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后赤壁赋知识点归纳整理笔记 赤壁
赋知识点总结(优质8篇)

个人简历是我们自我推销的捷径，在求职过程中起到了很重
要的作用。岗位职责范文4：负责XXXXX的管理和协调工作，
确保相关工作按时完成，包括XXXXXXX。

后赤壁赋知识点归纳整理笔记篇一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属四川省）
人。北宋的文学家。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宋仁宗嘉？
二年进士，受欧阳修赏识。由凤翔府签判入朝，任监官告院，
兼判尚书祠部。因政见与王安石不合，出为杭州通判。后知
密州、徐州。元丰二年因乌台诗案被诬入狱，罪贬黄州。哲
宗元？年间旧党当政，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绍圣年间新党
上台，又被贬惠州、儋州。徵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六
十六岁北还，不久逝世。谥“文忠”。

苏轼兼长诗文词书画，为北宋一代文宗。苏文洋恣肆，议论
纵横，想象奇特。其诗揭时弊，叹民生、抒胸怀，清新豪健，
善用比喻夸张。苏词冲破男女之情、离别之愁的藩篱，怀古、
感旧、记游、说理等题材无不可入词，开豪放派词风。但他
的部分文学也流露出他保守的政治观点和游戏人生的消极态
度。著有《苏东坡集》。

文体知识

赋：是汉代形成的一种文体，有“汉赋”之称，赋讲究词采、
对偶、韵律和铺叙，常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有诗歌和散文
特点。后来或向骈文方向发展，称为“骈赋”、“律赋”，
或进一步散文化，称为“文赋”、“散赋”。“文赋”也是
散韵结合，但散文意味颇重，特别是到了宋代，多以散文方
法作赋，别具一格。



本文就是一篇文赋，是一篇记游散文。

背景简介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新法，苏轼与之政见不合，被
迫离京外放。1079年7月，朝廷中属新党的几个御史，抓拄苏
轼所写的诗中讽刺新法的一些诗句，弹劾他愚弄朝廷，妄自
尊大。于是宋神宗下令将苏轼拘捕入京，这就是北宋历
的“乌台诗案”，后苏轼因其弟和许多大臣的多方营救，方
免死罪。这年12月，苏轼被贬到黄洲，但任团练副使之职，
名为朝廷命官，实是囚犯，生活艰难，行动亦受监视。面对
如此重大打击，他苦闷难遣，一面从佛老思想中寻求解脱，
一面到自然山水中寻求安慰。1082年7月和10月，他先后两次
游黄州赤壁，写了两篇以赤壁为题的赋，抒发怀抱，依时间
顺序，分别为《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

本文与《后赤壁赋》为姐妹篇，均写于作者被贬黄州期间。
作者以诗的语言，通过主客问答、水月譬喻，描绘景色，感
慨历史，思索人生。它既表现了苏轼豪放旷达的胸怀情趣，
也反映出他以酒乐排遗苦闷，消极颓放的一面。文中叙事井
然有序，状景时丽如画，抒情豪兴酣畅，议论理趣兼备。通
篇洋洋洒洒，纵横恣肆，表现出苏轼横溢的才情。

诗歌内容分析

此文的外有形式，似乎是一篇游记。开头就交代时间、地点、
人物、事由。下面从出游到赏景、箫歌、怀古、伤今、议论、
醉酒、天明，完全按时间顺序一路写来，所以“月出”起，以
“东方既白”（日落）收。但细究起来，在时间这条外在线
索之外，还有一条内在的情感脉络。作者此文并非以记游为
主，而重在抒情议论。因此剖析此文的层次结构，更重要的
是要把握人物的事情变化。文中主客两人的感情变化，经历了
“乐――悲――喜”的过程。全文也就可以分为三层。



（一）一段写泛舟江面上生乐。

清风、明月、江水的描写，不但抓住应时之景的鲜明特征，
创造宁静安谧的境界，勾出遗世独立之情，为下文的抒情议
论作了铺垫。成为构成全篇艺术意境的主要物象。

（二）二、三段记叙泛舟江心，饮酒放歌的情景，因箫声呜
咽而生悲。

1、“饮酒乐甚”发而歌（美人喻其理想）

2、由放歌引出客人倚歌而和的箫声。

用比喻、夸张、想像的手法，极写了萧声强烈的感染力，表
达出浓重的凄清情调，借此抒发内心难以掩抑的哀愁，感情
基调由乐而悲。

3、客人解释箫声“何为其然”。

用以客代答的形式，表达作者对现实人生的苦闷和迷惘。其中
“渔樵于江渚之上”正是作者贬谪生活写照。

（三）四段抒写因得到解脱而复喜。

4、苏子对客人的批驳和安慰。（全文主旨所在）

1)以“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领起，驳客“羡长江之无穷”的
议论。

2)以“且夫”一转，驳客“抱明月而长终”的感慨。

这段文字是写作者经过一番哲学思考，终于找到解脱苦闷的
途径，即用旷达超脱的态度对待人生，在大自然怀抱中录求
精神慰藉。



5、客人被苏子说服而转悲为喜。

“洗盏更酌”、“相与枕藉”将喜悦的心情化成了具体的生
活画面。（与首段相呼应，但此时的乐，已是在领悟人生意
义后的更高层次的愉悦。）

诗歌主题

文章通过泛游赤壁的所见所感，以及主客之间的相互辨驳，
反映了作者由故作旷达到陷入苦闷，又由苦闷到解脱的思想
过程，表现了他身处逆境仍热爱生活的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重难点理解

1、理解文中的主客对话实质上反映了作者思想矛盾的两个对
立方面。

文中继承并发展了赋体的传统表现手法：主客对话，抑客伸
主。文中的主客对话，实则代表了作者思想中两个不同侧面
的矛盾斗争。作者把政治失意的苦闷通过客来宣泄，把乐观
旷达的情怀通过主来表现，主终于说服客，反映了其思想中
积极的一面战胜了消极的一面，从而肯定了积极乐观的人生
观。

2、具体说明作者从哪几个角度描写箫声，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从三个角度来描写：

一是直接描述箫声的凄凉哀怨；

二是描述箫声余音悠远绵长；

三是描述箫声的感人力量。

作者在描写箫声时用了比喻修辞，以细长的丝线来比喻箫声



的余音悠长。

艺术特色

1、景、情、理融为一体。

文章虽从记游写起，但重在抒发人生感慨，辩论人生意义，
故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和哲理性。作者采用了因景生情，借物
喻理的高明手法，使景、情、理三者达到统一。

首段因景生情，但文中又借物喻理（水、月、风），即以这
段写景为下文议论说理作形象、铺垫。第二段中客的议论，以
“羡长江之无穷”扣住水，以“抱明月而长终”扣住月，
以“托遗响于悲风”扣住风，虚无消极的人生观，其内涵就
借具体的自然现象表达了出来。第三段苏子反驳也是以水和
月作譬，深入浅出说明事物变与不变的道理。整篇文章，议
论赋予了景物以微妙的哲理，写景使哲理呈现生动的形象，
而抒情又成了文章的内在脉络。

2、采用对话手法，主客问答，抑客伸主

本文继承了辞赋常用的形式规范，即主客问答，抑客伸主，
文中的客，其实是作者为展开辩论而虚设的人物，主客双方，
代表着作者思想的两个对立面，最终主说服客，反映了作者
复杂的人生观中积极面战胜了消极一面。

3、骈、散句交错使用，有整有散，错落有致，如行云流水般
自然。

全文以散句为主，其中又穿插一些似对不对的偶句。
如：“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浩浩乎如冯
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颇有韵味悠长之感。有些句子，似散而实整，如“逝者如斯，
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其消长也；”有些句子，又



似整而实散，如：“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后赤壁赋知识点归纳整理笔记篇二

中考语文知识点：古诗文必背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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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知识点归纳：

1、本诗中把对朋友的真挚感情升华为哲理，写出四海之内有
知心朋友，就是在天涯海角也还是近邻一样的亲近，说明知
心朋友声息相通的两句诗；以全新角度阐明对离别的看法，
饱含友情，让人胸襟豪迈爽朗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
比邻。

2、用来形容人们在世界各地都有知心朋友，虽然远隔重洋，
却如近邻一样亲近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3、写送别的地点和友人要去的地方的诗句是：城阙辅三秦，
风烟望五津；

4、拓展：高适《别董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
识君”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意境相似。

5、第二句中“望”的表达作用：一个“望”字将相隔千里的



京城和蜀地联系起来，望中含情，表达了对友人沿途劳顿的
担忧之情。

6、简要分析颈联的内涵(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7、“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成为千古名句，它告诉我们
什么？

答：写出了友谊的`哲理，真正的友谊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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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这首诗与其他送别诗的不同点是什么？

答：这首诗不同于其它送别诗，开辟了送别诗的新意境。一
改以往送别诗中悲苦缠绵之态，字里行间体现出积极乐观的
人生态度、高远的志趣和旷达的胸怀。

后赤壁赋知识点归纳整理笔记篇三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属四川省)
人。北宋的文学家。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宋仁宗嘉？
二年进士，受欧阳修赏识。由凤翔府签判入朝，任监官告院，
兼判尚书祠部。因政见与王安石不合，出为杭州通判。后知
密州、徐州。元丰二年因乌台诗案被诬入狱，罪贬黄州。哲
宗元？年间旧党当政，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绍圣年间新党
上台，又被贬惠州、儋州。徵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六
十六岁北还，不久逝世。谥“文忠”。

苏轼兼长诗文词书画，为北宋一代文宗。苏文洋恣肆，议论
纵横，想象奇特。其诗揭时弊，叹民生、抒胸怀，清新豪健，
善用比喻夸张。苏词冲破男女之情、离别之愁的藩篱，怀古、
感旧、记游、说理等题材无不可入词，开豪放派词风。但他
的部分文学也流露出他保守的政治观点和游戏人生的消极态
度。著有《苏东坡集》。



文体知识

赋：是汉代形成的一种文体，有“汉赋”之称，赋讲究词采、
对偶、韵律和铺叙，常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有诗歌和散文
特点。后来或向骈文方向发展，称为“骈赋”、“律赋”，
或进一步散文化，称为“文赋”、“散赋”。“文赋”也是
散韵结合，但散文意味颇重，特别是到了宋代，多以散文方
法作赋，别具一格。

本文就是一篇文赋，是一篇记游散文。

背景简介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新法，苏轼与之政见不合，被
迫离京外放。1079年7月，朝廷中属新党的几个御史，抓拄苏
轼所写的诗中讽刺新法的一些诗句，弹劾他愚弄朝廷，妄自
尊大。于是宋神宗下令将苏轼拘捕入京，这就是北宋历
的“乌台诗案”，后苏轼因其弟和许多大臣的多方营救，方
免死罪。这年12月，苏轼被贬到黄洲，但任团练副使之职，
名为朝廷命官，实是囚犯，生活艰难，行动亦受监视。面对
如此重大打击，他苦闷难遣，一面从佛老思想中寻求解脱，
一面到自然山水中寻求安慰。1082年7月和10月，他先后两次
游黄州赤壁，写了两篇以赤壁为题的赋，抒发怀抱，依时间
顺序，分别为《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

本文与《后赤壁赋》为姐妹篇，均写于作者被贬黄州期间。
作者以诗的语言，通过主客问答、水月譬喻，描绘景色，感
慨历史，思索人生。它既表现了苏轼豪放旷达的胸怀情趣，
也反映出他以酒乐排遗苦闷，消极颓放的一面。文中叙事井
然有序，状景时丽如画，抒情豪兴酣畅，议论理趣兼备。通
篇洋洋洒洒，纵横恣肆，表现出苏轼横溢的才情。

诗歌内容分析



此文的外有形式，似乎是一篇游记。开头就交代时间、地点、
人物、事由。下面从出游到赏景、箫歌、怀古、伤今、议论、
醉酒、天明，完全按时间顺序一路写来，所以“月出”起，以
“东方既白”(日落)收。但细究起来，在时间这条外在线索
之外，还有一条内在的情感脉络。作者此文并非以记游为主，
而重在抒情议论。因此剖析此文的层次结构，更重要的是要
把握人物的事情变化。文中主客两人的感情变化，经历
了“乐――悲――喜”的过程。全文也就可以分为三层。

(一)一段写泛舟江面上生乐。

清风、明月、江水的描写，不但抓住应时之景的鲜明特征，
创造宁静安谧的境界，勾出遗世独立之情，为下文的抒情议
论作了铺垫。成为构成全篇艺术意境的主要物象。

(二)二、三段记叙泛舟江心，饮酒放歌的情景，因箫声呜咽
而生悲。

1.“饮酒乐甚”发而歌(美人喻其理想)

2.由放歌引出客人倚歌而和的箫声。

用比喻、夸张、想像的手法，极写了萧声强烈的感染力，表
达出浓重的凄清情调，借此抒发内心难以掩抑的哀愁，感情
基调由乐而悲。

3.客人解释箫声“何为其然”。

用以客代答的形式，表达作者对现实人生的苦闷和迷惘。其中
“渔樵于江渚之上”正是作者贬谪生活写照。

(三)四段抒写因得到解脱而复喜。

4.苏子对客人的批驳和安慰。(全文主旨所在)



1)以“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领起，驳客“羡长江之无穷”的
议论。

2)以“且夫”一转，驳客“抱明月而长终”的感慨。

这段文字是写作者经过一番哲学思考，终于找到解脱苦闷的
途径，即用旷达超脱的态度对待人生，在大自然怀抱中录求
精神慰藉。

5.客人被苏子说服而转悲为喜。

“洗盏更酌”、“相与枕藉”将喜悦的心情化成了具体的生
活画面。(与首段相呼应，但此时的乐，已是在领悟人生意义
后的更高层次的愉悦。)

诗歌主题

文章通过泛游赤壁的所见所感，以及主客之间的相互辨驳，
反映了作者由故作旷达到陷入苦闷，又由苦闷到解脱的思想
过程，表现了他身处逆境仍热爱生活的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重难点理解

1、理解文中的主客对话实质上反映了作者思想矛盾的两个对
立方面。

文中继承并发展了赋体的传统表现手法：主客对话，抑客伸
主。文中的主客对话，实则代表了作者思想中两个不同侧面
的矛盾斗争。作者把政治失意的苦闷通过客来宣泄，把乐观
旷达的情怀通过主来表现，主终于说服客，反映了其思想中
积极的一面战胜了消极的一面，从而肯定了积极乐观的人生
观。

2、具体说明作者从哪几个角度描写箫声，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从三个角度来描写：

一是直接描述箫声的凄凉哀怨；

二是描述箫声余音悠远绵长；

三是描述箫声的感人力量。

作者在描写箫声时用了比喻修辞，以细长的丝线来比喻箫声
的余音悠长。

艺术特色

1、景、情、理融为一体。

文章虽从记游写起，但重在抒发人生感慨，辩论人生意义，
故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和哲理性。作者采用了因景生情，借物
喻理的高明手法，使景、情、理三者达到统一。

首段因景生情，但文中又借物喻理(水、月、风)，即以这段
写景为下文议论说理作形象、铺垫。第二段中客的议论，
以“羡长江之无穷”扣住水，以“抱明月而长终”扣住月，以
“托遗响于悲风”扣住风，虚无消极的人生观，其内涵就借
具体的自然现象表达了出来。第三段苏子反驳也是以水和月
作譬，深入浅出说明事物变与不变的道理。整篇文章，议论
赋予了景物以微妙的哲理，写景使哲理呈现生动的形象，而
抒情又成了文章的内在脉络。

2、采用对话手法，主客问答，抑客伸主

本文继承了辞赋常用的形式规范，即主客问答，抑客伸主，
文中的客，其实是作者为展开辩论而虚设的人物，主客双方，
代表着作者思想的两个对立面，最终主说服客，反映了作者
复杂的人生观中积极面战胜了消极一面。



3、骈、散句交错使用，有整有散，错落有致，如行云流水般
自然。

全文以散句为主，其中又穿插一些似对不对的偶句。
如：“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浩浩乎如冯
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颇有韵味悠长之感。有些句子，似散而实整，如“逝者如斯，
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其消长也；”有些句子，又
似整而实散，如：“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后赤壁赋知识点归纳整理笔记篇四

下面是对我国历史上赤壁之战的知识讲解学习，希望给同学
们的学习很好的帮助。

（七上p95—96）

孙权、刘备联军以少胜多打败曹操，赤壁之战后，曹操退回
北方，不敢轻易南下。从此，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例：材料一：“曹操率大军南下，想消灭孙权、刘备统一天
下，孙、刘联军利用曹军不习水战、连锁战舰的弱点，用火
攻打败曹军。”

材料二：引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1）这是描述的中国历史上哪次著名战役？答： 208年的赤壁
之战。

3）要更详细的了解这次战役的情况，应从哪里去查询或查找
资料？

以上对我国历史上赤壁之战知识的讲解学习，希望同学们很



好的掌握，并在考试中取得理想的成绩，预祝同学们成功。

后赤壁赋知识点归纳整理笔记篇五

主客对答是赋体中传统的表现手法，主与客都是作者一人的
化身。在这篇赋里，客的观点和感情是苏轼的日常的。感受
和苦恼，而主人苏子所抒发的则是他超脱地俯察人与宇宙之
后的哲学的领悟。前者沉郁，后者达观；前者充满人事沧桑
与吾生有涯的感慨，后者则表现了诗人与大自然合而为一的
心灵净化的境界。

但这种意蕴都不是藉抽象的灰色的言语表述，而是诉之于月
下江游的眼前景物和由景物所引起的感触，因此才有强烈的
感染力和渗透力。一方是由月夜江上想起曹操的诗句，由诗
句联想起曹操兵下江南、横槊赋诗的英雄气概，进而产生
了“千古风流人物”不免“浪淘尽”，空留山川遗迹的感慨，
转而抱恨于人生须臾，江山无穷，登仙乏术的无可奈何；一
方则顺手以眼前的江水与山月作比，以水的逝去而又长流、
月的盈亏而又永生的现象，阐发变与不变、瞬间与永恒的关
系，归结到人生应投入大化，方能超脱无谓的苦恼。这两方
面的感情，包括人生苦闷和物我参透，当然都是苏轼在贬谪
生活中的烦恼以及要求摆脱烦恼的旷达态度的表露。

后赤壁赋知识点归纳整理笔记篇六

“情、景、理”融合。全文不论抒情还是议论始终不离江上
风光和赤壁故事，形成了情、景、理的融合。通篇以景来贯
串，风和月是主景，山和水辅之。作者抓住风和月展开描写
与议论。文章分三层来表现作者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首先
写月夜泛舟大江，饮酒赋诗，使人沉浸在美好景色之中而忘
怀世俗的快乐心情；再从凭吊历史人物的兴亡，感到人生短
促，变动不居，因而跌入现实的苦闷；最后阐发变与不变的
哲理，申述人类和万物同样是永久地存在，表现了旷达乐观



的人生态度。写景、抒情、说理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以文为赋”的体裁形式。此文既保留了传统赋体的那种诗
的特质与情韵，同时又吸取了散文的笔调和手法，打破了赋
在句式、声律的对偶等方面的束缚，更多是散文的成分，使
文章兼具诗歌的深致情韵，又有散文的透辟理念。散文的笔
势笔调，使全篇文情郁郁顿挫，如“万斛泉涌”喷薄而出。
与赋的讲究对偶不同，它相对更为自由，如开头的一段“壬
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全是散
句，参差疏落之中又有整饬之致。以下直至篇末，大多押韵，
但换韵较快，而且换韵处往往就是文意的一个段落，这就使
本文特别宜于诵读，并且极富声韵之美，体现了韵文的长处。

意象连贯，结构严谨。景物的连贯，不仅在结构上使全文俨
然一体，精湛缜密，而且还沟通了全篇的感情脉络，起伏变
化。起始时写景，是作者旷达、乐观情状的外观；“扣舷而
歌之”则是因“空明”、“流光”之景而生，由“乐甚”
向“愀然”的过渡；客人寄悲哀于风月，情绪转入低沉消极；
最后仍是从眼前的明月、清风引出对万物变异、人生哲理的
议论，从而消释了心中的感伤。景物的反复穿插，丝毫没有
给人以重复拖沓的感觉，反而在表现人物悲与喜的消长的同
时再现了作者矛盾心理的变化过程，最终达到了全文诗情画
意与议论理趣的统一。

后赤壁赋知识点归纳整理笔记篇七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
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
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
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
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



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
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
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
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
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
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糜鹿，驾一叶之扁舟，
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
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
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
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
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
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
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
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
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后赤壁赋知识点归纳整理笔记篇八

一、本课成语

1、沧海一粟：大海里的一颗谷粒，形容非常渺小。

2、正襟危坐：理好衣襟端端正正地坐着，形容严肃或拘谨
的'样子。

3、遗世独立：脱离社会，独自生活，不跟别人往来。



4、不绝如缕：像细线一样连着，差点就断了。多用来形容局
势危急或声音细微悠长。

5、杯盘狼藉：形容宴饮后桌上凌乱的样子。

二、其他重点字词

七月既望(农历每月十六)

白露横江(笼罩)

纵一苇之所如(纵：任，如：往)

凌万顷之茫然(越过)

浩浩乎如冯虚御风(浩浩：广阔，辽远;冯虚：凌空、凭空)

渺渺兮予怀(悠远的样子)

倚歌而和之(倚：循，依;和：唱和)

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袅袅：形容声音婉转悠长，缕：细丝)

正襟危坐(端正)

方其破荆州(方，当)

固一世之雄也(本来)

哀吾生之须臾(片刻)

知不可乎骤得(骤：突然;骤得轻易得到)

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曾：竟，连……都……;一瞬：一眨眼，
比喻时间短暂)



而吾与子之所共食(共同享用，也作“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