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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89_E8_AF_AD_E6_c38_61087.htm 一、艺术手法： 1、表

达方式： 诗词中主要运用叙述、描述、议论、 抒情四种表达

方式，这其中描写、抒情是考查的重点。描写方式有动静结

合、虚实结合等的不同；抒情方式有（抒情方式 主要有直接

抒情和间接抒情两种方式。）直抒胸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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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景

语皆情语等。 2、结构形式： 诗歌的结构形式，常见的首尾

照应，开门见山、层层深入，先总后分，先景后情、卒章显

志，过渡、铺垫、伏笔等。 3、修辞手法： 主要的修辞手法

有：“对偶”“比喻”“拟人”“借代”“夸张”“排比”

“反复”“象征”“寄寓”“ 寄托”等， 4、写作技巧： 写

作技巧包括：赋比兴、衬托、对比、渲染、卒章显志、画龙

点睛、以小见大、欲扬先抑、联想想象、语序倒置等。 5、

艺术风格： 包括雄浑、旷达、豪放、俊爽、冲淡、沉郁、悲

慨、婉约 二、表达方式： 1、借景抒情或情景交融：诗人对

某种景象或某种客观事物有所感触时，把自身所要抒发的感

情 、表达的思想寄寓在此景此物中，通过描写此景此物予以

抒发，这种抒情方式叫借景或借物抒情。在我国古代诗歌中

，松、竹、梅、兰、山石、溪流、沙漠、古道、边关、落日

、夜月、清风、细雨和微草等，常常是诗人借以抒情的对象

。如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借“原上草”的

顽强抗争，尽情抒发对自然规律不可抗拒。 寓情于景（或物

），情景交融，这种方式将感情融汇在特定的自然景物或生



活场景中，借对这些自然景物或场景的描摹刻画抒发感情，

是一种间接而含蓄的抒情方式。如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

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写景之中包含着对

春雨的喜悦之情；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

月”，场景描写之中，寄寓着诗人的离愁别恨。 一般情况下

，是乐景写乐情，哀景抒哀情，但也有以乐景衬哀情或哀景

写乐情的写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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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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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斋诗话》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

其哀乐。 诗人写诗来表达他的思想情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需要写景自然界的或周围的景，来引起情，把情感传达

给读者。情与景的处理很重要，如果处理得恰当，他就会激

起读者的感情，使读者与他发生共鸣。这样的诗就写得好，

能动人。 情与景的处理不单是诗歌的问题。其他的艺术，则

小说、戏剧、电影、绘画，也有这个问题。一般是情与景配

合。拿电影来说，情与景配合的例子如：当灾祸将发生时，

电影中常使我们看到雷电和暴风雨，为观众作心理准备，预

感未来的灾祸。当电影中男女二人热恋，或夫妇新婚，他们

会在公园里散步，天气晴朗，春暖花开，一片令人欢喜的景

色。这样的情景配合，在电影或其他艺术中与写诗时相类似

。这叫做“情景陪衬”或“情景交融”。 在中国与西洋的诗

歌中，都可找到诗人成功地处理情与景配合或交融的例子。 

先以中国诗为例。下面两首词都是情与景配合得很成功的。 

渔家傲（秋思） （宋）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

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



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

军白发征夫泪。当时范仲淹被派经略延安，镇守边陲，防御

西夏。这首词是他切身的体会。时间是秋天，地点是塞下，

具体的地方是孤城。人物是将军和征夫。他们离家万里，在

塞外看到雁南飞，听到悲哀的笳声和羌管，自然想家，但功

未成，不能回去。饮浊酒，愁不能寐。词中所写的悲凉凄怆

的景象，充分配合当时的人的心情，情景交融，使读者体会

到这些在边疆卫戍的人的情怀。 另看一首写乐景的词： 风人

松（题酒肆） C宋）俞国宝一春长费买花钱， 日日醉湖边。

玉骢惯识西湖路，骄嘶过沽酒楼前。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

里秋千。 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得春归去，

余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扶残醉，来寻陌上花钿。 这里写春

光明媚时，在杏花和绿杨中，游玩的人带了坐船游，饮酒，

歌舞。使读者充分感觉到春游的愉喜。 也可以用欢乐的景象

衬托人的哀伤。华兹华斯在《两个四月的早上》这首诗里讲

他和他的朋友马修在四月的一个早上一同到LU里去玩。那天

是大好春光，艳阳普照，芳草和流水使人欢喜，但是马修停

下来叹息。华兹华斯觉得在春光明媚的时刻到野外散步很愉

快，问马修为什么叹息。马修盯着东边的山顶看，然后说，

这么好的天气，这仫美的云彩，使他回忆起整整三十年前的

一天来。三十年旧，天气和现在一样好，云彩和现在一样美

，他拿了钓竿，阳教堂墓地，到他女儿的坟头去看看。他女

儿爱玛还不到 I九岁，她长得很可爱，全村的人都喜欢她，而

且她唱歌唱 得象夜莺一样好听。但是她已躺在墓地里。那天

马修看了他女儿的坟墓出来，在墓地一棵紫杉的旁边，看见

一个面颊红润的女孩，她眉目秀美，头发上还有露水，正挽



着一只篮子，轻快地走路。马修说：我苦痛地叹息，。情不

自禁。我对她看了又看，但不想把她当我的亲人\自己的女儿

去世，别人的女儿再好也不能代替。诗中哀伤女儿去世，而

写艳阳天，芳草流水和美丽的云彩，这是情景反衬。在大好

的春光下回想哀伤的事，增加了他的悲哀。面对着欢乐的景

物，诗人觉得愈加悲哀。这是以乐景反衬哀景。 现在看下面

这首七绝《题金陵图》 （唐）韦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

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庄金陵就是南

京。六朝是吴；东晋、宋，齐、梁、陈（公元 317589年）。

这六个朝代都建都南京，都时间短暂。六朝以奢侈豪华著名

。到唐朝时，六朝已经过去，其豪华已衰败，因此唐朝诗人

到南京吊古，总是为六朝哀伤感慨。诗人看到江雨霏霏，江

草丛生，眼前一片荒凉衰败的景象，想到六代豪华已似梦幻

一样过去，十分伤感。但是当他来到台城，看见春光明媚，

柳絮飞舞，烟笼十里，他想到自然界的景色依旧这样美好，

而人事全非，往日的荣华去不复返，另有一番哀伤。因此这

首简短的诗，兼用情景陪衬与情景反衬这两种手法来写。这

样二者并用，加强了诗的感染力和效果，是很成功的作品。

2、虚实相生 在诗歌欣赏中，虚与实是相对的，如书上所言

，有者为实，无者为虚；有据为实，假托为虚；客观为实，

主观为虚；具体为实，隐者为虚；有行为实，徒言为虚；当

前为实，未来是虚；已知为实，未知为虚等等。 首先，介绍

一下诗歌中的“虚” 在中国画的传统技法中，虚，是指图画

中笔画稀疏的部分或空白的部分。它给人以想象的空间，让

人回味无穷。诗画同理，诗歌借鉴了中国画的这种方法。诗

歌的“虚”，是指直觉中看不见摸不着，却又能从字里行间



体味出那些虚象和空灵的境界。具体说来，诗歌中的“虚”

包括以下三类： 1、神仙鬼怪世界和梦境。诗人往往借助这

类虚无的境界来反衬现实。这就叫以虚象显实境。例如《梦

游天姥吟留别》仙境就是一个虚象。诗云：“日月照耀金银

台”、“霓为衣兮风为马”、“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

人兮列如麻”。李白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图景，图景的美好反

衬出现实的黑暗。 2、已逝之景之境。这类虚景是作者曾经

经历过或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景象，但是现时却不在眼前。

例如李煜《虞美人》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句中“故国”的“雕栏玉砌”存在，但此时并不在眼前，也

是虚象。作者将“雕栏玉砌”与“朱颜”对照着写，颇有故

国凄凉，物是人非之感。再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

云：“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再现了火烧赤壁这一史实

。显然不是发生在眼前，故也是虚景。 3、设想的未来之境

。这类虚境是还没有发生的，它表现的情将一直延伸到未来

而不断绝。故写愁，将倍增其愁；写乐将倍增其乐。例如柳

永《雨霖铃》中云：“今霄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

是设想的别后的景物：一舟离岸，词人酒醒梦回，只见习习

晓风吹拂萧萧疏柳，一弯残月高挂柳梢。在《西厢记长亭送

别》中崔莺莺送别张生唱词很多是设想的未来之境。今夜 中

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再看看诗歌中

的“实” 在中国画中，实是指图画中笔画细致丰富的地方。

而在诗歌中，“实”是指客观世界中存在的实象、实事、实

境。例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黑暗现实；《虞美人》中

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上阙的“乱

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写赤壁险峻的形势；《



雨霖铃》中上阙所写的两人分别的情形，如“寒蝉凄切，对

长亭晚”“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等。 “虚实相生

”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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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大大丰富诗中的意象

，开拓诗中的意境，为读者提供广阔的审美空间，充实人们

的审美趣味。 虚景和实景的关系，有时是相反相成形成强烈

的对比，从而突出中心的。例如姜夔《扬州慢》中的虚景是

指“春风十里”，写往日扬州城十里长街的繁荣景象；实景

是“尽荠麦青青”，写词人今日所见的凄凉情形。由这一虚

一实两幅对比鲜明的图景，寄寓着词人昔盛今衰的感慨。 虚

景和实景的关系，有时则是相辅相成形成渲染烘托，从而突

出的中心的。如欧阳修的《踏莎行》：“候馆梅残，溪桥柳

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

行人更在春山外。”上阙写实，通过初春景象反衬“行人”

的离愁别绪。下阙实虚。通过设“行人”想妻子凭栏远望，

思念“行人”的愁苦之象，来写愁思。妻思夫，夫想妻。虚

实相生，从而将离愁别绪抒发得淋漓尽致。 三、结构方式（

首尾照应，开门见山、层层深入，先总后分，先景后情、卒

章显志，过渡、铺垫、伏笔） 四、修辞方式（“对偶”、“

比喻”、“拟人”、“借代”、“夸张”、“排比”、“反

复”、“象征”、“寄寓 ”、“寄托”） 1、 烘托：本是中

国画中的一种技法，用水墨或色彩在物象的轮廓上渲染衬托

，使物象明显突出。用于诗歌创作，指从侧面着意描写，作

为陪衬，使所需要的事物鲜明突出。可以是人烘托人，如《

秦罗敷》中借“行者”“少年”等的反应来烘托秦罗敷惊人



的美貌，也可以是物烘托物，如“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

”、“僧敲月下门”“月出惊山鸟”等以闹衬静。更多的是

物烘托人，如《琵琶行》中三次写江中之月，分别烘托了琵

琶声的美妙动听、引人入胜和人物凄凉、孤独、悲伤的心情

。 2、联想和想象：多为浪漫主义诗人所采用。如李白常把

现实与梦境、仙境，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打成一片，他的《梦

游天姥吟留别》以飞越的神思结构全诗，诗人的想象犹如天

马行空，所描绘的梦境、仙境，正是他所向往追求的光明美

好的理想世界。“小时不识月，呼着白玉盘”“我寄愁心与

明月，随君直到夜西”“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都是奇

思遐想与自然天真相结合的神来之笔。 3、用典：即在诗歌

中援引史实，使用典故。古诗很讲究用典，这既可使诗歌语

言精炼，又可增加内容的丰富性，增加表达的生动性和含蓄

性，可收到言简意丰、耐人寻味的效果，增强作品的表现力

和感染力。如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成功地

运用了五个典故：孙权、刘裕、刘义隆等，诗人借助这些历

史事实，含蓄自然而又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 4、

比喻象征：本是一种把一事物比成另一本质不同的事物的修

辞手法，运用在诗歌当中，也称比兴。诗词当中经常运用这

一手法以达到形象生动和化实为虚的艺术效果。如唐代朱庆

余《近试上张水部》巧借新妇拜见公婆前的忐忑不安而又充

满希望的心理，写自己应试前紧张而又希望得到赏识的心态

。贺知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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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新叶萌发，诗人

在一阵惊喜中忽发奇想，是春姑娘用她那双灵巧的手，摆弄

那富有灵性的剪刀，裁出那片片细叶的吧！比喻使描写化实



为虚，形象更生动了，情感更浓郁了。如果通篇贯穿着这种

比兴的意象，则是象征。如李白常借雄奇不平凡的事物，如

大鹏、天马、雄剑及高山大河，来寄托他的理想，象征他的

才能；喜欢选取高洁美好的事物如明月、凤凰、松柏、美人

等，来象征报的人品节操；又常选取遭摧残、受拘羁的人物

事件来比喻他的经历和处境。 5、 夸张：即故意地对事物进

行夸大或缩小的描写，借以表达诗人异乎寻常的情感。合理

的夸张虽不符合事理，却符合情理。在浪漫主义诗歌中，夸

张的手法随处可见。如“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

长”（李白《秋浦歌》）。又如“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李白《侠客行》）以五岳为轻来夸张侠客然诺之重：“

轻言托朋友，面对九凝峰。”（李白《箜篌谣》）用山峰来

夸张朋友之间的隔膜与猜疑。 古诗词中还常用对比、借代、

互文（如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白居易《琵

琶行》“主人下马客在船”）、双关、比拟等用法，特点、

作用类似于一般文章中运用的辞格，此不再赘述。另外，古

诗中常见的一些“艺术辩证”的手法，也要注意。如描述事

物或景物时，常把远与近、动与静、声与色、实与虚等相结

合，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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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