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品析散文的重要语句 

        本考点侧重从欣赏的角度来品味语言的艺术表现力，命

题者一般会选择表达上富有特色的语句（或段落），往往一

题三考，即含义、作用、赏析。赏析时主要从表达技巧和表

达效果两方面人手。  

    （1）表达技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是从表达方式的角度分析，如人称的使用、描写方式、

抒情方式等。 

        二是从表现手法（狭义）的角度分析，如象征、衬托、

对比等。 



        三是从修辞手法的角度分析，如比喻、比拟、夸

张、排比等。 

        四是从遣词造句的角度分析，如词语的准确、鲜

明、生动、形象，句式的整散等。 

        （2）分析表达效果时，一是要注意表达技巧本身

的表达效果，二是要注意它在文中的具体的表达效果。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 

平常的沈从文 

黄永玉 

        从一九四六年起，我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积累到

“文革”前，大约有了一两百封。可惜在“文革”时，全

给弄得没有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

次为他出的作品选的序言里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和我的

读者都行将老去。”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现在20世

纪90年代了。这句伤感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他没有想到，

A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都红光满面，长生不老。 



        他的一生，是不停地“完成”的一生。他自己也说过：

“我从来没想过‘突破’，我只是‘完成’。”如果想要

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的“平

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

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下运行。老子说“上善若水”，他

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

年累月生发出水磨石穿的力量。 

        因为平常，在困苦生活中才能结出从容的丰硕果实。 



        好些年前，日本政府部门派了三个专家来找我，说

是要向我请教。日本某张钞票上古代皇太子的画像，因

为在服饰制度上出现了疑点，所以怀疑那位皇太子不是

真的皇太子。若果真这样，那张钞票就可能要废止了。

这是个大事情，问起我，我没有这个知识。我说幸好有

位研究这方面的大专家长辈，我们可以去请教他。 

        在他的客厅里，客人请他欣赏带来的图片。 



        他仔细地翻了又翻，然后说，“……既然这位太子在

长安住过很久，人又年轻，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了。青年人

嘛!长安是很繁荣的，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在迎

合新潮中得到快乐那是有的，就好像现在的青年男女穿牛

仔裤赶时髦一样。如果皇上接见或是盛典，他是会换上正

统衣服的”。“敦煌壁画上有穿黑白直条窄裤子的青年，

看得出是西域的进口裤子。不要因为服装某些地方不统一

就否定全局，要研究那段社会历史生活、制度的‘意外’

和‘偶然’。”“你们这位皇太子是个新鲜活泼的人，在

长安日子过得好，回日本后也舍不得把长安带回的这些服

饰丢掉，像我们今天的人留恋旅游纪念品的爱好一样……” 



        问题就释然了，听说那张钞票今天还在使用。 

        客人问起他的文学生活时，他也高兴地说到正在研

究服饰的经过，并且说：“……那也是很‘文学’的!”

并且哈哈笑了起来——“我像写小说那样写它们。” 

        B这是真的，那是本很美的文学作品。 

        沈从文对待苦难的态度十分潇洒。 



        “文革”高潮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忽然在东堂

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他又装着没看到我，我们
擦身而过。这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四个字：“要从
容啊!”他是我的亲人，是我的骨肉长辈，我们却不敢停下

来叙叙别情，交换交换痛苦；不能拉拉手，拥抱一下，痛
快地哭一场。 

        “要从容啊!”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内情。好像是家乡
土地通过他的嘴巴对我们两代人的关照，叮咛，鼓励。 

        日子松点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能在家里坐一坐喝口

水了。有一次，他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
“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
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又有一次，他说，开“斗争会”的时候，有人把一张

标语用糨糊刷在他的背上。斗争会完了，他揭下那张“打

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一看，说：“C那书法太不像

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

该好好练一练的!” 

        时间过得很快，他到湖北咸宁干校去了，我也在河北

磁县劳动了三年，我们有通信。他那个地方虽然名叫双溪，

有万顷荷花，老人家身心的凄苦却是可想而知的。他来信

居然说：“D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

在双溪，身边无任何参考，仅凭记忆，他完成了二十一万

字的服装史。 



        钱钟书先生，我们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一次在我

家聊天，他谈到表叔时说：“你别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

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表叔是一个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他的才能智慧、

人格品质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是故乡山水的影响吧。 

    （本文有删改） 



解释下面两句话在文中的含义。 

（1）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都红光满面，长生不老。 

（2）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 

        参考答案：运用拟人等方法，形象地表现了沈从文

的作品现在有魅力、将来也会有永久的生命力，会拥有

越来越广泛的读者。 

        参考答案： 鼓励作者在逆境中保持乐观心态，表达

深厚的叔侄亲情，同时体现出沈从文身处逆境却豁然达

观的精神。 



        参考答案：（1）运用拟人等方法，形象地表现了

沈从文的作品现在有魅力、将来也会有永久的生命力，

会拥有越来越广泛的读者。（2）鼓励作者在逆境中保

持乐观心态，表达深厚的叔侄亲情，同时体现出沈从文

身处逆境却豁然达观的精神。 



理解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义，需要做到“两个三”。 

         1、做到“三注意”。 

        首先，要注意从本句入手，看清句子在文中的位置，

确定答题区域。其次，要注意划分句子的主干与枝叶成分，

尤其是枝叶部分，有时枝叶部分就是答题的切入点。再次

要注意本句与上下文句子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句子间

的相互关系有指代（复指）、总分（分总）、说明、扩展

（含阐述、解说）、比较、呼应等。   



2、做到“三想到”。   

       首先，想到可能采用了某种修辞技巧。其次，想

到可能在结构上具有某种特殊的功能（总结上文、引

起下文、承上启下）。最后，要想到文中的重要语句，

需结合文章的时代背景、主旨、情感等加以理解。 



二、品味散文的语言特色 

        散文的语言具有以下特色： 

       （1）形象性。散文中的形象主要是指具体的、生动的

景或人。如冰心的早期散文《笑》是讴歌母爱的。开头写

了雨后月夜之景：“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的透出

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

映着月儿，好似荧光千点，闪闪烁烁的动着一一真没想到

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只几笔，似凉

意吹来，像萤火映入眼帘，给人清新之感。 



        （2）描写性。作者调动各种修辞手法或者通过遐想，

对所写的景、物、人情加以描绘，使之艺术地再现真实。

但散文经常采用粗线条的白描写法。如阿累的《一面》中

对鲁迅的刻画：“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叫人担心，

好像大病初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废的样子。

头发约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根

精神抖擞地直竖着。胡须很扎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

字。”作者在描写时并未加以渲染，却把鲁迅刻画得形神

逼真。 



        （3）抒情性。写出的语言之所以让人感到是抒情，和

语言的情调有关，语言或高昂，或低沉，或紧凑，或舒缓，

具有音乐感，具有节奏感。而语言能否具有节奏感和运用

的句式有关，根据感情的变化，或用短句，或用长句，或

长短兼用等。语言具有音乐性，和用韵有直接关系。如冰

心的《笑》，结尾处是这样写的：“这时心下光明澄静，

如登仙界，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

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这简短的几句有长有短、节奏

鲜明，表达了作者对爱的追求。  



        （4）议论性。散文中的议论和一般议论文不一样，一般

议论文的语言多是概括的、抽象的、论理的，而散文的议论

首先是形象的、具体的，在形象和具体中蕴含哲理。如黄秋

耘《丁香花》中的最后一段：“听完了我的故事，那位老先

生无限感慨地说：在我们一生中，生活有时会像河流一样，

和另一条河流遇合了，又分开了，带来了某一种情绪的波流，

永远萦绕着我们的心灵……淡淡的，却难忘!……”作者在这

里发表看法，把两个人相遇又分离，比作河流的遇合又分开，

用比喻来发表看法，让人情绪波动而又难忘。 



         指出下面的这句话所体现的人物语言特色并分析它的表

达效果。 

        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

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参考答案】特色：幽默风趣、意味深长。效果：

沈从文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既委婉地吐露了心中的不平之

气，显示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又含蓄地讽刺了侮辱他的

人，表达了对他们的轻蔑态度。 



散文语言的特点 

        朴素自然美：口语化，方言色彩。朴素无华，亲切感

人，充分展示作者的情感。 

        含蓄美：含义丰富深刻，富有哲理，给人启迪。（有

哲理，借景抒情） 

        音乐美：（叠词、句式上整句为主或整散结合）节奏

明快，音节和谐，富有韵律，给人以音乐美。 



        绘画美：（多种修辞，多角度写景）画面感强，

具有诗情画意。 

        典雅美：（文言词汇多，引用或化用古人诗词）

语言典雅。 

        诙谐美：幽默。 

        简洁美：短句子。 

        细腻美：细节描写或表现情感细腻。 



六看锁定散文语言题： 

        1、看关键词语：一个句子总有对表情达意起关键

作用的词语，即“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词语。所以，体

会句子的含义一定要注意把握句中的关键词语，找到它

们也就意味着把句子的理解转化成了对主要词语的理解。

对此，我们可以借助一定的解释词语的技巧，如同义互

解、连义互解、虚实互解。 



        2、看所在语段、相邻句子。这也是解读词、句、段、

篇的通用方法，阅读中的所有理解性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方

法来解决。任何语言文本，都是词不离句、句不离段、段

不离篇。在同一个语境中，词、句、段、篇四个语言单位

是一个互为诠释的语义系统。因此，理解词语或句子必须

借助另外的三个语言单位。有些句子不在文章、语段开头

起总起作用，也不在文章、语段结尾起小结作用，而是在

文章或者语段中间。对这种句子的理解，特别要结合这个

句子所在的语段进行分析，重点是要看与这个句子相邻的

上下句，其中往往隐含着解题的信息。 



        3、重要的句子（如总起句、段首句、过渡句、中心句、

总结句等）往往在文章中或语段中起关键作用。理解并解

释它时，可先考虑它在文章中或语段中处于什么地位，然

后寻找相关的答题区间，确定基本含义。 

        4、看修辞手法。为了使语言表达更加生动形象、精辟

有力，作者常会运用修辞手法。解决的办法是将运用修辞

手法的句子还原成没有使用修辞手法的意思明白的句子，

还原出作者原本想要表达的意思即可。如果是比喻句，就

要从分析喻体和本体的相似性入手，寻找出比喻的本体；

是借代句就要找出相关性；是比拟句就要找出形象性。 



        5、看结构层次。有些句子的结构比较复杂，如附加

成分较长的单句，可通过摘取句子主干、留心附加成分的
办法来体会，修饰成分常常是揭示句子内涵和外延的窗口，
扣住修饰语，往往能挖掘出句子的深层含义。如果是一个
并列关系的复句，句义应是两个并列意思的相加；如果是
一个偏正关系的复句，句义当然放在“正”句上。 

        6、看文章主旨。中心思想渗透在文章的各个部分，

任何一个关键句子都会与中心思想有着相关的联系。所以
浏览全篇，把握主旨，也是解答好“体会重要语句的丰富
含义”的前提。文章的语言材料，作者所用的每一个句子，
都与全文的中心息息相关，因此，只有把握主旨，才能深
刻体味句子的丰富含义和表达作用。 



三、散文的表达技巧 

        表达技巧是指文章运用了哪些写作原则、规律和方法

来表达文章的内容。一篇文章，不管作者选择什么样的表

达技巧，都是为了更好地表情达意。因此，分析语言、理

解文章内容，必须认识表达技巧的作用。 

        表达技巧大致包括：表达方式、修辞手法、表现手法、

布局谋篇、选材特点。高考对此考点的考查具体表现为以

下方面： 



        （1）运用某种表达方式的技巧。表达方式，是指写文

章时所采用的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介绍事物事

理的方式和手段。常见的表达方式有五种：记叙、议论、

说明、描写、抒情。其中叙述的技巧有：顺叙、倒叙、插

叙、补叙；描写方式有动静结合、正侧面描写结合、虚实

结合等；抒情方式主要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而间接抒

情包括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情景相生、情因

景生、以景衬情、融情入景等。 

        （2）修辞手法：比喻、双关、借代、反复、排比、反

问、设问、拟人、夸张、对偶、互文等。 



        （3）表现手法：想象、联想、类比、象征、烘托、对

比、渲染、悬念、反衬、比兴、托物言志、赋比兴、动静

相衬、虚实结合、景情理合一，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借

古抒怀、借古讽今、用典、铺垫、映衬烘托、欲扬先抑、

先声夺人、以小见大、以动写静、正侧面描写相结合等。 

        （4）布局谋篇的技巧：如线索、过渡、起承转合、呼

应、悬念、巧合、铺垫、伏笔、抑扬、开门见山、层层深

入、先总后分、先景后情、卒章显志等。 

        （5）材料安排：主次、详略、繁简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母亲的中药铺 

        那时候，我最喜欢去的地方，除了新华书店，就是母

亲的中药铺。因为我喜欢嗅闻那些中药的味道，特别是咀

嚼几片苦甜苦甜的甘草。 

        母亲当过赤脚医生。20世纪80年代初，母亲参加医疗

培训后，加入了城关镇合作医疗站。 



        医疗站在我读书的中学附近，临街两间旧木房，一间

开处方和打针，另一间是药铺。和母亲一起守药铺的，还

有三个阿姨。一天到晚，她们就做三件事：抓药，打针，

织毛衣。除此之外，便是无休无止的聊天。我注意到，她

们抓药非常麻利，瞟一眼处方，就可以找到相应的抽屉。

仅凭手抓，就基本准确，最后还是放进小秤称一称，添点

或减点。然后，把药倒入毛边纸或废报纸，包好扎紧，写

几个字交待几句，递给别人。  



        只要一走进药铺，我就被一股浓重的药香包裹得严严实

实，有点喘不过气来。我望着那些神秘莫测的抽屉，瞅着那

些贴着标签的药名，兴奋不已：什么“半夏、黄精”，什么

“益母草、白芨”，都是名字曼妙的植物。当然，也有矿物

和其他异类，比如“朱砂、雄黄、海马”，不由得使我产生

了相关的联想：这朱砂，肯定就是国画中传统的红色颜料吧？

李可染曾用顶级朱砂绘过四张毛主席诗意图《万山红遍》，

已成画史上的经典。至于雄黄，不就是许仙曾意气用事的东

西吗？所谓的海马，只是相当于一条小鱼而已。  



        其中，我最喜欢的药草，是甘草。首先，是因为它

的名字，甘草，望文生义，就是“甘甜之草”。昔时，

神农氏遍尝百苹，解毒靠的就是这宝贝。再加上，我自

己就姓“甘”，与这甘草，是家门，五百年前，应是同

根而生之族。最早，是母亲教我嚼的甘草，一是因为它

的药理，二是可以变相地替代水果糖，20世纪80年代，

任何甜味都是奢侈品。就这样，我嚼着甘草成长着，自

以为嚼出了甘草的本真之味，破解了甘草的一切密码。  



        母亲还爱用党参来炖乌骨鸡和猪肚补血。她营养不

足，严重贫血。人参太贵，吃不起。还有金银花和枸杞，

母亲用来泡茶喝。自然，我也跟着全部享受到了。 

        在自家的院子墙角，母亲还栽了几株三七。蔓延的

藤叶牵上墙，覆盖成了一面翠绿的毯子，像青绿山水画

的设色，极其养眼。可惜，后来拆迁，毁于一旦，使我

失去了这一片翠绿。母亲只好把三七块茎挖出，收藏好。

她说，三七可以治妇科恶疾以及跌打损伤。 



        20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这个合作医疗站被撤销了。回

到家，母亲专职做她的家庭主妇。赚钱的任务，彻底由父亲

负责。那个中药铺，被别人买去，改作了服装店。从此，街

上流行的药店，大多是连锁的西药店。在我的印象中，传统

的中药是文化，望闻问切的中医大夫，近似于诗人。相反，

我害怕西药，因为这些东西是实验室配制合成出来的，至少

没有在阳光之下生长的过程，没有温度、湿度，更无个性与

灵魂。我实在难以想象，“阿莫西林”比母亲的“金银花”

会更让我亲近与依赖。甚至，当我感冒受寒，母亲亲手煎熬

的一罐红糖姜开水也会比昂贵的感冒药更能帮我发汗，助我

痊愈，让我心暖。 



        现在，父亲走了，去了天国。母亲一个人守着我们，

在空旷的屋顶上栽花种菜。母亲身子瘦弱，时有病痛，我

很是担忧，同时，我又安慰自己：生病不正常吗？不正证

明了人生活着？何况这世上，还有那么多栩栩如生的药在

陪护呢。一根草是药，一撇叶是药，一线阳光，一滴水，

也都是，甚至，一个人可以是另一个人的灵芝。母亲多年

与草木为伴，沉浸于无边无际的药香之中。于我而言，母

亲就是我人生一味无价的中药，为我清热解毒，为我抵御

这世间的种种伤害。 



简析第三段中的“抓药”细节。 

          参考答案：（1）用白描手法，通过

“瞟”“抓”“称”“添”“减”“包”“扎”等一系

列动作，表现了她们娴熟的抓药技艺、细致的工作态度。 

       （2）用质朴的语言真实地再现人物及相关场景。 



方法技巧突破： 

        散文表达技巧赏析题的审题同古代诗歌表达技巧赏

析题的审题类似，也包括以下要点： 

        （1）审题型。审表达技巧赏析题是明考型，还是暗

考型？所谓明考型，即在题干中直接要求分析其表达特

色，如“请分析其表达特色”；所谓暗考型，即题干中

带有“赏析”或“如何描写（表达）的”“这样写有什

么好处”等字眼。 



        （2）审范围。审所给的材料是片段、局部的（如一段

或几段、一段中的画线句子），还是全文、整体的，审清

这一点对答题尤为重要。行话有“整体看手法，局部看修

辞”，说的就是如果赏析的是全文，则首先要考虑表现手

法；如果是局部，则首先看修辞手法。“首先”就是优先，

并不是说其他角度不考虑。 

        （3）审角度。审题干要求赏析的角度是定向的还是多

向（多角度）的。所谓“定向”，就是题干明确规定了赏

析的角度，如从“修辞手法”角度等。“定向”一般为单

一角度，当然，单一角度还可细化为更小的角度。 



        （4）审步骤。散文赏析题多是完整型的，即三步

答题——明确手法+具体解释+简述效果。 

        （5）审数量。审答案数量。一般是多个的（因为

它要求多角度切入），个别要求的（如“请简述全文

的主要写作手法”）除外。其他方面，有时要关注有

无提示（暗示）性语言。 



        1）要区分概念、记牢概念。要特别注意题干中“表达

特色”“表现手法”“表达技巧”“修辞手法”概念的异

同，因为它们决定着答题方向。前三个概念问的是同一回

事，只是要求分析“表现手法”时，答题思路要先狭后广，

即先从狭义的表现手法（如象征、衬托）考虑，再从表达

方式、修辞手法考虑。如问“修辞手法”，绝不可同“表

达特色”等术语混用。只有熟练掌握“表达技巧”“表现

手法”“表达特色”“修辞手法”等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

系，才能弄明白命题者的考查意图，准确选择答题方向，

否则，难免张冠李戴、词不达意。 

关键注意点： 



        2）多角度切入。除题干明确规定的角度外，一般都

要求多角度切入鉴赏。如果是局部鉴赏，则优先从修辞手

法角度切入，其次是表现手法和语言。在每一个角度切入

后还要注意多种技巧的运用。如果是整体鉴赏，则优先从

表现手法角度切入，其次是表达方式。至于修辞手法和语

言，从整体、主要、显著的角度入手，才可切入鉴赏。  



        3）“赏析赏析，有赏有析；重点在赏，关键在析。” 

分析时要把握好两个结合：一是与文章的中心结合，没有

纯客观的表达技巧，任何表达技巧都是为表现中心服务的；

二是与语言结合，语言是文章的载体，无论是评价主旨还

是鉴赏技巧，都离不开对语言文字的体会、把玩、涵咏。

因此，答题之前，须对所给材料反复品读。 

        另外，有时分析表达技巧不单单要看所给文字本身，

还要联系上下文才能准确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