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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韵雪后书事二首（其一）

朱熹

惆怅江头几树梅，杖藜行绕去还来。

前时雪压无寻处，昨夜月明依旧开。

折寄遥怜人似玉，相思应恨劫成灰。

沉吟日落寒鸦起，却望柴荆独自回。

1．这首咏梅诗中，作者用什么手法来表现梅花的？请简要分析（5分）

2．诗的最后一联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心情？请简要分析。（6分）

参考答案

1、（5分）运用了烘托和渲染的手法。全诗几乎未涉及梅花的色香，而注重环境的烘托和感情的
渲染，从而表现梅花的精神和品格。

答出烘托和渲染的，给2分；能做简要分析的给3分。

意思答对即可。如有其它答案，只要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2．（6分）表现了作者落寞惆怅、若有所失的心情。作者将自己复杂的情感投射到梅花上，思绪
万端却又无从说起，以至在梅树下沉吟许久，直到日暮才独自离开。

答出作者心情的，给3分；能做简要分析的给3分。意思答对即可。如有其它答案，只要言之成理
，可酌情给分。

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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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这首诗？让我们先从题目看起。

这首诗的题目为次韵雪后书事。次韵，是旧时古体诗词写作的一种方式，使按照原诗的韵和用韵
的次序来和诗。也就是说，这首诗是一首和诗。和诗是朋友之间用诗相互酬答的一种方式。这种
朋友之间的相互酬答，既可以是面对面的，也可以是身在异处通过书信的形式来进行的。根据诗
中的折寄遥怜、相思、独自回等词可知，这首诗显然属于后者。书事中的书是书写、记录的意思
，书事就是记事，也就是说，这首诗是一首记事诗。诗歌所记何事？且看诗歌本身。

诗歌开首就用一个直接表达感情的词惆怅，不仅奠定全诗的感情基调，且获总领全篇之效。此词
的作用虽然易解，但我们要思考的是，谁人惆怅，为何惆怅。谁在惆怅呢？首句说惆怅江头几树
梅，莫非梅在惆怅？根据颔联，前时虽曾大雪压梅，然梅已在昨夜雪后绽放枝头，当无惆怅之理
由。既然不是梅在惆怅，惆怅的就只能是诗人自己。诗人开篇就说自己惆怅，可见其惆怅之浓之
深。诗人作诗，当蓄积的感情于提笔之际浓烈得难以化解时，便无暇慢条斯理的运用所谓的技巧
表达之，而常常在诗歌的开头直接予以发泄，若李白之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
，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难》），即为此类。然则，诗人为何惆怅？是因为江头只有几树梅
，为梅之少而惆怅吗？恐亦不是。为何？因为梅虽是中国古代诗人的爱物，但其诗中的梅多以株
，甚至以枝论，若墙角数枝梅之类，然未见有诗人因此而惆怅者。因此，朱熹之惆怅当非为梅而
为其内心本有之情绪。既然诗人非为梅惆怅，为何要以江头几树梅紧承其后？因为诗人要借江头
的这几树梅来纾解心中之惆怅。

诗歌第二句云，杖藜行绕去还来。杖藜者，拐杖也。此句写诗人之行为。诗人手扶拐杖绕行于梅
下，去而复来，何也？乃因诗人爱梅，不忍离去耶？此种可能虽不能排除，然结合首句与第三四
联看，似理解为诗人因惆怅极深，徘徊难去，更为妥当。

颔联忆寻梅之经历。前时雪压无寻处，似为诗人惆怅之因。然昨夜雪停，梅已于月下绽放，因雪
无处寻梅的惆怅当烟消云散，何以今日仍惆怅难抑？此句再次表明，诗人的惆怅非为梅也。整联
写诗人寻梅之经历，却以雪压表现梅生存环境之恶劣，从反面衬托梅冒寒绽放的坚贞品质；且诗
人强调梅于月明之夜绽放，乃借明月烘托梅之高洁品格。诗人于此联宕开一笔，不写自己的惆怅
，而忆寻梅之经历，既使诗歌在章法上显得摇曳多姿，又为下联写折梅寄意做铺垫。

颈联是理解全诗的关键。上联折寄遥怜人似玉，意谓折一枝梅寄送给似玉的远人。问题是，诗人
为何将远人比作玉？怜又当作何解释？有人认为，此处的远人是一位貌美如玉的女子，怜是爱的
意思。诚恐不妥。首先，一位走路都需手扶杖藜的老者因为思念一位年轻女子而惆怅得在梅下绕
去绕来，去而复来，实在有失体统。再者，这样解释与下联相思应恨劫成灰在意思上也难以联系
起来。相思应恨劫成灰应是诗人的想象，是诗人想象远人思念自己时的情状。为什么这么说？因
为此句中的一个应字。应是应该的意思，应该怎么怎么，乃是一种推测。此句若写的是诗人自己
，当然无需推测；既然用了推测，只能是诗人的想象。诗人想象这个似玉之人在思念自己的时候
，心中还有恨。恨什么？劫成灰。什么意思？古印度传说世界经历若干万年毁灭一次,重新再开
始,这样一个周期叫做一劫，后人借用劫指天灾人祸。劫灰本为劫火之余灰,此处当指灾祸后留下
的残迹。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便可推测，诗人要寄梅与之的人必是经历了某种严重的祸患，因此
，诗人想象他在对自己的思念中仍带有怨恨。至此，我们似乎明白诗人何以要寄梅与他，何以要
喻他为玉。原来诗人是希望他虽经历磨难却能像梅一样坚贞不屈，像玉一样保持高洁人格。读至
此，我们也才恍然大悟，原来诗人惆怅并非为自己，而是为朋友；诗人杖藜行绕去还来原来是在
为朋友忧虑担心。

诗人的忧虑和担心是如此之深，乃至于行绕于梅下沉吟而忘记了时间，直至日落时寒鸦飞起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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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醒独自怅然而归。尾联仍重在对诗人行为的描写。沉吟描写诗人行绕于梅下满腹心思的样子，
再次表现其内心难以排遣的惆怅。独自回，表现其孓然一身返回时的孤寂落寞。当然，尾联也有
对环境的渲染。日落、寒鸦起一方面渲染环境的冷寂、凄清，烘托诗人内心的孤寂落寞；另一方
面也表现了其徘回于梅下时间之长，突出其惆怅之深。

这首诗以书事为题，句句都是在描写诗人的行为。这些描写为我们展示了一位思念远友，为朋友
的遭遇满怀忧虑的老者形象。高考命题人认为这首诗是咏梅诗，实为不妥。咏物诗，所咏之物是
整首诗描写的主体，咏物的目的或借物喻人，或托物言志，或兼而有之。这首诗虽然写了梅，却
没有对其做正面描写，虽然也表现了梅的品格，目的却不在此。在诗中，梅只是诗人用以慰藉自
己鼓励朋友的凭藉，而不是要着意表现的对象。如此，怎能说其是咏物诗？

附：

次韵雪后书事二首（其二）

满山残雪对虚堂，想似当年辋口庄。

门掩不须垂铁锁，客来聊复共藜床。

故人闻道歌围暖，妙语空传醉墨香。

莫为姬姜厌憔悴，把酒论文话偏长。

更多 阅读理解 请访问 https://www.xiaorob.com/zhuanti/yd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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