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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A0_B7_E9_89_B4_E8_c65_106456.htm “叶上初阳干宿雨，

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这是游子周邦彦思乡的理由；“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杨万里被大自然

盛夏美景征服时的脱口吟唱。到此不妨来个假想：“曲曲折

折的荷塘”和“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好比文学作品迤逦而

舒展的情节，那么，“层层的叶子中间”“袅娜地开着的”

荷花呢恰似作品中优美的文学形象。 言归正题，文学形象，

简称形象，它是作家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经过艺术加工而创 

在叙事性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形象以人物为主，谓之人物形

象；少数叙事性文学作品所塑造的形象是以物为主，则称艺

术形象。 在抒情性作品中有时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其中主

体的景或物便是作者所着意塑造的形象，为了与人物形象有

所区别，有时也称这些形象为艺术形象。 鉴赏叙事性作品的

人物形象或艺术形象通常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关注人

物(艺术)本质的特征，明白刻画的方法。 想了解人物性格就

要从刻画人物的方法入手。刻画人物的方法通常有以下几种

：有正面描写，有侧面描写；正面描写又分肖像描写、动作

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其他还有细节描写，对比描写

等等。了解刻画人物的方法不是目的，高考不会在名词术语

上设置问题，准确理解人物性格，理解人物形象塑造的意义

，这往往是高考命题者的用意所在。 2、统观人物(艺术)形象

的棱面，分析作品的情节。 叙事作品的情节总是服务于人物

的塑造，因而，情节便是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过



程史。阅读鉴赏叙事作品的人物形象时，我们要注意：(1)情

节设计是如何表现人物性格的；(2)深入理解情节发展如何由

人物性格的内在力量所推动的；(3)人物的行动和行动方式如

何受人物独特个性所决定。 3、透视人物(艺术)形象的背景，

赏析事件的环境。 环境是人物活动的舞台，情节发生与展开

的场所。成功的人物塑造都有成功的环境描写，成功的环境

描写为人物塑造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环境描写包括社会

环境描写和自然环境描写两个方面。社会环境即人物活动、

事件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它包括时代特征，社会风貌等。

自然环境是人物活动的时间、地点、时令、气候、地理风貌

等。阅读鉴赏叙事性作品时，要认真理解分析社会环境、自

然环境对人物性格刻画的表现作用。 鉴赏抒情性作品中的艺

术形象，如所“托”之“物”、所“借”之“景”，则有以

下几种方法。 1、理清文章思路，把握主体形象。 抒情性作

品总要通过一定的人、事、物、景来传达作者的思想和情感

。阅读鉴赏时要在具体丰富的材料中，理清作者的思路，从

而把握作品的主体形象。例如，2004年上海市的春考卷拿老

舍的散文《想北平》命题，其中的第10题是这样的： 第④⑦

段中，作者笔下的北平具有多方面特点，请写出其中两个主

要特点： (1)______；(2)______。(每处不超过10个字)题目中

说的“两个主要特点”，其实就是北平这一主体形象的两个

特征，依据“第④⑦段中”，那肯定需要理清这部分的内部

层次。 2、赏析表现技巧，感受主体形象。 抒情性作品的写

作，一般都很讲究表现手法的恰当运用，比如借景抒情、托

物言志、衬托、对比、隐喻、象征等，这些手法的巧妙运用

常使作者对主体形象的思想感情表达得更加鲜明突出。



如2005年广东高考卷以作家肖铁的散文《壶口的黄河》一文

命题，其中两题这样问道： (16)文章开头从“中国的水”写

到黄河，再写到“壶口的黄河”，这样安排有什么作用? (17)

第四段中通过主观感受来写壶口的黄河，运用了什么表现手

法?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考生若能把这两题回答准确，他对黄

河的气势与生命力，对黄河体现的中国人的精神这一艺术形

象的内涵，就会有深刻的感悟。 3、品味作者态度，认同主

体形象。 抒情性作品的作者多半会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主体

形象的看法和评价，阅读鉴赏时，我们除了要细细品味文中

最能反映艺术形象特点的语句，还要认真揣摩表明作者思想

倾向性的词语和句子。高考试题中的诗歌鉴赏就有过这方面

的命题。如2006年全国卷(2)南柯子王炎山冥去阴重，天寒雨

意浓。数枝幽艳湿啼红。莫为惜花惆怅对东风。蓑笠朝朝出

，沟塍处处通。人间辛苦是三农①。要得一犁水足望年丰。 

［注］①三农：指春耕、夏耘、秋收。 题目：试分析下阙的

内容，以及作者在词中所抒发的思相感情。 下阕前两句显然

描写了农民不避风雨、辛勤劳作的生活，最后两句，词人发

出了“人间辛苦是三农”的感叹，藉此，读者可以一样地感

受那些盼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农民形象。 考题链接 1

、2006年江西卷第16题：(原文题目《秋光里的黄金树》) 作

者写秋天的落叶，为什么要联系孩子和老人来写？ 答案：与

对待落叶冷漠而又高傲的人进行对比。表明人类要爱护自然

，珍惜自然豪华慷慨的赠予，或突出天真的孩子和睿智的老

人能与自然和谐相处。 2、2006年辽宁卷第20题：(丰子恺《

杨柳》)文章对牡丹等花木的称呼大多用第三人称，而在第五

自然段中却有两处用了第二人称，这样写有何作用？请赏析



。 答案：改用第二人称，将批判对象拟人化，形成一种面对

面的质问之势，使作者的态度更为鲜明，便于直接抒发作者

对那些名贵花木强烈的厌恶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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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