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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州六月荔枝丹》概述

《南州六月荔枝丹》是一篇描写荔枝的经典散文, 通过对荔枝的形

态、色泽、香气、味道等方面的细腻描绘, 表达了作者对荔枝的喜

爱之情。  

文章内容

全文可分为引言、主体、结尾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荔枝的

产地和特色；主体部分详细描绘荔枝的各个方面特点, 包括树形、

叶片、花朵、果实等；结尾部分则是对荔枝的赞美和作者的感慨。  

文章结构



作者及时代背景

作者介绍

杨朔, 中国现代作家, 以其独特的散文风格和深入人心的作品而著称。《南州六月

荔枝丹》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时代背景

杨朔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 他的作品往往通过对自然风光的描绘

来表达对时局的关切和对未来的期望。《南州六月荔枝丹》也不例外, 通过对荔枝

的赞美, 寄托了作者对美好生活和民族振兴的向往。  



文学价值与意义

文学价值

《南州六月荔枝丹》以其生动的描绘和独特的艺术构思, 成为中国现代散文的经

典之作。文章运用多种修辞手法, 如比喻、拟人等, 使得荔枝的形象栩栩如生, 

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文学意义

该作品不仅表达了作者对荔枝的喜爱之情, 更通过借物抒怀的手法, 寄托了作者对

美好生活和民族振兴的向往。同时, 文章也展现了作者对自然和生活的敏锐观察和

深刻思考 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人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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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结构与写作特点

生动形象的描写

作者运用生动的语言和形象的比喻, 将荔枝的特征描绘得栩栩如

生, 使读者仿佛能够看到、闻到、尝到荔枝。

总分总结构

文章采用总分总的结构, 先总述荔枝的特点和产地, 然后分述荔

枝的形态、色泽、香气、味道等方面的特征, 最后再总结荔枝的

独特之处。

富有感情的叙述

作者在描述荔枝时, 不仅介绍了其客观特征, 还融入了自己的主

观感受和情感, 使得文章更加富有感染力。  



关键语句解读

03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这句话表达了作者对荔枝的喜爱之情, 同时也展现了荔枝

在岭南地区的普遍和受欢迎程度。  

01

“红纱帐里透芳香”

这句话形象地描绘了荔枝的红色外壳和散发出的芳香, 同

时“红纱帐”的比喻也暗示了荔枝的珍贵和美味。  

02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这句话通过历史典故和诗意的表达, 强调了荔枝的珍稀和

美味, 同时也展现了荔枝在古代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  



荔枝形象分析

荔枝的形态圆润饱满, 外壳呈现美丽的红色

或黄色, 内部果肉晶莹剔透, 整体形象非常

美观。  

形态美

荔枝的颜色鲜艳夺目, 无论是外壳的红黄相

间, 还是果肉的白里透红, 都给人留下深刻

的印象。  

色泽艳

荔枝散发出独特的香气, 清新宜人, 让人闻

之心旷神怡。这种香气不仅增添了荔枝的魅

力, 也使得品尝荔枝成为一种享受。  

香气浓

荔枝的味道鲜美甘甜, 口感清爽多汁。品尝

荔枝不仅能满足味蕾的享受, 还能带来清凉

解暑的感觉。  

味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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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运用

文中大量运用比喻手法, 如将荔枝比作“绛

囊”、“红星”、“珊瑚珠”等, 生动形象

地描绘了荔枝的色彩、形状和质地。

比喻

通过将荔枝赋予人的特质, 如“盈盈荷瓣风

前落, 片片桃花雨后娇”等句, 使得荔枝的

形象更加鲜活, 增强了读者的感受力。

拟人



描写技巧及意境营造

通过描绘荔枝生长的

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

, 营造出一种清新、

优美、富有诗意的意

境, 使读者在品味荔

枝美味的同时, 也能

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和人文的深厚底

蕴。  

作者对荔枝的观察细致入微, 从荔枝的果形、果皮

、果肉到果核都有详尽的描绘, 使读者仿佛能够看

到、摸到、闻到荔枝。  

细节描写

意境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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