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鉴赏诗歌的表达技巧，是考查考生的鉴赏评价能力。

鉴赏诗歌的表达技巧，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修辞手法、

表达方式、表现手法。  



                       【诗歌的表达技巧】（常用）   

        1、修辞手法：比喻、拟人、借代、夸张、对偶、对比、

反问、设问、双关、互文、反复等。  

         2、表达方式：记叙、议论、描写、抒情。（以抒情

和描写为主）       

       抒情：可分为直接抒情（直抒胸臆），间接抒情（借

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情景相生）；触景生情；

托物言志等。        

        描写：可分为动静结合、虚实结合、正侧结合、点面

结合、细节描写、乐景写哀等。      

         3、表现手法：用典、衬托、联想、想象、抑扬、比

兴、象征 、照应 、对比 、白描等。 



一、修辞手法   

        比喻、拟人、借代、夸张、对偶、对比、 

反问、设问、双关、互文、反复等。 

（一）判断下列诗句的修辞手法  

        1、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夸张）  

        2、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杜牧）（夸张）       

        解说：对这首诗，明代的文学家杨慎在《升庵诗话》中

批评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

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

在其中矣。”作者写的是江南春天的景象。诗中的“千里”

使用了夸张手法，写出了江南的广阔和春意盎然。这样写可

以引起读者的想象和联想，使诗歌更富表现力和感染力。  



        3、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

（比喻、夸张）  

       4、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弟子今虽

在，肯为君王卷土来？（杜牧《题乌江》）（反问） 解说：

经过战争的的疲劳的壮士非常的悲哀，中原一败之后大势

难以挽回。即便江东的子弟现在还在，但是，谁能保证他

们为了项羽而卷土重来？ 

        5、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

高》）（对偶）  



       6、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宋祁《玉楼春》）（拟人）   

        7、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无声。（杜甫《春夜喜雨》）（拟人）  

         8、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

词强说愁。（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反复） 

        9、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

《虞美人》）（比喻、夸张、设问）   

       10、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石

灰吟》）（双关）  



        11、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

居大厦。（ 梅尧臣《陶者》）（对比）  解说：陶者和

富家的强烈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制度的

极端不合理，表达了诗人对劳苦人民的深切同情。  

        12、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对比、借

代) 

       13、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高适

《燕歌行》）（对比、对偶） 解说：以战士死在沙场与

将帅纵情声色进行对比，形象鲜明，揭露深刻。 



       14、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李清照《如梦

令》）（借代）  解说：诗中用“绿”和“红”两种颜色分

别代替叶和花，写叶的茂盛和花的凋零。 

       15、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竹枝词》

刘禹锡）（双关）  解说：“晴”表面上是说晴雨的

“晴”，暗中却又是在说情感的情，一语相关。含蓄而又成

功地表达了女子希望而又疑虑、欢喜而又担忧的微妙心理。

其他如以“丝”（思）、“枝”（知）、“藕”（偶）、

“莲”（怜）谐音，都是此类。 

       16、“秦时明月汉时关”、“主人下马客在船” （互

文） 



二、表达方式   

        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等。   

（一）判断下列诗句所用的表达方式   

        1、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李清照

《一剪梅》）（记叙）  解说：原文为“红耦香残玉蕈秋，

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

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

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选诗意思为“藕红花残时，

冷滑如玉的竹席，透出深深的凉秋，轻轻脱换下薄纱罗裙，

独自泛一叶兰舟” 。 



        2、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宿建德

江》）（描写） 解说：旷野无垠，远处天空比树木还

低，江水清澈，更觉月与人意合情投。  

       3、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议论） 

       4、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抒

情）  



（二）解读“描写”和“抒情”  

        诗歌中最常用的表达方式有两种：描写、抒情    

        抒情：可分为直接抒情，间接抒情。      

        描写：可分为动静结合、虚实结合、正侧结合、细

节描写、乐景写哀等。 



【抒情】1、直接抒情（直抒胸臆）   

        不要任何“情感附着物”，而由作者直接对有关人物、

事件等表明爱憎态度的一种抒情方式。 

        如：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结尾：“呜呼，何时眼

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就直截了当地抒发

了诗人甘愿为天下贫寒的知识分子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高尚

情操。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

《梦游天姥吟留别》） ◆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

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诗

句开门见山，直叙登上高台后，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

者”的孤独怆凉的意境，这意境引发了诗人感时伤事的情

怀，想着天地悠悠之大，而人之渺小，不禁“独怆然而涕

下”。 



2、间接抒情   

         借人、事、景、物等各种形象来抒情。可分为：

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情景相生），触景生

情；托物言志等。  



（1）触景生情   

        触景生情是指诗人看见眼前景象就引起了他心中长

期郁积的情感的一种抒情方式，见景生情，通常前句写

景，后句生情。古诗词中有许多传统审美习惯就是触景

生情的典范，如望月思乡、伤春悲秋、折柳送别、闻雁

思归、见流水而思年华等， 



        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

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绝句》：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时是归

年？”（翻译：漫江碧波荡漾，显露出白翎的水鸟，掠

翅江面。满山青翠欲滴，遍布的朵朵鲜花红艳无比，简

直就象燃烧着一团旺火。今年的春天又过去了，哪天才

是我回家的日子呢？） 这两首诗都是诗人从眼前的景物

来触动他们情感闸门的，景物只是诱因，情感才是诗人

要表达的主体。  



（2）托物言志 

       诗人借自然界中的某物自身具有的特征，来表达某种志

向或情感，诗中的物带有了人格化的色彩。托物言志的写作

方法，最常用的有比喻、拟人、象征等。 

         如：◆王冕的《墨梅》：“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

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此诗以梅

自喻，运用了托物言志的手法，表现了作者要像梅花那样的

高洁、淡雅，不向世俗献媚的坚贞、纯洁的操守。 ◆陆游

的《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

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

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凿

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以及周敦颐的《爱莲
说》都是借助梅花、石灰、莲花来比喻（象征）君子洁身自
好，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贵品质。鉴赏托物言志这类诗
词，不能只停留在诗词表面的意象（景或物）上，要借助我
们的情感体验来挖掘它们所表现的普遍意义或思想等。  特

别要注意的是，诗言“情”也言“志”，但“情”与“志”
有着很大区别，“情”就是我们常说的喜怒哀乐、忧思惊惧
等人之常情，一般都是通过景物描写来传达的；“志”是指
志向、情操、爱好、美好愿望、强烈要求等，大多是采用比
喻和象征的艺术手法，把它寄托在特定的物象上。总之，诗
词无论是抒情还是言志，景、物只是诗人表达情感的媒介而
已，鉴赏这类诗歌，要通过表象去体会深层的意蕴。  



        【描写】常见的描写可分为：动静结合、虚实结合、

正侧结合、细节描写、乐景写哀等。 

1、动静结合   

       动静结合是指对事物、景物作动态、静态的描写，

两者相互映衬，构成一种情趣。 



        如：◆王维的“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用蝉和鸟

的叫声衬托山林的幽静。◆杜甫的《旅夜书怀》：“细草

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

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其中的

三、四两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一静一动，

雄浑开阔，令人称道。◆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

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渲归浣

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其中的三、

四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2、虚实结合   

        虚实结合是中国古典诗歌很重要的一种艺术手法。

虚实结合主要有三种情况：写景为实，抒情为虚；物象

为实，想像为虚；正面为实，侧面为虚。虚实结合是虚

与实二者之间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与互相转化，以达到

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境界，从而大大丰富诗歌的意象，

开拓诗歌的意境，为读者提供广阔的审美空间，充实人

们的审美趣味。 



         如：◆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

看瀑布挂前川。（实）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虚）” ◆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

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首

诗运用了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巴山夜雨”是写实，“共

剪西窗烛”是拟虚。虚实结合，情景交融，构成了完美的意

境，表达了盼望与妻子团聚的心情。◆高适《塞上听吹笛》：

“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

吹一夜满天山。”一、二句实写景，描写的内容是胡天北地，

冰雪消融，牧马的季节到了。 



傍晚，战士赶着马群归来，天空洒下明月的清辉。在如此苍茫

而又清澄的夜景里，不知哪座戍楼里吹起了羌笛，那是熟悉的

《梅花落》曲调啊！三、四句以实写虚，将“梅花落”拆用，

仿佛风吹的不是笛声而是落梅的花片，它们四处飘散，一夜之

间洒满天山。此诗抒写战士们由听曲而想到故乡的梅花（因为

胡地没有梅花），想到梅花之落，写出了他们的浓浓的思乡情。

◆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

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诗中前两

句泛说西湖六月的风光自有特色，是虚写；后两句描写满湖莲

叶荷花在朝阳的辉映下，无边无际的碧绿和艳红和谐地搭配着，

是实写。全诗虚实相生，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3、正侧结合   

        对描写对象进行正面的直接的描写是正面描写；描写

对象周围的事物，使对象更鲜明、突出的是侧面描写。 



        如：◆汉乐府《陌上桑》对秦罗敷的描写：“头上倭堕

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

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梢头。耕者忘其犁，锄者

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前四句是正面描写，

后八句是侧面描写。前四句夸张地写罗敷的服饰之美，是为

了衬托人物的高贵和美好。至于罗敷具体怎么美呢？这是很

难描绘的。于是作者笔势一荡，不直接写罗敷本身，而去写

周围的人为罗敷所吸引的神态，通过侧面描写，给人留下无

限的想象空间。你自己想她怎么美，她就怎么美。 



4、细节描写   

        一首诗中的细节描写，往往能显得凝炼、集中、韵

味无穷。 

        如：◆杜牧诗：“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

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诗人仅摄取

杨贵妃看到跑马飞送荔枝的人发出会心一笑的细节入诗，

一切尽在不言中了。诗人的隐讽态度在于“妃子笑”与

“无人知”，由此可见，千里迢迢飞送荔枝，完全为了

博得一人的欢心，至于外人是不知内情的，看到快马飞

驰的紧急情况，或许以为是为了军国大事呢？“妃子笑”

的细节，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李清照《点绛唇》：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有人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

嗅。”  



（翻译：初夏的清晨，一位小姐悄悄来到 

后花园内，兴致勃勃地独自荡起秋千来。荡了一阵感到有些

累了，于是便停了下来。她坐在草地上休息一会，又起来懒

洋洋地活动活动自己的纤纤玉手。这时才发现，好大的露水

呵，花儿似乎也显得很消瘦；真累人呀，身上的汗衫已经湿

透！正当她打过秋千、满身是汗的时候，忽然看见有个人影

走进了花园。由于不知来者是谁，又加上衣饰不整，心里有

些慌张，只得含羞而走；匆忙间连鞋子也来不及穿，干脆光

着袜子跑吧；真不凑巧，头上的金钗又滑脱掉了下来。可是

当她快到门口的时候，却回过头来，瞅了瞅那位不速之客，

故作从容之态，并且顺手折下一枝青梅来闻一闻。） 



“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两句主要使用了细节 

（动作）描写的表现手法。 词中写了主人公倚在门上，回头

一看，又不敢正眼看，只是轻嗅梅花的花香。用了“倚”、

“回”、“嗅”三个动作，描绘出主人公既爱恋又羞涩、既

欣喜又紧张、既兴奋又恐惧的微妙心理活动。把一个情窦初

开，又受着封建礼法约束的少女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赵师秀《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

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后两句写出了焦急等待

的心情。（翻译：梅子黄时，家家户户都笼罩在烟雨之中； 

远远近近那长满青草的池塘里，传出蛙声阵阵。 已约请好的

客人说来却还没有来，时间一晃就过了午夜；我手拿棋子轻

轻地敲击着桌面，等着客人，只看到烛芯隔一会儿就落下一

截……）  



5、乐景写哀   

        以乐景衬哀情(反衬)，以乐景写哀，更见其哀。 

        如：◆唐代谢浑《谢亭送别》：“劳歌一曲解行舟，红

叶青山急水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滿天风雨下西楼。” 上联

以“红叶青山”这样亮丽诗意的景色，反衬诗人离愁别恨。  

◆杜甫《绝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

何日是归年？”（解说：漫江碧波荡漾，显露出白翎的水鸟，

掠翅江面。满山青翠欲滴，遍布的朵朵鲜花红艳无比，简直

就像燃烧着的一团火，今年的春天又过去了，哪天才是我回

家的日子呢？）诗的前两句勾画了一幅幅浓丽的春日画面，

极言春光融融。如此美景，何以思归？原来这是以乐景写哀

情。如此谋诗，才能写出诗人归心殷切；以客观景物与主观

感受形成鲜明对照，用以反衬诗人思乡之情更加浓厚。  



三、表现手法 

        用典、衬托、联想、想象、抑扬、比兴、象征、照

应、对比、白描等。 

1、用典   

       用典有用事和引用前人诗句两种。用事是借用历史故

事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包括对现实生活中某些问题

的立场和态度、个人的意绪和愿望等等，属于借古抒怀。

引用或化用前人诗句目的是加深诗词中的意境，促使人

联想而寻意于言外。用典使语言精炼，内容丰富，如不

了解典故往往会影响对诗的理解。 



         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千古江

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

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

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辛弃疾是

个擅用典故的人。诗中连用了五个典故（孙权、刘裕、宋

文帝、佛狸、廉颇），都是京口这地方的历史掌故，典故

的思想与这首诗的思想性紧密相连。 



         ◆姜夔《扬州慢》中“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即

化用杜牧“春风十里扬州路”的诗句。此处化用，使扬州城

昔日繁华与眼前萧条形成鲜明对比，伤今怀古更深一层。◆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李商隐《锦瑟》 用

了“庄周梦蝶”和“望帝啼鹃”的典故。◆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赤壁》  三国赤壁之战，如果

火烧赤壁没有成功，放火船的时候连风也不帮忙的话，那么

大乔小乔的命运就是被曹操俘获，安置在铜雀台里了。◆至

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李清照《绝句》 



2、衬托   

        衬托就是利用事物间的近似或对立的条件，用一些事

物为陪衬来突出所要表现的事物的表现手法。它可以使被

陪衬事物显得更加突出、形象。衬托有正衬、反衬两类。

利用事物的相似条件来衬托的是正衬；利用事物的相反条

件来衬托的是反衬。  



（1）正衬   

       是指从正面映衬，就是利用与主体事物相类似的事物

(陪衬体)作陪衬。 

        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天姥连天向天

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

倾。”这里诗人并没有直接说天姥山怎样高，而是用以高

峻著称的五岳、天台来衬托天姥山，从而把天姥山写得耸

立天外，直插云霄，壮丽非凡。  



（2）反衬   

        是指利用事物的对立条件来衬托主体事物。这是一

种在作品中为了使对某事物的描写更清楚、突出，而

采用相反的、相对立的事物从旁陪补的方法。   



       如：◆诗句“蝉躁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以动写静，

愈见其静，以声衬静。◆“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王维《使至塞上》）。诗句写塞外奇特壮丽的风光，

画面开阔，意境雄浑。浩瀚无边的“大漠”与“孤烟”

对比反衬，烽火台燃起的一股浓烟显得格外醒目；那横

贯沙漠的“长河”与“落日”对比，不仅准确地描绘了

沙漠的景象，而且表现了诗人的深切感受，把自己孤寂

的情绪巧妙地融在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中。从例子里看出，

反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相衬的两个方面是相反的两个

反面。  



3、联想    

        由一事物联系到与之相关联的另一事物，或把事物

中类似的特点联系起来造成一个典型。 



        如：◆贺知章的《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

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诗

人由柳枝的纷纷下垂，婀娜多姿联想到翠绿的丝带，运用

巧妙的比喻，塑造出别具浪漫色彩的新颖形象。◆叶绍翁

《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

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后两句诗形象鲜明

，构思奇特，“春色”和“红杏”都被拟人化，不仅景中

含情，而且景中寓理，能引起读者许多联想，受到哲理的

启示：“春色”是关锁不住的，“红杏”必然要“出墙来

”宣告春天的来临。同样，一切新生的美好的事物也是封

锁不住、禁锢不了的，它必能冲破任何束缚，蓬勃发展。 



4、想象   

        人们在已有材料和观念的基础上，经过联想、推断、

分析、综合，创造出新的形象的思维过程。（“狼爱上

羊”而且还“爱得疯狂，他们相互搀扶去远方”。） 



         如：◆刘禹锡《望洞庭》：“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

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注释：

青螺，一种青黑色的螺形的墨，古代妇女用以画眉。这里是

用来形容洞庭湖中的君山。洞庭湖的水光与秋月交相融和，

水面波平浪静就好像铜镜未磨。远远望去洞庭湖山水一片翠

绿，恰似白银盘子托着青青的田螺。）诗歌选择了月夜遥望

的角度，通过极富想象力的描写，将洞庭的湖光山色别出心

裁地再现于纸上。◆李白：“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以春花喻冬雪的名句是：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这都是关于想像的

名句。 



5、抑扬   

       这是指把要贬抑否定的方面和要肯定的方面同时说

出来，只突出强调其中一个方面以达到抑此扬彼或抑彼

扬此的目的表现手法。有先扬后抑和先抑后扬之分。 



（1）先抑后扬   

        如：◆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

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前两

句写诗人兴致高昂、慕名游园，然而，乘兴到来却不能如愿

以偿，一扇冰冷的柴门把满腔的热情挡在了胜景之外，好不

扫兴。后两句却兀地一转，以一枝出墙的红杏写出满园的春

光，游园不值，却又另有所得，前面遗憾，后面高兴，情绪

在先抑后扬的落差中跌宕，春色在由喜转忧再由忧转喜的变

换中更加美丽。◆王昌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

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这首

诗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先写少妇”不知愁”，后面才说她

“悔”，通过对少妇情绪微妙变化的刻画，深刻表现了少妇

因触景而产生的感伤和哀怨的情绪，突出了”闺怨”的主题。 



（2）先扬后抑   

        如：◆李商隐的《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

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诗的首句

从正面着笔，丝毫不露贬责之意，以“求”“访”等字突出

了孝文帝爱惜人才、遍访贤臣的虔诚与谦恭。次句高度概括

地写出贾谊少年英姿、议论风生、华采照人的精神风貌，暗

中包含着汉文帝对贾谊的推服赞叹。如果不看下文，读者几

乎会误认为这是一篇圣主求贤的颂歌。第三句承、转交错，

把孝文帝虚心垂询、凝神倾听以至于“不自知膝之前于席”

的情状描绘得惟妙惟肖，更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把文帝求贤

若渴的形象褒扬到了极至；与此同时，貌似轻描淡写的“可

怜”一词 



又埋下伏笔、留出悬念，意味深长而浑然无迹。末句陡然直

转，有如拉满的劲弓直射靶心，原来，先前的郑重求贤、推

崇叹服，乃至虚席而问，都只不过是一种假象，文帝高度关

注的并非治国安民之道，而是虚空无形的鬼神之事。反差之

大，足以显现作者失望之深；感慨之沉，足以显现作者讽刺

之烈。整首诗先紧紧围绕“重贤”逐步升级，节节上扬，再

盘马弯弓，引而不发，及至捧到高处，却顺势一撒手，任其

摔落，于是，前面的褒扬一并转化为贬抑的势能，正所谓“

捧得愈高，摔得愈惨”，诗人对当政者崇佛媚道、不任贤才

的讽刺也就更加深刻、更加有力。  



6、对比  

        如：◆李白《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义

士还乡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7、象征  

       如：◆李德裕《登崖州城作》：“春山似欲留人住，

百匝千遭绕郡城。” 



8、起兴  

       如：◆李商隐《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

柱思华年。” 

      【说明】这里要说明的是：诗词的表达技巧是不一而

足，以上所列只是在高考中常见的一些。而不同的技巧

之间也有相通之处，因此在鉴赏技巧的时候要注意，一

首诗或词的表达技巧往往不是单一的，在作具体分析时，

应该多方面地去想一想，不要漏说最主要的技巧，同时

分析要尽量具体些，说出道理来。 



       如：◆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后面两句，可以作如下的分

析：  

     （1）以乐景写哀情。花开鸟鸣本是令人喜乐之景，但

由于战乱不断，家庭离散，诗人见乐景而倍生伤痛之情。 

      （2）这种乐景写哀情也可以说成是反衬。以乐景反衬

哀情，以倍增其哀。 

      （3）如果答拟人手法，也未尝不可。诗人感时伤别让

花也溅泪，鸟也惊心，是诗人移情入景，将自己的主观感

移到花鸟身上，从而表现出诗人伤痛之深。 



四、规律总结 

       我们平时阅读和练习时，要有意培养自己的“品评

意识”，多从审美和评判的高度去审视作品，去辨析考

题，以增强阅读和应试的自觉性。平时多读一些名作或

自己感兴趣的诗词，多研读一些关于古诗词赏析的文章，

增强感悟能力，有利于提高分析评价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