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语文》专升本解读



2021年考纲变化

    2021年山东专升本大学语文考试
大纲与2020年考试大纲相比，变化主
要体现在4个方面，分别是：参考篇
目、应用文要求、考试题型、对知识
点掌握的熟练程度。



考试参考篇目的变化

    2021年大纲只保留了2020年考
试大纲中的10篇，新加入了15篇，仔
细分析所选篇目可知，2021年大纲可
真是取其“重点”，去其“难点”了。增
加的篇目，大家会发现可能是在初高
中认识的“老朋友”了，如《岳阳楼
记》、《逍遥游》、《鸿门宴》等。





知识点要求的变化

    体现在应用文文种上和修辞手法
要求上，今年给出的应用文主要参考
文种与去年相比有所调整，变化了5
篇，删掉了5种难度较大的文种，增
加了5种比较简单的。





题型变化

    2021年给出的题型中去掉了名句
默写，增加了判断题。当然这也并不
是代表名句默写不会考，因为在文学
常识部分，仍然有对识记古诗文经典
名句的要求，名句默写同样可以以填
空题的形式进行考察。增加了判断题，
需要我们引起重视，要求对于知识点
的记忆需要更加精准。





语言表述方面的细节

    在2020年考试大纲中第一部分的考
察内容是“语言基础知识”，在2021年考试
大纲中的名称换成了“汉语基础知识”，这
个说法没有太大区别。在“汉语基础知识”
第一条中，明确了了解文言文以单音词为
主的特点，特别指出“以单音词为主”，单
音节词就是单个字，这是第一次出现，并
且取消了对于“一词多义”的明确要求。





山东专升本考试发展趋势

   1.难度整体下降。文言文篇目数量减
少、难度降低，应用文所选文种难度降低。
      2.人性化提升。考纲较去年相比发布
时间提前了一个半月，即便是有变化也给
了考生足够的调整时间。
      3.实用性增强。文言文选篇当中删除
了理论性过强的篇目，增加的是一些流传
比较广的篇目，将不常用的应用文文种删
除，增加实用性文种。



备考指导

    打好基础，方能厚积薄发游刃有
余。参考今年的考试大纲，先做到整
体把握，再进行内容细化。
      25篇文言文。
   1.文言文详细全面地学习每一篇
文章;
   2.做到实词虚词精准翻译;
   3.不允许语句含糊。



专题学习

    1.文学常识专题学习，从古至今
进行文学常识的梳理。  
       2.阅读专题的学习：分为现代文
和古诗词两个部分，
       3.作文专题的学习，分为应用写
作和文学写作。还需要在这个阶段安
排题海战术，接触大量习题，查缺补
漏，训练做题的感觉。



    资料：模拟题+试题
       方式：做题+回顾
       成效：考场应对心理+掌握全面知识
       注意总结答题技巧和步骤，从出题人
的角度着手

      模拟



文言文考点
n1、解释实词、虚词

n2、翻译句子

n3、划分句子的朗读节奏

n4、理解内容、分析品味



学习目标
n 1、掌握常见的文言虚词、实词的解释方法。

n 2、归纳文言句式的翻译方法。

n 3、学习划分句子节奏。



文言文之读：

音要读准
断句正确
读出语气  



  “鸡罩罩鸡鸡罩破罩破鸡飞” 
“马笼笼马马笼松笼松马走” 
鸡罩╱罩鸡╱鸡罩破╱罩破╱鸡飞

╱



什么是“断句”？
n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古书无
标点符号，诵读时根据文意作停顿，或
同时在书上按停顿加圈点，叫做断句。”
断句即划分节奏。划分节奏是文言文阅
读的入门功夫，是检验一个人文言文语
感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也是培养文言
文语感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划分句子朗读节奏规律方法：

n 一关键：理解句意

n 两原则：结构完整，不改句意。即         
词语不分家，语义无变化

n 一规律：主谓之间、动宾之间、动
补之间、修饰语和中心语之间、发
语词后和连词前可停顿。



总结规律
n 1、文言句朗读的停顿，主要依据句意及其结构。句意就像

血肉，结构就是骨骼，划分时先揣摩意义，再把意思结合紧
密的文字看成一个“意义单位”，“单位”与“单位”之间
有一定的停顿。

n 2、发语词独立原则。如：今夫|不受之天

n 3、句首连词独立原则。如：虽|人有百手，手有百指……
n 4、若句首出现总结性的词语，应停顿。如：于是|宾客无不

变色离席……
n 5、句首有过渡性的词语、表时间方位的词语，也应停顿。
n 如:既而|儿醒
n 6、古代汉语中是两个双音节词，现代汉语是一个单音节词

的，要分开读。
n 如:中|间|力拉崩倒之声
n 7、“也”用在句中揭示停顿，朗读时在其后停顿。如：余

闻之也/久矣。



小试身手
n 1、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

n 2、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
n 3、余闻之也久。

n 4、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
n 5、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词语不分家，语义不变化



文言实词
        古汉语实词主要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
数词、量词，他们有实在的意义，能单独回答
问题。

    文言实词的词法主要有以下五项：

           1、一词多义
    2、古今异义
    3、古字通假
    4、词类活用
     5. 特殊句式



1、稍稍宾客其父

2、

3、

古今异义

古：渐渐  今：略微

古：跑  今:步行、走路

古：回头看  今：照顾

几欲先走

顾野有麦场



一词多义

自
1、自是指物作诗立就

2、并自为其名

市
1、东市买骏马

2、愿为市鞍马

从此

自己

集市

买

根据语境确定词义



       在文言文中，有些古今相同的词，
由于演变的结果，词的含义表现出

以下几种差异： 
（1）词义扩大
（2）词义缩小
（3）词义转移

古今异义



词义扩大：江  河

n [古义]专指长江与黄河

n [今义]泛指江河



词义缩小：或huo

n [古义]①不定代词，有人，有的。②副
词，也许。 ③有时，间或。
n ①或以钱币乞之。(《伤仲永》)

n ②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
(《岳阳楼记》)    。

n ③而或长烟一空。(《岳阳楼记》）

n [今义]①选择连词，或者。②副词，也
许。



词义转移：爷

n[古义]如爷[古义]名词。父

亲。阿爷无大儿，本兰无长

兄。(《木兰诗》)                                

n[今义]祖父， 常重叠使用。



古字通假
1、什么是通假字呢？

（1）古人在造字的时候，有一些字还在形成当中，没
有一定规律，可能用这个字表示某个意思，也可能
使用一个同音字表示那个意思，这个同音字就是
“通假字”，通假字所代替的那个字就叫做“本
字”。

      如“止有剩骨”   《狼》 

（2）原来的字，能够代表很多意义。后来为了减轻这
个字的负担，便造了一个新字，可是，古书上还是
旧字。在后来的人看来，那旧字便是通假字，新字
是本字。　　



1、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 学而》说通悦

2、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论语 为政》知通智

3、满坐寂然，无敢哗者。《口技》  坐通座

4、担中肉尽，止有剩骨《狼》   止通只

5、对镜帖花黄《木兰诗》   帖通贴

6、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孙权劝学》   邪通耶

7、尊君在不《陈太丘与友期》不通否

8、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伤仲永》扳通攀

通假字积累

同音、形近通假   变音通假



词类活用
         文言文中，在特定的语言环
境中，某些实词临时改变它原
来所属词类的意义和功能，当
成另一类词使用，这种现象叫
“词类活用”。词类活用主要
有以下几种情况：



名
词
活
用

形
容
词
活
用

动
词
活
用

其
它
词
活
用

词类活用



词类活用

             
            一狼洞其中（                              ）  
            京中有善口技者（                             ）
            其一犬坐于前（                                  ）
            父利其然也(  形容词意动用     
法                           )

 

名作动   打洞

形作动     擅长

名作状    像狗一样

认为 … …有利



   

特殊句式
文言特殊句式一般分四类:判断句、
被动句、省略句、倒装句，其中较
难理解的是倒装句。

现代汉语习惯的常规语序，一般为"
主-谓-宾""定(状)-中心词"，即主语
在谓语前，谓语在宾语前，修饰语

在中心语前;但有时因修辞、强调等
的需要语序会发生变化。



特殊句式

常见形式①：……者， ……也    
 例：陈胜者，阳城人也

               ② ……， ……也 
 例：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

判断句



⑴宋何罪之有？

倒装句

定语后置：

宾语前置：

⑵马之千里者

主谓倒装句： ⑶甚矣，汝之不惠。   

汝之不惠，甚矣

你太不聪明了。   



省略句：

       句子中省略某词或某成份的现象，古代
汉语中更为多见。

1、（     ）未尝识书具

2、不使（    ）学

3、（     ）结友而别

4、（     ）怒而触不周之山



被动句

被动句是指主语与谓语之间的关系是被
动关系，也就是说，主语是谓语动词所
表示的行为的被动者、受事者，而不是
主动者、实施者。被动句主要有两大类

型:一是有标志的被动句，即借助一些被
动词来表示，二是无标志的被动句，也
叫意念被动句。



古代汉语中有标志的被动句式

主要有四种:
⑴用"于"表示被动关系。

王建禽于秦。(禽，通"擒")
⑵用"见"来表示被动关系。

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司马迁《廉颇蔺
相如列传》)

⑶用"为"表示被动关系。

茅屋为秋风所破(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



⑷用"受""被""受……于"表示被动关系。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见"也
表被动)(司马迁《屈原列传》)

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

。(司马光《赤壁之战》)



高人气虚词：之、其、而、以

文言虚词
       虚词——不能单独成句，意义比较抽象，
有帮助造句作用的词。现代汉语的虚词一般情
况下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拟
声词六类。文言虚词和实词的分类大体上和现
代汉语相同，所不同的是代词一般也归入虚词
一类。



之

1、传一乡秀才观之

2、仲永之通悟

3、两狼之并驱如故

4、久之，目似暝，意暇甚

代词，代诗

助词，的

主谓之间，不译

协调音节



1．“其”用在句首，表示希望、祈使、疑问等语气，如：
          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马说》）
2．可作代词，指代人、事、物，相当于“他（她、它）
们”或“他（她、它）们的”，有时也作指示代词，相
当于“这”、“那”、“其中的”。如：

     ①屠大窘，恐前后受其敌（《狼》）
     ②其文理皆有可观者（《伤仲永》）
     ③其一犬坐于前（《狼》）

其





字字落实，文从句顺
“字字落实”：忠实于原文意思，不遗漏，也不能多余 

“文从句顺”：译文要明白通顺，合乎现代汉语的表达习
惯，没有语病。 

二标准：

例：     于      舅        家       见          之  
译：    在   舅舅    家   见到了       他

例：  稍稍      宾客           其父

译：渐渐地把他的父亲当作宾客看待



六  方  法：

字字落实：       留   删   换  

文从句顺 ：     调    补   贯



留：凡朝代、年号、人名、地名、官职等专

有名词或现代汉语也通用的词，皆保留不动。

字字落实：留删换

例：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
译：崇祯五年十二月，我住在西湖

例：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

译：南阳刘子骥，是品德高尚的人。



删：把无意义或没必要译出的衬词、      
虚词删去

例：卒之为众人

字字落实：留删换

译：最终成为普通人



换：将单音词换成双音词，词类活用
词换成活用后的词，通假字换成本字

例：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耶！

译：我难道是要你研究儒家经典做博士吗?

例：一狼洞其中。

译：一只狼在柴草堆中打洞。

字字落实：留删换



调：把文言句中特殊句式按现代汉
语要求调整过来。 

文从句顺 ：调 补 贯

例：蒙辞以军中多务

译：吕蒙以军中事务多来推辞。



补：即补出省略内容。 

例：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译：鲁肃拜见了吕蒙的母亲，与    
（吕蒙）结为朋友才告别

文从句顺 ：调 补 贯



贯：即意译，指要根据上下文语境，

灵活贯通地翻译。这往往指前五种方
法都用上了还不能解决问题时。

文从句顺 ：调 补 贯



n                  豆　腐

n         一人留客饭，只豆腐一味，自言：
“豆腐是我性命，觉他味不及也。”异

日至客家 ，客记其食性所好，乃以鱼肉
中各和豆腐。其人只择鱼肉大啖，客问

曰：“汝曰‘ 豆腐是性命’，今日如何
不吃？”答曰：“见了鱼肉，性命都不
要了。”

一试身手



《诗经》简介 表现手法
  赋：“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引
自朱熹《诗集传》，下同）。赋即铺陈，也就
是直接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比：“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比即比喻、
打比方，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属此
类。
  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兴即烘托、衬托，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
之内容作铺垫。它兼有比喻、象征、烘衬等的
手法，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对于
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关雎
jū yǎo tiǎo hǎo qiú

cēn cī xìng wù mèi

zhǎn

sè

mào lè

读准字音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

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

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

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jiān jiā yī

sù huí wǎn

qī qī xī méi

jī chí

sì

zhǐ

读准字音 蒹葭



关 雎
——《诗经·周南》

jū

    雎鸠，水鸟。
古代传说它们雌
雄形影不离；且
情意十分专一，
其一或死，另一
就忧思不食，憔
悴而死。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读准字音
jū yǎo tiǎo hǎo qiú

cēn cī xìng wù mèi

zhǎn

sè

mào lè

朗读诗歌



注意停顿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朗读诗歌



感知内容 初步感知
  《关雎》是“周南”的第一首诗，也
是《诗经》的第一篇。古人把他放在三
百篇之首，说明了它的重要性。请用简
洁的语言概括诗歌内容。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

  《关雎》写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思
念、追求过程，写他求之不得的痛苦和
想象求而得之的喜悦。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水中的陆地 文静美好的样子 配偶

译文：

    雎鸠关关在歌唱，在那河中沙洲上。
文静美好的少女，小伙理想的伴侣。

感知内容 理解文意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雎鸠互
相唱和

君子对淑
女的爱慕

联想

兴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全诗的
纲领，统摄全篇。

首章（开头四句）感知内容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长短不齐的样子 捞取 日日夜夜

思念

译文：

    参差不齐的荇菜，顺流两边去捞取。
文静美好的少女，朝朝暮暮想追求。
    追求没能如心愿，日夜心头在挂牵。
长夜漫漫不到头，翻来覆去难成眠。

感知内容 理解文意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荇菜之
左右捞取

淑女之
难求

君子日夜
思恋

比喻

兴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形象逼真
地表现了主人公深深的思念之情。

次章（中间八句）感知内容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动词，弹琴鼓瑟 亲近

挑选 动词，敲击钟鼓 使……快乐
译文：

    参差不齐的荇菜，两手左右去采摘。
文静美好的少女，弹琴鼓瑟表爱慕。
    参差不齐的荇菜，两边仔细来挑选。
文静美好的少女，钟声换来她笑颜。

感知内容 理解文意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荇菜之
自由择取

淑女之
既已求得

君子淑女
同喜同乐

比喻

兴

幻想

想象结婚
时的热闹

情景

末章（结尾八句）感知内容



所听——关关雎鸠

所见——在河之洲 

所思——窈窕淑女

所愿——君子好逑

爱慕

思恋

幻想

寤寐求之——追慕之心

辗转反侧——相思之苦 

琴瑟友之——亲密相爱

钟鼓乐之——欢快热闹



  1、运用了“兴”的表现手法。

品味语言

  以雎鸠之“挚而有别”兴淑女应配君
子，以荇菜流动无方兴淑女之难求，以
荇菜既得而“采之”、“芼之”兴淑女
既得而“友之”、“乐之”等。

  好处：委婉含蓄，寄托深远，能产生
文已尽而意有余的效果。



  第二章中“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与下
文“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
右芼之”只改了一字。“窈窕淑女，寤寐求
之”，和下文“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
窕淑女，钟鼓乐之”也只在相同的位置上变
换几个字。

2、重章叠句（也叫“复沓”）。

  好处：有利于反复吟唱，增强诗的音乐性
和节奏感，以充分地表达出诗人细腻的思想
感情。

品味语言



  好处：可以增强诗歌音调的和谐美和
描写人物的生动性。

3、采用了一些双声叠韵联绵词。
   如“窈窕”是叠韵（两个韵母相同）；
“参差”是双声（两个声母相同）；
“辗转”既是双声又是叠韵。用这类词
修饰动作，如“辗转反侧”；摹拟形象，
如“窈窕淑女”；描写景物，如“参差
荇菜”，无不活泼逼真，声情并茂。

品味语言



蒹 葭
——《诗经·秦风》

jiān jiā     蒹葭：芦苇。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

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

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

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jiān jiā yī

sù huí wǎn

qī qī xī méi

jī chí

sì

zhǐ

朗读诗歌 读准字音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

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茂盛的样子 那人，指所爱的人

逆流而上 追寻 顺流而下 仿佛，好像

译文：
    河畔芦苇密密的一片，那是白露凝结成霜。
我那日思夜想的人啊，她就在河岸一方。逆
流而上去追寻她，追随她的道路道路险阻又
漫长。顺流而下寻寻觅觅，她仿佛在河水中
央。

艰险

理解文意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

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茂盛的样子 干 岸边，水与草相接的地方

高 水中的高地

译文：

    河畔芦苇茂盛一片，清晨露水尚未晒
干。我那魂牵梦绕的人啊，她就在河水
对岸。逆流而上去追寻她，那道路坎坷
又艰难。顺流而下寻寻觅觅，她仿佛在
水中小洲。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

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茂盛，众多 停止 水边

弯曲 水中的小块陆地

译文：
    河畔芦苇繁茂连绵，清晨露滴尚未被
蒸发完毕。我那苦苦追求的人啊，她就
在河岸一边。逆流而上去追寻她，那道
路弯曲又艰险。顺流而下寻寻觅觅，她
仿佛在水中的沙滩。



 《蒹葭》是“秦风”中的一首爱情

诗。诗歌通过对实际情景的描写和对
想象、幻想的描述，淋漓尽致地表现
了主人公对心上人的强烈思念之情。
  诗分三章，每章八句：首二句写景，
后六句抒情。全诗融写景、抒情于一
炉。

初步感知感知内容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赏析：以“蒹葭”起兴，既交
代了萧瑟冷落的秋景，又为全诗
的感情渲染了浓烈的凄清惆怅气
氛。

首章前二句（写景）感知内容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赏析：写出主人公“可望而不可即”
的惆怅之情。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
水中央。
    赏析：通过“溯洄”“溯游”的连用，
侧面刻画了主人公追求的一往情深与执
著、内心的焦虑与忧愁。

首章后六句（抒情）感知内容



品味语言 重章叠句

  诗的二三章只换了几个词，内
容与首章基本相同。但它体现了
诗歌咏唱的音乐特点，增强了韵
律的悠扬和谐美，使表达的情感
愈来愈强烈。



  首章的“苍苍”，次章的“萋
萋”，末章的“采采”，写出了
芦苇的颜色由苍青至凄青到泛白，
把深秋凄凉的气氛渲染得越来越
浓，烘托出诗人当时所在的环境
十分清冷，心境十分寂寞。



  白露“为霜”、“未晞”、
“未已”的变换，描绘出朝露成
霜而又融为秋水的渐变情状与过
程，形象地面出了时间发展的轨
迹，说明诗人天刚放亮就来到河
滨，直呆到太阳东升。



        描写伊人所在地点时，由于
“方”、“湄”、“涘”三字的
变换，就把伊人在彼岸等待诗人
和诗人盼望与伊人相会的活动与
心理形象真切地描绘了出来，这
样写，大大拓宽了诗的意境。



    另外，像“长”、“跻”、
“右”和“央”、“坻”、“沚”
的变换，也都从不同的道路和方
位上描述了他寻见伊人困难重重，
想见友人心情急切的情景。



品味语言 “兴”的表现手法
  《蒹葭》比《关雎》“兴”的特点更加突
出。诗的每章开头都采用的“兴”的表现手
法。通过对眼前真景的描写与赞叹，描绘出
一个空灵飘渺的意境，笼罩全篇。诗人抓住
秋色独有的特征，不惜用浓墨重彩反复进行
描绘、渲染深秋空寂悲凉的氛围，以抒写诗
人怅然若失而又热烈企慕友人的心境。正如
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诗·蒹葭》
一篇，最得风人深致。”具有“以我观物，
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探寻美点 含蓄美
  1、文字简约：作品没有直接抒情，没有叙述这位恋者对心
上人如何思念，而只写了他（她）左右求索、寻找恋人的行
动，然而主人公追求恋人的热烈感情、焦急心情，以及他
（她）那痴心的迷恋、刻骨的相思和失望的痛苦，都是通过
这寻求的行动、左寻右找的连续匆忙过程，形象而又含蓄地
表现出来的。
  2、形象可感：作品虽未着意刻画恋爱双方的形象，但却通
过主人公追求行动所显示出来的感情指向，十分含蓄地勾画
了施受双方的形象特征。在碧水澄滢的衬托下，“伊人”是
高洁的，使人感到可敬、可亲、可爱。而这位伊人的追求、
倾慕者，则是个热烈向往爱情和执着追求、坚贞不渝的人。
  3、余音饶梁：诗只写追求之难，可望不可即的伊人“宛
在”，便戛然而止，那么这位追求者将会如何呢，这便给读
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这就是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或
“含不尽之意于言外”了。



探寻美点 意境美
  金秋之季，拂晓之时，芦花泛白，清露为霜，
瑟瑟秋风，苇丛起伏，茫茫秋水，清澈澄明，水
上烟波万状，空中雾霭迷蒙，弯曲的河道，水中
的小洲，宛然在目。此时，一位痴情的恋者，踯
躅水畔，他(她)热烈而急切地追寻着心上的恋人。
那恋人好像在水的一方，但一水盈盈，河道阻隔，
“伊人”可望而不可即，于是他（她）徘徊往复，
心醉神迷，内心痛苦，不可言状。“伊人宛在，
觅之无踪”，但其身影又在眼前不时闪现晃动，
时远时近，时隐时现，时有时无，闪烁不定。此
情此景又使这位追求者欲找无方，欲罢不能。读
来只觉情调凄婉，境界幽邃，意蕴无穷。



  1、诗人追寻恋人如梦如幻、如醉如痴、神情恍
惚的主观情愫，与秋晨雾霭、烟水迷离的景致浑
然为一。
  2、诗人追求恋人的绵绵情意与“伊人宛在，觅
之无踪”，若隐若现的境界浑然为一。
  3、诗人左右求索的迫切焦急心情与“可望而不
可即”的境界浑然为一。
  4、主人公追求无着的惆怅失意心情与深秋一派
萧瑟的景象浑然为一。
  5、“伊人”高洁而又富有魅力的精神气质，被
葭苍露白、秋水澄明的景致烘托出来，又和烘托
他（她）的外部环境融为一体。



探寻美点 朦胧美
         作品虽然看来只是描写了诗人对意中人的憧憬、
追求和失望、惆怅的心情，但并非直叙，采用工
笔式的细描，而是用曲笔，作写意式的远距离的
勾勒。距离产生美感。但这种美感也势必因距离
远而变得模糊、朦胧，不清晰甚至不确定，是一
种朦胧美。抒情主人公的身份是模糊的，是男是
女都无从知晓，其文化背景、个性情趣更是一派
茫然。“伊人”面目是模糊的，且不说肖像如何，
连个大致的轮廓都看不到，“伊人”所在的空间
位置也十分模糊，伊人所居之地，给人以雾里看
花，若隐若现，朦胧缥缈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