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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课文与其说是作者写给友人的一封信，还不如看作一篇

景色优美的游记散文。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文中描摹了优美

的山水，并且课文的结构十分鲜明，句式非常工整。以下我

们就以这三点来具体分析一下课文的艺术特色。 一、奇异的

山水体现景色美 课文写的是富春江的水和两岸的山。“奇山

异水，天下独绝”总写了它们的特点。 写水时抓住“清”这

一特点从静态的角度来写，结合具体的事物来表现；而写“

急”这一特点时则从动态的画面来写，运用了比喻的修辞。

前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反映了江水的变化，展示了江水的

千姿百态，从而突出了水的异。来源：www.examda.com 写山

时作者先通过视觉的角度、运用神奇的想象力，巧妙地把群

山的静态美转化为动态美，不仅赋予山以生命活力，而且突

出了山的高度。接着写了山峰中的泉水、百鸟、鸣蝉、山猿

，从听觉上感受到了一首山林交响曲，使得整个山林变成了

美妙的音乐世界，使人心旷神怡。最后补写的山峰上的丛树

枝繁叶茂、长势葱茏，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又照应前文的

“寒”字。这里从不同角度写出了山的“奇”。 作者运用对

比的手法、比喻的修辞结合丰富的想象给我们描摹了一幅优

美的富春江山水图。 二、总分的结构体现层次美 作者在文章

开头部分首先用“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两句点明了自

己游览的去向和路程，接着突出了课文的文眼奇山异水，天

下独绝，另外从“奇”和“绝”二字上我们可以清楚地体会



到作者用了十分精练的语言高度概括了富阳至桐庐一带山水

的总体特点，从结构上看属于总写。 从文眼中我们可以看出

富春江上吸引作者的是异水和奇山，于是在概括了山水总的

特点之后，作者分两段来具体向我们描绘美丽的景色。第二

段作者抓住江水“清”“急”的特点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

来描写。第三段先从视觉和听觉连方面的感受来写两岸的高

山，然后是作者由此产生的联想，抒发的心志，最后补写日

光明暗的林中景致。 文章虽短，但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层

次分明。从全文来看，属于总分的结构；从段落来看，属于

并列的结构。 三、工整的句式体现语言美来源

：www.examda.com 作者所处的时代骈文盛行，这篇文章也不

例外，但没有一般骈文的弊病。文中句式整齐富有变化，多

用四言，间以六言并时而加上一些副词，使行文灵活自如，

又富有疏宕谐婉的节奏。如开头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 就

以对句开端，勾勒出山水的形象气势。又如在写动态水时用

了“急湍甚箭，猛浪若奔”两个整齐的比喻句来形容水的急

。在刻画山的特点时更是选用了“泠泠作响，嘤嘤成韵”“

鸢飞戾天者，望蜂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

蔽，疏条交映”等讲究对仗、声律的句子来写神奇的山峰。 

这种句式的运用让课文显得更加清新流畅，也体现了作者善

于锤炼语言的功力。 《与朱元思书》赏心悦目的景物、流畅

自然的行文和生动简练的语言宛如一首韵味盎然的诗，千百

年来脍炙人口，不愧为六朝山水小品文的上乘之作。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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