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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

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

注]南山，即庐山，当时是佛教、道教云集的胜地。 （1）这

首诗记叙、描写、议论、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请选这四

种表达方式中的任一种，作简要评析。 答：.一、二句记叙，

概括写出诗人生活环境，第二句揭示的情境对于第一句是极

少的例外，所以用一“而”字作坚决地转折。三、四两句议

论，以自设宾主的设问方式揭示出心志淡远是在“人境”中

独享安闲的缘由。五－－－八句细致的描写采菊的过程，并

以所见写心境，“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中自有“悠然

”的心境。收尾两句抒发感情：“忘言”中渗透出诗人对隐

居生活的由衷喜爱。（2）历来论者对这首诗的第六句持不同

见解：有认为“悠然见南山”好的，也有认为“悠然望南山 

”好的。请简明扼要地谈谈你的看法。 答：“见”字好，“

见”更能显示出诗人采菊时，未留心、不经意间与庐山美景

猝然相遇的“悠然”情态，从而标志出诗人悠然、淡泊，超

脱于尘杂之外的情愫，自然真切。“望”字好－－“望”表

示有意识地凝目眺望，更能寄托诗人对僧道云集的庐山胜地

一往情深的向往，是诗人隐逸思想的真实外化，体现着艺术

形式服从于思想内容的创作原则。 2、从军行 塞上听吹笛 王

昌龄 高适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①旧别情。 雪净胡天牧

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 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 借问梅花②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 [注]①关山：系乐

曲《关山月》。 ②梅花：系乐曲《梅花落》 ①填空：以内容

分类，唐诗有“送别诗”、“咏史诗”等等，这两首诗属于

边塞诗。两首诗都写了乐曲声和月色，借以抒发戍边者的情

怀，可谓“‘声色’传情”。 ① 简答：为什么说《塞上听吹

笛》的三、四句有“语意双关”的特点？ 答：②字面上，似

乎写塞上梅花盛开，在风中，一夜间花散落于关山处处。实

际上，“梅花落”是笛子曲， 风将笛声吹送到关山处处。 3.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

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送元二使安西 王维 

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

关无故人。 （1）这两首诗都是唐代著名的诗篇。从内容看

，都是写送别，从抒情手法看，李诗间接抒情（借景抒情，

寓情于景也可）；王诗直接抒情（直抒胸臆）。 （2）诗人

的禀赋个性不同，诗歌的感情色彩也不同，试比较这两首诗

不同的感情色彩。 答：李诗豁达（旷达，乐观），王诗离愁

中带洒脱（只答“离愁”“洒脱”“伤感”亦可） 4、中夜

起望西园值月上 柳宗元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寒月上东

岭，泠泠疏竹根。 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倚楹遂至旦，

寂寞将何言。 [注]本诗作于柳宗元被贬永州之时。西园位于

作者永州愚溪住宅以西。 ① 请结合全诗，说出作者写“露”

“月”“泉”“鸟”的作用。 答：营造凄清寂寞的意境 ② 作

者写“泉响”“鸟喧”采用了什么艺术手法？ 答：以动写静

，反衬 ③诗人“寂寞”的原因是什么？请扼要回答。 答：谪

居僻远之地，孤独愁苦，情怀无人理解 5、九月九日忆山东

兄弟 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



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 诗语言朴素无华而又高度概括，

首句用了一个“独”字，两个“异”字，渲染出诗人怎样的

情感？ 答：在异乡作客的生疏不适的孤独感。 2、有人评价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两句诗在全诗中“曲

折有致，出乎常情”，对这一评价请简要阐述你的鉴赏体会

。 答：a三四句挑选出重阳登高和茱萸插头两个意象，抒情一

反一二句诗的直抒胸臆 ，显得深沉含蓄。 b本为诗人思念兄

弟，却以“遥知”二句翻转一面，化出幻觉，写家乡的兄弟

为失落诗人而遗憾不已。诗人把“我思人”的情绪，折射为

“人思我”的幻觉，似乎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处境并

不值得诉说，反倒是兄弟们“少一人”的缺憾更须体贴。这

正是这两句的出乎常情之处，它使情感更加深沉而余味无穷

。 6、江村 杜甫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

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

钓钩。 多病所需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①这首诗与《茅

屋为秋风所破歌》作于同一时期，但两首诗所抒发的感情不

同。作者笔下的“江村”环境特点是幽静这从第一联中就可

以看出；第二三联先描写眼前的景物，又撷取了家庭生活的

两幅画面，从中表现了诗人经过漂泊后，获昨暂时的安定生

活时愉悦闲适的心境。这首诗对仗工整、音调和谐，语言的

突出特点是自然清新质朴。 ②“多病所需唯药物”一句，有

的版本也作“但有故人供禄米”，你认为哪一句更好？请简

述理由。（略） 7、山房春事二首（其二） 岑 参 梁园日暮乱

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 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

。 ①这首诗从体裁上看是七言绝句（或绝句），押的韵是ā

。 ②三四两句运用了什么写法？有怎样的表达效果？ 答：三



四句用了反衬手法，以乐景写哀情，衬托得梁园更加萧条 ③

这首诗抒发了怎样的感慨？ 答：这首诗抒发了物是人非，盛

衰无常的感慨。 28、秋 词 刘禹锡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

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① 历代文人

为了抒“悲秋之情”，常借助那些事物（景物）？ 答：落叶

、悲鸿、衰草、枯木 ②本诗作者借助“排云之鹤”，来表达

对秋的迥异态度。请写出你对本诗中“鹤”的形象和体现的

人生态度的简要理解。（50字左右） 答：刘诗中的“鹤”，

在秋日晴空中，振翅高飞，排云直上，矫健凌厉，体现了激

越向上，积极乐观人生态度。 8、绝句两首（二）杜甫 江碧

鸟逾白，山青花欲燃。 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1）、

这首诗第一二句写景，写了色彩丰富的四种景象，运用的主

要方法是映衬，其中一个“欲”字，运用拟人修辞方法，赋

予花朵摇曳多姿的动感的特点。 （2）、这首诗是诗人入蜀

后所作，抒发了羁旅异乡的感慨。简析这首诗运用了什么艺

术手法，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答：这首诗运用了乐景写

哀的手法，作者面对如画的之景，勾起了漂泊伤感，最后一

句流露出归心殷切的思乡之情。 9、春夜洛城闻笛 （唐）李

白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

人不起故园情。 （1）、前人在评论这首诗是曾说，“折柳

”二字是全诗的关键，诗中的“折柳”寓意是什么？ 你是否

同意“关键”之说？为什么？（2002年高考题） 答：“折柳

”是古代关于惜别的一首名曲，后人在送别中常有折柳的习

俗。“折柳”这首 曲子寓有惜别怀远之意。本诗抒写了思乡

之情，而这种思乡之情是听到“折柳”曲的笛声 引起的，可

见“折柳”是本诗的关键。 10、燕子来舟中作 （唐）杜甫 湖



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 旧入故园偿识主，如今社

日远看人。 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 暂语船樯还

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 注；本诗是诗人晚年客居湖南时的

作品。 前人在评论这首诗时曾说“燕子”二字是全诗的关键

，你是否同意“关键”之说，为什么？ 答：同意。本诗以燕

子为歌咏对象，实际上句句关着自己的茫茫身世，这样借燕

言情，借燕抒怀，表达了凄楚悲怆之感。 11、秋风引 （唐）

刘禹锡 何处秋风至，萧萧进雁群。 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

。 注：刘禹锡曾在偏远的南方过了一段时期的贬谪生活。 

（1）、前人在评论这首诗时说，“秋风”是理解本诗的关键

，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为什么？ 答：同意。“秋风”是诗人

吟咏之物，由秋风的到来“雁群”，由“雁群”引出庭树，

由秋风中的“雁群”引起诗人“孤客最先闻”的共鸣。整首

诗的意象和情感都是在秋风中展开的，所以说，“秋风”是

理解本诗的关键。 12、杳杳寒山道 （唐）寒山 杳杳寒山道，

落落冷涧滨。 啾啾常有鸟，疾疾更无人。 淅淅风吹面，纷纷

雪积身。 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 前人在评论这首诗曾说

，这首诗通篇充满了“寒意”，句句使用迭字的艺术显示了

威力，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为什么？ 答：同意。“杳杳”

言路深幽远，渲染了“寒”的气氛，“落落”言涧边寂寥冷

落，给人以空旷寂寞之感；“啾啾”状鸟叫之声，以有声写

无声；“淅淅”以风声描风的动态之感，从声音上渲染环境

的肃杀；“纷纷”绘雪飞舞之状，从视觉上表现环境的肃杀

；“朝朝、岁岁”从时间上点染寒意之久。这些迭字从不同

角度运力，共同完成了整首诗寒冷氛围的营造工作。 13、秋

思 （唐）张籍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空匆匆



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问：前人在评论这首诗是曾说，

“意万重”一词是全诗的关键，诗中“意万重”在诗 中的意

思是什么？你是否同意“关键”之说？为什么？ 答：“意万

重”即心里涌起千愁万绪，觉得有说不完、写不尽的话需要

倾吐。同意。“见秋风”引起“作家书”之念，“作家书”

引起“意万重”，正因为“意万重”，所以在家书中“说不

尽”，怕“说不尽”方才临发又开封。可见，诗中一切内容

都是由“意万重”引发的。 14、舟中读元九诗 （唐）白居易 

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 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

吹浪达船声。 注：元九：元稹，白居易的挚友。此诗写于作

者被贬江州途中，而元稹已于5个月前贬通州。 （1）、这首

诗前三句连用“灯”字，创设出“灯前读诗”、“诗尽灯残

”“灭灯暗坐”三个意象。这样写创造了一种怎样的意境？ 

答：创设了黑夜中凄清的环境，思念中凄苦的心情，贬谪中

凄凉的人生。 （2）、诗中第四句写“逆风吹浪达船声”有

何用意？ 答:明写江中狂风大浪，暗指险恶的政治风浪。 15、

田园乐 （唐）王维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 花落家童

未扫，莺啼山客犹眠。 这是一首写景抒情诗，体现了诗人内

亲近大自然的乐趣。问 （1）、这首诗在写景方面有哪些特

点？ 答：诗中有画，绘形绘色；动静结合，情景结合。 （2

）、诗中的“山客”是怎样的心境？ 答：有闲适恬静的心境

。 17、秋词 （唐）刘禹锡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注：此诗是作者被贬

朗州时的作品。 （1）、一、二句表露了刘禹锡怎样的心境

？是用的什么手法表现的？ 答：表现了作者乐观豁达的心境

。用了对比的手法，即将古人的悲秋和自己的颂秋进行对比



。 （2）、秋天可写的景物有很多，刘禹锡在诗中为什么只

写冲天而上的一鹤？有什么深意？ 答：借托鹤冲天而上的形

象表明心志：在厄运面前不低头、奋发向上的精神。 18、与

诸子登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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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羊公碑：后人为纪念西晋名将羊沽而建。 （1）

这首诗的体裁是什么？请就这种体裁形式的特点做简明解说

。 答：.这是一首五言律诗：四联八句，每句五个字；第2、4

、6、8句押韵；颔联、颈联对偶；全诗符合平仄格律要求。 

（2）从这首诗的四联中任择一联，联系全诗，就其思想内容

和艺术特色谈一下你的看法。 答：首联勾勒出阔大的时代背

景，包含着对时光流逝、无可阻挡的感喟，奠定了全诗的基

调。颔联诗句平实，内涵丰富，既有对历史英雄羊公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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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吊怀古中融入了因

个人遭际生发的苍凉感慨。 19.如梦令 严蕊 道是梨花不是；

道是杏花不是 。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

人在武陵微醉。 （1）首宋词用了一个著名的典故，它出自

谁的什么作品？由此可知这首宋词抒写的是什么事物？ “人

在武陵微醉”一句用了“武陵人”的典故，出自晋代文学家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由此可知这首宋词抒写的是桃花。 

（2）请就这首宋词表达的感情和运用的写法谈谈你的看法。

答：这首宋词表达了心地高洁、凌越世俗的感情。这首词以

物况人，“白白与红红”，一树花分红、白两色，高标逸韵

，独特别致，作者正是以这“别是东风情味”的红白桃花自



况。这首词还用了映衬对比写法，以梨花之白，杏花之红既

映衬又对比，赞美了红白桃花独标一格，超拔于春天群芳之

上。 20.昭君怨 郑域 道是春来花未，道是雪来香异。竹外一

枝斜，野人家。 冷落竹篱茅舍，富贵正堂琼榭。两地不同载

，一般开。 （1）这首词上阕吟诵的具体是什么？是从哪几

个方面来写的？ 答：梅。两个“道是”句写花开的季节在冬

春之际，花色如雪，香气高雅不同一般，花枝旁逸，花栽种

在农家院内。 （2）这首词下阕 ，用了什么手法？表现了什

么思想？ 答：用对比的手法。明写梅花不择环境“一般开”

，暗赞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高洁品格 21.暮过山村 贾岛 数

里闻寒水，山家少四邻。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 初月未

终岁，边烽不过秦。萧条桑柘处，烟火渐相亲。 （1）诗的

首联重在表现什么？请简要说明。不得超过50个字。 答；重

在描绘山村的宁静。前句从听觉上用数里外就听到水声以响

衬静句从视觉上直写人烟稀少的静。 （2）“边烽不过秦”

上什么意思？表现了作者什么思想？答案不得超过35个字。 

答：表明山村没有遭受战火，表达出对和平宁静生活的热爱

。 （3）尾联两句表现了作者什么样的心境？在全诗中的作

用是什么？答案不超过60 个字。 答：写出了由惧转喜的心境

变化，“亲”字更表现出内心亲近温暖的感受。此联与首联

、颈联相配合，描绘出一幅和平安宁的山村图景 22.菩萨蛮 韦

庄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如天，画船听

雨眠。 垆边人似月，浩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 分析这首词在表现“江南好”这一主题时的艺术特点。 答

：这首词写景只有两句，却以写意的画法，画出江南水乡的

最大特点，给读者留有极大的想像空间。写江南的人美，只



写垆边女的皓婉，而“似月”的美貌，又给读者留有极大的

想像空间。开头用“人人尽说”这一侧面描写的手法，令人

信服。一般游子，总会发出“思归”而不得的感慨，而这首

词的结尾又巧妙地呼应开头，反传统而用之，说游人和客居

应老死于此，否则将遗憾无穷，俏皮而极富新意。 23.近试上

张水部 朱庆余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

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酬朱余庆 张籍 越女新妆出镜心，

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注：

朱庆余平日很得水部郎中张籍的赏识，临考试前写下此诗，

征求张籍的意见，而张籍则以酬诗的方式作了回答。 （1）

从两诗的内容上看，A朱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心情？B张诗对

此表明了什么看法？ A（不超过40字）A朱诗表达了作为应试

举子在考试前所特有的不安和期待的心情。 B（不超过40字

）B张诗肯定了朱庆余的才能，暗示他不必为这次考试担心。

（2）两诗继承了我国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他们共同采用了

诗歌传统表现手法中的哪一种？请从两诗中各举一例加以说

明。（不超过50字） 答：“比”的手法。如：朱诗，以新妇

自比，以新郎比张，以公婆比主考官；张诗，以越女，采菱

姑娘比朱，以“齐纨”比他人的平庸作品，以“菱歌”比朱

的优秀作品等。 24.暮江吟 白居易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

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1） 残阳

照射在江面上，诗人不说“照”而说“铺”，有什么表达效

果？ 答：这是因为太阳已经接近地平线，几乎是贴着地面照

射过来的，用“铺”准确、形象。运用“铺”字，表现了秋

天夕阳的柔和与江面的平静，给人以安闲、舒适之感。 (2)、

诗人为什么觉得“九月初三夜”是可怜的？试结合诗句作具



体分析。 答："可怜”意为可爱。诗人看到江边的草地上挂满

了晶莹的珍珠般的露珠，深蓝的天幕上悬挂着一张精巧银弓

般的新月，所以才脱口而出赞美这可爱的夜晚 25.望江南 李煜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

花月正春风。 这是南唐李后主亡国入宋后写的词。有人说这

是一首极尽繁华之作；有人说这是一段凄凉无限之吟唱。 (1)

你读出了什么？ 答：从表面看(特别是后三句)，这首词写的

是对往昔繁华的眷恋，但实际上是表达梦醒后其处境无限凄

凉。作者通篇不对当前处境作正面描写，而是通过这场繁华

生活的梦境进行有力的反衬。梦境越是繁华热闹，梦醒后的

悲哀便越是浓重；对昔日繁华的眷恋越深，今日处境越凄凉

。答案应包括三个方面：(１)读出了什么？表达梦醒后其处

境无限凄凉，表达对往昔繁华的眷恋、怀念、思念，；极尽

故国的繁华热闹， (2)请从艺术手法运用的角度谈谈你对这首

词的看法。 答：（要答运用了什么艺术手法。反衬或以虚写

实。艺术手法的表达效果。） 26、画眉鸟 欧阳修 百啭千声随

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 本诗表现手法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从诗中能领悟到诗

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答：借物咏怀 林中鸟与笼中鸟不同境遇

的对比手法 。 表达了对自由的热情赞美，对束缚个性、禁锢

思想、窒息性灵的憎恶和否定。 27、梅 花 王安石 墙角数枝

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南宋人李壁评

此诗说：“《古乐府》‘庭前一树梅，寒多不觉开。只言花

似雪，不悟有香来。‘荆公（王安石）略转换耳，或偶同也

。”其言下之意，是说王安石的诗有抄袭这首乐府诗的可能

。你的看法呢？请简要评析。 答：这首古乐府只不过就梅花



而咏梅花，形象和意境都没有跳出梅花本身。而王安石诗的

“凌寒独自开”，显示了诗人对梅花的感情，表达了不惧恶

境的心境，所咏的是“有我之境”，不是客观的描写。 28、

玉楼春 （宋祁） 东城渐觉风光好，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

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

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1）、就这首词

的上阕而论，最能表现词人情感诗歌音乐性的 几个字眼是 好

、棹、闹词的下阕中，最能表现词人情感的词是 长恨。 （2

）、结合整首作品，谈谈这首词在写景方面的妙处。 答：写

景集中在上阕：风光好总起，生机勃勃表现得颇为传神，为

下阕抒情铺垫，设定情景蓄势。 29、浣溪纱 （宋）欧阳修 堤

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白发戴

花君莫笑，六幺催拍盏频传。 人生何处似尊前！ （1）、本

词叙写词人春天载酒湖上的所见所感，上片描摹明媚秀丽的

春景和众人游春的欢娱， 下片写此人与友人在船中宴饮的情

形，并抒写了此人当时的情怀，别有意趣。 （2）、“绿杨

楼外出秋千”一句写出了人的活动，有人认为，“出”字用

得好，有人认为这里用“荡”好，你赞成哪种说法？为什么

？ 答：“出”，实中有虚，表现嬉戏者在绿杨楼外忽现忽隐

的情景，使词意蕴深长，能激发读者丰富的想象、联想。 “

荡”，实写。具体描绘出嬉戏场面的欢娱，使人仿佛身临其

境。 30、临江仙 夜归临皋注 苏轼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

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

此身非我有，保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 注：这首词是作者元直五年（1082）九月在黄

州（今涛北黄冈）谪所所作。 ① 作者因何而醉？试结合全词



分析其思想原因。 答： 抱负不得伸展，身不由己，不能摆脱

人世间的名缰利索。或答为“理想不能实现，心为物役”等

，意思对即可。 ②“夜阑风静纹平”一句在表达上有什么特

点？ 答：一语双关，既写自然景象，又写作者的心境。或答

为“情景交融（以景寓情、虚实结合）既写自然景象，又写

作者的心境。”意思对即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