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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阅读专题

福建省厦门市 2022-2023 学年高一上学期期末考试语文试题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钟嵘《诗品序》开篇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歌本质

上，是心物相感之下发自性情的产物。正如《毛诗·大序》中所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每一首诗歌，都表现了诗人不同的人生境遇、情感世界与审美追求。

15. 下列对必修上册有关诗歌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惊怖神奇的景物和诗人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表现了坚决不

妥协的反抗精神，也流露出消极的情绪。

B. 《琵琶行》是一首长篇叙事诗，以秋江月夜为背景，琵琶乐声和身世遭际两相映衬，抒

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遇相知之情。

C.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多处用典，或吟咏古代英雄，或总结历史经验、预示未

来，“元嘉草草”三句，提醒人们不忘收复故土。

D. 《声声慢》中，上片秋日高空和下片生活庭院的物象，冷清灰暗、萧瑟凄凉，这是词人

情感的真实写照，也是时代苦难的象征。

16. 《赤壁赋》中，客引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两句诗，所表现的人生

状态与曹操在原作中表现的有何不同？请简要分析。

17. 请结合材料内容，评述杜甫《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一联的妙处。

（不少于 100 字）

【答案】15. C 16. ①借历史人物的兴亡，抒写对人生短促无常的感叹。②曹操身处忧

境，仍渴望招揽贤才、一统天下的慷慨激昂。

17. ①感情意绪复沓多重，以登高所见所闻，感发悲秋之情。②身世之悲与家国之忧结合在

一起，情感更显深沉广远。③从时空处落笔，意境开阔，体现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解析】

【15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诗歌内容的理解和赏析的能力。

C.“提醒人们不忘收复故土”错，“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元嘉”为宋文

帝刘义隆的年号。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命王玄谟北伐拓跋氏，由于准备不足，又贪功冒进，

大败而归，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乘胜追至长江边，扬言欲渡长江。宋文帝登楼北望，深悔不

已。此三句在于借古喻今，警告主战权臣韩侂冑不要草率出兵。故应该是“对当权者轻敌冒

进的担忧”。

故选 C。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16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比较阅读之赏析作者思想感情的能力。

《赤壁赋》中引用“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是为了引出后文“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

穷”等内容，这是借历史人物的兴亡，抒写对人生短促无常的感叹。

曹操《短歌行》中“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实际上是说那些犹豫

不决的人才，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一时无所适从。诗人以乌鸦绕树、“何枝可依”的情景来

启发他们，不要三心二意，要善于择枝而栖，赶紧到我这边来。表达的是曹操求贤如渴的思

想感情以及曹操身处忧境，仍渴望招揽贤才、一统天下的慷慨激昂。

【17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诗歌炼句的能力。

结合“诗歌本质上，是心物相感之下发自性情的产物”分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

独登台”，“悲秋”已让人黯然神伤，“万里悲秋”更是让人凄怆不已。一个“常”字更是道

出“万里悲秋”时常与我相伴，悲哀感之强烈浓重，令人心神寂寥，无可排遣。诗句感情意

绪复沓多重，以登高所见所闻，感发悲秋之情。

结合“每一首诗歌，都表现了诗人不同的人生境遇、情感世界与审美追求”分析，诗人由秋

及人，有感而发，写自己年老多病，拖着残躯独自登上高台，那种异乡怀人的情感喷薄而出，

心中苦闷跃然纸上。而当时国家动荡不安，也是诗人悲愁的原因之一，身世之悲与家国之忧

结合在一起，情感更显深沉广远；

“万里悲秋”是抽象的事物，寄托诗人感伤情绪之景物是会令人心生孤独悲伤之感的景色，

不是实际生活中具体的事物；“百年”也不是实指，只是表明年老体衰的状态。诗句从时空

处落笔，意境开阔，达到的效果是悲秋之感更强烈浓重，只有“万里悲秋”与我相伴，我只

能“独登台”，独在异乡的孤独惆怅感与深秋景色之荒凉凄冷水乳交融，达到出神入化的境

界，寄托诗人悲秋伤己的伤感情怀，体现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福建省福州市 2022-2023 学年高一上学期期末语文试题

（三）诗词鉴赏（7分）

采桑子

欧阳修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

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采桑子

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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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巳西湖好，满目繁华。争道谁家。绿柳朱轮走钿车。

游人日暮相将去，醒醉喧哗。路转堤斜。直到城头总是花。

17. 下列对这两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两首词都描写了西湖春天的美景，都表达了诗人赏春时悠然自在的心情。

B. 两首词色彩与意境明显不同，第一首词淡雅宁静，第二首词则明艳热闹。

C. 第一首词表现了词人沉醉于西湖的美，第二首则稍有对场面混乱的不满。

D. 词作都充满生命流动的美，水流歌随、船移禽飞，人随路转，花涌城头。

18. 欧阳修曾写下十三首《采桑子》，多角度地歌咏西湖，“十词无一重复之意”（近代夏敬

观语）。第二首词从哪个角度歌咏西湖？请结合诗歌内容具体分析。

【答案】17. C 18. 从清明上巳时节，西湖“满目繁华”的角度来歌咏颍州西湖。①绿

柳掩映，繁花处处，生动明艳。②游人如织，朱轮钿车争道。③饮酒簪花，尽情玩乐，日暮

兴尽而归。

【解析】

【17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诗词的理解和赏析能力。

C.“稍有对场面混乱的不满”错误。“争道谁家”传达的是争先恐后、欢快活跃的气氛。

故选 C。

【18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词作描写角度的赏析能力。

本词的上片写到西湖景色迷人，是游人的最佳去处。看绿柳丛中，车如流水马如龙，争相抢

道，西湖岸上，游人如织，各色人等都在享受欣赏着大好春光。词人自己也乘着朱轮钿车加

入了这欢乐春游的队伍。所以词的上片描绘的是一幅白天西湖春游图，写出了清明时节西湖

游春的热闹繁华景象。

本词下片写游人返归的景象。日暮时分，酒醒了的、还在醉着的，前后相将归家。从西湖弯

斜的堤岸一直到城头，一路之上，花头攒动。“直到城头总是花”，这里既指从西湖到颍州城

下的路边鲜花盛开，又当指一路上游人皆头上簪花而归。描绘日暮回城时喧哗熙攘的情景，

着意描绘游春的欢乐气氛。

所以本词从清明上巳时节，西湖“满目繁华”的角度来歌咏颍州西湖。

福建省南平市 2022-2023 学年高一上学期期末语文试题

（四）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两首古诗，完成下面小题。

铜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刘子翚

金碧销磨瓦面星，乱山依旧绕宫城。路人休唱高台曲，台上而今春草生。

铜雀台

连文凤

月正明时星正稀，邺城风雨忽凄凄。荒台深锁残春色，半夜寒鸦绕树啼。

【注】①铜爵：即铜爵台。爵，同“雀”。因楼顶铸有大铜雀，故名。②高台曲：曹操

所建铜爵台、金虎台、冰井台，合称邺中三台。后赵皇帝石虎定都邺城，常在三台游宴，命

乐工作《三台曲》。此诗的“高台曲”指《三台曲》。

17. 下列对这两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刘诗和连诗题目大体相同，都是以铜雀台作为直接描写对象的怀古诗。

B. 刘诗首句描写铜雀台釉彩剥落、瓦面满布斑点，为全诗抒怀奠定了基调。

C. 连诗第三句的“锁”与《赤壁》“铜雀春深锁二乔”的“锁”意思相同。

D. 两诗语言都委婉含蓄，将怀古幽情巧妙地熔铸在景物中，意味无穷。

18. 两首诗在具体抒发物是人非、盛衰无常的感慨上有所不同。请结合诗句简要分析。

【答案】17. C 18. ①刘诗先写铜雀台的残破，再以“高台曲”虚写曾经的繁华，最后

以“春草生”作结，今昔对比，突出沧桑巨变；②连诗着重以风雨、残春、寒鸦等意象，烘

托铜雀台的荒凉破败，渲染凄清而令人伤感的画面。

【解析】

【17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理解诗歌内容的能力。

C.“含义相同”错。连诗中的“锁”是“笼罩”之意，《赤壁》中的“锁”是“关押”之意。

故选 C。

【18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诗歌情感和表达技巧的能力。

“金碧销磨瓦面星，乱山依旧绕宫城”，“金碧销磨”写出宫殿的金碧辉煌已经被时间消磨，

“瓦面星”写釉彩剥落、瓦面满布斑点，只有山川环绕的地形没有改变，“依旧”有物是人

非之感；“路人休唱高台曲”，“高台曲”让人联想到当年石虎在三台游宴的盛景，这是虚写；

“台上而今春草生”，“春草生”是写景，更与当年高台宴饮的繁华形成鲜明对照。可见刘诗

先写铜雀台的残破，再以“高台曲”虚写曾经的繁华，最后以“春草生”作结，今昔对比，

突出沧桑巨变；

连诗着重以风雨、残春、寒鸦等意象，烘托铜雀台的荒凉破败，渲染凄清而令人伤感的画面。

“月正明时星正稀，邺城风雨忽凄凄”，在这月明星稀的夜晚，邺城却笼罩在一片凄凄风雨

中。“荒台深锁残春色，半夜寒鸦绕树啼”，长满野草的荒台还透露着春天的气息，夜半寒鸦

的啼叫让人倍感凄清，残春、寒鸦的出现更烘托出环境的荒凉凄清。这样的景物让人联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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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繁华，陡生盛衰无情之感，读来令人伤感。

福建省漳州市 2022-2023 学年高一上学期期末语文试题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下面小题。

声声慢

李清照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

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

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15. 下列对这首词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起句连用叠词，营造出凄冷、悲凉的氛围，为整首词奠定了感情基调。

B. “淡酒”二字，写出南渡之后的词人到处漂泊、衣食无着的悲惨情形。

C. “憔悴损”明写菊花的枯萎，而实则暗喻岁月流逝，人已衰老、憔悴。

D. 词人以独守窗前的所见所闻所感，传达出百无聊赖、内心愁苦的情状。

16. 词人是如何表达“愁”的？请简要分析。

【答案】15. B 16. ①通过环境来烘托愁绪，上阕第一句是环境描写，通过凄清的环境

里写愁；②通过意象叠加来抒发愁绪，本词中运用了很多意象，如“淡酒”“雁”“菊花”“梧

桐”“细雨”，通过这些意象来表现愁情；③直抒胸臆，直接表达愁绪，词的最后一句直接抒

发愁情。④视听结合，文中写到点点滴滴的秋雨，这秋雨不仅是打在梧桐上，更是敲打在诗

人心上，沉重得使作者无法承受。⑤运用叠词。文中多处运用叠词，深切地抒发了自己愁苦

之绵绵不绝。（答出任意两点即可）

【解析】

【15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赏析诗歌内容及艺术特色的能力。

B.“词人到处漂泊、衣食无着的悲惨情形”错误。本词主要抒发作者的愁情，而“三杯两盏

淡酒”中“淡酒”并不是因为酒淡，而是因为作者的愁浓，借酒也无法消除。所以“淡酒”

是为了表达作者浓浓的愁情。

故选 B。

【16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赏析诗歌手法的能力。

词的第一句是环境描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运用了叠词，更加表现出

环境的凄清，作者内心的凄楚，所以作者首先通过环境的凄清来烘托内心浓浓的愁情。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运用了“酒”这一意象，而且作者写的是“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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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因为酒淡，而是因为作者内心的愁情太重，借酒也无法消除。“雁过也，正伤心，却

是旧时相识”运用了“大雁”这一意象，北雁南飞，但是作者却再也无法回到自己的故乡，

而曾经和自己鸿雁出书的丈夫也已去世，所以“雁”这一意象写出了作者内心的国破家亡之

悲。“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运用了“黄花”这一意象，而本词中的黄花

却是满地堆积，暗喻岁月流逝，人已衰老憔悴。“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运用

了“梧桐”“细雨”这两个意象，雨打梧桐更增加了作者内心的愁绪。所以作者选用了秋季

中这些典型的意象，借这些意象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愁，借景抒情。

词作最后一句“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直接一个“愁”字点出了内心的情感，运用了

直抒胸臆的手法。

本词写到“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点点滴滴的秋雨不仅滴落在梧桐上，使作

者烦闷，更是滴落在作者的心中，沉重得使作者无法承受。运用了视听结合的手法，来抒发

作者内心沉重的愁情。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点点滴滴”大量叠词的运用，增加了词作的节

奏感，同时也写出了环境的凄清，作者内心愁情的沉重和绵绵不绝。

福建省三明市 2022-2023 学年高一上学期期末语文试题

（三）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下面小题

念奴娇

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

辛弃疾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

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

却忆安石
①
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宝镜难寻，

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注】①谢安字安石。东晋名将，曾隐居东山。

15. 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诗歌一开篇，诗人便以“千斛”言其“闲愁”分量之沉重，给人一种重压之感，同时也

奠定了全词的基调。

B. “儿辈”一句，指谢安将希望寄托在谢家子弟身上，自己惟以下棋度日，流露出他对现

实处境的无奈之情。

C. “风怒”一词，指作者的豪情如怒风般雄健。“翻屋”一词譬喻国势危急，但南宋王朝处

于危亡之中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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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词中不见“杀敌”“灭虏”字眼，但是却极曲折、极深婉而又极鲜明地反映南宋时期的局

势和词人的情感。

16. 这首词字字有斤两，很能体现辛弃疾的诗词风格。试分析它和《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

古》在抒情方式上有何共同之处。

【答案】15. C 16. ①借景抒情。《念奴娇》中“柳外斜阳”一句通过落日的景象，抒发

了作者想要复国而不得的忧愁；《永遇乐》“斜阳草树，寻常巷陌”“可堪回首，佛狸祠下，

一片神鸦社鼓”借现实的景象抒发了作者对英雄不在，百姓遗忘历史的感伤。②借典抒情。

《念奴娇》一词借谢安的典故抒发了对朝廷不重用人才的不满；《永遇乐》一词用廉颇之典，

表达了自己因为积极备战，不去迎合权贵而不被重用的愤慨。

【解析】

【15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理解诗歌内容的能力。

C．“‘风怒’一词，指作者的豪情如怒风般雄健”错，“风怒”一词指的不应是作者的豪情，

与“翻屋”勾连，应该是指危及南宋王朝的势力。

故选 C。

【16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诗歌抒情方式的能力。

《念奴娇》中“柳外斜阳”五句，是建康眼前的景象，把“兴亡满目”落到实处，渲染一种

国势渐衰悲凉凄楚的气氛：夕阳斜照在迷茫的柳树上；在水边觅食的鸟儿，急促地飞回窝巢；

垅上的乔木，被狂风吹打，飘落下片片黄叶；一只孤零零的小船，漂泊在秦淮河中，匆匆地

向西边驶；不知何人，吹奏起悲凉的笛声。映入词入眼帘怎能不勾起作者忧国的感叹。作者

借景抒情，抒发了作者想要复国而不得的忧愁。

“却忆安石风流”五句，用谢安（安石）受谗被疏和淝水之战等典故。前三句写谢安早年寓

居会稽，与王羲之等知名文人，“渔弋山水”、“言咏属文”，风流倜傥逍遥洒脱。作者借此表

达自己本也可隐居安逸但忧国之心使其尽小国事，以至“泪落哀筝曲”。晋孝武帝司马曜执

政，谢安出任宰相，后来受谗被疏远。“泪落哀筝曲”，是写谢安被疏远后，孝武帝有次设宴

款待大将桓伊，谢安在座。桓伊擅长弹筝，谢安为孝武帝弹一曲《怨诗》，借以表白谢安对

皇帝的忠心，和忠而见疑的委屈，声节慷慨，谢安深受感动，泪下沾襟。孝武帝亦颇有愧色。

词人在此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曲折隐晦地表达未见重用志不得伸的情怀。

《永遇乐》中“斜阳草树，寻常巷陌”（如今）夕阳照着那草木杂乱、偏僻荒凉的普通街巷，

如今，英雄了得的刘裕的居所，也沦落为毫不起眼的“斜阳草树”与“寻常巷陌”，再也不

复当年的辉煌与气势了，诗人借此荒凉之景抒发其江山依旧，英雄不再、后继无人的感慨。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真是不堪回首，拓跋焘祠堂香火盛，乌鸦啄祭品，

祭祀擂大鼓。如今“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与“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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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鲜明的对比，当年沦陷区的人民与异族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烽烟四起，但如今的

中原早已风平浪静，沦陷区的人民已经安于异族的统治，竟至于对异族君主顶礼膜拜，这是

痛心的事。诗人借此情景抒发百姓遗忘历史的感伤。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作者以廉颇自比，廉颇曾为赵国立下赫赫战功，可为奸人所害，落

得离乡背井，虽愿为国效劳，却是报国无门，词人以廉颇自况，忧心自己有可能重蹈覆辙，

朝廷弃而不用，用而不信，才能无法施展，壮志不能实现。借廉颇自比，表示出词人报效国

家的强烈愿望和对宋室不能进用人才的慨叹。

综上分析，《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致道留守》和《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在抒情

方式上共同之处是：借景抒情和借典抒情。

福建省宁德市 2022-2023 学年高一上学期居家监测语文试题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词，完成各题。

点绛唇·感兴

王禹偁①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
②
。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注】①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祖籍巨野（今属山东）。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

中进士，先后担任成武县主簿、礼部员外郎、知制诰。因刚直不阿得罪权贵，曾屡次遭贬，

四十八岁时死于薪州任上。这首词是王禹偁任长州知州时的作品。②行如缀：大雁一只连着

一只，成排成行，如同缀在一起。

15. 下列对本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词的上片借景抒情，通过云、雨、水村、渔市、孤烟等意象，勾勒出了一幅清丽秀美的

江南雨景图。

B. 水村孤烟、天际征鸿的景象让词人倍感伤心，也让他萌发了厌倦官场、退官隐居的念头。

C.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冲天远去的大雁，令作者想到自己不被理解的孤独，触发了

作者关于“平生事”的联想。

D. 这首词以景写情，因情绘景。词人把“恨”和“愁”加诸本没有思绪的云和雨，实际是

要一吐心中的愁闷。

16. 这首词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请简要赏析。

【答案】15. B 16. ①壮志难酬的惆怅；借天边鸿雁展翅高飞，表现自己屡遭贬谪，不

能大展宏图的苦闷。

②知音难觅的抑郁：“谁会凭阑意”的感叹表达了词人心志无人可诉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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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客居异乡的孤独。

【解析】

【分析】

【15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诗歌的理解和赏析能力。

B.“让他萌发了厌倦官场、退官隐居的念头”错误。词人用“天际征鸿”来反衬自己的碌碌

无为，恨无知音，愁无双翼，不能像“征鸿”一样展翅高飞。

故选 B。

【16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诗歌情感的理解能力。

答题前先通读全诗，对诗歌有整体性的理解和把握，读懂诗歌写了什么，然后抓住诗句中的

关键词句进行细细品读，体悟其中蕴含的情感。有时诗中还会有直接抒情的词句。

上片，“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写雨含恨，云生愁，江南景色依旧上好美丽。由注释

可知，诗人是山东人，此时写江南美景，却以“恨”“愁”开篇，就表达出诗人客居异乡的

愁苦之情。

“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写蒙蒙的雨幕中，村落渔市点缀湖边水畔；一缕淡淡的炊烟，

从村落上空袅袅升起，更激起诗人内心的孤独之感。下片，“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征

鸿”，大雁，因雁秋天南徙，春天北归，故称。如缀，雁群排列整齐，一行连一行，连接不

断的情景。“征鸿”展翅高飞，诗人屡受贬谪，联系下文“平生事”，可知此处诗人用充满生

机的群飞大雁，反衬自己仕途失意和孤独寂寞。

结尾“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阑意”写回想平生事业，此时此刻凝视征鸿，谁理会我凭

栏远眺的含意！表达出诗人知音难觅的伤感抑郁之情和心志远处追诉的苦闷。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 2022-2023 学年高一上学期期末语文试题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词，完成下面小题

水调歌头·把酒对斜日

杨炎正①

把酒对斜日，无语问西风。胭脂何事，都做颜色染芙蓉。放眼暮江千顷，中有离愁万斛，

无处落征鸿。天在阑干角，人倚醉醒中。

千万里，江南北，浙西东。吾生如寄，尚想三径菊花丛。谁是中州豪杰，借我五湖舟楫

②，去作钓鱼翁。故国且回首，此意莫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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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杨炎正是一位力主抗金的志士，由于南宋统治者推行投降政策，他的才能、抱负得

不到施展。②五湖舟楫：传说范蠡助越灭吴后，弃官归隐，泛舟于五湖之上。

15. 下列对词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起首两句，轻描淡写愁态，夕阳西斜，词人手持酒杯，临风怀想，突发奇问。斜日，实

写景物，点明时间。

B. “胭脂”两句，以乐景衬哀情，写词人问西风：为什么你把所有的胭脂都做了颜料去染

秋荷了，染得它这样红？以此反衬愁怀，颇为沉郁。

C. “天在阑干角”两句，写出了非醉非醒、似醉仍醒的状态，一边收束上片的离愁别绪，

一边又开启下片的心理矛盾。

D. “尚想三径菊花丛”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诗意，也暗含

词人的软弱和对现实的逃避。

16. 整首词抒发了词人哪些复杂的情感？请结合诗句加以分析。

【答案】15. D 16. （1）岁月蹉跎、青春难驻之悲。（2）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之愁。（3）

归隐田园之欲。（4）飘泊的愁绪。（5）对故国山河的无限眷恋之情。

【解析】

【分析】

【15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理解诗歌内容及分析概括诗人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D．“也暗含词人的软弱和对现实的逃避”错误。从注释①可知“杨炎正是一位力主抗金的志

士，由于南宋统治者推行投降政策，他的才能、抱负得不到施展”，所以他的隐居遁世，并

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无奈之举。从尾句“故国且回首，此意莫匆匆”

说明，即便无奈退隐，但是内心还是心系苍生，心忧社稷的，因此，说他“软弱和对现实的

逃避”是不正确的。

故选 D。

【16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评价诗歌思想内容和情感的能力。

可抓“斜日”的寓意，斜日，除了实写景物，点明时间外，同时还有虚写年华流逝之意，暗

寓岁月蹉跎、青春不再的感慨。得出作者对时光和年华的慨叹。

“谁是中州豪杰”，答语显然：国中豪杰舍他其谁！可英雄有何处能用武？词人无奈地说“借

我五湖舟楫，去作钓鱼翁”，写出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愤。表达有才不见用，有志无法伸

的悲愤和无奈。

“三径菊花”“五湖舟楫”，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诗意，寄

寓田园之思。词人无奈地说“借我五湖舟楫，去作钓鱼翁”，他愿效法范蠡大夫，做个钓鱼

老翁，这句把词人退隐心情表现得委婉有致而又酣畅淋漓，塑造了一个有退隐之意的词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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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借用典故，传达归隐的无奈。

“千万里”“人倚醉醒中”，客游他乡，披风戴雨，萍踪浪迹，飘泊不定，一个深受流离之苦

的词人形象跃然纸上。写远离家乡，漂泊颠沛之苦情。

“故国”“此意”及注解抒写力主抗金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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