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意详解 送杜少府之
任蜀州教案(实用20篇)

通过自我介绍，我们可以让他人对我们有更全面的认知，从
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通过阅读以下意见建议范文，或许
能够激发您对于问题解决的新思路和方法。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意详解篇一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诗并背诵。

2、了解诗歌的一些技巧，反复诵读，体会诗歌的`韵律美。

3、通过品味诗歌的语言，体味诗歌的情味，领悟诗歌的意境。

4、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及珍视朋友间的友谊的思想感情，提高
学生的审美能力。

教学重难点：

1、通过反复吟咏，当堂能够顺利背诵诗歌。

2、培养学生一定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

3、通过诗歌意境的再加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加强修养，
陶冶情操。

教学过程：

一、 导入： 同学们，应该说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离别，今天
我们要学习的这首诗就是唐代诗人王勃在与自己的好友分别



时的赠言。

二、 整体感知：

1、 本诗属于哪种体裁？ 五言律诗。

2、 回顾关于律诗的知识。 律诗有四联，分别是首联、颔联、
颈联、尾联，以数字来判断是几言。

三、学习

1、 师范读本诗，学生体会诗歌的节奏和感情基调。

2、 学生齐读，注意把握诗的节奏。

3、 学生自由朗读，在把握节奏的基础上揣摩诗歌的感情。

4、 抽个别学生朗读，其他学生点评，大家在朗读上共同进
步。

5、 这首诗表达了怎样的感情？情感上有什么特点？

这是一首送别诗，表达了作者与友人的情谊，感情比较达观。

6、 你从诗中的哪句话理解到作者的这种感情的？

7、 怎样来理解这句话呢？用自己的话来说。 “只要四海之
内知心的朋友时刻关心着自己，即使远隔天涯，也会觉得跟
近邻一样。”这句话可以说道出了古今上下几千年人们的共
同心声。

8、 分析其他三联

（1） 我们来看一下首联。它是在写景吗？或是写什么？



看似写景，实则劝慰友人。这里出现了两个地点，“我”在
长安城可以看到杜少府上任之地“五津”，此番离别并非远
别，何必伤感呢？因此，“三秦”是送别地点，“五津”是
上任地点。

（2） 颔联中的“宦游人”指的是什么人？这句话怎样理解？

指的是出外做官的人。直接劝勉友人，我们都是外出做官的
人，此别为别中之别，不必伤感。

尾联由前三联层层逼出——既非远别，又同为宦游，虽别而
如比邻，自当与分别之时不要效仿小儿女的情态，哭泣悲伤。

9、 背诵 要求学生默读，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情味，检查背诵
效果。

四、 拓展：

同学们，结合我们刚才分析诗的方法来看下面几首诗，首先
请大家用两分钟时间快速阅读，找出你最喜欢的一首，分析
诗人的感情，最后比较诗人之间相同或不同之处。

五、 作业： 以杜少府的口吻，以你们自己的感情，回赠王
勃一首现代诗。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意详解篇二

1、了解诗歌的一些常识。

2、了解诗歌的一些技巧，反复诵读，体会诗歌的韵律美。

3、通过品味诗歌的语言，体味诗歌的情味，领悟诗歌的意境。

1、通过反复吟咏，当堂能够顺利背诵诗歌。



2、培养学生一定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

3、通过诗歌意境的再加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加强修养，
陶冶情操。

由学生自由说出学过的描写朋友之间友情的诗，教师做简要
总结：我国古代描写很多写朋友之间亲密友情的诗歌，而且
非常优秀，至今仍然是人们交友的一笔宝贵财富。今天先来
学习一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1、简要介绍王勃，侧重于其年少有才和英年早逝。

2、教师范读，学生齐读，抽三个学生试读，教师纠正(注意
节奏)后学生自读三分钟准备背诵。

3.抽查背诵三人后齐背。

4、理解诗意：(学生思考后交流，教师抽样回答：)

a、根据注释试描述一二句的景象。

b、作者是什么方式安慰自己的朋友的?(豁达)

c、谈谈你对”海内存知巳，天涯若比邻”两句的体会。(友
情)

5、自由发言：学过本诗后你有何感受?(根据学生情况，有话
则长，无话则短，进行一下说话训练。)

6.小结节奏和押韵。

7.齐背一次结束本诗。

1、 配乐师范读。



2、 指生配乐朗诵。

3、集体配乐朗诵。

以诵读为主,通过反复的朗读和背诵,来理解诗的意境,体会作
者的感情。为了训练优生的赏析能力，同时训练说话能力，
也安排了对诗的感受的分析。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意详解篇三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句运用了对偶和对比的修辞手
法.表达了诗人相信友谊不受时间的限制和空间的阻隔,乐观
豁达的胸怀.首联和颈联用了对仗的修辞手法。

该诗是送别诗的名作，诗意慰勉勿在离别之时悲哀。起句严
整对仗，三、四句以散调相承，以实转虚，文情跌宕。第三联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奇峰突起，高度地概括
了“友情深厚，江山难阻”的情景，千古传诵，有口皆碑。
尾联点出“送”的主题。

全诗开合顿挫，气脉流通，意境旷达。一洗古送别诗中的悲
凉凄怆之气，音调爽朗，清新高远，独树碑石。

此诗一洗往昔送别诗中悲苦缠绵之态，体现出高远的志趣和
旷达的胸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成为远
隔千山万水的朋友之间表达深厚情谊的不朽名句。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阙”，是皇宫前面的望楼。
“城阙”，指唐的帝都长安城。“三秦”，指长安附近关中
一带地方。秦末项羽曾把这一带地方分为三国，所以后世称
它三秦。“辅”，辅佐，这里可以理解为护卫。“辅三秦”，
意思是“以三秦为辅”。关中一带的茫茫大野护卫着长安城，
这一句说的是送别的地点。“风烟望五津”。“五津”指四
川省从灌县以下到犍为一段的岷江五个渡口。远远望去，但
见四川一带风尘烟霭苍茫无际。这一句说的是杜少府要去的
处所。因为朋友要从长安远赴四川，这两个地方在诗人的感
情上自然发生了联系。诗的开头不说离别，只描画出这两个
地方的形势和风貌。举目千里，无限依依，送别的.情意自在
其中了。 诗人身在长安，连三秦之地也难以一眼望尽，至于
远在千里之外的五津是根本看不见的。作诗，往往超越常人
的视力所及，用想象的眼睛看世界，可以置万山于几席，览
千春于瞬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从河
源直看到东海。“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从
三峡直看到长安。这首诗运用这种手法，一开头就展开一个
壮阔的境界，同一般的送别诗只着眼于燕羽、杨枝，泪痕，
酒盏是不相同的。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彼此离别的意味如何？同是
为求官飘流在外的人，离乡背井，已有一重别绪，彼此在客
居中话别，又多了一重别绪：其中真有无限凄恻。开头两句
调子高昂，属对精严，这两句韵味深沉，对偶不求工整，比
较疏散。这固然由于当时律诗还没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却也
有其独到的妙处。开头如千尺悬瀑，从云端奔泻而下，接着
便落入深潭，潺潺流来，飞韵清远，形成了一个大的起伏、
一个强的跌宕，使人感到矫夭变化，不可端睨。

再接下去，第五六两句，境界又从狭小转为宏大，情调从凄
恻转为豪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远离分不开真
正的知己，只要同在四海之内，就是天涯地角也如同近在邻
居一样，一秦一蜀又算得什么呢。气象阔达，志趣高远，表
现真正的友谊不受时间的限制和空间的阻隔，既是永恒的，



也是无所不在的，所抒发的情感是乐观豁达的。更多唐诗欣
赏敬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的唐诗三百首栏目。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结尾两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两行诗贯通起来是
一句话，意思是：在这即将分手的岔路口，不要同那小儿女
一般挥泪告别啊!是对朋友的叮咛，也是自己情怀的吐露。紧
接前两句，于极高峻处忽然又落入舒缓，然后终止。拿乐曲
做比方；乐曲的结尾，有的于最激越处戛然而止，有的却要
拖一个尾声。这首诗是采用第二种手法结尾的。欣赏古代诗
歌，特别是象五律这样既严整又短小的诗歌，不光要吟味它
的某些妙句，还要领悟它的章法，它的思路的顿挫、腾跃，
变化和发展。文似看山不喜平，诗也如此。

从文学史的角度欣赏这首诗，不难感到它有一股新鲜的气息。
初唐是我国古代一个强盛王朝的开端。唐代诗歌在我国文学
史上出现了高峰。延续二百年左右的诗歌的大革新、大发展
是以初唐为滥觞的。王、杨、卢、骆等当时的诗坛健将是较
早出现的开拓者。首先，他们反对唐初那种从六朝承袭下来
的浮艳的诗风。杨炯说，王勃“尝以龙朔初岁，文场变体：
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
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
用光志业。”可见他是有意识地改革诗坛的弊病，提倡刚健
的诗风的。就拿王勃的这首诗来说，该诗一洗绮丽之习，质
朴雄浑，横溢奔放，曾使那时的读者耳目一新。这种诗风尔
后就大大发展起来，成为盛唐诗坛的一种主导的风格。其次，
他们对新诗体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以五言律诗为例，
这种在唐代逐渐成熟和盛行起来的新诗体，在王勃等人的笔
下已经开始尝试和形成了。王勃的这首诗，就是二首相当成
熟的五言律诗。再读一读王、孟的五律，进而读一读李，杜
的五律，就会发现这种新诗体在有唐一代的发展如大江奔流，
一脉相承，而越往前去波澜越壮阔。



朋友即将上任，诗人劝慰他不要为远别而悲伤：虽然远隔天
涯，但友谊不会因为距离的遥远而淡薄，他们的心是连在一
起的。虽为送别诗，但全诗却无伤感之情，诗人的胸襟开朗，
语句豪放清新，委婉亲切，表现了友人间真挚深厚的友情。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意详解篇四

1.本诗出自《王子安集》;作者是唐朝(朝代)的王勃(诗人)，
他和骆宾王卢照邻杨炯并称为“初唐四杰”。

2.说说千古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好在哪里?

答：自古以来，写离别的诗作大多情感悲伤，基调低沉，这
首诗不同于其它送别诗，开辟了送别诗的新意境，一洗往昔
送别中悲苦缠绵之态，字里行间体现出了积极乐观的人生态
度、高远的志趣和旷达的胸怀，能给友人以安慰和鼓励。

4“风烟”突出了杜少府任所的卑湿荒远，上任路途的艰
险。“望”字将相隔千里的京城和蜀川联系起来。

5、颈联蕴含了诚挚的友谊可以超越时空缩短距离的哲理，真
正的友谊是不受时间的限制和空间的阻隔的，既是永恒的，
也是无所不在的。这一句成为远隔千山万水的朋友之间表达
深情厚的不朽名句。

1.诵读节奏划分有误的一项是(b)

a.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b.与君/离/别意，同是/宦/
游人。

c.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d.无为/在/岐路，儿女/共/
沾巾。

2.赏析有误的一项是(c)



a.这是一首五言律诗，作者是被称为“初唐四杰”之一的王
勃。

b.第一句点出了送别的地点，第二句则把读者的视线引向了
杜少府即将赴任之地。

c.颔联是说，诗人要跟朋友分手，去外地做官，

d.尾联紧承颈联而来，诗人劝慰杜少府，不要在临别之时像
儿女一般哭鼻子、抹眼泪。

3、这首涛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千古传诵的句
子，请说说它好在哪里。

答：自古以来，写离别的诗大多情感悲伤、基调低沉，而王
勃的这两句写得昂扬乐观，能给朋友以安慰和鼓励，对待离
别态度很积极。

白话译文

雄伟长安城由三秦之地拱卫，透过那风云烟雾遥望着五津。

和你离别心中怀着无限情意，因为我们同是在宦海中浮沉。

只要在世上还有你这个知己，纵使远在天涯也如近在比邻。

绝不要在岔路口上分手之时，像小儿女那样悲伤泪湿佩巾。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意详解篇五

1、了解诗歌的一些常识。

2、了解诗歌的一些技巧，反复诵读，体会诗歌的韵律美。



3、通过品味诗歌的语言，体味诗歌的情味，领悟诗歌的意境。

4、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及珍视朋友间的友谊的思想感情，提高
学生的审美能力。

1、通过反复吟咏，当堂能够顺利背诵诗歌。

2、培养学生一定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

3、通过诗歌意境的再加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加强修养，
陶冶情操。

通过反复吟咏，当堂能够顺利背诵诗歌，诗中一些字词的运
用，学生可能在理解上产生问题，可采用讨论、点拨、联想、
想象的方式加以解决。

1课时

一、导入：

同学们，应该说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离别，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这首诗就是唐代诗人王勃在与自己的好友分别时的赠言。前
面我要求大家作了预习，改写了这首诗，要求有人物的描写，
下面我们就请一位同学来读他的作品。（一学生读）这位同
学仿佛已经把我们带入了那种情景之中，使大家迫不及待地
想了解这首诗了，下面我们就进入对此诗的学习。

二、整体感知：

1、本诗属于哪种体裁？

五言律诗。

2、回顾关于律诗的知识。



律诗有四联，分别是首联、颔联、颈联、尾联，以数字来判
断是几言。

三、正课：

1、师范读本诗，学生体会诗歌的节奏和感情基调。

2、学生齐读，注意把握诗的节奏。

3、学生自由朗读，在把握节奏的基础上揣摩诗歌的感情。

4、抽个别学生朗读，其他学生点评，大家在朗读上共同进步。

5、这首诗表达了怎样的感情？情感上有什么特点？

这是一首送别诗，表达了作者与友人的情谊，感情比较达观。

6、你从诗中的哪句话理解到作者的这种感情的？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7、怎样来理解这句话呢？用自己的话来说。

“只要四海之内知心的朋友时刻关心着自己，即使远隔天涯，
也会觉得跟近邻一样。”这句话可以说道出了古今上下几千
年人们的共同心声。

8、分析其他三联

（1）我们来看一下首联。它是在写景吗？或是写什么？

看似写景，实则劝慰友人。这里出现了两个地点，“我”在
长安城可以看到杜少府上任之地“五津”，此番离别并非远
别，何必伤感呢？因此，“三秦”是送别地点，“五津”是
上任地点。



（2）颔联中的“宦游人”指的是什么人？这句话怎样理解？

指的是出外做官的人。直接劝勉友人，我们都是外出做官的
人，此别为别中之别，不必伤感。

尾联由前三联层层逼出——既非远别，又同为宦游，虽别而
如比邻，自当与分别之时不要效仿小儿女的情态，哭泣悲伤。

9、背诵

要求学生默读，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情味，检查背诵效果。

四、拓展：

同学们，结合我们刚才分析诗的方法来看下面几首诗，首先
请大家用两分钟时间快速阅读，找出你最喜欢的一首，分析
诗人的感情，最后比较诗人之间相同或不同之处。

五、作业：

以杜少府的口吻，以你们自己的感情，回赠王勃一首现代诗。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意详解篇六

1、了解诗歌的一些常识。

2、了解诗歌的一些技巧，反复诵读，体会诗歌的韵律美。

3、通过品味诗歌的语言，体味诗歌的情味，领悟诗歌的意境。

4、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及珍视朋友间的友谊的思想感情，提高
学生的审美能力。

1、通过反复吟咏，当堂能够顺利背诵诗歌。



2、培养学生一定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

3、通过诗歌意境的再加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加强修养，
陶冶情操。

通过反复吟咏，当堂能够顺利背诵诗歌，诗中一些字词的运
用，学生可能在理解上产生问题，可采用讨论、点拨、联想、
想象的方式加以解决。

1课时

同学们，应该说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离别，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这首诗就是唐代诗人王勃在与自己的好友分别时的赠言。前
面我要求大家作了预习，改写了这首诗，要求有人物的描写，
下面我们就请一位同学来读他的作品。（一学生读）这位同
学仿佛已经把我们带入了那种情景之中，使大家迫不及待地
想了解这首诗了，下面我们就进入对此诗的学习。

1、本诗属于哪种体裁？

五言律诗。

2、回顾关于律诗的知识。

律诗有四联，分别是首联、颔联、颈联、尾联，以数字来判
断是几言。

1、师范读本诗，学生体会诗歌的节奏和感情基调。

2、学生齐读，注意把握诗的节奏。

3、学生自由朗读，在把握节奏的基础上揣摩诗歌的感情。

4、抽个别学生朗读，其他学生点评，大家在朗读上共同进步。



5、这首诗表达了怎样的感情？情感上有什么特点？

这是一首送别诗，表达了作者与友人的情谊，感情比较达观。

6、你从诗中的哪句话理解到作者的这种感情的？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7、怎样来理解这句话呢？用自己的话来说。

“只要四海之内知心的朋友时刻关心着自己，即使远隔天涯，
也会觉得跟近邻一样。”这句话可以说道出了古今上下几千
年人们的共同心声。

8、分析其他三联

（1）我们来看一下首联。它是在写景吗？或是写什么？

看似写景，实则劝慰友人。这里出现了两个地点，“我”在
长安城可以看到杜少府上任之地“五津”，此番离别并非远
别，何必伤感呢？因此，“三秦”是送别地点，“五津”是
上任地点。

（2）颔联中的“宦游人”指的是什么人？这句话怎样理解？

指的是出外做官的人。直接劝勉友人，我们都是外出做官的
人，此别为别中之别，不必伤感。

尾联由前三联层层逼出——既非远别，又同为宦游，虽别而
如比邻，自当与分别之时不要效仿小儿女的情态，哭泣悲伤。

9、背诵

要求学生默读，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情味，检查背诵效果。



同学们，结合我们刚才分析诗的方法来看下面几首诗，首先
请大家用两分钟时间快速阅读，找出你最喜欢的一首，分析
诗人的感情，最后比较诗人之间相同或不同之处。

以杜少府的口吻，以你们自己的感情，回赠王勃一首现代诗。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意详解篇七

理解《渭城曲》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内容，比较、感
悟、赏析两首送别诗的风格。

理解诗句,了解古诗内容,有感情的朗读古诗,并能背诵.

展开想象,培养合作研究、自学鉴赏古诗的能力.

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情感.能查阅并初步使用有关资料.

1.理解诗句；

2.通过诗中所描写的景色展开想象；

3.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

一课时

1. 让我们先听首歌，好吗? （音乐起，长亭外，古道边，芳
草碧连天……）

2.谁听过这首优美动听的歌？知道歌的名字吗？对，叫《送
别》

4.师：在古代，长亭外，古道边，往往是人们送行分手的地
点场所。今天，让我们一起赏析两首送别诗，这两首诗的题
目 分别叫做《送元二使安西》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板



书课题）

师：古诗所写内容包罗万象，像离人梦，相思愁，游子吟，
征夫苦，爱国情等等，非常丰富。其中，描写送别的诗占有
一定的比重。《送元二使安西》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这
两首诗都是送别诗中的名作，被人们传诵到今。这么好的诗
真是不能不学，首先请同学把书翻到52、53页读一读这两首
诗吧。

1.生自由读；

2.师指名读；

3、教师范读；听老师读读这两首诗。

1.师：同学们，我想问一下，你们比较喜欢哪一首呢？你认
为哪首写的好呢？我们分组搞一个辩论赛好不好。请选择
《送元二使安西》的同学座到这两组，选《送杜少府之任蜀
州》的同学座到这两组。同学们可以选取你们喜欢的方式学
习你最喜欢的那一首送别诗，一定要用心呀，为一会儿辩论
哪首写的好座充分的准备工作。

2.学生自学。

3.小组交流。

4.分别对两首诗进行汇报，教师相应点拨。

师：为什么你更喜欢这首诗而不是那首？究竟哪首送别诗写
的更好呢？比赛正式开始，我当裁判。

唐初期、盛唐时期的我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所以当时的人们豪气冲天，充满了建功立业的思想，所以，
人们之间的分别也就成为常事。这两首诗虽同为送别诗，但



表达的情感却不一样。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点拨备案：首联属“工对”地名对，
极壮阔，极精整。第一句写长安的城垣、宫阙被辽阔的三秦
之地所“辅”气势雄伟，点临别之地。第二句里的“五津”
指岷江的五大渡口白华津、万里津、江首津、涉头津、江南
津，泛指“蜀川”，点杜少府即将宦之地；而“风
烟”、“望”，又把相隔于千里的秦蜀两地在一起。三四句
意思：我和你同样远离故土，宦游他乡，这次离别，只不过
是客中之别，又如何感伤！接着作者劝慰杜少府说：“只要
彼此了解，心心相连，那么即使一在天涯，一在海角，远隔
千山万水，而情感交流，不就是如比邻一样近吗？可不要在
临别之时哭鼻子、抹眼泪，象一般小儿女那样。

放多媒体

由于听你们这样评说，再加上刚才那一段影音材料，连我都
觉得这首送别诗写的要比他们组选的好了。

《渭城曲》点拨备案：

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前两句写送别的时间，地
点，环境气氛。清晨，渭城自东向西一直延伸、不见尽头的
驿道，客舍周围、驿道两旁的柳树。这一切，都仿佛是极平
常的眼前景，读来却风光如画，抒情气氛浓郁。客舍，本是
羁旅者的伴侣；杨柳，更是离别的象征。选取这两件事物，
自然有意关合送别。它们通常总是和羁愁别恨联结在一起而
呈现出黯然销魂的情调。

这首诗，对如何设宴饯别，宴席上如何频频举杯、殷勤话别，
以及启程时如何依依不舍，登程后如何瞩目遥望，等等，一
概舍去，只剪取宴席即将结束时主人的劝酒辞；“劝君更尽
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再干了这一杯吧，出了阳关，
可就再也见不到老朋友了。诗人像高明的摄影师，摄下了最



富表现力的镜头。主人的这句似乎脱口而出的劝酒辞就是此
刻强烈、深挚的惜别之情集中表现。从军或出使阳关之外，
在盛唐人心目中是令人向往的壮举。但当时阳关以西还是穷
荒绝域，风物与内地大不相同。“西出阳关”，虽是壮举，
却又不免经历万里长途的中波，备尝独行穷荒。因此，这临
行之际“劝君更尽一杯酒”，就像是浸透了诗人全部丰富深
挚情谊的一杯浓郁的感情琼浆。这里面，不仅有依依惜别的
殷勤祝愿。对于进行者来说，劝对方“更尽一杯酒”，不只
是让朋友多带走自己的`一分情谊，而且蕴含着对远行者处境、
心情的深情体贴，包含着前路珍重的殷勤祝愿。

到底那首诗写的更好呢？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公说公
有理，婆说婆有理。真实平分秋色，难分仲伯高下。 我宣布，
比赛结果：一比一平！

1. 质疑并解疑

4.指导朗读、背诵

怎样读才能读出作者那时的感受呢？（指导朗读、试着背诵）
选择一首，给大家读一读？不错，要是在注意一下句中的停
顿、重音就更好了。吟诵，抑扬顿挫，要注意重音与停顿韵
味，古诗，讲求的是一种韵味，在停顿的地方将韵母的音发
的饱满一些，有余音绕梁，不绝于耳的感觉，让人细细体会、
再慢慢回味。

听老师再读一遍好吗？看谁悟性最强，感觉最好。在下面试
着练一练。谁愿意读？真不错。

5.教师小结

通过今天我们学习的两首送别诗，相信同学们对古诗一定有
了更深的理解.我们的读本中还有一些送别诗，课后请同学们
找出来读一读，再与今天学的送别诗对照着的体会下，相信



你会有更多的收获。

《送元二使安西》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更尽一杯酒 海内存知己

无故人 天涯若比邻

伤感 向上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意详解篇八

1、了解诗歌的一些常识。

2、了解诗歌的一些技巧，反复诵读，体会诗歌的韵律美。

3、通过品味诗歌的语言，体味诗歌的情味，领悟诗歌的意境。

4、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及珍视朋友间的友谊的思想感情，提高
学生的审美能力。

1、通过反复吟咏，当堂能够顺利背诵诗歌。

2、培养学生一定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

3、通过诗歌意境的再加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加强修养，
陶冶情操。

通过反复吟咏，当堂能够顺利背诵诗歌，诗中一些字词的运
用，学生可能在理解上产生问题，可采用讨论、点拨、联想、
想象的方式加以解决。

1课时

同学们，应该说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离别，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这首诗就是唐代诗人王勃在与自己的好友分别时的赠言。前
面我要求大家作了预习，改写了这首诗，要求有人物的描写，
下面我们就请一位同学来读他的作品。（一学生读）这位同
学仿佛已经把我们带入了那种情景之中，使大家迫不及待地
想了解这首诗了，下面我们就进入对此诗的学习。

1、 本诗属于哪种体裁？

五言律诗。

2、 回顾关于律诗的知识。

律诗有四联，分别是首联、颔联、颈联、尾联，以数字来判
断是几言。

1、 师范读本诗，学生体会诗歌的节奏和感情基调。

2、 学生齐读，注意把握诗的节奏。

3、 学生自由朗读，在把握节奏的基础上揣摩诗歌的感情。

4、 抽个别学生朗读，其他学生点评，大家在朗读上共同进
步。

5、 这首诗表达了怎样的感情？情感上有什么特点？

这是一首送别诗，表达了作者与友人的情谊，感情比较达观。

6、 你从诗中的哪句话理解到作者的这种感情的？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7、 怎样来理解这句话呢？用自己的话来说。

“只要四海之内知心的朋友时刻关心着自己，即使远隔天涯，



也会觉得跟近邻一样。”这句话可以说道出了古今上下几千
年人们的共同心声。

8、 分析其他三联

（1） 我们来看一下首联。它是在写景吗？或是写什么？

看似写景，实则劝慰友人。这里出现了两个地点，“我”在
长安城可以看到杜少府上任之地“五津”，此番离别并非远
别，何必伤感呢？因此，“三秦”是送别地点，“五津”是
上任地点。

（2） 颔联中的“宦游人”指的是什么人？这句话怎样理解？

指的是出外做官的人。直接劝勉友人，我们都是外出做官的
人，此别为别中之别，不必伤感。

尾联由前三联层层逼出——既非远别，又同为宦游，虽别而
如比邻，自当与分别之时不要效仿小儿女的情态，哭泣悲伤。

9、 背诵

要求学生默读，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情味，检查背诵效果。

同学们，结合我们刚才分析诗的方法来看下面几首诗，首先
请大家用两分钟时间快速阅读，找出你最喜欢的一首，分析
诗人的感情，最后比较诗人之间相同或不同之处。

以杜少府的口吻，以你们自己的感情，回赠王勃一首现代诗。

三秦（送别地点）

望 并非远别

五津（上任地点）



同 宦游（身份）

知己 豁达、乐观、坦然

意 心愿

比邻

无为 共沾巾

渭城朝雨邑轻尘， 寒雨连江夜入吴， 千里黄云白日曛，

客舍清清柳色新。 平明送客楚山孤。 北风吹雁雪纷纷。

劝君更尽一杯酒， 洛阳亲友如相问， 莫愁前路无知己，

西出阳关无故人。 一片冰心在玉壶。 天下谁人不识君。

荆吴相接水为乡，

君去春江正渺茫。

日暮征帆何处泊？

天涯一望断人肠。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意详解篇九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勃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

雄伟的长安城有辅佐的三秦，透过那风云烟雾遥望着五津。

我之所以有依依惜别的情意，因为都是离家在外做官之人。

只要四海之内有一知己朋友，纵使远在天涯也如就在近邻。

不要因为我们就要离别两地，就像普通儿女一样泪湿衣襟。

该诗是送别诗的名作，诗意慰勉勿在离别之时悲哀。起句严
整对仗，三、四句以散调相承，以实转虚，文情跌宕。第三联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奇峰突起，高度地概括
了“友情深厚，江山难阻”的情景，千古传诵，有口皆碑。
尾联点出“送”的主题。

全诗开合顿挫，气脉流通，意境旷达。一洗古送别诗中的悲
凉凄怆之气，音调爽朗，清新高远，独树碑石。

此诗一洗往昔送别诗中悲苦缠绵之态，体现出高远的志趣和
旷达的胸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成为远
隔千山万水的朋友之间表达深厚情谊的不朽名句。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阙”，是皇宫前面的望楼。
“城阙”，指唐的帝都长安城。“三秦”，指长安附近关中
一带地方。秦末项羽曾把这一带地方分为三国，所以后世称
它三秦。“辅”，辅佐，这里可以理解为护卫。“辅三秦”，
意思是“以三秦为辅”。关中一带的茫茫大野护卫着长安城，
这一句说的是送别的地点。“风烟望五津”。“五津”指四
川省从灌县以下到犍为一段的岷江五个渡口。远远望去，但
见四川一带风尘烟霭苍茫无际。这一句说的是杜少府要去的
处所。因为朋友要从长安远赴四川，这两个地方在诗人的感



情上自然发生了联系。诗的开头不说离别，只描画出这两个
地方的形势和风貌。举目千里，无限依依，送别的情意自在
其中了。诗人身在长安，连三秦之地也难以一眼望尽，至于
远在千里之外的五津是根本看不见的。作诗，往往超越常人
的视力所及，用想象的眼睛看世界，可以置万山于几席，览
千春于瞬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从河
源直看到东海。“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从
三峡直看到长安。这首诗运用这种手法，一开头就展开一个
壮阔的境界，同一般的送别诗只着眼于燕羽、杨枝，泪痕，
酒盏是不相同的。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彼此离别的意味如何？同是
为求官飘流在外的人，离乡背井，已有一重别绪，彼此在客
居中话别，又多了一重别绪：其中真有无限凄恻。开头两句
调子高昂，属对精严，这两句韵味深沉，对偶不求工整，比
较疏散。这固然由于当时律诗还没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却也
有其独到的妙处。开头如千尺悬瀑，从云端奔泻而下，接着
便落入深潭，潺潺流来，飞韵清远，形成了一个大的起伏、
一个强的跌宕，使人感到矫夭变化，不可端睨。

再接下去，第五六两句，境界又从狭小转为宏大，情调从凄
恻转为豪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远离分不开真
正的知己，只要同在四海之内，就是天涯地角也如同近在邻
居一样，一秦一蜀又算得什么呢。气象阔达，志趣高远，表
现真正的友谊不受时间的限制和空间的阻隔，既是永恒的，
也是无所不在的，所抒发的情感是乐观豁达的。

结尾两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两行诗贯通起来是
一句话，意思是：在这即将分手的岔路口，不要同那小儿女
一般挥泪告别啊!是对朋友的叮咛，也是自己情怀的吐露。紧
接前两句，于极高峻处忽然又落入舒缓，然后终止。拿乐曲
做比方：乐曲的结尾，有的于最激越处戛然而止，有的却要
拖一个尾声。这首诗是采用第二种手法结尾的。欣赏古代诗
歌，特别是象五律这样既严整又短小的诗歌，不光要吟味它



的某些妙句，还要领悟它的章法，它的思路的顿挫、腾跃，
变化和发展。文似看山不喜平，诗也如此。

从文学史的角度欣赏这首诗，不难感到它有一股新鲜的气息。
初唐是我国古代一个强盛王朝的开端。唐代诗歌在我国文学
史上出现了高峰。延续二百年左右的诗歌的大革新、大发展
是以初唐为滥觞的。王、杨、卢、骆等当时的诗坛健将是较
早出现的开拓者。首先，他们反对唐初那种从六朝承袭下来
的浮艳的诗风。杨炯说，王勃“尝以龙朔初岁，文场变体：
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
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
用光志业。”可见他是有意识地改革诗坛的弊病，提倡刚健
的诗风的。就拿王勃的这首诗来说，该诗一洗绮丽之习，质
朴雄浑，横溢奔放，曾使那时的读者耳目一新。这种诗风尔
后就大大发展起来，成为盛唐诗坛的一种主导的风格。其次，
他们对新诗体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以五言律诗为例，
这种在唐代逐渐成熟和盛行起来的新诗体，在王勃等人的笔
下已经开始尝试和形成了。王勃的这首诗，就是二首相当成
熟的五言律诗。再读一读王、孟的五律，进而读一读李，杜
的五律，就会发现这种新诗体在有唐一代的发展如大江奔流，
一脉相承，而越往前去波澜越壮阔。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意详解篇十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注释]



杜少府：王勃的友人，生平不详。少府县尉的别称。“蜀
州”一作“蜀川”。城阙指京城长安。

城阙：指京城长安。

辅：护卫。

三秦：今陕西省关中地区，古为秦国，项羽在灭秦后，曾将
秦地分为雍、塞、瞿三国，史称三秦。

五津：四川岷江古有白华津、万里津、江首津、涉头津、江
南津五个著名渡口，合称五津。此则泛指四川。

宦游：在外地作官。

海内：天下。

存：有。

天涯：天边。

比邻：近邻。这两句说，只要是互相了解的好朋友，虽然彼
此住处隔得很遥远，也和邻居一样。曹植《赠白马王
彪》：“丈夫四海志，万里犹比邻。”这里化用其意。

无为：不要。

歧路：岔路，指分别之处。这两句说，我们在分手时不要象
普通男女一样啼哭，让眼泪弄湿了佩巾。

[译诗、诗意]

古代三秦之地，拱护长安城垣宫阙。风烟滚滚，望不到蜀州
岷江的'五津。



与你握手作别时，彼此间心心相印；你我都是远离故乡，出
外做官之人。

四海之内只要有了你，知己啊知己，不管远隔在天涯海角，
都象在一起。

请别在分手的岐路上，伤心地痛哭；象多情的少年男女，彼
此泪落沾衣。

[赏析]

别离之苦，文人墨客笔下的永恒主题。诗人王勃却一反别离
的愁怨，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抒写送好友上任的情怀。

王勃送他的一位姓杜的好友去上任蜀州的少府，不知不觉间
已来到城外。回望那长安城在三秦的护卫下显得如此无奈；
遥望那蜀州的五大渡口，在风烟迷雾中竟是如此凄迷。好友
此去，何日才能相会？离别的伤感，袭上王勃的心头。但想
到为官的友人与自己，上任、调离，实在是平常之极的事，
又何必徒伤别离。悲伤的情绪也去了不少。高兴地面对别离，
只要我们彼此心中着对方，即使远隔千里，我们的心却紧帖
在一起。念及此时，所有的离愁别绪似乎都已荡然无存。

送君千里，终有别。在即将分手的岔路口，好友的眼眶已然
湿润。“快别像女孩子一样，流泪送别。看，只要我们彼此
心里有着对方，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也如同近在咫尺啊。”

这是何等开阔的胸襟，何等超脱的情怀。空间上的距离永远
隔不断心灵的联系。“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将千古传
颂。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意详解篇十一

文/信书勇



人生如寄聚散匆匆，古往今来多少文字写尽别离之痛，所谓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可是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用八行四十字，以深情豪迈之态恣意汪洋，拂去寂寥惆怅，
扫尽萎靡气象，别来一种格局，重构一种风尚。

首联写到：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在点明送别之地的同
时，体现了作者眼界之高远，胸次之辽阔。一个“辅”字和
一个“望”字，让无边景色真实可感。景中含情，由近及远;
情中喻景，由实及虚。有城阙之庄严，三秦之沧桑;有风烟之
缥缈，五津之迷离。整首诗起势宏阔，意境高华，为下文的
承、转、合奠定了基础。

颔联写到：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整个文笔从自然景观，
进入社会层面，这一句是比较平实的写作。视觉上来说，是
从千里高空回落到送别的现场。所谓“同是宦游人”，交代
了双方惺惺相惜开创未来的心态。虽是别离，但作者正是风
华正茂，踌躇满志的时节，对彼此的未来都充满了期许。一
首诗，句句是高山大海，也不能显示山之高海之阔了。若音
乐只有高音没有低语，岂有旋律可言。若生活只有激情，没
有沉静，哪有和谐可说。这里颔联承接首联，婉转低回，充
分为颈联铺垫。

颈联写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颈联是全诗精华，一
峰突起。此句一出，气象斑斓，境界顿觉悠远。此句化用曹植
《赠白马王彪》“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如同他的名篇
《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化
用庾信《马射赋》中“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
一样，化用前人名句，别出心裁，赋予它新的意义，青出于
蓝更胜于蓝。“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所以千年不
绝，绵绵永续，就在于它做到了“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
而不碎，按而弥坚”。

近几日，为了写作《中国诗歌之美》和《伟美人生》上卷，
思维经常被打穿，思考人生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呢?见识，



时间，健康，我觉得这三点无论对古代诗人，还是对现代名
士，都具有相同的意义。首先见识：只有视野开阔的作者才
有思路开阔的诗篇。王勃少年便有神童之誉，不但文采开唐
之新风，学问也是享誉海内，若内心无此气魄见识，纵读书
万卷，也难有此神来之笔。其次时间：生命就是时间延续，
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应该是最好的。这一点辛弃疾的《丑
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可为明证：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
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
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少年、青年和中年、暮
年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言行相应截然不同。再则健康：
不妨看看“老病有孤舟”的杜甫是如何悲叹“无边落木萧萧
下”的，病中之人自然难免触景伤怀悲鸣悲叹。写作此诗时，
王勃正青春年少，少年得志，人称神童，送别朋友，踌躇满
志，憧憬宦途，生命、健康正步向巅峰，期待完美绽放，所
以写出如此气干云霄的诗句，充盈活力，充溢自信。这是王
勃用笔谱写的激昂的青春之歌。一首诗的高妙动人之处，在
于真实地艺术地表达出作者的内心，王勃无疑做到了，千年
之后的我们也能感受到那种万里胸襟是何等样的开阔与自信。

尾联写到：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里又从思幻的未来
拉回到现实中去。送别的友人不知何时才能再相逢，即便是
鸿雁可以传书，信札可以寄情，但无论如何不如相逢时一颦
一笑可触可感的真实。在此王勃没有简单地贬斥儿女之情，
而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升华了这种人之常情。他用山川河流的
历史感，用彼此创业的励志心，用胸襟无限的空间意识，把
离别的悲伤升华为一首壮丽的歌行。这不是风萧萧兮易水寒
的悲壮之别，也不是执手相看无语凝噎的悲情之别，亦不是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凉之别。此一别，充满
了作者内心洋溢的积极入世的情怀，充满了作者来日相逢于
平步青云的期许。生命中许多时候不在于你处于怎样的境地，
而在于你的`心处于怎样的高度，你的心向往着怎样的未来。
洒泪也好，笑别也好，都是生命中美的存在，因为有真实的
感情，有真实的朋友，有可以思念的彼此。也许生命中支撑
我们的，是万里之外的朋友，是寄托在思想深处万里比邻的



自己。

我选择赏析的任何一首诗歌，都不是为了填充一本书来混文
字的，也不是为了说教硬把古人的胸怀改用现代人的语言为
他说话。这首诗的意义，我是想和朋友们一起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点是一个人的境界见识高的时候，同样的遭逢会有不同
的思维方式。这一点王勃做得很好，本书稍后章节中的苏轼
做得更是登峰造极。第二点就是对时间的思考，在这里就是
对青春的思考。当你觉得某一件事该做的时候，那就立刻去
做，当然前提是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这个“对”，是相对
的“对”，不是绝对的“对”)。因为时间是不可回溯的，你
一旦错过这个时间，便再也找不回当时的你了。这不是人生
虚无及时行乐的论调，也不是说盛年不重来一日再难晨的勤
勉，而是说无论是要写诗歌，还是要经历苦乐，都不要等。
很多事，错过了，就永远地错过了。纵使王勃不英年早逝，
宦海浮沉历经苍凉的他也许能写出更多《别薛华》，但是这
种英气逼人充溢青春之美的离别之诗，恐怕再也写不出来了。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谢谢远方的你能够阅读这篇文章，
祝愿每一位与我心灵相通的朋友，在时间的长路上，健康快
乐地生活，有千里的视野，有万里的胸襟，把生命中的悲伤
化作前行的力量，不辜负年华，不辜负岁月，永远做最好的
自己，做自己尊敬的人。

拓展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意详解篇十二

[唐]王勃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巍巍长安，雄踞三秦之地；渺渺四川，却在迢迢远方。你我
命运何等相仿，奔波仕途，远离家乡。

只要有知心朋友，四海之内不觉遥远。即便在天涯海角，感
觉就像近邻一样。岔道分手，实在不用儿女情长，泪洒衣裳。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赏析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境界又从狭小转为宏大，
情调从凄恻转为豪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远离
分不开知己，只要同在四海之内，就是天涯海角也如同近在
邻居一样，一秦一蜀又算得什么呢。表现友谊不受时间的限
制和空间的阻隔，是永恒的，无所不在的，所抒发的情感是
乐观豁达的。这两句因此成为远隔千山万水的朋友之间表达
深厚情谊的不朽名句。

王勃简介

王勃，唐代文学家，诗人，字子安，是“初唐四杰”之一。
他为人所知是当初他的一篇“滕王阁序”，在这篇文章之中，
他展现了自己的抱负，也对未来充满希望，对世人有很大的
影响，只不过后来英年早逝，留下遗憾。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命运多舛。早年聪明好学，6岁的时候就
有文笔流畅的成就，在当时更是被誉为“神童”，后来做官，
因为一篇《斗鸡檄》而被贬，于是则开始了游历川蜀地区，
创作了大量的诗篇。回到长安之后，再被授职，可是因为私
杀官奴再次被贬，这次被贬的经历，对他的影响很大，并且
波及到了他的父亲，在他去探望父亲之后，回来的路上，不
幸溺水，惊悸而死。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意详解篇十三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表达的情感：

抒发了作者对友人依依惜别的思想感情。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唐代诗人王勃的作品。此诗意在慰
勉友人勿在离别之时悲哀。首联描画出送别地与友人出发地
的形势和风貌，隐含送别的情意，严整对仗；颔联为宽慰之
辞，点明离别的`必然性，以散调相承，以实转虚，文情跌宕；
颈联奇峰突起，高度地概括了“友情深厚，江山难阻”的情
景，使友情升华到一种更高的美学境界；尾联点出“送”的
主题，而且继续劝勉、叮咛朋友，也是自己情怀的吐露。

写作手法：

起句严整对仗，三、四句以散调相承，以实转虚，文情跌宕。
。第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奇峰突起，高度地
概括了“友情深厚，江山难阻”的情景，尾联点出“送”的
主题。

创作背景：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作者在长安的时候写的。“少府”，



是唐朝对县尉的通称。姓杜的少府将到四川去做官，王勃在
长安相送，临别时赠送给他这首送别诗。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意详解篇十四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简要赏析：

此诗是送别诗的名作，诗意慰勉勿在离别之时悲哀全诗开合
顿挫，气脉流通，意境旷达。送别诗中的悲凉凄怆之气，音
调明快爽朗，语言清新高远，内容独树碑石。此诗一洗往昔
送别诗中悲苦缠绵之态，体现出诗人高远的志向、豁达的情
趣和旷达的胸怀。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意详解篇十五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白话译文

雄伟长安城由三秦之地拱卫，透过那风云烟雾遥望着五津。



和你离别心中怀着无限情意，因为我们同是在宦海中浮沉。

只要在世上还有你这个知己，纵使远在天涯也如近在比邻。

绝不要在岔路口上分手之时，像小儿女那样悲伤泪湿佩巾。

整体赏析

此诗是送别诗的名作，诗意慰勉勿在离别之时悲哀。起句严
整对仗，三、四句以散调相承，以实转虚，文情跌宕。第三联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奇峰突起，高度地概括
了“友情深厚，江山难阻”的情景，尾联点出“送”的主题。
全诗开合顿挫，气脉流通，意境旷达。送别诗中的悲凉凄怆
之气，音调明快爽朗，语言清新高远，内容独树碑石。此诗
一洗往昔送别诗中悲苦缠绵之态，体现出诗人高远的志向、
豁达的情趣和旷达的胸怀。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阙”，是皇宫前面的望楼。
“城阙”，指唐的'帝都长安城。“三秦”，指长安附近关中
一带地方。秦末项羽曾把这一带地方分为三国，所以后世称
它三秦之地。“辅”，辅佐，可以理解为护卫。“辅三秦”，
意思是“以三秦为辅”。关中一带的茫茫大野护卫着长安城，
这一句说的是送别的地点。“风烟望五津”。“五津”指四
川省从灌县以下到犍为一段的岷江五个渡口。远远望去，但
见四川一带风尘烟霭苍茫无际。这一句说的是杜少府要去的
处所。因为朋友要从长安远赴四川，这两个地方在诗人的感
情上自然发生了联系。诗的开头不说离别，只描画出这两个
地方的形势和风貌。送别的情意自在其中了。诗人身在长安，
连三秦之地也难以一眼望尽，远在千里之外的五津是根本无
法看到。超越常人的视力所及，用想象的眼睛看世界，“黄
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从河源直看到东
海。“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从三峡直看到
长安。该诗运用夸张手法，开头就展开壮阔的境界，一般送
别诗只着眼于燕羽、杨枝，泪痕，酒盏不相同。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彼此离别的意味如何？为求
官飘流在外的人，离乡背井，已有一重别绪，彼此在客居中
话别，又多了一重别绪；其中真有无限凄恻。开头两句调子
高昂，属对精严，韵味深沉，对偶不求工整，疏散。固然由
于当时律诗还没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却有其独到的妙处。此
诗形成了起伏、跌宕，使人感到矫夭变化，不可端睨。

第五六两句，境界又从狭小转为宏大，情调从凄恻转为豪迈。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远离分不开知己，只要同在
四海之内，就是天涯海角也如同近在邻居一样，一秦一蜀又
算得什么呢。表现友谊不受时间的限制和空间的阻隔，是永
恒的，无所不在的，所抒发的情感是乐观豁达的。这两句因
此成为远隔千山万水的朋友之间表达深厚情谊的不朽名句。

结尾两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两行诗贯通起来
是一句话，意思是：“在这即将分手的岔路口，不要同那小
儿女一般挥泪告别啊！是对朋友的叮咛，也是自己情怀的吐
露。”紧接前两句，于极高峻处忽然又落入舒缓，然后终止。
拿乐曲做比方；乐曲的结尾，于最激越处戛然而止，有的却
要拖一个尾声。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意详解篇十六

古代三秦之地，拱护长安城垣宫阙。

风烟滚滚，望不到蜀州岷江的五津。

与你握手作别时，彼此间心心相印；

你我都是远离故乡，出外做官之人。

四海之内只要有了你，知己啊知己，

不管远隔在天涯海角，都象在一起。



请别在分手的岐路上，伤心地痛哭；

象多情的少年男女，彼此泪落沾衣。

作者简介

王勃（649～676）唐代诗人，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
津）人。麟德初应举及第，曾任虢州参军。后往海南探父，
因溺水，受惊而死。少时即显露才华，与杨炯、卢照邻、骆
宾王以文辞齐名，并称“初唐四杰”。他和卢照邻等皆企图
改变当时“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的诗风（见杨炯《王子安
集序》）。其诗偏于描写个人生活，也有少数抒发政治感慨、
隐寓对豪门世族不满之作，风格较为清新，但有些诗篇流于
华艳。其散文《滕王阁序》颇有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人
辑有《王子安集》。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意详解篇十七

译文对照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译文

巍巍长安，雄踞三秦之地；渺渺四川，却在迢迢远方。你我
命运何等相仿，奔波仕途，远离家乡。

只要有知心朋友，四海之内不觉遥远。即便在天涯海角，感



觉就像近邻一样。岔道分手，实在不用儿女情长，泪洒衣裳。

赏析

此诗是送别诗的名作，诗意慰勉勿在离别之时悲哀。起句严
整对仗，三、四句以散调相承，以实转虚，文情跌宕。第三联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奇峰突起，高度地概括
了“友情深厚，江山难阻”的情景，尾联点出“送”的主题。
全诗开合顿挫，气脉流通，意境旷达。送别诗中的悲凉凄怆
之气，音调明快爽朗，语言清新高远，内容独树碑石。此诗
一洗往昔送别诗中悲苦缠绵之态，体现出诗人高远的志向、
豁达的情趣和旷达的`胸怀。

离愁别绪，是古代诗歌中常见的一种主题。古代交通不便，
一旦分离，再会难期，就连通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
在这些送别或留别的诗里，难免染上凄凉、伤感的色彩。江淹
《别赋》所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在古代确乎是
这样的。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古人写的别诗，也有明朗乐观
之作。初唐诗人王勃的名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就是这
样的一首好诗。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意详解篇十八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

1、城阙：指唐代都城长安。

2、辅：护卫。



3、三秦：现在陕西省一带;辅三秦即以三秦为辅。

4、五津：四川境内长江的五个渡口。

古代三秦之地，拱护长安城垣宫阙。

风烟滚滚，望不到蜀州岷江的五津。

与你握手作别时，彼此间心心相印;

你我都是远离故乡，出外做官之人。

四海之内只要有了你，知己啊知己，

不管远隔在天涯海角，都象在一起。

请别在分手的岐路上，伤心地痛哭;

象多情的少年男女，彼此泪落沾衣。

此诗是送别诗的名作，诗意慰勉勿在离别之时悲哀。起句严
整对仗，三、四句以散调相承，以实转虚，文情跌宕。第三联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奇峰突起，高度地概括
了“友情深厚，江山难阻”的情景，尾联点出“送”的主题。
全诗开合顿挫，气脉流通，意境旷达。送别诗中的悲凉凄怆
之气，音调明快爽朗，语言清新高远，内容独树碑石。此诗
一洗往昔送别诗中悲苦缠绵之态，体现出诗人高远的志向、
豁达的情趣和旷达的胸怀。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阙”，是皇宫前面的望楼。
“城阙”，指唐的帝都长安城。“三秦”，指长安附近关中
一带地方。秦末项羽曾把这一带地方分为三国，所以后世称
它三秦之地。“辅”，辅佐，可以理解为护卫。“辅三秦”，
意思是“以三秦为辅”。关中一带的茫茫大野护卫着长安城，
这一句说的是送别的`地点。“风烟望五津”。“五津”指四



川省从灌县以下到犍为一段的岷江五个渡口。远远望去，但
见四川一带风尘烟霭苍茫无际。这一句说的是杜少府要去的
处所。因为朋友要从长安远赴四川，这两个地方在诗人的感
情上自然发生了联系。诗的开头不说离别，只描画出这两个
地方的形势和风貌。送别的情意自在其中了。诗人身在长安，
连三秦之地也难以一眼望尽，远在千里之外的五津是根本无
法看到。超越常人的视力所及，用想象的眼睛看世界，“黄
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从河源直看到东
海。“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从三峡直看到
长安。该诗运用夸张手法，开头就展开壮阔的境界，一般送
别诗只着眼于燕羽、杨枝，泪痕，酒盏不相同。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彼此离别的意味如何?为求官
飘流在外的人，离乡背井，已有一重别绪，彼此在客居中话
别，又多了一重别绪;其中真有无限凄恻。开头两句调子高昂，
属对精严，韵味深沉，对偶不求工整，疏散。固然由于当时
律诗还没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却有其独到的妙处。此诗形成
了起伏、跌宕，使人感到矫夭变化，不可端睨。

第五六两句，境界又从狭小转为宏大，情调从凄恻转为豪迈。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远离分不开知己，只要同在
四海之内，就是天涯海角也如同近在邻居一样，一秦一蜀又
算得什么呢。表现友谊不受时间的限制和空间的阻隔，是永
恒的，无所不在的，所抒发的情感是乐观豁达的。这两句因
此成为远隔千山万水的朋友之间表达深厚情谊的不朽名句。

结尾两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两行诗贯通起来
是一句话，意思是：“在这即将分手的岔路口，不要同那小
儿女一般挥泪告别啊!是对朋友的叮咛，也是自己情怀的吐露。
”紧接前两句，于极高峻处忽然又落入舒缓，然后终止。拿
乐曲做比方;乐曲的结尾，于最激越处戛然而止，有的却要拖
一个尾声。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意详解篇十九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

【注解】

1、城阙：指唐代都城长安。

2、辅：护卫。

3、三秦：现在陕西省一带;辅三秦即以三秦为辅。

4、五津：四川境内长江的五个渡口。

【译文】

古代三秦之地，拱护长安城垣宫阙。风烟滚滚，望不到蜀州
岷江的五津。

与你握手作别时，彼此间心心相印;你我都是远离故乡，出外
做官之人。

四海之内只要有了你，知己啊知己，不管远隔在天涯海角，
都象在一起。

请别在分手的岐路上，伤心地痛哭;象多情的少年男女，彼此
泪落沾衣。

【白话译文】



雄伟长安城由三秦之地拱卫，透过那风云烟雾遥望着五津。

和你离别心中怀着无限情意，因为我们同是在宦海中浮沉。

只要在世上还有你这个知己，纵使远在天涯也如近在比邻。

绝不要在岔路口上分手之时，像小儿女那样悲伤泪湿佩巾。

【赏析】

此诗是送别的名作。诗意慰勉勿在离别之时悲哀。起句严整
对仗，三、四句以散调承之，以实转虚，文情跌宕。第三
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奇峰突起，高度地概括
了“友情深厚，江山难阻”的情景，伟词自铸，传之千古，
有口皆碑。尾联点出“送”的主题。

全诗开合顿挫，气脉流通，意境旷达。一洗古送别诗中的悲
凉凄怆之气，音调爽朗，清新高远，独树碑石。

【感悟】

此诗是送别诗的名作，诗意慰勉勿在离别之时悲哀。起句严
整对仗，三、四句以散调相承，以实转虚，文情跌宕。第三联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奇峰突起，高度地概括
了“友情深厚，江山难阻”的情景，尾联点出“送”的`主题。
全诗开合顿挫，气脉流通，意境旷达。送别诗中的悲凉凄怆
之气，音调明快爽朗，语言清新高远，内容独树碑石。此诗
一洗往昔送别诗中悲苦缠绵之态，体现出诗人高远的志向、
豁达的情趣和旷达的胸怀。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阙”，是皇宫前面的望楼。
“城阙”，指唐的帝都长安城。“三秦”，指长安附近关中
一带地方。秦末项羽曾把这一带地方分为三国，所以后世称
它三秦之地。“辅”，辅佐，可以理解为护卫。“辅三秦”，



意思是“以三秦为辅”。关中一带的茫茫大野护卫着长安城，
这一句说的是送别的地点。“风烟望五津”。“五津”指四
川省从灌县以下到犍为一段的岷江五个渡口。远远望去，但
见四川一带风尘烟霭苍茫无际。这一句说的是杜少府要去的
处所。因为朋友要从长安远赴四川，这两个地方在诗人的感
情上自然发生了联系。诗的开头不说离别，只描画出这两个
地方的形势和风貌。送别的情意自在其中了。诗人身在长安，
连三秦之地也难以一眼望尽，远在千里之外的五津是根本无
法看到。超越常人的视力所及，用想象的眼睛看世界，“黄
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从河源直看到东
海。“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从三峡直看到
长安。该诗运用夸张手法，开头就展开壮阔的境界，一般送
别诗只着眼于燕羽、杨枝，泪痕，酒盏不相同。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彼此离别的意味如何?为求官
飘流在外的人，离乡背井，已有一重别绪，彼此在客居中话
别，又多了一重别绪;其中真有无限凄恻。开头两句调子高昂，
属对精严，韵味深沉，对偶不求工整，疏散。固然由于当时
律诗还没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却有其独到的妙处。此诗形成
了起伏、跌宕，使人感到矫夭变化，不可端睨。

第五六两句，境界又从狭小转为宏大，情调从凄恻转为豪迈。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远离分不开知己，只要同在
四海之内，就是天涯海角也如同近在邻居一样，一秦一蜀又
算得什么呢。表现友谊不受时间的限制和空间的阻隔，是永
恒的，无所不在的，所抒发的情感是乐观豁达的。这两句因
此成为远隔千山万水的朋友之间表达深厚情谊的不朽名句。

结尾两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两行诗贯通起来
是一句话，意思是：“在这即将分手的岔路口，不要同那小
儿女一般挥泪告别啊!是对朋友的叮咛，也是自己情怀的吐露。
”紧接前两句，于极高峻处忽然又落入舒缓，然后终止。拿
乐曲做比方;乐曲的结尾，于最激越处戛然而止，有的却要拖
一个尾声。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意详解篇二十

这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京城长安送别一位姓杜的朋友到
蜀地任县令时所作的抒情诗。朋友即将上任，诗人劝慰他不
要为远别而悲伤：虽然远隔天涯，但友谊不会因为距离的遥
远而淡薄，他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虽为送别诗，但全诗却无伤感之情，诗人的胸襟开朗，语句
豪放清新，委婉亲切，表现了友人间真挚深厚的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