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诗词训诂”
品味诗词字词的情感表达

古人写诗注重炼字，追求凝练，往往一词
一字就能生动描摹出事物的特征，或深刻地
反映出诗的思想内涵。在古诗词教学中，也应
特别注重体会诗人推敲字词、锤炼句意的良
苦用心，有时通过“诗词训诂”的方法对关键
字词进行相似或对比分析，往往能对诗词达
到更深层次的评价和鉴赏。

如教学杜甫《登高》时，对于“无边落木
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一句，我们不妨让
学生比对其中的“来”字和“千古兴亡多少
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的“流”字（辛弃
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经过讨
论，学生明白了“流”字取义“水流的奔流不
息”，顺序大多是由近及远，如“逝者如斯”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
流”等，表达出对时间流逝的一种焦虑与无
奈，或以水喻愁。这样学生就不难理解辛弃
疾写这首诗用“滚滚流”是感叹朝代兴亡更
替，心情随着流水而惆怅。那么，同样是形容

“长江”，杜甫的“来”却反其意而用之，取义
为滚滚流水急转直下向他压“来”的态势，再
联系一下写作《登高》的背景，国危家难，贫
病交加，诗人内心积蓄多重悲苦。不难理解

“来”字由远及近，抒写出国难家愁对他的压
迫感，具有更强的“冲击力”。这种对比关联
解读，我们称之为“反训”。

有些诗词中的词语，直接取其“反义”解
读，如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可
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中的“可
堪”应解为“不堪”，这是因为面对中原百姓
在佛狸祠前祝祷祭天，安于异族统治的景象，
辛弃疾的内心是愤恨的，是无法忍受的；柳永
《鹤冲天》“忍把浮名，换了浅吟低唱”中的
“忍”意为“不忍”；秦观《踏莎行》“可堪孤馆
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中的“可堪”意为

“不堪”。通过延伸拓展，引导学生去总结其
中的规律：这类词语往往意蕴含蓄，且大多表
示反诘、质疑与否定，以增强感情气势。

我们在引导学生对诗词进行炼字炼词训
练时，如果通过“诗词训诂”，加强联系引申，
加以对比或印证，以诗解诗，让学生摸清门
道，可以有效解决诗词中字词理解的难点，从
而帮助学生提高诗词的解读能力。

通过“诗词训诂”
追寻诗词意象的情感寄托

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经过不同诗人长期
的感情投射和积淀，大多凝聚了独特的意蕴
情感和文化内涵。因此，准确地理解诗词意象
深层意蕴，才是读懂诗词的关键。

李清照《声声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
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在要求学生理解“梧桐”这一意象时，同样可
以通过以诗解诗的方式，联系一些也带有此

意象的诗句，“梧叶飘黄，谴情伤”（柳永《玉蝴
蝶》），“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李煜《相见
欢》），“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
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温庭筠《更漏子》）
等。引导学生思考这些带有“梧桐”意象的诗
句在情感上具有怎样的共性，然后从意象本
身特征入手探讨为何“梧桐”意象就定格在这
样的文化象征义上了，再联系诗人写作的时
代背景准确把握其中的情感意蕴。因为梧桐
落叶最早，所以诗人常有梧桐叶落而天下知
秋的怀想，这些句子中通过“梧桐”来渲染秋
的萧瑟与清幽，表达内心的落寞与愁怨。

通过这样的“诗词训诂”的教学方式，学
生对于意象文化意蕴的来历和理解会更加清
晰与深刻。

需要注意的是，“诗词训诂”不宜一味援
引或援引更为深奥和艰深的诗句来参考对
比，而应遵循“有关”“有用”“有度”和以简化
难，以已知化解未知的原则，否则就违背了以
诗解诗的初衷。

通过“诗词训诂”
深化诗词赏析的情感体验

诗就是诗人“情动而辞发”的产物，诗人借
诗句所抒发的情感，是最具个性化的。即使面
对同一景象，由于个人经历、心境和社会文化
背景等不同，也会有着截然不同的独特感受。

例如张若虚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
年只相似”谈及生命与宇宙的永恒，历来评点
都说此句“哀而不伤”，然而单纯的教学表述
往往很难引领学生准确理解这种基调。此处，
可以联系比较以下一些诗句：李白的“今人不
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
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曹植的“天地无终极，
人命若朝霜”，王勃的“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
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
流”等。这些诗句表达的都是对宇宙和人生的
感慨，却各有侧重。通过结合诗人的经历、性
格、心境及背景，进行比较区分：诗仙李白侧
重于强调物是人非，活在当下；曹植侧重于天
地永恒，悲叹生命短暂，倏忽而逝；王勃侧重
于表达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的叹息。相比而
言，张若虚此句虽然也表达了个人生命是短
暂即逝的情感，但也说明了人类的存在则是
绵延久长的，因此“代代无穷已”的人生就和

“年年只相似”的明月得以共存。这是诗人从
大自然的美景中感受到的一种欣慰。诗人虽
有对人生短暂的感伤，但并不是颓废与绝望，
而是缘于对人生的追求与热爱。全诗的基调
是“哀而不伤”，使我们得以聆听到初盛唐时
代之音的回响。

通过关联诗句进行“训诂”，于相似中找出
他们的差别之处，细加体会，我们就可以更好
地引领学生把握诗人细腻而独特的思想情感。

运用“诗词训诂”方法教学，前提要有一
定量的诗词储备积累，并且能达到举一反三。
所以，需平时对学生做好积累引导，教师也要
不断提升自身素养，做到能迁移能引申，只有

这样，“以诗解诗”才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地
加以运用。

通过“诗词训诂”
领会情感表达的精妙写意

诗人要抒发情感，必然关乎诗词的艺术
手法，而学生对诗词的艺术手法及其所产生
的表达效果是最难以把握的，尤其是那些相
对较难的手法，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学生对诗
词情感的理解。通过“诗词训诂”的方式，以诗
解诗，同样可以很好地解决诗词手法运用的
教学难点。

例如，教学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其
二）时，“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
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此诗前
三句均是就乐声来抒情的，说到“边愁”用了

“听不尽”三字，那结句如何来表达这“不尽”
之情呢？这里运用到的手法对于学生而言是
相对陌生的，不妨让学生先体会以下诗句与
王昌龄诗句的异同点：许浑《谢亭送别》结尾

“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周邦彦
词《苏幕遮》结尾“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
舟，梦入芙蓉浦”等，通过比较，学生不难发
现，这几句都是写景的句子，与一般诗词写法
不同，都是放在结尾处，又因“一切景语皆情
语”，即可明确这是一种“以景结情”的手法。
然后再引导学生思考这种手法的表达效果：
《从军行》结尾处，仿佛在军中置酒饮乐之后，
忽然出现一个月照长城的莽莽苍苍的景象；
古老雄伟的长城绵亘起伏，加之秋月高照，景
象异常壮阔而悲凉。此时征戍者内心是浓浓
的乡思，还是渴望建功立业？是对现实的忧
虑，还是对祖国河山深沉的爱呢？不得而知，
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通过“诗词训诂”进行比较、分析、总结，
学生就容易掌握以景结情的艺术手法及其表
达效果：它往往是诗歌在议论或抒情的过程
中，戛然而止，转为写景，以景代情作结，结束
诗句，使得诗歌“此时无情胜有情”，显得意犹
未尽，可以使读者从景物描写中，驰骋想象，
体味诗的意境，产生韵味无穷的艺术效果，更
具感染力。难怪宋代沈义父在《乐府指迷》里
主张:“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
结情最好。”

品读此类诗作，常常给人以曲折有致，情
韵悠长之感。学生通过诗词互训而总结归纳
出的手法及其作用，印象就更加鲜明，理解也
更为深刻。

综上，诗词训诂、以诗解诗的解读方法，
结合引诗作解释与辨析，使引诗与新诗在某
个点上取得恰到好处的对比或者参照，就是
为了帮助学生多角度、多渠道、多层次地深入
挖掘新诗的情感与意蕴。目前，笔者对“诗词
训诂”这一解读诗词方法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仍需更进一步地探索与实践去补充和完善。
希望这一方法能够真正有益于高中语文古诗
词鉴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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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鉴赏，已然成为现今语文考试中难度最大的题型之一。
在深化课程改革、新高考背景之下，高中语文诗词鉴赏得到进一步重视。本文就

诗词解读上尝试运用“训诂”的方式，即利用具有相同或相似意象、意境、语言、情感
和表现手法等而又较为浅显的或者熟悉的诗词作品来引导和帮助学生来理解新接
触的、难度又大的诗词，引发学生思想与情感共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中，笔
者就诗词鉴赏的炼字、意象理解、情感领会、手法把握等角度，尝试运用“诗词训诂”
的方式进行诗歌解读和鉴赏。

诗词训诂
——探索诗词解读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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