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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向分析

修辞手法，就是通过修饰、调整语句，运用特定的表达形式以提高

语言表达作用的方式或方法。适当运用一些修辞方法织就华章，能以修

辞之花点缀文章的风姿，产生令人称奇的效果。



修辞运用共考查9种常见的修辞方法。

考向(一)　比喻

1．比喻的基本概念

比喻就是“打比方”，即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彼此有相似点，便

用一事物来比方另一事物的一种修辞格。比喻一般由本体(被比喻的事物

)、喻体(作比喻的事物)和比喻词(比喻关系的标志性词语) 三部分组成。



2．比喻的基本类型

(1)明喻

本体、喻体都出现，中间用比喻词“像、似、仿佛、犹如”等联结，

有时后面还有“似的”“一样”等词语配合。明喻的典型形式是甲像乙。

例如：“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2)暗喻

本体、喻体都出现，中间用比喻词“是”“成了”“变成”等联结，

有时暗喻不用比喻词。暗喻的典型形式甲是乙。例如：“更多的时候，

乌云四合，层峦叠嶂都成了水墨山水。”

除此，暗喻还有许多变体值得注意：

①本体和喻体是并列关系。例如：“人多主意好，柴多火焰高。”

②本体和喻体是修饰关系。例如：“谎言打扮得再漂亮，也害怕事

实的镜子。”

③本体和喻体是注释关系。例如：“人类生命的第一卫士——臭氧
层也遭到极大的破坏。”



(3)借喻

不出现本体，直接叙述喻体。借喻的典型形式为乙代甲。例如：“

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4)博喻

连用几个喻体共同说明一个本体。例如：“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

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3．比喻的标志与构成 

(1)标志

比喻词：如、是、仿佛、好像、成为等；或不使用比喻词。

(2)构成

①本体和喻体必须有相似点。如：“日本九州、琉球群岛和台湾如

同一条长长的锁链，把东亚与太平洋隔开，而琉球群岛正好处于这条锁

链的中心环节。”本体为“日本九州、琉球群岛和台湾”，喻体为“长

长的锁链”，两者都是长长的，都有可以束缚、隔开的意思。



②甲物和乙物必须本质不同。甲、乙必须是本质不同的事物，否则

不能构成比喻。一个句子是不是比喻，不能单看有没有比喻词，下列几

种情况，虽有比喻词，但不是比喻：

一是同类事物不能构成比喻。如：“她的性格很像她的母亲。”

二是表示猜度不能构成比喻。如：“我家电脑的鼠标左键好像坏了

， 有时候按半天也没什么反应。”

三是表示想象不能构成比喻。如：“看到她，我好像看到了我奶奶。

”

四是举例引词不能构成比喻。如：“国庆期间， 像北京、三亚、

丽江、九寨沟、厦门、杭州、桂林等地位列国内游最热门目的地。”



4．比喻的一般作用

运用比喻可以化平淡为生动，化深奥为浅显，化抽象为具体，化冗

长为简洁。概括说来，比喻的作用主要有两个：

(1)用浅显的或人们熟悉的事物对深奥难懂的事物加以说明，便于人

们深入理解。

(2)对事物的特征进行描绘或渲染，使事物生动具体，给人留下鲜明

深刻的印象。



　　　下列句子所用修辞手法，没有运用比喻的一项是(　　)

A．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红楼梦》)

B．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毛泽东《沁园春·雪》)

C．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苏轼《阳关曲·中秋月》)

D．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

 典例1 A



【我的分析】　逐项分析所用的修辞手法，依据题干要求选出正确

答案。

____________(A项，形容林黛玉比比干还要聪明，比西施还具病态

之美，使用的是对比修辞。B项，以银蛇飞舞状比喻群山连绵，以蜡象

奔驰比喻山起伏之高，使用的是比喻修辞。C项，皎洁的月儿像玉盘一

样晶莹洁白，使用的是比喻修辞。D项，用“一江春水”喻愁之多，使

用的是比喻修辞。)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

一座好的建筑，不仅要容纳四时的风景，还要容纳四时的声音。紫

禁城的节气是有声音的，熟悉宫殿的人，可以从声音里辨认季节，犹如

一个农夫，可以从田野自然的变化里，准确地数出他心里的日历。

比喻具有相似性，请据此对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所用比喻进行简要分

析。

 典例2



【我的分析】　题目已经明确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比喻具有相

似性。分析画横线句本体和喻体的相似之处。

____________(①句中把以声音辨别紫禁城的季节比作农夫通过田野

自然的变化区分时间，具有相似性；②宫殿的人和农夫对对象的熟悉程

度相似，紫禁城的节气和自然的变化相似，从声音里辨认季节和数出他

心里的日历相似。)

【答案】　示例：①句中把以声音辨别紫禁城的季节比作农夫通过

田野自然的变化区分时间，体现了比喻的相似性；②宫殿的人和农夫对

对象的熟悉程度相似，紫禁城的节气和自然的变化相似，从声音里辨认

季节和数出他心里的日历相似。



考向(二)　借代

1．借代的基本概念

借代是用相关的事物来代替所要表达的事物的修辞方式。这种修辞

方式不直接说出要说的人或事物。

2．借代的基本类型

(1)特征代本体

例如：“丹凤眼冷冷一笑，扭着腰肢踱到仲正伟身边，不紧不慢地

说……”



(2)具体代抽象

例如：“等到惊蛰——犁土的季节，十家已有八户亮了囤底，揭不

开锅。”(“囤”是装粮食的工具，用“亮了囤底”代指缺了粮；“锅

”是做饭的工具，用“揭不开锅”代指吃不上饭。)

(3)专有名词代泛称

例如：“三个臭皮匠，抵不过一个诸葛亮！”

(4)形象代本体

例如：“上面坐着两个老爷，东边的一个是马褂，西边的一个是西

装。”



(5)部分代整体

例如：“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眉”代指“头

”)

(6)结果代原因

例如：“专弄文墨，为壮士捧腹。”(“捧腹”是“笑”的结果)

(7)材料代本体

例如：“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石头

”，通常用来作纪念碑的材料，这里借“石头”代纪念碑，含蓄地揭示

出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统治者想名垂后世的美梦终将破灭。)



3．借代的标志与构成 

标志：多为名词。 构成：本体不出现，只出现借体。

4．借代的一般作用

大致有：①可以突出事物的本质特征，增强语言的形象性，而且可

以使文笔简洁精练，语言富于变化和幽默感；②可以引人联想，使表达

收到形象突出、特点鲜明、具体生动的效果。



5．运用借代需注意的问题

(1)借体和本体关系密切，借体必须能突出地代表本体，有鲜明的代

表性，让人一听就明白所指称的事物。有时需要在上下文中对借体有所

交待，使读者明白本体是什么。如“我家兄妹很多，已有两个五角星，

两枚大学校徽”。由于“五角星”既可指解放军，也可指铁路工人，“

校徽”可代学生，也可代教师甚至校长；因此，没有“鲜明的代表性

”，会造成歧义。

(2)借体往往带有褒贬色彩，反映人的思想感情，用人物特征作借体

时，要注意褒贬色彩。代表正面人物时，宜用褒义的称号，反之则用人

皆厌恶的事物来代反面人物。如“诸葛亮”等作借体，常用来代指正面

人物；而“三只手”等作借体，常用来代指反面人物。



【微知点】　借喻和借代的区别：

1．借代的作用是“称代”，即直接把借体称为本体，其只代不喻；

借喻的作用是“比喻”，虽然也有代替的作用，但总是喻中有代。

2．构成借代的基础是事物的相关性，即要求借体和本体有某种关

系；构成借喻的基础是事物的相似性，即要求喻体和本体有某些方面的

相似之处。

3．借喻可改为明喻或暗喻，而借代不能。



　　　(2022·全国甲卷，改编)下列选项中，加点的词语和文中“槐
蝉”所用修辞手法不同的一项是(　　)

 典例3

D



【我的分析】　将加点词语与文中“槐蝉”所用修辞逐项分析比较，

选出正确答案。

____________(文中“槐蝉”是借代，代指高官显贵。A项，借代，

用“管弦”代指音乐。B项，借代，用“桑梓”代指家乡。C项，借代，

用“娥眉”代指杨贵妃。D项，比喻，是否定喻，“人心”是本体，“

木石”是喻体。)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

村里有一幢老屋，门楣上四个大字：“旭日东升”——村里的老屋，

家家都会在门楣上写几个字：旭日东升、奔向四化、抬头见喜、鸟语花

香……一幢一幢看过去，好看极了。有的房子，虽半边坍塌，里头的木

结构仍然完整，要废弃掉，多可惜。十年前，“旭日东升”里的两位百

岁老人去世，此后无人居住，房子就破败下来。

借代具有相关性，请据此对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所用借代进行简要分

析。

 典例4



【我的分析】　题目已经明确运用了借代的修辞手法，借代具有相

关性。分析画横线句“旭日东升”与老屋的相关性。

(1)找出画横线句具有相关性的事物

____________(具有相关性的事物是“旭日东升”和老屋，用“旭日

东升”指称老屋，体现了借代的相关性。)

(2)分析两事物间的相关性

____________(“旭日东升”是老屋门楣上特有的字，是老屋的象征，

能代表老屋，它和老屋相关。)



【答案】　示例：①句中用“旭日东升”指称老屋；②“旭日东升

”是老屋门楣上特有的字，是老屋的象征，能代表老屋，它和老屋相关，

体现了借代的相关性。



考向(三)　比拟

1．比拟的基本概念

比拟是把甲事物模拟作乙事物来写的修辞方式。包括拟人和拟物两

种形式。



2．比拟的基本类型

(1)拟人

拟人就是把物当作人来写，使之人格化，使物具有人性、人情。例

如：“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

”

(2)拟物

拟物就是把人当作物来写或把此物当作彼物来写。例如：“她们看

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

在水里。”



3．比拟的一般作用

在试卷中，重点考查比拟的运用及其效果。运用这种辞格能收到特

有的修辞效果：①栩栩如生，把事物写得神形毕现；②增添特有的情味；

③抒发爱憎分明的感情。



4．运用比拟需注意的问题

(1)必须符合人物的思想感情，符合所描写的环境氛围。如“秋雨跳

着欢乐的舞，一下就是几天，真闷死人”。秋雨连绵，使人烦闷，这里

却赋予“秋雨”以欢快的动作和感情，与人物的心情相悖。

(2)用以比拟的本体与拟体(人和物)应有相似点或相近点，使比拟生

动自然，收到良好的效果。如“空中稀疏的星星眨着眼，发出私私的低

语，相互打着招呼‘再见’！”说它们互相说“再见”，显然不符合星

星的特征。

(3)比拟不当常常表现为用以比拟的人和物之间没有相似点，或者不

符合人的思想感情和描绘的环境氛围。



【微知点】　比喻和比拟的区别

1．侧重点不同。比拟是仿照“拟体”(被模拟的事物)的特征摹写本

体，重点在拟；比喻是用喻体比方本体，重点在“喻”。

2．本体的出现与否。比拟中，本体和“拟体”彼此交融，浑然一

体，本体必须出现，“拟体”一般不出现；比喻的本体和喻体一主一从，

本体或出现或不出现，而喻体必须出现。

岸边的垂柳醉汉似的摇晃着。(比喻)

岸边的垂柳醉了似的摇晃着。(比拟)



　　　下列句子所用修辞手法，没有运用拟人的一项是(　　)

A．紫艳半开篱菊静，红衣落尽渚莲愁。

B．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C．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D．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典例5 C



【我的分析】　逐项分析所用的修辞手法，依据题干要求选出正确

答案。

____________(A项，“渚莲愁”运用拟人。B项，“化作春泥更护

花”运用拟人。C项，“江流曲似九回肠”运用比喻。D项，“愁攀援”

运用拟人。)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

古镇这棵名叫“龙爪”的大榕树，已有八百多年的寿数，其高、其

宽、其粗、其壮、其繁茂、其绵绵瓜瓞之状……简直不再是一棵树，而

已经是一座城堡。此时此刻，大群大群的镇民被搂抱在它的浓荫里，妇

女、老人、孩子，闲坐着聊天、打牌、择菜、嬉戏……龙爪榕对他们而

言，也已不是一棵树，而是乡村，是家园，是父母双亲，是丈夫妻子，

是儿子闺女，是厨房的灶火，是锅里的食物，是阳光雨露，是水和空气，

还是远祖的气息……

请你对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所用拟人修辞进行分析。

 典例6



【我的分析】　题目已经明确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分析画横线

句是如何运用拟人手法的，并指明效果。

____________(树本来不会搂抱，使用拟人既赋予树以动感，又使人

感到亲切；“镇民被搂抱在它的浓荫里”形象地写出了树荫范围之大、

浓密和人们对树与树荫的喜爱。)

【答案】　示例：①树本来不会搂抱，使用拟人既赋予树以动感，

又使人感到亲切；②“镇民被搂抱在它的浓荫里”形象地写出了树荫范

围之大、浓密和人们对树与树荫的喜爱。



考向(四)　夸张

1．夸张的基本概念

夸张是为达到某种表达需要，对事物的形象、特征、作用、程度等

方面着意扩大或缩小的修辞方式。

2．夸张的基本类型

(1)扩大夸张

故意把客观事物说得“大、多、高、强、深……”的夸张形式。例

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2)缩小夸张

故意把客观事物说得“小、少、低、弱、浅……”的夸张形式。例

如：“这块地方没有巴掌大，怎么能盖房子呢？”

(3)超前夸张

在时间上把后出现的事物提前一步的夸张形式。例如：“她一点胃

口也没有，饭没入口，人就饱了。”



3．夸张的一般作用

夸张的作用有：①揭示本质，给人以启示；②烘托气氛，增强感染

力；③增强联想，创造气氛；④幽默讽刺，增强喜剧效果。

4．运用夸张需注意的问题

(1)夸而有据，夸而有节，夸张要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要合乎情理，

把握分寸，否则就很难给人以真实感。如“她讲到她受到的痛苦时，眼

泪就像自来水管似的喷射出来”，此句的夸张有失真实。



(2)夸张要明确、显豁，突出夸张的特点，不能又像夸张又像事实，

在事实与夸张之间模棱两可。如“屋里静极了，就连掉下一枚小钉子也

听得见”，此句很难说是夸张还是事实。

(3)要注意夸张的具体表现，夸张往往借助于比喻、比拟等修辞格来

表现。

(4)要注意夸张运用的场合，如在科学性文章中就不适合运用夸张。



　　　下列句子所用修辞手法，运用夸张的一项是(　　)

A．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

B．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C．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D．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我的分析】　逐项分析所用的修辞手法，依据题干要求选出正确

答案。

____________(A项，运用了比喻手法。B项，运用了拟人手法。C项，

运用了比喻手法。D项，运用了夸张手法。)

 典例7 D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

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上品。嫩香椿头，芽叶未舒，颜色紫赤，

嗅之香气扑鼻，入开水稍烫，梗叶转为碧绿，捞出，揉以细盐，候冷，

切为碎末，与豆腐同拌(以南豆腐为佳)，下香油数滴。一箸入口，三春

不忘。香椿头只卖得数日，过此则叶绿梗硬，香气不再。

请对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所用主要修辞手法进行赏析。

 典例8



【我的分析】　题目未明确运用的修辞手法。

(1)判断画线句运用的修辞手法

____________(“一箸入口，三春不忘”，“三春”一词在时间上夸

张延长。)

(2)分析该修辞手法的运用效果

____________(写出了对香椿拌豆腐的香味久久不忘，增强了对香椿

拌豆腐喜爱的表达效果。)

【答案】　示例：此处运用夸张手法，“三春”一词在时间上夸张

延长，写出了对香椿拌豆腐的香味久久不忘，增强了对香椿拌豆腐喜爱

的表达效果。



考向(五)　对偶

1．对偶的基本概念

对偶是用字数相等、结构形式相同或相似、意义对称的一对短语或

句子来表达两个相对或相近意思的修辞方式。

2．对偶的基本类型

(1)正对

上下句意思相似、相近、相补、相衬的对偶形式。例如：“墙上芦

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2)反对

上下句意思相反或相对的对偶形式。例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

首甘为孺子牛。”

(3)串对(流水对)

上下句意思上具有承接、递进、因果、假设、条件等关系的对偶形

式。例如：“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3．对偶的一般作用

在试卷中，重点考查对偶(尤其是对联)的运用及其效果。对偶的作

用有：①便于吟诵，易于记忆；②用于诗词，有音乐美；③表意凝练，

抒情酣畅。

4．运用对偶需注意的问题

现代人写的对偶句有时上下句对得并不很工整，上下句字数相等，

结构只是基本相同，字面还可以重复，在词性、平仄上也不十分讲究。



　　　下列诗句与“墙头雨细垂纤草”对仗工整的一项是(　　)

A．水面风回聚落花　　 B．数峰无语立斜阳

C．楼上春容带雨来　 D．蝉曳残声过别枝

【我的分析】　逐项分析句式、词性、平仄等特点，依据题干要求

选出正确答案。

____________(对仗最主要的是词性相对、结构相对，“墙头”可与

“水面”和“楼上”相对，“雨细”只能与“风回”对仗。因此，只有

A项对仗工整。)

 典例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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