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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破解学生读不懂古诗的难题，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借鉴古人的读诗方法，结合古诗的句法结构特征，在教学中

通过实施“断”—“译”—“联”—“对”四步赏析法，引领学生循序渐进地心领古诗表面文意，神会古诗情志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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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期的高中语文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古诗

文鉴赏教学往往耗时久而效果差，学生常常抱怨古

诗读不懂，应试得分自然不理想，这严重挫伤了学生

学好语文的信心。而要真正破解学生读不懂古诗的

难题，就有必要弄明白古诗是什么以及古诗创作中

殊异于今的句法特征是怎样的；同时，也有必要了解

一些值得今人借鉴的古人读诗方法；在此基础之上，

根据学情，制定并实施有效的古诗文赏析教学方略。

为此，笔者进行了一些探索。

一、古诗及古人读诗法

《说文·言部》：“诗，志也。从言寺声。”段玉裁

注：“《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

言为诗。’”［１］可见，古诗就是古人表达内心情感意志

的一种文体形式。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人禀

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２］５６这表明

一首古诗的产生，是诗人的潜在情志受外物诱发而

“感物吟志”的过程。作为诗人“感物吟志”结晶的诗

歌最终通过词句而呈现出来，《文心雕龙·神思》曰：

“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

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

心。”［２］２４６简言之，在诗文创作过程中，作者之神（情

意、志气）对外物进行了个性化的选择与改造，当作

者的情感意志与能够表情达意的词句达成默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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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文质彬彬的诗也就诞生了；否则，“心感”之人就

易陷入心灵的迷乱焦躁状态；这可谓是对诗歌诞生

过程之经典概括。那么，古人又是如何读诗的呢？

《孟子·万章上》中载孟子言曰：“故说诗者，不

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

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

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朱熹注：“文，字也。辞，语

也。逆，迎也。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

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

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辞而已，则如《云汉》所言，

是周之民真无遗种矣。惟以意逆之，则知作诗者之

志在于忧旱，而非真无遗民也。”［３］３０６３０７又如《孟子

·万章下》中孟子谓万章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

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３］３２４审孟子言语，其认

为要真正读懂诗歌，既要关注诗人的身世背景、气质

禀性，亦要精准把握字词意义，透过字词意义并结合

相关背景因素，去揣度诗人情志，即所谓“以意逆

志”。然而读诗亦不可过分拘泥于词句，一如清代的

方玉润曾说：“诗人之诗，言外别有会心，不可以迹相

求。”［４］这启示我们，诗人往往于诗文中有巧妙深邃

的情志寄寓，唯有在读诗时展开合理联想与想象，才

有可能触抵作者的情感真谛。

可见，要读懂古诗，自然要遵循古诗创作规律，

借鉴古人知人论世的赏析良方，通过精准的字词句

解读，结合相关背景，合理联想与想象，切实进入到

作者描述的情景世界和深寓的精神境界中去，才能

真正把诗读懂。

二、古诗常见特殊句法

笔者发现，学生在学习与应试中之所以读不懂

古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习惯性地按读现代文的

方式去阅读古诗文；然而，“诗词由于受字数、格律和

声韵等多种限制，特别要求精练概括，可以省去的话

就不必说；语句组织往往变化多端，叙述经常有跳动

性”［５］，如学生不能熟知古诗文特殊的句法结构，在

阅读中就会处处碰壁而无从理解。中学古诗词常见

的特殊句法有：

１．词类活用。最常见的例子就是王安石《泊船

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绿”字名词活用为了动

词，意为“吹绿”；又如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

见赠》中“病树前头万木春”，“春”字名词活用为动

词，可释为“茂盛”。

２．成份省略。如贾岛《寻隐者不遇》中“山下问

童子，言师采药去”，省去了各句的主语“我”及“童

子”；杜甫《月夜》中“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香

雾”、“清辉”后省略了谓语动词“打湿”和“洒落”；杜

甫《登岳阳楼》中“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其真实

意思是：过去听说洞庭湖上有座岳阳楼，如今登临岳

阳楼来观赏洞庭湖；杜牧《赤壁》中“东风不与周郎

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省去了表假设关系的连词“如

果”、“那么”。

３．结构倒置。如杜甫《秋兴八首》中“红稻啄余

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实际情况应是：鹦鹉啄红

稻余粒，凤凰栖碧梧老枝；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中

“生长明妃尚有村”，应当是“尚有生长明妃村”；杜甫

《日暮》中“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实际情况当是

“暗泉流石壁，秋露滴草根”。

４．互文生发。即诗句前后的词语或上下句之

间，在意义上相互渗透，互为生发，浑然一体。最为

熟知的是王昌龄《出塞》中“秦时明月汉时关”，意谓

秦汉时的明月与边关；又如《木兰诗》中“雄免脚扑

朔，雌免眼迷离”，是说无论雄兔还是雌兔，都有“脚

扑朔”和“眼迷离”的生活习性。

５．语意隐缩。限于诗格体制局限，诗人往往将

复杂的语意压缩在一句中表述，如王维的《观猎》中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实际的情况是说：枯黄

的野草虽茂密，却遮不住尖锐敏捷的苍鹰利眼；积雪

融化了，骏马飞驰起来更显轻快矫健。而“草枯”与

“鹰眼疾”、“雪尽”与“马蹄轻”之间的语意关系，作者

限于篇制而进行了压缩隐藏，就需要读者在赏析时

用心揣度了。

可见，教师唯有在日常诗歌赏析教学中有意识

地引导学生了解、感悟古诗句法特征，并指导学生遵

循古诗句法特征坚持练习解读诗句，学生才会逐渐

培养起古诗文阅读的语感，进而在顺畅的阅读过程

中心领古诗意义，神会诗人情感。

三、古诗教法策略

基于学生文言基础较差的实际，借鉴古人经典

的读诗方法，结合中学常见的古诗特殊句法特征，我

在诗歌教学中实施了“断”“译”“联”“对”四步赏析

法。“断”，就是以词或短语为单位将各诗句断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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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层次。说到底，古诗即由诗人按一定句法结构将

词或短语组合而成，对文言阅读能力不强的中学生

来说，读诗更要注重对词和短语的精准解读，不可急

于求成；“译”，就是将各个语意层次依次对译出相应

的表层准确意义；“联”，即是利用平时积累的文言知

识及规律，在准确分析各诗句层意关系的基础上，展

开合理想象与联想，补出诗人省略内容，完整准确地

再现诗句指涉的情景画面；“对”，就是将诗文情节、

画面、意象、意境与诗人遭遇、时代背景作关联解读，

进而对应品察出诗人的情感意志（如若在应试阅读

时无法获取相关背景信息，则只有将精准还原出的

诗文情景、事件与作者情志作对应解读，设身处地去

体味彼情彼景中作者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状

态）。现以杜甫《绝句二首》（其一）为例，详析这一教

法流程。

绝句二首（其一）

杜甫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注：此诗写于诗人经过“一岁四行役”的奔波流离之后，

暂时定居成都草堂时。

“断”：以词或短语为单位，用“／／”将各句断开语

意层次。如：迟日（“迟”修饰“日”，构成偏正短语）／／

江山丽（“江山”为并列词组，与“丽”构成主谓陈述关

系的短语），春风（“春”、“风”构成修辞关系的偏正短

语）／／花草香（“花草”为并列词组，与“香”构成主谓

关系）。泥融（“泥”与“融”构成主谓短语）／／飞燕子

（“燕子”与“飞”构成主谓短语），沙暖（“暖”与“沙”构

成修饰关系的偏正短语）／／睡鸳鸯（“鸳鸯”与“睡”构

成主谓短语）。

“译”：将各句的语意层次对译出大意来。如：

季节回春，白昼延长，日头落迟，／／河流山川明丽清

朗；春风吹拂，／／花草飘香；冻泥融化，／／归燕翩飞；

沙滩因日晒变暖，／／鸳鸯安然相依入眠。如果仅仅

做这样的简单解读，虽然对诗句的词语序列把握准

确，也可粗知大意；然而，由于各诗句语意层次只作

简单排列，各层意义没作关联理解，并不能全面清晰

地呈现诗句指涉的真实情景，也就无从体悟作者的

真实情感。

“联”：根据已译出的各诗句层意，合理揣度层

意间逻辑或情理关系，结合古诗特殊句法特征，展开

合理的想象与联想，补出作者省略的情景或叙事，完

整还原出诗句描述的真实画面或陈述的具体事件。

如：“迟日／／江山丽”，这里的“迟日”、“江山”不可按

惯常的现代思维习惯将其译为“迟出的太阳”、“江山

社稷”，从而将句意似是而非地解作“太日迟出，江山

秀丽”；而应结合生活经验与文言文知识理解为“春

天久照迟落的太阳”、“河流山川”；本句的两个语意

层次有着常见的文言现象，如第一层次“迟日”后省

略了谓语动词“朗照”；第二层次“江山丽”除了“江

山”（今天常以“江山”代指国家，诗句中意指“江河山

川”）是古今异义外，“丽”字还是形容词（意为“美

丽”）活用为动词（意为“显得格外明媚亮丽”）。这表

明，古诗文解读，归根到底是属于文言文范畴内的

事，扎扎实实地学好文言字词、文言句式、古文化常

识，对于快速准确地读懂古诗，是有极大帮助的。在

初译的基础上展开合理想象，不难明白，这两个语意

层次可理解为因果关系，正因为有了阳光的持久朗

照，山川景物才显得美丽妩媚，故而这一句所描绘的

画面是：季节回春，白昼延长，日头落迟，（在春日的

朗照下，）河流山川显得分外明丽清朗。“春风／／花

草香”，这一句中也有文言文中常见的语法现象，第

一语意层次“春风”后省略了谓语动词“吹拂”；同时，

“春风”也是名词作状语的用法（意为“在春风的吹拂

下”），“香”字则是形容词活用为动词（意为“散发出

阵阵清香”）。明白了上述文言现象，自然能准确快

速地补充出作者省略的内容，进而在把握本句两个

语意层次间因果关系的前提下，还原出诗句指涉的

真实画面：由于春风的吹拂，花草生机盎然，芬香四

溢。“泥融／／飞燕子”，本句常见的文言现象是“飞燕

子”后省略了相应的谓语部分“啄泥筑巢”，为了和下

句“沙暖睡鸳鸯”形式对仗，本句调整“燕子飞”为“飞

燕子”；根据文言常识和生活经验，不难明白本句的

完整内涵及两个意义层次间的因果关系：（在春日的

暖照下），冻泥消融，故而急飞的归燕（在忙碌着啄泥

筑巢）。如若简单地照字面译为“泥土融化了，燕子

在飞”，就犯了孟子所言的“以文害辞”、“以辞害志”

的大错而词不达义，让人不知所云了。“沙暖／／睡鸳

鸯”，此句包含的文言语法现象有顺序倒置与成份省

略：这句的正常语序本应是“鸳鸯睡（于）暖沙”，受制

于绝句偶句尾字要扣韵及句间对偶的格律，故将“鸳

鸯”调致句末使“香”、“鸯”谐韵，将“暖沙”倒置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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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首与上句“泥融”相对，受制于五言绝句的字数限

制而在“睡”后省略了介词“于”。明白了诗句正常的

表达顺序与现实所指，本句两个语意层次可理解为

条件关系：“沙暖”即“暖暖的沙滩”，它是鸳鸯得以安

眠的场所（必要条件）；进而本句的情景画面可还原

为：（在春日的朗照下），沙滩吸热变暖，（傍晚时分），

归巢的鸳鸯在里面安然倚眠。如此，通过想象与联

想对诗句进行补充、调整、完善，将各诗句语意层次

打通理解，全面精确地再现了诗歌的情景画面，对于

理解诗中寄寓的作者情感意志打下了坚实的文本

基础。

“对”：鉴赏诗歌不仅要能再现诗歌真实完整的

情景画面，更要能在此基础上“以意逆志”，进入作者

的现实人生，感知诗人的内在情愫，这就要求同学们

结合诗歌相关背景，知人论世，通过诗歌的表层意

义，感知诗句的“言外之意”。由题中注释可知，这首

诗写于诗人经过艰辛的奔波流离之后，暂居成都草

堂之时，全诗所有情节叙述、意象描写均可置于此背

景下作对照解读：“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表面

上描绘了春日朗照，江山亮丽，花草溢香的明媚春景

图，可对应理解为作者安适生活环境的意象化展示，

折射出作者生活安定后的闲适心情。“泥融飞燕子，

沙暖睡鸳鸯”，表面上是在描述归燕忙碌筑巢，鸳鸯

暖沙安眠之生动、温馨的自然图景，联系“诗人结束

‘一岁四行役’的奔波流离之后，暂时定居成都草堂”

的写作背景，不难理解，作者实际上是移情于物，在

飞燕与鸳鸯身上寄托了自己结束飘泊动荡生活，获

得安稳生活居所时的幸福情感。

综合以上分析，杜甫《绝句二首》（其一）的情景

画面及情感内涵为：作者描绘了一幅生机盎然、温磬

亮丽的春景图：节令回春，时日延长，阳光朗照，江水

明丽，山川盎然；春风吹拂，花草馨香；日照泥融，燕

子衔泥，翩飞筑巢；日丽沙暖，鸳鸯安眠。作者融情

于景，移情于物，表达了自己结束颠沛流离生活后暂

获安定居所时的幸福愉悦之情。

四、结语

“断”“译”“联”“对”四步赏析法，是基于学生文

言基础、古诗创作规律、古诗句法特征、经典鉴赏方

法而实施的一种古诗鉴赏教学模式，它充分体现了

对学生学情的尊重，对知识规律的应用，它引导学生

有意识地运用文言知识，在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

局部到整体地对古诗文进行赏析的过程中还原出古

诗描述的真实画面，从而心领古诗表层意义，进而神

会诗人深层情感寄托；并在解读过程中感悟古诗文

语言规律，磨砺古诗文阅读能力，领悟古诗之美，丰

富自己的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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