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渡荆门送别 语文教案渡荆门送
别(实用8篇)

在困境中坚持，才能迎来风景明媚的彼岸。标语的创作要符
合受众群体的口味和喜好，以达到预期的效果。通过学习这
些标语的创意和表达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提升自己的创作
能力。

渡荆门送别篇一

1、了解这首诗相关的背景知识。

2、了解这首诗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及语言风格。

3、了解把握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

4、背诵并默写这首诗。

1、加强朗读训练，让学生充分体会诗歌特有的节奏及韵律，
感受其声韵美;在反复诵读中，理解诗意，感悟诗情。

2、分析这首诗中的景物描写，体味文中情景交融的意境，赏
析作品的意境美。

3、揣摩品味诗中精彩语句的含义和技巧，并使之了然于心，
成为自己的语言财富。

1、这首诗，描绘自然山水，文笔优美，情真意醇。学习它们，
可以激发灵性，陶冶情操，丰富文化积累。

2、体会作者对诗人沿途所见景物的描写，从中进一步体会诗
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和结故乡的无限爱恋之感。



3、激发学生对家乡景物、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1、体会诗词的意境美、语言美。

2、背诵并默写这首诗。

教学难点激发学生想像，再现诗歌画面，深刻体会景物描写
中蕴含着的深厚的情思经及对“送别”的理解。

1、朗读教学法：在教学本首诗时，通过放朗读读音，让学生
体会，然后学生齐读这首诗并感悟这首诗的思想内容。

2、问题式教学法：教师依据教学目标设计富有启发性的问题，
在学生讨论、交流的过程中，严密思维、拓展想象。

3、采用课件进行教学(幻灯片)。教具准备多媒体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介绍作者。

唐宋诗词历来脍炙人口，今天我们将要学的《渡荆门送别》，
唐代的名家名篇。学习时重点体会诗歌表达的思想感情，并
在此基础上背诵和默写。

李白，字太白，唐代诗人，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
义诗人，自号青莲居士。

〖拓展〗：欧阳修六一居士，李清照易安居士，白居易香山
居士，苏轼东坡居士。

二、学习《渡荆门送别》。



1、教师朗读或学生听录音。

2、学生自读，初步了解诗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3、指名学生读，要读出思想感情，齐读诗歌。

4、《渡荆门送别》是一首五言律诗,首联交代了什么?

——远渡的地点和此行的目的。

5、颔联写景，描绘了一幅怎样的画面?是从什么角度来写景
的?

——描写渡过荆门进入楚地的壮阔景色，画出一幅气势磅礴
地万里长江图，写的是远景。

这一联中的“随”、“尽”、“入”三个字用的好，想一想
好在何处。

——“随”字将群山与原野的位置逐渐变换、推移，真切的
表现出来，写活了，给人以空间感和流动感。

——“尽”字表达了刚从三峡中出来的诗人顿时喜悦开朗的
心情。

——“入”字用得贴切，是对前途的展望，大江无阻挡地流
向远方，空间广阔，打开了诗人眼界，奔腾着诗人的想像，
洋溢着诗人青春蓬勃的朝气。

诗人出了三峡后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和广阔的.江面，而
在荆门以西作者见到的是什么样的景象呢?用郦道元《三峡》
中的句子回答。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



6、颈联则变换视角，描写长江的近景，谈谈这联诗所描绘的
意境。

——“月下飞天镜”是月夜俯视所见。明月本在天上，倒映
在流速缓慢的长江水中，好像从天上飞来一面明镜。“云生
结海楼”是白昼眺望所见。云多，则天空高远，反衬原野低
平、江岸辽阔、两岸平旷的景色，在自然美景中融进了诗人
见到平原时欣喜的感受。

〖延伸〗海市蜃楼：是大气中由于光线的折射作用而形成的
一种自然现象，多出现在夏天海边或沙漠中。

在崭新的环境里一切都是新奇可喜的，就会产生敏锐的感觉，
如李白在荆门以东见到的是：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的景
象，在正是从荆门一带广阔平原的高空这饿和平静的江面上
所观赏到的奇妙美景。假如在崇山峻岭的三峡中，我们见到
的则是：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如在山地，我没就只能见
到：山高月小。

7、尾联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从尾联来看，这首送别诗是否
是为朋友送行?

——拟人。不是，尾联中的故乡水是指流经故乡的水，“万
里送行舟”指的是故乡水如今怀着深情厚意载我远行。用拟
人的手法，借写故乡水有情，不远万里，依恋不舍送我远别
故乡，表达了诗人离开故乡时依依不舍，思念故乡的感情。

8、全诗表达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通过对长江两岸秀丽景色的描绘，反映了诗人开阔情怀
和奋发进取的精神，同时表现了诗人对故乡山水的无限眷恋、
思念之情。

9、〖拓展〗朗读杜甫的《旅夜书怀》，找出与“山随平野尽，



江入大荒流”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句子。

旅夜书怀(唐)杜甫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10、齐读，背诵这首诗，指名学生背诵。

11、总结。

——《渡荆门送别》一诗是一首描写祖国壮丽山河的诗篇。
结尾缘江水而生发遐想，在“故乡水”送行的深情祝愿中，
化为对故乡的眷恋和对大好前程的憧憬。说白了就是“水送
人，人思乡”。

12、发放课堂练习。

三、布置作业。

1、能熟练背诵和默写;

2、预习下一课;

3、〖探讨〗李白的《渡荆门送别》是如何在浪漫主义风格中
透着新奇的?

这首诗五、六两句在李白浪漫主义风格中透着新奇。这里的
新奇不在描写景色的本身而在它的托意。“月下飞天
镜”，“下”字是动词，说月亮下来了，影子落在江水中。
圆圆的月亮，像一面镜子。镜子从哪里来的呢?从天上飞下来
的。天上一个月亮，水中一个月影，上下生光，照得大地的
一切晶明透亮。古诗：“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本诗
却从相反的方面来运用它新奇的想像。“云生结海楼”，诗



人看到天空云彩的奇幻变化，产生无穷想像。“海楼”
即“海市蜃楼”。这种自然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光线在大气
中的折射，在大海或沙漠的上空，有时忽然出现像城市的奇
幻景象，古代人的科学水平低，惊为神怪，认为是海中的
蜃(蛤蚌之类)吐气结成的。江汉平原上空并无这种自然现象。
诗人所指的是天边云彩各种奇异的形状，仿佛也产生了仙人
楼阁似的。为什么平常的月景和浮云能引起诗人这么大的兴
趣?因为在崭新的环境里认为一切都是新奇可喜的，就产生了
敏锐的感觉。过去诗人一直在四川生活，读书于戴天山上，
游览峨眉，隐居青城，所熟悉的是蜀中的山山水水。如今渡
过荆门，山渐消失，眼前是一望无际的低平的原野，诗人的
感觉自然新奇了。

渡荆门送别

李白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这首诗是李白出蜀时所作。荆门，即荆门山，位于今湖北宜
都县西北，长江南岸，与北岸虎牙山隔江对峙，形势险要，
自古即有楚蜀咽喉之称。

李白这次出蜀，由水路乘船远行，经巴渝，出三峡，直向荆
门山之外驶去，目的是到湖北、湖南一带楚国故地游
览。“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指的就是这一壮游。这
时候的青年诗人，兴致勃勃，坐在船上沿途纵情观赏巫山两
岸高耸云霄的峻岭，一路看来，眼前景色逐渐变化，船过荆



门一带，已是平原旷野，视域顿然开阔，别是一番景色：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前句形象地描绘了船出三峡、渡过荆门山后长江两岸的特有
景色：山逐渐消失了，眼前是一望无际的低平的原野。它好
比用电影镜头摄下的一组活动画面，给人以流动感与空间感，
将静止的山岭摹状出活动的趋向来。

“江入大荒流”，写出江水奔腾直泻的气势，从荆门往远处
望去，仿佛流入荒漠辽远的原野，显得天空寥廓，境界高远。
后句著一“入”字，力透纸背，用语贴切。景中蕴藏着诗人
喜悦开朗的心情和青春的蓬勃朝气。

写完山势与流水，诗人又以移步换景手法，从不同角度描绘
长江的近景与远景：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长江流过荆门以下，河道迂曲，流速减缓。晚上，江面平静
时，俯视月亮在水中的倒影，好象天上飞来一面明镜似的;日
间，仰望天空，云彩兴起，变幻无穷，结成了海市蜃楼般的
奇景。这正是从荆门一带广阔平原的高空中和平静的江面上
所观赏到的奇妙美景。如在崇山峻岭的三峡中，自非亭午夜
分，不见曦月，夏水襄陵，江面水流湍急汹涌，那就很难有
机会看到“月下飞天镜”的水中影像;在隐天蔽日的三峡空间，
也无从望见“云生结海楼”的奇景。这一联以水中月明如圆
镜反衬江水的平静，以天上云彩构成海市蜃楼衬托江岸的辽
阔，天空的高远，艺术效果十分强烈。颔颈两联，把生活在
蜀中的人，初次出峡，见到广大平原时的新鲜感受极其真切
地写了出来。李白在欣赏荆门一带风光的时候，面对那流经
故乡的滔滔江水，不禁起了思乡之情：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诗人从“五岁诵六甲”起，直至二十五岁远渡荆门，一向在
四川生活，读书于戴天山上，游览峨眉，隐居青城，对蜀中
的山山水水怀有深挚的感情，江水流过的蜀地也就是曾经养
育过他的故乡，初次离别，他怎能不无限留恋，依依难舍呢?
但诗人不说自己思念故乡，而说故乡之水恋恋不舍地一路送
我远行，怀着深情厚意，万里送行舟，从对面写来，越发显
出自己思乡深情。诗以浓重的怀念惜别之情结尾，言有尽而
情无穷。诗题中的“送别”应是告别故乡而不是送别朋友，
诗中并无送别朋友的离情别绪。清沈德潜认为“诗中无送别
意，题中二字可删”(《唐诗别裁》)，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首诗意境高远，风格雄健，形象奇伟，想象瑰丽。“山随
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写得逼真如画，有如一幅长江出峡
渡荆门长轴山水图，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如果说优秀的山
水画“咫尺应须论万里”，那么，这首形象壮美瑰玮的五律
也可以说能以小见大，以一当十，容量丰富，包涵长江中游
数万里山势与水流的景色，具有高度集中的艺术概括力。

渡荆门送别篇二

作者：李白

原文：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赏析：



这首诗是李白出蜀时所作。李白这次出蜀，由水路乘船远行，
经巴渝，出三峡，直向荆门山之外驶去，目的是到湖北、湖
南一带楚国故地游览。“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指的
就是这一壮游。这时候的青年诗人，兴致勃勃，坐在船上沿
途纵情观赏巫山两岸高耸云霄的峻岭，一路看来，眼前景色
逐渐变化，船过荆门一带，已是平原旷野，视域顿然开阔，
别是一番景色：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山随平野尽”，形象地描绘了船出三峡、渡过荆门山后长
江两岸的特有景色：山逐渐消失了，眼前是一望无际的低平
的原野。著一“随”字，化静为动，将群山与平野的位置逐
渐变换、推移，真切地表现出来。这句好比用电影镜头摄下
的一组活动画面，给人以流动感与空间感，将静止的山岭摹
状出活动的趋向来。

“江入大荒流”，写出江水奔腾直泻的气势，从荆门往远处
望去，仿佛流入荒漠辽远的原野，显得天空寥廓，境界高远。
后句著一“入”字，写出了气势的博大，充分表达了诗人的
万丈豪情，充满了喜悦和昂扬的激情，力透纸背，用语贴切。
景中蕴藏着诗人喜悦开朗的心情和青春的蓬勃朝气。

颔联这两句不仅由于写进“平野”、“大荒”这些辽阔原野
的意象，而气势开阔;而且还由于动态的描写而十分生动。大
江固然是流动的，而山脉却本来是凝固的，“随、尽”的动
态感觉，完全是得自舟行的实际体验。在陡峭奇险，山峦叠
嶂的三峡地带穿行多日后，突见壮阔之景，豁然开朗的心情
可想而知。它用高度凝炼的语言。极其概括地写出了诗人整
个行程的地理变化。

写完山势与流水，诗人又以移步换景手法，从不同角度描绘
长江的近景与远景：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长江流过荆门以下，河道迂曲，流速减缓。晚上，江面平静
时，俯视月亮在水中的倒影，好象天上飞来一面明镜似的;日
间，仰望天空，云彩兴起，变幻无穷，结成了海市蜃楼般的
奇景。这正是从荆门一带广阔平原的高空中和平静的江面上
所观赏到的奇妙美景。如在崇山峻岭的`三峡中，自非亭午夜
分，不见曦月，夏水襄陵，江面水流湍急汹涌，那就很难有
机会看到“月下飞天镜”的水中影像;在隐天蔽日的三峡空间，
也无从望见“云生结海楼”的奇景。这一联以水中月明如圆
镜反衬江水的平静，以天上云彩构成海市蜃楼衬托江岸的辽
阔，天空的高远，艺术效果十分强烈。颔颈两联，把生活在
蜀中的人，初次出峡，见到广大平原时的新鲜感受极其真切
地写了出来。

颈联两句反衬江水平静，展现江岸辽阔，天空高远，充满了
浪漫主义色彩。

李白在欣赏荆门一带风光的时候，面对那流经故乡的滔滔江
水，不禁起了思乡之情：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诗人从“五岁诵六甲”起，直至二十五岁远渡荆门，一向在
四川生活，读书于戴天山上，游览峨眉，隐居青城，对蜀中
的山山水水怀有深挚的感情，江水流过的蜀地也就是曾经养
育过他的故乡，初次离别，他怎能不无限留恋，依依难舍呢?
但诗人不说自己思念故乡，而说故乡之水恋恋不舍地一路送
我远行，怀着深情厚意，万里送行舟，从对面写来，越发显
出自己思乡深情。诗以浓重的怀念惜别之情结尾，言有尽而
情无穷。诗题中的“送别”应是告别故乡而不是送别朋友，
诗中并无送别朋友的离情别绪。清沈德潜认为“诗中无送别
意，题中二字可删”(《唐诗别裁》)，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首诗首尾行结，浑然一体，意境高远，风格雄健。“山随
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写得逼真如画，有如一幅长江出峡
渡荆门长轴山水图，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如果说优秀的山
水画“咫尺应须论万里”，那么，这首形象壮美瑰玮的五律
也可以说能以小见大，以一当十，容量丰富，包涵长江中游
数万里山势与水流的景色，具有高度集中的艺术概括力。

七年级下册语文《渡荆门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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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荆门送别篇三

1、了解这首诗相关的背景知识。

2、了解这首诗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及语言风格。

3、了解把握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

4、背诵并默写这首诗。

能力目标1、加强朗读训练，让学生充分体会诗歌特有的节奏



及韵律，感受其声韵美;在反复诵读中，理解诗意，感悟诗情。

2、分析这首诗中的景物描写，体味文中情景交融的意境，赏
析作品的意境美。

3、揣摩品味诗中精彩语句的含义和技巧，并使之了然于心，
成为自己的语言财富。

德育目标1、这首诗，描绘自然山水，文笔优美，情真意醇。
学习它们，可以激发灵性，陶冶情操，丰富文化积累。

2、体会作者对诗人沿途所见景物的描写，从中进一步体会诗
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和结故乡的无限爱恋之感。3、激发
学生对家乡景物、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教学重点1、体会诗词的意境美、语言美。2、背诵并默写这
首诗。

教学难点激发学生想像，再现诗歌画面，深刻体会景物描写
中蕴含着的深厚的情思经及对“送别”的理解。

课时安排1课时

一，导入新课，介绍作者。

唐宋诗词历来脍炙人口，今天我们将要学的《渡荆门送别》，
唐代的名家名篇。学习时重点体会诗歌表达的思想感情，并
在此基础上背诵和默写。

李白，字太白，唐代诗人，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
义诗人，自号青莲居士。

〖拓展〗：欧阳修六一居士，李清照易安居士，白居易香山
居士，苏轼东坡居士。



二、学习《渡荆门送别》。

1、教师朗读或学生听录音。

2、学生自读，初步了解诗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3、指名学生读，要读出思想感情，齐读诗歌。

4、《渡荆门送别》是一首五言律诗,首联交代了什么?

——远渡的地点和此行的目的。

5、颔联写景，描绘了一幅怎样的画面?是从什么角度来写景
的?

——描写渡过荆门进入楚地的壮阔景色，画出一幅气势磅礴
地万里长江图，写的是远景。

这一联中的“随”、“尽”、“入”三个字用的好，想一想
好在何处。

——“随”字将群山与原野的位置逐渐变换、推移，真切的
表现出来，写活了，给人以空间感和流动感。

——“尽”字表达了刚从三峡中出来的诗人顿时喜悦开朗的
心情。

——“入”字用得贴切，是对前途的展望，大江无阻挡地流
向远方，空间广阔，打开了诗人眼界，奔腾着诗人的想像，
洋溢着诗人青春蓬勃的朝气。

诗人出了三峡后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和广阔的江面，而
在荆门以西作者见到的是什么样的景象呢?用郦道元《三峡》
中的句子回答。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

6、颈联则变换视角，描写长江的近景，谈谈这联诗所描绘的
意境。

——“月下飞天镜”是月夜俯视所见。明月本在天上，倒映
在流速缓慢的长江水中，好像从天上飞来一面明镜。“云生
结海楼”是白昼眺望所见。云多，则天空高远，反衬原野低
平、江岸辽阔、两岸平旷的景色，在自然美景中融进了诗人
见到平原时欣喜的感受。

〖延伸〗海市蜃楼：是大气中由于光线的折射作用而形成的
一种自然现象，多出现在夏天海边或沙漠中。

在崭新的环境里一切都是新奇可喜的`，就会产生敏锐的感觉，
如李白在荆门以东见到的是：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的景
象，在正是从荆门一带广阔平原的高空这饿和平静的江面上
所观赏到的奇妙美景。假如在崇山峻岭的三峡中，我们见到
的则是：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如在山地，我没就只能见
到：山高月小。

7、尾联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从尾联来看，这首送别诗是否
是为朋友送行?

——拟人。不是，尾联中的故乡水是指流经故乡的水，“万
里送行舟”指的是故乡水如今怀着深情厚意载我远行。用拟
人的手法，借写故乡水有情，不远万里，依恋不舍送我远别
故乡，表达了诗人离开故乡时依依不舍，思念故乡的感情。

8、全诗表达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通过对长江两岸秀丽景色的描绘，反映了诗人开阔情怀
和奋发进取的精神，同时表现了诗人对故乡山水的无限眷恋、
思念之情。



9、〖拓展〗朗读杜甫的《旅夜书怀》，找出与“山随平野尽，
江入大荒流”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句子。

旅夜书怀(唐)杜甫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10、齐读，背诵这首诗，指名学生背诵。

11、总结。

——《渡荆门送别》一诗是一首描写祖国壮丽山河的诗篇。
结尾缘江水而生发遐想，在“故乡水”送行的深情祝愿中，
化为对故乡的眷恋和对大好前程的憧憬。说白了就是“水送
人，人思乡”。

12、发放课堂练习。

三、布置作业。

1、能熟练背诵和默写;

2、预习下一课;

3、〖探讨〗李白的《渡荆门送别》是如何在浪漫主义风格中
透着新奇的?

《渡荆门送别》原文和译文

原文：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译文：

诗人乘舟顺流而下，经过漫长的水路，来到荆门之外。

山已经到了尽头，江水就在这大荒野地上奔流，浩浩漫漫。

皎洁的明月在空中流转，如同飞在空中的明镜。云气勃郁，
在大江面上变幻莫测，如同海市蜃楼一般。

虽然进入异地，我仍然依恋着故乡的水水山山，不远万里，
一直伴着我这位游子

《渡荆门送别》诗歌鉴赏

渡荆门送别

李白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这首诗是李白出蜀时所作。荆门，即荆门山，位于今湖北宜
都县西北，长江南岸，与北岸虎牙山隔江对峙，形势险要，
自古即有楚蜀咽喉之称。



李白这次出蜀，由水路乘船远行，经巴渝，出三峡，直向荆
门山之外驶去，目的是到湖北、湖南一带楚国故地游
览。“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指的就是这一壮游。这
时候的青年诗人，兴致勃勃，坐在船上沿途纵情观赏巫山两
岸高耸云霄的峻岭，一路看来，眼前景色逐渐变化，船过荆
门一带，已是平原旷野，视域顿然开阔，别是一番景色：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前句形象地描绘了船出三峡、渡过荆门山后长江两岸的特有
景色：山逐渐消失了，眼前是一望无际的低平的原野。它好
比用电影镜头摄下的一组活动画面，给人以流动感与空间感，
将静止的山岭摹状出活动的趋向来。

“江入大荒流”，写出江水奔腾直泻的气势，从荆门往远处
望去，仿佛流入荒漠辽远的原野，显得天空寥廓，境界高远。
后句著一“入”字，力透纸背，用语贴切。景中蕴藏着诗人
喜悦开朗的心情和青春的蓬勃朝气。

写完山势与流水，诗人又以移步换景手法，从不同角度描绘
长江的近景与远景：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长江流过荆门以下，河道迂曲，流速减缓。晚上，江面平静
时，俯视月亮在水中的倒影，好象天上飞来一面明镜似的;日
间，仰望天空，云彩兴起，变幻无穷，结成了海市蜃楼般的
奇景。这正是从荆门一带广阔平原的高空中和平静的江面上
所观赏到的奇妙美景。如在崇山峻岭的三峡中，自非亭午夜
分，不见曦月，夏水襄陵，江面水流湍急汹涌，那就很难有
机会看到“月下飞天镜”的水中影像;在隐天蔽日的三峡空间，
也无从望见“云生结海楼”的奇景。这一联以水中月明如圆
镜反衬江水的平静，以天上云彩构成海市蜃楼衬托江岸的辽
阔，天空的高远，艺术效果十分强烈。颔颈两联，把生活在



蜀中的人，初次出峡，见到广大平原时的新鲜感受极其真切
地写了出来。李白在欣赏荆门一带风光的时候，面对那流经
故乡的滔滔江水，不禁起了思乡之情：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诗人从“五岁诵六甲”起，直至二十五岁远渡荆门，一向在
四川生活，读书于戴天山上，游览峨眉，隐居青城，对蜀中
的山山水水怀有深挚的感情，江水流过的蜀地也就是曾经养
育过他的故乡，初次离别，他怎能不无限留恋，依依难舍呢?
但诗人不说自己思念故乡，而说故乡之水恋恋不舍地一路送
我远行，怀着深情厚意，万里送行舟，从对面写来，越发显
出自己思乡深情。诗以浓重的怀念惜别之情结尾，言有尽而
情无穷。诗题中的“送别”应是告别故乡而不是送别朋友，
诗中并无送别朋友的离情别绪。清沈德潜认为“诗中无送别
意，题中二字可删”(《唐诗别裁》)，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渡荆门送别篇四

原文：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译文：诗人乘舟顺流而下，经过漫长的水路，来到荆门之外。

山已经到了尽头，江水就在这大荒野地上奔流，浩浩漫漫。

皎洁的明月在空中流转，如同飞在空中的明镜。云气勃郁，
在大江面上变幻莫测，如同海市蜃楼一般。虽然进入异地，
我仍然依恋着故乡的水水山山，不远万里，一直伴着我这位
游子。

这首诗是李白出蜀时所作。荆门，即荆门山，位于今湖北宜
都县西北，长江南岸，与北岸虎牙山隔江对峙，形势险要，
自古即有楚蜀咽喉之称。



李白这次出蜀，由水路乘船远行，经巴渝，出三峡，直向荆
门山之外驶去，目的是到湖北、湖南一带楚国故地游
览。“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指的就是这一壮游。这
时候的青年诗人，兴致勃勃，坐在船上沿途纵情观赏巫山两
岸高耸云霄的峻岭，一路看来，眼前景色逐渐变化，船过荆
门一带，已是平原旷野，视域顿然开阔，别是一番景色：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前句形象地描绘了船出三峡、渡过荆门山后长江两岸的特有
景色：山逐渐消失了，眼前是一望无际的低平的原野。它好
比用电影镜头摄下的一组活动画面，给人以流动感与空间感，
将静止的山岭摹状出活动的趋向来。

“江入大荒流”，写出江水奔腾直泻的气势，从荆门往远处
望去，仿佛流入荒漠辽远的原野，显得天空寥廓，境界高远。
后句著一“入”字，力透纸背，用语贴切。景中蕴藏着诗人
喜悦开朗的心情和青春的蓬勃朝气。

写完山势与流水，诗人又以移步换景手法，从不同角度描绘
长江的近景与远景：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长江流过荆门以下，河道迂曲，流速减缓。晚上，江面平静
时，俯视月亮在水中的倒影，好象天上飞来一面明镜似的;日
间，仰望天空，云彩兴起，变幻无穷，结成了海市蜃楼般的
奇景。这正是从荆门一带广阔平原的高空中和平静的江面上
所观赏到的奇妙美景。如在崇山峻岭的三峡中，自非亭午夜
分，不见曦月，夏水襄陵，江面水流湍急汹涌，那就很难有
机会看到“月下飞天镜”的水中影像;在隐天蔽日的三峡空间，
也无从望见“云生结海楼”的奇景。这一联以水中月明如圆
镜反衬江水的平静，以天上云彩构成海市蜃楼衬托江岸的辽
阔，天空的高远，艺术效果十分强烈。颔颈两联，把生活在



蜀中的人，初次出峡，见到广大平原时的新鲜感受极其真切
地写了出来。李白在欣赏荆门一带风光的时候，面对那流经
故乡的滔滔江水，不禁起了思乡之情：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诗人从“五岁诵六甲”起，直至二十五岁远渡荆门，一向在
四川生活，读书于戴天山上，游览峨眉，隐居青城，对蜀中
的山山水水怀有深挚的感情，江水流过的蜀地也就是曾经养
育过他的故乡，初次离别，他怎能不无限留恋，依依难舍呢?
但诗人不说自己思念故乡，而说故乡之水恋恋不舍地一路送
我远行，怀着深情厚意，万里送行舟，从对面写来，越发显
出自己思乡深情。诗以浓重的怀念惜别之情结尾，言有尽而
情无穷。诗题中的“送别”应是告别故乡而不是送别朋友，
诗中并无送别朋友的离情别绪。清沈德潜认为“诗中无送别
意，题中二字可删”(《唐诗别裁》)，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首诗意境高远，风格雄健，形象奇伟，想象瑰丽。“山随
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写得逼真如画，有如一幅长江出峡
渡荆门长轴山水图，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如果说优秀的山
水画“咫尺应须论万里”，那么，这首形象壮美瑰玮的五律
也可以说能以小见大，以一当十，容量丰富，包涵长江中游
数万里山势与水流的景色，具有高度集中的艺术概括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