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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各区模拟古诗词鉴赏专题 
                                                               2018.3 

朝阳区 

答张十一
【1】 

韩愈 

山净江空水见沙，哀猿啼处两三家。 

  筼筜竞长纤纤笋，踯躅
②
闲开艳艳花。 

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 

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 

注释：【1】本诗写于韩愈被贬到广东阳山后的第二年。【2】踯躅：即羊踯躅花。 

15. 下列对本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首联描绘了山水空净，猿鸣声声，人烟鼎盛，一派繁华美好的景象。 

B. 颔联“竞”字写出了筼筜蓬勃生长，“闲”字写出了羊踯躅悠然开放。 

C. “未”字统领“报”与“知”，诗人慨叹自己未报君恩，不知会死于何地。 

D．尾句中“斗”同“陡”，本句的意思是诗人顿时感觉头发白了一多半。 

16. 本诗首联调动了视觉与听觉写景，下列诗句不含．．这种写法的一项是（3分） 

A．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 

B．数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韦应物《登楼寄王卿》） 

C. 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刘方平《春怨》） 

D. 晓角分残漏，孤灯落碎花。（戎昱《桂州腊夜》） 

17.《南涧中题》写于柳宗元被贬之后。这首诗与《答张十一》所表达的贬谪之情有何异同？请结合诗句简要分析。

（6 分） 

南涧中题（节选） 

柳宗元  

去国魂已远，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 

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房山区 

水调歌头·和马叔度游月波楼 

        辛弃疾 

客子久不到，好景为君留。西楼着意吟赏，何必问更筹．．？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鲸饮未

吞海
①
，剑气已横秋。 

野光浮，天宇回，物华幽。中州遗恨，不知今夜几人愁。谁念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决策尚悠悠。此事费

分说，来日且扶头
②
！ 

注释：①鲸饮吞海：如巨鲸吞海似的狂饮，化用杜甫《饮中八仙歌》里“饮如长鲸吸百川”的诗句。②扶头：

形容醉后状态，谓头须人扶，化用北宋词人贺铸《南歌子·疏雨池塘见》中“易醉扶头酒”的词句。 

15.下列对本词的解说与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水调歌头”是词牌名，题目中的“和”指依照别人诗词的题材或体裁作诗词。 

B.上阙中词人用“冰雪” 、“百川”比喻自己的胸怀，用“剑气”寄寓着壮志。 

C.下阙“浮”、“回”、“幽”等词描绘了月光浮动、天空高远、景色清幽的画面。 

D.结尾写挽留友人醉在今宵，借酒排遣对朝廷收复中原的决策遥遥无期的愤懑。 

16.上阙“更筹”是古时夜间计时工具，这里代指时间。下列语句中加点词使用了以工具代本体这一手法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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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A.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曹雪芹《红楼梦》） 

B.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文天祥《过零丁洋》） 

C.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范仲淹《岳阳楼记》） 

D.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 

17.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请结合本词和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

词，简要赏析两词家的不词风。（6分） 

丰台区 

渔家傲 

苏轼 

临水纵横回晚鞚
【1】

,归来转觉情怀动。梅笛烟中闻几弄。秋阴重，西山雪淡云凝冻。 

美酒一杯谁与共，尊前舞雪狂歌送。腰跨金鱼
【2】

旌旆拥。将何用，只堪妆点浮生梦。 

注：【1】鞚，有嚼口的马笼头。【2】金鱼，宋代高级官员的一种佩饰。 

15．下列对本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临水纵横回晚鞋”，词人骑马奔驰于水滨，很晚才踏上归程。此句凸显了词人豪迈英武的气势。  

B. “归来转……闻几弄”，骑马归来，耳闻暮霭中传来笛奏的乐曲，词人情绪发生转变，若有所悟。 

C. “秋阴重……云凝冻”，秋天阴暗沉重，西山去雾笼罩，天寒雪淡。景物反衬出词人内心的郁闷。 

D. “美酒……旌旆拥”，饮酒话别，席前歌舞狂欢；词人腰挎金鱼饰，护卫前呼后拥，场面壮观。   

16. “尊前舞雪狂歌送”一句中，“舞雪”形容舞姿回旋如雪花飞舞。这里把人比作物去写，给人一种别样的美感。

下列诗句没有．．运用这一手法写人的一项是（3分） 

A.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杜牧《赠别》） 

B.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白居易《长恨歌》） 

C.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D. 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赵嘏《江楼感旧》） 

17. 苏轼常以“梦”感叹人生。此词结语“将何用，只堪妆点浮生梦”与《念奴娇 赤壁怀古》结语“人生如梦，

一尊还酹江月”分别表达了苏轼怎样的思想感情？（6分） 

  

石景山区 

九日蓝田崔氏庄 

杜甫 

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
【注】

旁人为正冠。 

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 

【注释】倩：请，央求。 

15．下列对本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首联写出作者在伤老悲秋的凄凉中，借与友人游乐而力图自我宽慰的心境。 

B．颔联写作者笑请友人代为“正冠”，却难掩因年老体衰而产生的羞愤心情。 

C．颈联写出了水流奔泻、两峰并峙的宏大气势，意境开阔，又给人以萧瑟之感。 

D．这首诗情感跌宕起伏，诗人满腹的忧情却以壮语写出，凄楚悲凉又慷慨旷放。 

16．本诗颔联是“流水对”，即上下句结构相同，意义相承，顺序不能颠倒。下列各联的对仗方式与此不同的一项是（3

分） 

A．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 

B．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甫《春夜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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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杜甫《蜀相》） 

D．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 

17．本诗尾联有另一个版本：“明年此会知谁在？再把茱萸仔细看。”请结合本诗内容，比较这两个尾联表达感情的不

同之处。（6分） 

101 中学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 14～16题。（18分） 

岁暮归南山
①
 

孟浩然 

北阙
②
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
③
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注释】①写这首诗时，诗人正是四十岁，长安科考落第。②北阙：指帝宫。③青阳：指春天。 

14. 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3分） 

A. 本诗首联直抒胸臆，明确表达作者不再追求仕进，甘愿淡泊，志在归隐的情感。 

B. 颔联具体回忆了为官失意的缘由，其中含有才不被人识、良骥未通伯乐的委屈。 

C. 尾联中的“虚”字既写出了院落静夜的空寂，也表露出作者内心的空虚与落寞。 

D. 本诗语言看似浅近、明白如话，实则含蕴丰富层层辗转，语涉数意，悠远深厚。 

15.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一联中，“白发”、“青阳”，本是无情之物，作者缀以“催”“逼”二字，则情

感尽出，下列诗句运用了相同手法的一项是（3分） 

A. 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     （王维《送沈子福之江东》） 

B.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       （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C.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杜甫《登高》） 

D.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柳宗元《江雪》） 

16. 本诗与下面王维的《终南别业》均为归隐之作，请结合具体诗句，简要分析二者表达感情的不同之处（6分） 

终南别业 

王维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北京师大附中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 14～15题。 

安定城楼 

（唐）李商隐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 

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
①
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
②
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
③
竟未休。 

【注】①王粲：东汉末年人，建安七子之一。《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载：王粲年轻时曾流寓荆州，依附刘表，

但并不得志。他曾于春日作《登楼赋》，其中有句云：“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②回：挽回、扭转。

③鹓雏：鹓雏是古代传说中一种像凤凰的鸟。《庄子·秋水》：“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

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

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

而吓我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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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恰当的两项是（5分）（    ）（    ）    

  A.本诗极具李商隐诗歌“使典用事以抒情言志”的特色，使用了多个典故，沉郁顿挫，表达了丰富而深厚的思

想感情。 

  B.首联点题，上句以夸张之笔极写安定城楼高拔且连续绵延的气势，下句则描绘了一幅绿树与洲渚接连一片的

阔大之景，乃登楼之所见。 

  C.颔联用典，既有人生失意之悲，更通过“王粲春来更远游”一句表达自己振作精神、重整旗鼓之志，意气风

发，斗志昂扬。 

  D.颈联情感又一跳转，由颔联的激昂转入低沉，诗人想象自己一生无为，只能在白发苍苍的晚年泛舟湖上，渺

如沧海一粟。 

  E.尾联用庄子寓言之典，把朝廷的禄位比作腐臭的老鼠，用鹓雏，也就是以凤凰自比，这是诗人立身处世的极

其鲜明、有力的表白。 

15.通读全诗，说说本诗表达的思想感情有哪些？试简述之。（6分） 

人大附中 

阅读下面两首诗歌，完成 14～15题。 

过郑山人所居 

唐·刘长卿 

一径人寻谷口村,春山犬吠武陵源。 

青苔满地无行处,深映桃花独闭门。 

送陈靖中舍
【注】

归武陵 

宋·王安石 

知君欲上武陵溪，水自东流人自西。 

到日桃花应已谢，想君应不为花迷。 

  【注】陈靖，北宋时期人，做孝感令时，因公事忤逆了郡太守，遂弃官，最后以太子中舍的身份致仕。 

14.下列对以上两首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两项是（5分）（   ）（   ） 

  A. 刘诗中“春山犬吠武陵源”一句以声衬静，以犬吠反衬春天山林的安静，写出了郑山人所居环境的幽静安

谧。 

  B. 刘诗中第三四句中“无行”和“独闭”照应，写出郑山人所居地人迹罕至，也表现郑山人享受高逸出世的

生活状态。 

  C. 刘诗全诗用白描手法绘景抒情，语言自然清新，全诗淡雅沉郁，情真意切，回味无穷。 

  D. 王诗中“水自东流人自西”一句暗喻时光、精力的流逝，也暗示友人逆势而行，自有追求。 

    E. 王诗全诗为虚写设想，语言质朴平易，蕴含哲理，情感真切，饱含对朋友的真挚祝福。 

15. 两首诗中都有“武陵”和“桃花”，请据此分析两首诗表达的情感有何异同？（6分） 

清华附中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 14～15 题。 

宿九仙山① 

苏  轼 

风流王谢古仙真，一去空山五百春。 

玉室金堂余汉士，桃花流水失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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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眠一榻香凝帐，梦绕千岩冷逼身。 

夜半老僧呼客起，云峰缺处涌冰轮。 

①九仙山:诗人于题下自注：“九仙谓左元放、许迈、王、谢之流。”山在杭州西面，山上有无量院，传为东晋

葛洪、许迈等炼丹成仙处。 

14．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恰当的两项是          

A．诗歌首联点明题目中的九仙山，写当年九仙山的那些风流名士逝去已久，五百年间仙去山空，从而为诗歌

后面的抒情作了铺垫。 

B．颔联写汉士左元放的塑像尚能瞻仰，可是那些风流名士已不见踪影。这一联虽然只写了两种人物形象，却

运用借代的修辞手法，表达了物是人非、 人生无常的慨叹。 

C．颈联困眠香帐暗示白日游览尽兴，梦绕冷岩既承上句写了白日游览的余兴，也写了九仙山的高峻，兼有虚

实之妙，暗点诗题。 

D．诗人困眠无量院，梦游九仙山，却在酣梦中被老僧唤起，可以见出老僧懂得诗人是一个好游之人，也表明

两人情谊相契，堪为知音。 

E．诗歌既有对山中美景的精细描写，也有对古代风流之士的追怀，表现出本诗风光虽美，人生无常，悲喜参

半的情感基调。 

15．诗歌结尾句“云峰缺处涌冰轮”因其精妙而为历代传诵，请结合诗歌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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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试题答案 
朝阳 

15．（3 分）A（“人烟鼎盛，一派繁华美好的景象”有误。） 

16.（3 分）C 

17.（6 分）答案要点： 

相同点：两首诗都抒发了诗人被贬之后的忧愁、痛苦。（答思念友人、失路不得志亦可，2分） 

不同点：韩诗表达出“未报恩波”的不甘，诗人流露出仍想有所作为的情感（或：韩诗表达了短暂的欢愉）（2

分）。柳诗则主要表达了孤寂无人知的痛苦（2分）（或：柳诗表达了对后人有一点期许的感情）。 

房山区 

15．D（3分）  错在“挽留友人醉在今宵”。 

16．B（3 分）  A 项，须眉：男子，以特征代本体。B 项，干戈：战争，以工具代本体。C 项，骚：诗，以专名代

泛称。D项，帆：船，以部分代整体。 

17．参考答案及赋分建议：同为豪放派，苏轼、辛弃疾词风是不同的。苏词旷达，多表现在开朗豁达的胸怀上，（1

分）《定风波》中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表现出苏轼无论是面对自然的阴晴还是人生的荣辱，都泰然处之

的胸襟和超然物外的情怀。（2 分）辛词豪放，多表现在豪迈放纵的气势（象）上，（1 分）本词中的“鲸饮未吞

海，剑气已横秋”，折射出了词人冲天的豪气，表达了词人杀敌报国、收复中原的豪壮之情。（2分） 

评分建议：举两词中其它词句为例合理赏析亦可。 

丰台区 

 

15. C（3分）       16. D（3分） 

17.答案示例：“将何用，只堪妆点浮生梦”：这些威严和排场又有什么用呢？不过是如梦人生中的一点装饰罢了（1

分）。 “将何用”的反问，表达了词人对权势、名利的轻蔑，“只堪”句则表现了词人“浮生若梦”的思想（1

分）。词人并非消极或颓废，而是不为外物所惑，始终保有的一种人生认识和精神追求（1分）。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人生如梦，只好以一杯清酒祭奠江月（1 分）。表达了词人追慕英雄，想建功

立业却壮志难酬的苦闷以及对年岁将老、生命短暂的感伤（1分）；词人迅速从惆怅失意中解脱出来，寄情于江月，

也表现出词人乐观洒脱的旷达情怀（1分）。 

（6 分。按点给分，意思对即可。） 

石景山区 

 

15．B     16．D 

17．【答案示例】“知谁健”和“知谁在”都包含着对来年重阳友人相聚的期待与对自身垂暮的担心，而后者的担心更

为复杂伤感。“知谁在”既可理解为“有谁在场”，担心各自漂泊难以相聚；也可理解为“有谁在世”，担心时不

我待生命终结。“醉把茱萸”突出了今日欢饮尽兴之态，期待来年再相聚；“再把茱萸”强调了手拿茱萸反复观看

的情态，对今日的欢饮尽兴多有回味不舍，也暗含着对年华老去、命途多舛、欢乐难续的无奈。后者更为冷静，也

更为悲凉。 

【评分标准】围绕“健”“在”所在的句意分析抒情差异 3分，围绕“再”“醉”所在的句意分析抒情差异 3分。 

101 中学 

14. （3分）A 

  15. （3分）B  

  16. （6分） 

【审题要点】 

    “表达感情的不同之处”，应突出比较二人情感的不同之处，“简要分析”、应结合诗句赏析。“均为归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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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从归隐角度作答。 

【参考答案】 

    ①孟浩然抒发的是因“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而归隐的无奈怨悱之情，而王维抒发的却是因“好道”而

归隐，享受“兴来每独往”的悠闲自在自得其乐之情；②面对“白发”“水穷处”同样的迟暮困窘之境，带给孟浩

然的感觉是“催人老”的感慨，年华逝去的感伤之情，带给王维的却是“坐看云起时”的洒脱。截然不同的感受，

体现出二人内心迥然相异的感情。 

【评分标准】 

    ①是归隐之情的不同，包括归隐的原因和归隐的情感，共 4分。 

    ②是归隐后在困窘之境时的情感态度，共 2分。意思对、分析合理即可。有其他看法，言之成理亦可。 

【优秀答案示例】 

    首先，开头交代的归隐的原因就不同，孟浩然为“北阙休上书”，无奈归隐，而王维是“中岁颇好道”才归隐，

前者苦闷，后者愉悦；②孟浩然“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与王维的“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鲜明对比，尾

联更是一“愁”一“笑”，抒发了孟求仕无门的郁闷，和王的随遇而安，轻松自在。 

北京师大附中 

 

14.  

【答案】CD 

【解析】C 项“王粲春来更远游”一句主要还是诗人的身世自况，以寄人篱下的王粲自比，情感没有那么积极。D

项意思表述全然相反。颈联是说自己总想着年老时归隐江湖，但必须等到把治理国家的事业完成，功成名就之后才

行，情感比较积极。（答对一个得 2分，答对两个得 5分。） 

15.  

【参考答案】①怀才不遇之悲。通过贾谊、王粲的典故。 ②既要扭转乾坤，但并不贪恋禄位的崇高理想。通过范

蠡功成身退、泛舟湖上之典。 ③清高自守的人格自况，对猜忌小人的无情嘲讽。通过庄子寓言。（意思对即可。一

点 2 分，三点满分。其他答案言之成理亦可酌情给分。） 

人大附中 

14.  

【答案】CE  

【解析】C项刘诗的诗歌风格淡雅沉郁不准确。E项王诗一二句为实写，三四句为虚写。 

15.  

【参考答案】（一）相同点：①两诗中的“武陵”源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都借指避世隐居的地方。“桃花”既

点明了时令为春季也说明两诗主人公所居所归之处均是优美安谧的世外桃源。（2 分）②两诗均借“武陵”和“桃

花”表达了作者对友人清高自适人格的肯定与赞美。（2分） 

（二）不同点：刘诗通过描写郑山人所居环境的幽静安谧，人迹罕至，来表现对郑山人享受高逸出世的生活状态的

欣赏。王诗则在送别中表达了对友人的保持独立人格寄望与期许。友人到武陵时也许桃花已谢，但是一个不会为花

而迷的人，自然也不会迷乱于尘世之中。（2分） 

清华附中 

14. 

BE 

15. 诗歌写了诗人游九仙山，宿无量院的经历，有人世变迁的感慨，更多阅览美景的喜悦。作者在酣梦中被老

僧唤起，一起欣赏云山明月，情真景美，（2 分）“涌”字运用比拟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写出一轮明月从云峰中

跃出的奇丽景象，云如峰峦，动中有静，月轮涌出，静中有动，动静结合，（若学生写到将月亮比喻成冰轮可酌情

给分）（2 分）既写月景优美，游兴酣畅，也为人世变迁提供了更为深广的思索背景（2 分）（学生的答案言之成理

可酌情给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