清倒影”描绘出春冬之时明净轻快、动静有致的三峡美景。

13. 《三峡》中用“重岩叠嶂，隐天蔽日”描绘了山形的挺拔险峻，用“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

写尽了深秋的凄婉幽美。

14.文章是案头的山水，山水是大地的文章。看，“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陶渊明所见的南山暮景

多么令人神往；“水皆漂碧，千丈见底”，吴均所见的富春江水多么空灵澄澈；“重岩叠嶂，隐天蔽日”，郦道

元正面描绘的三峡群山多么巍峨高峻。（用《三峡》中的语句作答）

二、《答谢中书书》（陶弘景）

1.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

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2. 陶弘景《答谢中书书》中统领全文作为本文引子的句子是：山川之美，古来共谈

2.《答谢中书书》一文中感叹世人追逐功名、无暇欣赏美景，从而曲折表达作者清高的句子：“自康乐

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2.《答谢中书书》中运用仰观俯察两种视角，写白云高山流水三重风物的对偶句是：“高峰入云，清流

见底”。

3. 《答谢中书书》中讲究色彩搭配，表现一年之美，呈现出一派绚烂辉煌的气象景象的对偶句是两岸

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

4. 《答谢中书书》中将听觉、视觉结合，由静入动，表现一日之美，传达了生命气息的对偶句是晓雾

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

5. 《答谢中书书》中表现晨昏变化之美的句子是：晓雾将歇，猿鸟乱鸣。

6.《答谢中书书》中“夕日欲颓，沉鳞竞跃”两句描写了傍晚时的景象，画面灵动，给读者留下了丰

富的想象空间。

7.《答谢中书书》中描写山高水清的句子是：高峰入云，清流见底。

8.《答谢中书书》将听觉、视觉结合，由静入动，表现一日之美，传达了生命气息的对偶句是晓雾将歇，

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

9.《答谢中书书》中“夕日欲颓，沉鳞竞跃。”满溢着陶弘景对暮鱼跃之景的喜爱与赞美。

10.《答谢中书书》一文中感叹世人追逐功名，无暇欣赏奇丽的山水，从而曲折地表达作者清高自许的

句子是：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三、《记承天寺夜游》（苏轼）

1.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

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

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2.《记承天寺夜游》中作者交代了自己夜游的原因，表现出他夜游的兴奋喜悦之情的句子：月色入户，

欣然起行。

3.《记承天寺夜游》中以凝练的笔墨，点染出一个空明澄澈、疏影摇曳、似真似幻的美妙境界的句子

是（庭院月下美景）：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4.《记承天寺夜游》中，表现苏轼因月色美好，也因孤独寂寞而想到了同病相怜的朋友的句子是“念

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5.《记承天寺夜游》中点明主旨，抒发作者感慨，表达作者旷达情怀的语句：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5.《记承天寺夜游》中写作者与张怀民心有灵犀、友情深厚、闲庭信步的语句是：怀民亦未寝，相与

步于中庭。

6.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两句，生动地描绘出月光如水的空

灵画面。

7.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三句与柳宗元《小石



潭记》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四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8.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中涉及四种植物的两句是“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9.寻常事物中也常常蕴含着诗意之美，但我们往往因心思沉迷于俗务视而不见，苏轼在《记承天寺夜

游》中点破其中缘由的一句话是“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10.《记承天寺夜游》中以“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一句写出心境的悠然。

四、《与朱元思书》（吴均）

1.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

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

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2.《与朱元思书》侧面写水的清澈的句子：游鱼细石_，直视无碍 。

3.吴均在《与朱元思书》中高度概括山水特点的句子(全文之纲)：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4.《与朱元思书》中与“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有异曲

同工之妙的（比喻、夸张）句子是：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5.《与朱元思书》中描述作者乘船自富阳至桐庐沿途所见，历历如画，令人有同行亲见之感。同时，

也表现出他沉湎于山水的生活情趣。以简练传神的笔法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描写了富春江的异水。水色、

水深、水清、水急都突出了“异”的特点的句子是：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

箭，猛浪若奔。

6.《与朱元思书》中写山“奇”的句子：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竟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

成峰。

7.《与朱元思书》中赋予静止的山以奋发向上的无穷生命力的四句是：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

指，千百成峰。

8.《与朱元思书》中抒发了作者爱慕自然、避世退隐的高洁志趣的句子是：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

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

9.美丽的自然风景往往可以净化心灵，正如《与朱元思书》中所说的“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

世务者，窥谷忘反”。

10. 《与朱元思书》中写作者走在森林中的感觉的句子是：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五、《野望》（王绩）

1.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王绩《野望》）

2.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3.《野望》中的“树树皆秋色 ，山山唯落晖”描绘了夕阳下诗人隐居的清幽秋景。



4.王绩《野望》中写出了山野之人放牧归来的热闹而温馨的场景，请写出这两句：树树皆秋色，山山唯

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5.王绩在《野望》中点明“望”的时间、地点和事件，并表现诗人百无聊赖的彷徨心情的句子：东皋

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6.《野望》中运用对偶手法描写傍晚时分，遥望山野，满目浓浓秋意的对偶句（写景句）：树树皆秋色，

山山唯落晖。

7.《野望》中以动写静，衬托出秋日晚景的安详与宁静，也写出了放牧和打猎的人各自随愿而归的句

子是：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8.《野望》中引用典故，追古怀伤，在萧瑟恬静的景色描写中表现诗人身处乱世，前途无望，孤独抑

郁心情的句子是：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9.王绩《野望》中写出了山野之人放牧归来的热闹而温馨的场景的诗句是：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10.王绩《野望》中写近处之动态景物的两句是: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11.人生不如意，选择且前行。有人选择消极躲避，躲进深山成一统，如王绩在诗歌《野望》中相顾无

相识，长歌怀采薇。.

六、《黄鹤楼》（崔颢）

1.晴川历历汉阳树，_芳草萋萋鹦鹉洲 _。（崔颢《黄鹤楼》）

2.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崔颢《黄鹤楼》）

3.《黄鹤楼》中情景交融，抒发游子悲苦的思乡之情的诗句是：日暮乡关何处是 ， 烟波江上使人愁。

4.崔颢的《黄鹤楼》中写思乡之情的句子是：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5.《黄鹤楼》中描写站在黄鹤楼上所见的景象的诗句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6.唐代诗人崔颢在《黄鹤楼》中既融入了仙人乘鹤的传说中，又描绘了黄鹤楼的近景的诗句是：昔人

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7.《黄鹤楼》中记述神话传说，抒发诗人对于岁月流逝，世事沧桑的感慨的句子：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8.《黄鹤楼》中用对偶的描写在黄鹤楼上所见之景的句子：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9.唐代诗人崔颢在《黄鹤楼》中与马致远《天净沙 秋思》中“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意境相仿、

直抒胸臆的诗句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10.诗中使用了叠词的修辞手法，描绘了江上美景，这繁荣之景也反衬出诗人内心清冷的思乡之情的诗

句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11.崔颢在《黄鹤楼》中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两句诗表达的情感与王湾的“乡书何

处达？归雁洛阳边”有异曲同工之妙。

12.崔颢在《黄鹤楼》中用一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描绘了一幅黄鹤楼空明、悠远

的景象。

13.崔颢的《黄鹤楼》中抒写人去楼空、世事沧茫之感的诗句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14.崔颢的《黄鹤楼》中由周边景色引出自己羁旅思乡愁绪的诗句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

愁。

15.崔颢《黄鹤楼》中“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借飘荡天际的白云，表达了诗人对世事

难以预料的感慨。

16.在《黄鹤楼》中，诗人崔颢借物是人非、鹤去楼空表达岁月难再、世事苍茫之感的诗句是：黄鹤一

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17.鲁迅先生前往仙台时，曾到一处名为“日暮里”的驿站。崔颢《登黄鹤楼》里的两句“日暮乡关何

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可以解释为何鲁迅先生“记得这名目”。

七《使至塞上》（王维）

1.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

2.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王维《使至塞上》

3.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王维《使至塞上》）

4.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王维《使至塞上》）

5.王维在《使至塞上》一诗中，用传神笔墨刻画出奇特壮美的塞外风光，被王国维赞为“千古壮观”的名

句是：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6.王维《使至塞上》中描绘奇特壮美的塞外风光，表现诗人开阔的胸襟，被赞为“独绝千古”的名句是大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7.王维在《使至塞上》一诗中叙述此行目的和到达地点，诗缘何而作的诗句是：单车欲问边，属国过

居延。

8.《使至塞上》一诗中不仅显示了大漠景象奇特，而且巧妙的把自己孤寂情绪融化在自然之中的句子

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9.《使至塞上》一诗中的“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两句即景设喻，以物自比，表达了诗人惆怅、

抑郁的心情。

10.由王维《使至塞上》中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可以使人联想到范仲淹《渔家傲》中

同是写边塞景象的句子是：长烟落日孤城闭。

11.《使至塞上》以传神之笔勾画出一幅塞外奇特雄浑壮美景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被王国维赞为

“千古壮观”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12.《使至塞上》表现了边塞将士紧张的战斗生活，也暗示出战事频繁的句子是：萧关逢候骑，都护在

燕然。

13.《使至塞上》中采用对比手法，点明时间，表现诗人失意情绪和飘零之感的诗句是：征蓬出汉塞，

归雁入胡天。

14.王维《使至塞上》以白描手法描绘奇美壮丽的塞外风光，被王国维誉为“千古壮观”的两句是：大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八、《渡荆门送别》（李白）



1.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李白《渡荆门送别》）

2.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3.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4.李白在《渡荆门送别》一诗中，点明出发地．目的地的诗句是：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5.《渡荆门送别》中化静为动，表现雄浑开阔的意境的诗句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6.李白《渡荆门送别》一诗中“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两句与“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意境

相似。

7.《渡荆门送别》中表达了奇特大胆的想象这一特点的诗句是：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8.李白在《渡荆门送别》一诗中，用比喻描写水中月、天上云的美丽景象，想象奇特大胆的诗句是：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9.李白《渡荆门送别》中反衬江水平静，展现江岸辽阔，天空高远，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诗句是：月

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10.李白在《渡荆门送别》中，借故乡之水的深情厚谊，表达对故乡思念之情的语句是：仍怜故乡水，

万里送行舟。

11.李白《渡荆门送别》中的：“山随平野尽 ， 江入大荒流 ”用移动的视觉描写景物的变化，突出了

特定位置江岸的特征和江水的态势。

九、《钱塘湖春行》（白居易）

1.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春燕啄春泥。（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2.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3.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中通过鸟类的活动表现早春的生机与活力的诗句是：几处早莺争暖树 ，谁家

新燕啄春泥。

4.通过鸟的活动来展示春天的活力，并能把大自然从严冬沉睡中苏醒过来的春意生动的描绘出来。白居

易的《钱塘湖春行》中最切此意的诗句是：“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5.抓住早春特点，从俯视角度描写花草（植物）的优美诗句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6.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描绘春花初绽，春草吐绿的诗句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7.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中表现诗人在西湖美景中不能自已，乃至流连忘返的诗句是：最爱湖东行不

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8.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用“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直抒他对钱塘湖春色的无比喜

爱之情。

9. 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写出诗人观景的处所，写出初春湖面水天相接美景的句子是：孤山寺北

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10.《钱塘湖春行》以“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将初春充满生机活力的特征描写得淋漓尽

致。

11.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用“几处早莺争暖树 谁家新燕啄春泥”两句诗描绘了春归大地、树荣



鸟欢的早春美景。

十、《庭中有奇树》

1.《庭中有奇树》中描写叶绿花盛的春日佳景的语句是：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

2.《庭中有奇树》中以花寄情，揭示了诗歌的主旨，表现对远行人的思念的诗句是：攀条折其荣，将

以遗所思。

3.《庭中有奇树》中抒写女子执花在手无法相赠的愁苦的语句是：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

4.《庭中有奇树》中表达主人公无可奈何、自我宽慰，点明全诗主题的句子是：此物何足贵？但感别

经时。

5.《庭中有奇树》中以“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写女子攀枝折花，欲寄远人的相思之情，情感真挚，

韵味十足。

6.《庭中有奇树》一诗中“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道出了久别思远的怀念之情。

7.《庭中有奇树》中以一树之叶绿 花盛写春的句子是：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

8.《庭中有奇树》中“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是主人公想通过“折花”这样的举手之劳，传达出对

亲人的思念

9.《庭中有奇树》中写出女主人公任花香盈袖,愁绪百结,但终无可奈何,心生感慨的句子是: 馨香盈

怀袖，路远莫致之。.

10.《庭中有奇树》中卒章显志,点明诗旨,升华情感的句子是: 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11. 《庭中有奇树》中以“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写女子攀枝折花，欲寄远人的相思之情，情感

真挚，韵味十足。

十一、《龟虽寿》（曹操）

1.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龟虽寿》）

2.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龟虽寿》）

3.曹操的《龟虽寿》中表达了有远大志向的人到了晚年，奋发思进的雄心不会止息的诗句是: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4.曹操在《龟虽寿》中用比喻的方法，以神龟和腾蛇为喻，极言人的寿命有限，慨叹生命苦短的诗句

（运用比喻表明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螣蛇乘雾，终为土灰。

5.《龟虽寿》一诗中，表现诗人虽近暮年，仍然老当益壮，雄心不减的诗句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6.作者认为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顺其自然，始终保持乐观的精神，就能延年益寿，不是完全听凭上

天安排的诗句：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7.曹操的《龟虽寿》中表达了有远大志向的人到了晚年,奋发思进的雄心不会止息的诗句是: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8.《龟虽寿》中，点明诗歌主旨的两句是是：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9.《龟虽寿》中，“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就是曹操所云:“养怡之福”。

10.《龟虽寿》一诗中，表现诗人虽近暮年，仍然老当益壮，雄心不减的诗句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11.《龟虽寿》中，作者认为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顺其自然，始终保持乐观的精神，就能延年益寿，

不是完全听凭上天安排的诗句是: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12. 曹操《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一句，惜老怜暮中升起乐观豪迈，历久而弥新

十二、《赠从弟》（刘桢）

1.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刘桢《赠丛弟》）

2.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刘桢《赠从弟》其二）

3.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刘桢《赠从弟》）

4.与陈毅诗中写道：“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意境相似的句子是：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5.刘桢《赠从弟》中集中赞颂松柏能够挺立风中而不倒，经严寒而不凋的诗句是：冰霜正惨凄，终岁

常端正。

6.《赠从弟》中，借松柏的美好品质，对堂弟寄寓了无限期望的句子是：岂不罹凝寒？ 松柏有本性。

7.刘桢《赠从弟》（其二）以冰霜的严酷衬托松柏端正的诗句是：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

8.《赠从弟》（其二）中以松的高洁之态动人情思，以风的肃杀之声逼人警觉的语句是：亭亭山上松，

瑟瑟谷中风。

9.《赠从弟》（其二）中集中赞颂松柏能够挺立风中而不倒，经严寒而不凋的诗句是：冰霜正惨凄，终

岁常端正。

10.刘桢的《赠从弟》通过设问句式“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告诉我们在严酷环境中要保持坚贞不

屈的品格。

11. 《赠从弟》中，采用反复修辞手法描写狂风的诗句是：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十三、《梁甫行》（曹植）

1.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

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

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

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2.曹植在《梁甫行》一诗中突出边海人民生存环境的恶劣的句子是：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

3. 曹植在《梁甫行》中描述海边的人民在荒野草丛林木中生活，表现自己对下层人民的同情的句子：

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

4. 曹植在《梁甫行》写出了边海人民衣不遮体、粗俗艰苦的生活方式的句子是：妻子象禽兽，行止依

林阻。

5. 曹植在《梁甫行》中通过狐狸、兔子的侧面描写，反衬出边海人们生活环境的荒蛮以及边海人们的



恐惧与凄楚的句子：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6. 曹植在《梁甫行》中感慨百姓有家不能居,只能逃到荒山野岭与野兽为伍的诗句是: 妻子象禽兽，

行止依林阻。

十四、《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孟子）

1.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

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

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

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

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2.孟子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文中，指出决定战争和治国成败的三个重要因素，表明文章中心论

点的句子是： 天时不如地利 ， 地利不如人和 。

3.《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三要素及其关系的句子是：天时不如地利 ， 地利不

如人和。

4.《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三要素及其关系的句子(即中心论点)是：天时不如地

利，地利不如人和。

5.文章的主旨句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6.日本某反华势力，擅自篡改历史教科书，结果招致了国内外有识之士的一致反对，弄得众叛亲离，

正应了孟子的那句话：寡助之至，亲戚畔之。

7.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三要素及其关系的句子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8.强调守方所具备的地利方面的有利条件的句子是：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

米粟非不多也。

9.“得道”与否的两种不同的结果：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

顺之。

10.强调在治国时地利和武力是不足恃的句子是：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

兵革之利。

11.文中写民心向背的句子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十五、《富贵不能淫》(老子)

1.富贵不能淫 ，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

2.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 威武不能屈 。（孟子《富贵不能淫》）

3.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富贵不能淫》）

4.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孟子>三章》）

5.《富贵不能淫》中与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意思相近的句子是：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

6．文中体现“大道之行，为公天下”思想，与孟子的另一句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表



达的意思相同的句子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7．孟子认为真正的大丈夫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只有“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

独行其道”才能做到真正的大丈夫。

8．孟子认为大丈夫的做法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大丈夫的理想（处世态度）

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大丈夫的操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9．景春认定公孙衍与张仪是大丈夫的理由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10.《富贵不能淫》中，孟子指出公孙衍、张仪所奉行的所谓“妾妇之道”是：以顺为正者。

11. 《富贵不能淫》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对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起到了不可低估

的作用，对中国历代知识份子品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2.《富贵不能淫》中，孟子对景春的观点连用两个问句，直接进行否定的句子是：是焉得为大丈夫乎？

子未学礼乎？

13.《富贵不能淫》中，孟子指出女子出嫁时，母亲总叮嘱的句子是：往之女家，必敬必戒，

无违夫子！

十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

1.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

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

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

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2.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今天，我们都应该具有忧患意识，就像孟子说的那样：“生于忧患， 死于安

乐。”

3.孟子认为人才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造就的，有了“必先苦其心志，……行拂乱其所为”的磨练，才能“动

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孟子》）

4.本文的中心论点是：“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5.《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身亡”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句子是“然后知生于

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6.《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从内外两个方面阐述导致亡国原因的句子是：“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

敌国外患者。”

7.本文指出，担当大任的人必须从三个方面经受艰苦磨练，其中思想上要“苦其心志”，行为上要“行

拂乱其所为”，在行动生活上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其结果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

能”。

8.作者所摆的事实论据是：“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



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9.体现“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过？”只要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句子是：“人恒过，然后能改。”

10.《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从内外两个方面说明导致亡国原因的句子是：入则无法家拂士，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

11.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孟子认为上天对“天将降大任者”进行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等

种种考验的目的是: 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十七、《愚公移山》

1.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

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

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士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

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返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

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

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

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2.愚公移山的原因是：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

3.愚公移山的目标，移山的目的是：指通豫南，达于汉阴。

4.愚公移山解决方法是：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

5.文段中表现愚公移山深得人心的一处典型细节是：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

之。

6.最能体现移山艰辛的句子是:“寒暑易节，始一反焉”。

7.愚公自信能移走山的理由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8.《愚公移山》深得人心的一处典型细节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 ， 始龀 ，跳往助之。

9.智叟嘲笑愚公的理由是：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10.愚公评价智叟的观点是：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

11.侧面看出愚公取得论辩胜利的是：（说明愚公驳倒智叟的一句是：）河曲智叟亡以应。

12.《愚公移山》中愚公用对比的方式批驳智叟的质疑，指出人力无穷，移山有望的句子是“子子孙孙

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13.山被移走的最终原因是：帝感其诚。

14.《愚公移山》中描绘了愚公一家劳动场面的句子是：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

海之尾。

15.《愚公移山》中写智叟嘲笑愚公愚昧的句子是：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

16.《愚公移山》中写愚公斥责智叟的句子是：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



十八、饮酒（其五）》（陶渊明）

1.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

2.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陶渊明《饮酒》）

3.《饮酒（其五）》最能表现诗人悠闲自得的诗句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

4.风雅是一种生活情调，也是一种精神追求。刘禹锡的“调素琴，阅金经”，一架琴，一卷经，这种恬静

淡泊是风雅；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 ， 悠然见南山”，一束花，一抹山，这种随意自然也是风雅。（用《饮

酒》中的诗句作答）

5.陶渊明在《饮酒》中表现诗人怡然自得、恬淡闲适、热爱自然、有旷达胸襟的诗句采菊东篱下 ， 悠

然见南山_。

6. 陶渊明的《饮酒(其五)》一诗中最能表现诗人悠然自得、超然物外的思想情趣的诗句是：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7.陶渊明《饮酒》中哪一句写出了只要内心远离世俗的束缚，就如同身居僻静之地？请补充完整这一句：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8.《饮酒》中表达诗人享受自己的真正的人生，而这种人生乐趣，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是：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9.陶渊明在《饮酒》中写诗人虽然身居闹市，但内心宁静脱俗，并为下文设置悬念的诗句是：结庐在

人境，而无车马喧。

10.陶渊明在《饮酒》（其五）一诗中用问答形式表明只要内心清静就能远离喧嚣的句子是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11.互联网时代，很多人变得浮躁，有人认为是环境影响了自己内心的安宁，我们可以以陶渊明《饮

酒·其五》中的“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来劝勉他。

12. 陶渊明《饮酒（其五）》中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意境相似的句子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

言。

13. 《饮酒（其五）》表现自己俯仰之间悠然自得，与自然融为一体（反映诗人陶渊明的生活志向，其

中表现他悠游自在的隐居生活）的诗句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14.富含哲理，写出人生际遇实际只是人的一种感受的句子是：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15.描绘傍晚时分山中美丽景色的诗句是：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16.表明诗人决意摆脱尘世的干扰，过闲适恬静的生活的诗句是：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17.蕴含只要有高尚的精神境界，即使身居喧嚣人境也无“喧嚣”之感的哲理的句子是：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18.诗人永保清高，正直的情操的原因的解释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十九、《春望》（杜甫）

1.感时花溅泪，___恨别鸟惊心____。（杜甫《春望》）



2.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杜甫《春望》）

3.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甫《春望》）

4.(1)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甫《春望》)

5.杜甫《春望》中，借花鸟表达感时恨别之情的句子___感时花溅泪 __ ，恨别鸟惊心。

6.古代诗歌多是悲秋或喜春之作，然而也有感受独特，与众不同的。例如在杜甫《春望》中，春天的花，

鸟的鸣也会引发诗人的忧国和思亲之情：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7.杜甫在《春望》中写战火连续不断，亲人书信珍贵的句子是烽火连三月 ， 家书抵万金。

8.《春望》中以夸张手法表达对亲人思念的千古名句是烽火连三月 ， 家书抵万金。

9.杜甫在《春望》一诗中写国都沦陷，山河依旧，春天来临却杂草丛生的诗句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

深。

10.杜甫在《春望》中，写战火连绵、久盼家音；抒发千古以来战争中人们共同感受的句子是：烽火连

三月，家书抵万金。

11.杜牧的《赤壁》一诗中，对赤壁之战的历史结局进行评判并蕴含机遇造人的哲理的诗句是：东风不

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12.杜甫的《春望》中诗人感时伤别，见明丽之景诱发内心伤感（或运用拟人手法抒发伤感之情）的诗

句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二十、《雁门太守行》（李贺）

1.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李贺《雁门太守行》）

2.李贺在《雁门太守行》中借用典故，抒发九死不悔的报国之志的诗句是“__报君黄金台上意 ，提携玉

龙为君死。”

3.《雁门太守行》中运用比喻夸张，描写敌军兵临城下紧张气氛的句子是_黑云压城城欲摧 ，甲光向日

金鳞开__。

4.李贺《雁门太守行》从听觉和视觉的角度描写战争的豪壮与残酷的诗句是：角声满天秋色里 ， 塞

上燕脂凝夜紫 _。

5.李贺《雁门太守行》中“报君黄金台上意 ， 提携玉龙为君死”运用典故，表达誓死报国的决心。

6.李贺在《雁门太守行》中，借用典故抒发九死不悔的报国之志的诗句是“报君黄金台上意 ， 提携玉

龙为君死”。

7.《雁门太守行》中表现出官军将士忘身报国之情，感人至深的句子是：“报君黄金台上意， 提携玉龙

为君死”。

8.“诗鬼”李贺在《雁门太守行》中写敌人兵临城下，战云笼罩，使人透不过气来，而战士整装待发，士

气还很旺盛（或极力渲染敌军兵临城下的紧张气氛和危急形势）的诗句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

鳞开。

二十一、《赤壁》（杜牧）



1.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杜牧《赤壁》）

2.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赤壁》）

3.杜牧在《赤壁》中用典故从侧面设想，含蓄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的诗句是：东

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4.杜牧在《赤壁》中用典故从反面设想，含蓄地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的诗句是；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

5.《赤壁》中借古讽今，反面假设，告诫统治者不要寄希望于侥幸的句子是___东风不与周郎便 ， 铜

雀春深锁二乔。

6.杜牧《赤壁》中，作者对赤壁之战的历史结局进行评判的句子是：_东风不与周郎便 ， 铜雀春深锁

二乔。

7.杜牧在《赤壁》中通过虚写周瑜以巧取胜，从而改变历史的诗句是：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

二乔。

8.《赤壁》中隐含作者独特的见解，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情绪的句子是：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二十二、《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李清照）

1.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2.我报路长嗟日暮， 学诗谩有惊人句 。（李清照《渔家傲》）

3.李清照的《渔家傲》中表现作者怀才不遇和对南宋黑暗现实不满的句子是我报路长嗟日暮 ， 学诗

谩有惊人句。

4.李清照在《渔家傲》中展现辽阔壮美、海天一色画卷的诗句是：天接云涛连晓雾 ， 星河欲转千帆

舞。

5.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奇幻浪漫的记梦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中哪两句写出了自己在天帝面前

倾诉自己空有才华，却遭逢不幸的苦闷？请你填写出来：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

报路长嗟日暮， 学诗谩有惊人句。

6. 李清照《渔家傲（天接云涛）》中，词人经过海上航行，一缕梦魂仿佛升入天国，见慈祥的天帝。

在幻想的境界中，词人塑造了一个态度温和、关心民疾的天帝。“殷勤问我归何处”，虽然只是一句异常简

洁的问话，却饱含着深厚的感情，寄寓着美好的理想。

7.李清照的《渔家傲》中“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表达了词人决心像大鹏一样

乘风高飞，乐观地寻求幸福的理想与愿望，也是本诗的主旨句。语文之花竟相开。

8.李清照的《渔家傲》一词中，有两句描写梦中所见景象，作者用丰富的想象创造了一个似梦似幻、

美妙神奇、富有浪漫色彩的境界。这两句是：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9. 李清照的《渔家傲》中，“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两句表达了词人李清照晚年孤苦无

依，空有才华却遭遇不幸的苦闷。



10.李清照在《渔家傲》中决心像大鹏一样乘风高飞，乐观地追求幸福与理想的主旨句是：九万里风鹏

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11.李清照《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中的“九万里风鹏正举”化用《北冥有鱼》中的句子，喻腾飞

之志，反映了她对现实的厌弃和对美好境界的追求。

二十三、《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晏殊）

1.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

2.晏殊的《浣溪沙》中蕴含了一切必然要消逝的美好事物都无法阻止，但在消逝的同时仍有美好事物再

现，生活不会因消逝而变得一片虚无的诗句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 似曾相识燕归来 _，_小园香径独徘徊

_。

3.《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中将自然现象与人的感受巧妙结合，以景衬情，引发了词人对年华流

逝感伤的句子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 似曾相识燕归来。

4.晏殊《浣溪沙》中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两句，巧借眼前春燕落花之景来抒发对青春

易逝的感慨，并在惋惜与欣慰的交织中蕴含着某种生活哲理。

5.《浣溪沙》中，蕴含景物依旧，而人事全非的怀旧之感的词句是：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

台。

6.《浣溪沙》中，表明时光易逝，一去不复返的词句是：夕阳西下几时回？

7.《浣溪沙》中，表现对往昔留恋的词句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8.《浣溪沙》中，诗人恰当地表达了词人对时光流逝、世事变迁的感慨的词句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9.《浣溪沙》中，词句属对工丽，自然天成，情致缠绵，音调谐婉，深寓人生理趣，耐人寻味的词句

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10.《浣溪沙》中，词人对所见所感所思有一番深沉的反省与思索的词句是：小园香径独徘徊。

二十四、《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欧阳修）

1.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 （欧阳修《采桑子》）

3.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 。芳草长堤。（欧阳修《采桑子》）

4.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 ， 惊起沙禽掠岸飞。（欧阳修《采桑子》）

5.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欧阳修《采桑子》）

6.欧阳修在《采桑子》中写船动惊禽，划破了湖面的平静，为这一趟悠闲之旅平添情趣的句子是微动涟

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7.欧阳修《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中“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两句从视觉和听觉的角度

写出了西湖的欢乐情调。

8.《采桑子》中，写游人感觉水面平滑、风平浪静的语句是：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

9.《采桑子》中，视点由近到远，再向高处延伸，将立体而富有动感的西湖呈现出来的语句是：微动



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10.《采桑子》中，而“隐隐笙歌处处随”一句从听觉的角度将西湖的欢乐情调刻画了出来，凸显出轻

舟的流动感。

11.《采桑子》中，“轻舟短棹西湖好”一句将休闲的意思委婉写出，游人会有足够的时间来观赏两岸

春色。

12.《采桑子》中，欧阳修短桨轻舟游西湖，正是船动不觉之时，突现“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动静相随，令人陶醉。

13.欧阳修《采桑子》中“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一句，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作者美好的心境、惬

意的情景。

14.欧阳修在《采桑子》中描绘了“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的西湖春景。.

15.《采桑子》中，以动衬静写出风平浪静西湖美景的语句是：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二十五、《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朱敦儒）

1.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

中原乱，簪樱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

2.朱敦儒的《相见欢》中象征南宋的国势日渐衰微，并为全词奠定苍凉感伤的情感基调的句子是：万

里夕阳垂地大江流。

3.《相见欢》中回忆中原沦陷，士族南逃往事，抒发了国土恐难收复的担忧、无奈、沉痛之情的句子

是：中原乱，簪樱散，几时收？

4.朱敦儒在《相见欢》中写出中原沦丧的现实，揭露出统治阶级无心抗敌的心理，充满无限悲慨的句

子是：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

5.朱敦儒《相见欢》中“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写词人乞求西风把自己的泪水吹过大江，吹

到成为战争前线的扬州。他们为百姓呕心沥血，为国家鞠躬尽瘁。

6.《相见欢》中，渲染肃杀、悲凉的气氛，暗含着山河残破、国运衰落的诗句是：金陵城上西楼，倚清

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

7.《相见欢》中，点明时间、地点，抒发爱国情怀的诗句是：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

二十六、《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李清照）

1.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李清照《如梦令》）

2.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李清照《如梦令》）

3.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李清照《如梦令》）

4.李清照的《如梦令》：追忆郊游地点、时间及由于景色迷人而忘了归路的诗句是：常记溪亭日暮，沉

醉不知归路。

5.翠绿的荷花和旭日中，嫣红的荷花，给人以凉爽幽静，清香扑鼻的感觉，诗人杨万里赞其是“接天

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而词人李清照却在《如梦令》中嗟叹：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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