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二必修二有机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
(通用13篇)

教师总结可以帮助教师发现学生的优点和不足，为下一步教
学提供指导。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知识点总结范文，希
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高二必修二有机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一

§1.1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

1.大量元素(9种)，微量元素，主要元素(6种)，基本元素

2.哪种元素占细胞组成的比例

3.b元素，fe元素的作用

4.什么是生物界与非生物界的统一性和差异性

§1.2组成生物体的化合物

1.构成细胞的化合物有哪6种?无机化合物2种，有机化合物4
种

2.哪种化合物占细胞鲜重的比例?哪种化合物占细胞干重的比
例?

5.糖类的作用?组成元素有哪些?糖类可分为单糖、二糖和多
糖，分类的依据是什么?

6.13页的表格熟记，区分哪些糖是植物所有的，哪些糖是动
物具有的



7.脂类的组成元素?分类，以及作用

10.蛋白质的多样性指什么?蛋白质的功能有哪些?

11.有关蛋白质的计算参见练习册

与rna的中文全称以及在细胞内的存在部位?

实验一：鉴定还原糖、脂肪、蛋白质分别用什么试剂?出现的
现象是什么?

高二必修二有机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二

1、电场强度：

(1)定义：把电场中某一点的电荷受到的电场力f跟它的电荷
量q的比值,定义为该点的电场强度，简称场强，用e表示。

(2)定义式：

f——电场力国际单位：牛(n)

q——电荷量国际单位：库(c)

e——电场强度国际单位：牛/库(n/c)

(3)方向：规定为正电荷在该点受电场力的方向。

(4)点电荷的电场强度：

(5)物理意义：某点的场强为1n/c，它表示1c的点电荷在此处
会受到1n的电场力。

(6)匀强电场：各点场强的大小和方向都相同。



2、电场线：

(1)意义：如果在电场中画出一些曲线，使曲线上每一点的切
线方向，都跟该点的场强方向一致，这样的曲线就叫做电场
线。

(2)特点：

电场线不是电场里实际存在的线，而是为形象地描述电场而
假想的线，因此电场线是一种理想化模型。

电场线始于正电荷，止于负电荷，在正电荷形成的电场中，
电场线起于正电荷，延伸到无穷远处;在负电荷形成的电场中，
电场线起于无穷远处，止于负电荷。电场线不闭合，不相交，
也不是带电粒子的运动轨迹。

在同一电场里，电场线越密的地方，场强越大;电场线越稀的
地方，场强越小。

(3)几种常见电场线的分布图形

第四节趋利避害—静电的利用与防止

一、静电的利用

1、根据静电能吸引轻小物体的性质和同种电荷相排斥、异种
电荷相吸引的原理，主要应用有：

静电复印、静电除尘、静电喷漆、静电植绒，静电喷药等。

2、利用高压静电产生的电场，应用有：

静电保鲜、静电灭菌、作物种子处理等。

3、利用静电放电产生的臭氧、无菌消毒等



雷电是自然界发生的大规模静电放电现象，可产生大量的臭
氧，并可以使大气中的氮合成为氨，供给植物营养。

高二必修二有机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三

译文：月亮从东边山上升起，徘徊在斗宿、牛宿之间。

2.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

译文：任凭小船在茫茫无际的江面上自由漂流，越过那浩荡
渺远的江面。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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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文：多么广阔浩瀚啊，我们像凌空驾风而行，不知道将停
留到什么地方;飘飘然，我们像脱离尘世，无牵无挂，变成飞
升仙界的神仙。

4.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译文：哀叹我们生命的短促，羡慕长江的无穷无尽。

5.盖其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变者而观
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译文：原来，要是从那变化的方面去看它，那么天地间的万
事万物，连一眨眼的时间都不曾保持过原状;从那不变的方面
去看它，那么事物和我们本身都没有穷尽。



高二必修二有机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四

按一定次序排列的一列数叫做数列，数列中的每一个数都叫
做数列的项.

(1)从数列定义可以看出，数列的数是按一定次序排列的，如
果组成数列的数相同而排列次序不同，那么它们就不是同一
数列，例如数列1，2，3，4，5与数列5，4，3，2，1是不同
的数列.

(2)在数列的定义中并没有规定数列中的数必须不同，因此，
在同一数列中可以出现多个相同的数字，如：-1的1次幂，2
次幂，3次幂，4次幂，…构成数列：-1，1，-1，1，….

(4)数列的项与它的项数是不同的，数列的项是指这个数列中
的某一个确定的数，是一个函数值，也就是相当于f(n)，而项
数是指这个数在数列中的位置序号，它是自变量的值，相当
于f(n)中的n.

(5)次序对于数列来讲是十分重要的，有几个相同的数，由于
它们的排列次序不同，构成的数列就不是一个相同的数列，
显然数列与数集有本质的区别.如：2，3，4，5，6这5个数按
不同的次序排列时，就会得到不同的数列，
而{2，3，4，5，6}中元素不论按怎样的次序排列都是同一个
集合.

2.数列的分类

(1)根据数列的项数多少可以对数列进行分类，分为有穷数列
和无穷数列.在写数列时，对于有穷数列，要把末项写出，例
如数列1，3，5，7，9，…，2n-1表示有穷数列，如果把数列写成1，
3，5，7，9，…或1，3，5，7，9，…，2n-1，…，它就表示无穷数
列.



(2)按照项与项之间的大小关系或数列的增减性可以分为以下
几类：递增数列、递减数列、摆动数列、常数列.

3.数列的通项公式

由公式写出的后续项就不一样了，因此，通项公式的归纳不
仅要看它的前几项，更要依据数列的构成规律，多观察分析，
真正找到数列的内在规律，由数列前几项写出其通项公式，
没有通用的方法可循.

再强调对于数列通项公式的理解注意以下几点：

(1)数列的通项公式实际上是一个以正整数集n_或它的有限子
集{1，2，…，n}为定义域的函数的表达式.

(2)如果知道了数列的通项公式，那么依次用1，2，3，…去
替代公式中的n就可以求出这个数列的各项;同时，用数列的
通项公式也可判断某数是否是某数列中的一项，如果是的话，
是第几项.

(3)如所有的函数关系不一定都有解析式一样，并不是所有的
数列都有通项公式.

如2的不足近似值，精确
到1，0.1，0.01，0.001，0.0001，…所构成的数
列1，1.4，1.41，1.414，1.4142，…就没有通项公式.

(4)有的数列的通项公式，形式上不一定是的，正如举例中的：

(5)有些数列，只给出它的前几项，并没有给出它的构成规律，
那么仅由前面几项归纳出的数列通项公式并不.



高二必修二有机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五

悟言一室之内(通“晤”)

趣舍万殊(通“取”。教材注释为：趣，趋，趋向，取向。)

2.一词多义

(1)修

修禊事也(动词，做，从事)

茂林修竹(形容词，高)

况修短随化(形容词，长)

(2)一

其致一也(统一，一致)

悟言一室之内(数词)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动词，把……看作一样)

3.词类活用

(1)形容词活用为名词。

群贤毕至(贤才)

不知老之将至(老年)

况修短随化(寿命的长(短))

(2)形容词活用为动词。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把……看作一样)

齐彭殇为妄作(把……看作相等)

(3)动词的使动用法。

所以游目骋怀(使……纵展;使……驰)

所以兴怀(使……兴起)

二、文言虚词

1.以

(1)介词，把。引以为流觞曲水

(2)介词，因为。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3)连词，用来。亦足以畅叙幽情

2.于

(1)介词，引出动作的处所。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

(2)介词，对或在。暂得于己

(3)介词，引出动作的对象。当其欣于所遇

(4)介词，到。终期于尽

3.为

(1)动词，作为，当作。引以为流觞曲水

(2)动词，成为。已为陈迹



4.之

(1)结构助词，的。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虽无丝竹
管弦之盛

(2)助词，定语后置的标志。仰观宇宙之大

(3)助词，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夫人之相与/不知老之
将至

(4)动词，到，往。及其所之既倦(所之：所喜爱的事物)

(5)代词，它。感慨系之矣/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5.所

构成所字结构，相当于名词短语。

或因寄所托

当其欣于所遇

及其所之既倦

高二语文必修二知识点总结3

一、字

1、传道受业解惑2、或师焉，或不焉

二、词

(一)古今异义

1、古之学者必有师：



2、小学而大遗

3、今之众人

4、师不必贤于弟子

(二)、一词多义

(1)师

1、古之学者必有师

2、吾师道也

3、吾从而师之

4、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5、巫医乐师百工之人

(2)传

1、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2、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3、六艺经传皆通习之

(3)其

1、爱其子，择师而教之

2、其闻道也亦先乎吾

3、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4、其皆出于此乎

5、其可怪也欤

6、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7、其出人也远矣

8、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乎

(4)于

1、其皆出于此乎

2、师不必贤于弟子

3、学于余

4、于其身也

5、不拘于时

(5)之

1、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

2、择师而教之

3、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4、句读之不知

5、巫医乐师百工之人

6、爱其子，择师而教之



7、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8、六艺经传，皆通习之

(三)词类活用

1、其下圣人也亦远矣

2、而耻学于师

3、小学而大遗

4、位卑则足羞

5、吾从而师之

6、吾师道也

三、句

(一)文言句式

：1、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

：1、不拘于时，学于余。

：1.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2.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1.师不必贤于弟子

2.生乎吾前;生乎吾后

(二)语句翻译：



1.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
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2.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

3.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
怪也欤!

4.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
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高二必修二有机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六

1、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现代小说家、散文
家。19，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在当时产生很大
影响。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的发表是他创作发展的高峰。
1926年底返沪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
《洪水》半月刊，发表了《小说论》《戏剧论》等到大量文
艺论著。他的散文、旧体诗词、文艺评论和杂文政论也都自
成一家，不同凡响。

2、余秋雨，浙江余姚人，美学家、作家和艺术理论家，并曾获
“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并担任多所大学的教授。这信以
《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闻名的中国美学家，有评论家
誉之为“左手写散文，不落其浅薄;右手撰述艺术理论，也不
失其艰涩难明”。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亦备受学术界重
视和尊崇。

3、雨果(1802~1885)，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
主要作品有诗集《颂歌集》(获路易十八年金赏赐)、《新颂
歌集》等。剧本有《克伦威尔》、《欧拉尼》等。小说有
《海上劳工》、《一个死囚的末日》、《笑面人》以及最的
小说《巴黎圣母院》(1831)、《非惨世界》(1862)、《九三
年》(1874)。其他作品还有《文学与哲学论》《论莎士比亚》



等。

1、小说的三要素是人物、情节、环境。小说的情节一般包括
故事的开端、发展、_结局四个部分。

2、长篇小说《红楼梦》又名《石头记》、《金玉缘》，是我
国古代小说中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以贾、王、史、
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
中心，围绕两个主要人物的感情纠葛，描写了大观园内外一
系列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作品的主题也没有局限在个人爱
情悲剧本身，而是围绕着中心事件，展开了许多错综复杂的
矛盾斗争，描绘了一幅极其广阔的社会生活图画，说明了整
个封建社会已是千疮百孔，摇摇俗坠。深刻尖锐地批判了封
建社会制度、政治吏治、婚姻制度、_系，悲愤满腔地控诉了
封建主义的残酷无情和灭绝人性，歌颂了追求光明的叛逆人
物，通过叛逆者的悲剧命运宣告了这一社会必然走向灭亡。
在中国，《红楼梦》被评价为剖析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林黛玉进贾府》是全书的序幕之一，通过一个从未到过贾
府的人物——林黛玉的所见所闻，对一个庞大的封建大家族
进行了介绍，环境描写细致真实，人物语言、动作描写栩栩
如生。林黛玉的美貌多情、体弱多病、生性敏感、言行谨慎
等，王熙凤的泼辣、精明能干、刁钻狡黠、善于逢迎等，贾
宝玉的英俊多情、任性率真和敢于反叛等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3、《祝福》围绕鲁四老爷家的几次祝福，塑造了祥林嫂这样
一位纯朴善良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她一生勤劳善良，对生活
要求极低，到头来却挣不到鲁迅所说的一个“做稳了”
的“奴隶”的资格，只能悲惨的死去。深刻的揭露“四
权”(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对中国妇女的_揭露了封建礼
教和封建迷信吃人的本质。

4、《老人与海》是美国作家海明威后期的代表作，1954年凭
借此作“精通于叙事艺术”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本文通



过主人公桑地亚哥与鲨鱼的顽强搏斗的描写，表现了一种奋
斗的人生观，即使面对的是不可征服的大自然，但人仍然可
以得到精神上的胜利。也许结果是失败的，但在奋斗的过程
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凭借着勇敢坚毅、自信和永不服输
的精神如何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文章赞美和讴歌了
不服输的硬汉子精神。

5、科普说明文是介绍、普及科学知识的说明文体。它大致可
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科学说明文，以传授一般科学知识为目
的，要求有很强的科学性，严格遵循科学的原理，语言简洁、
平实，浅显易懂;一种是科学小品，多用文艺笔调介绍科学知
识和阐述科学原理，在表达上经常凭借生动的比喻、有趣的
联想，在讲清科学道理的同时，还能使读者得到某种感情上
的陶冶和艺术上的享受。科普说明文的三个特点为：知识性、
趣味性和通俗性。《动物游戏之谜》是一篇综述性的科技小
论文，多为客观性的描述;《宇宙的边疆》是一篇解说词，
以“我们探索宇宙的旅程”贯串全文，详细介绍了宇宙的组
成情况，有议论也有情感抒发，像与朋友促膝谈心，亲切自
然;《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是一篇自传性质的文章，讲
述了自己童年的两件与科学接触的趣事。

高二必修二有机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七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2)《雨霖铃》柳永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
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
暮霭沉沉楚天阔。

(3)《念奴娇》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
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
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
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4)苏轼《定**》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
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
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
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
无晴。

(5)《水龙吟》辛弃疾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
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
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
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



(6)《永遇乐》辛弃疾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
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
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7)《醉花阴》李清照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8)《声声慢》李清照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
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
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
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
字了得!

高二必修二有机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八

一、找出下列句中含古今异义的词，并解释其古今意义。

画图省识春风面。春风面，古义：形容王昭君的美貌;今义：
得意的样子。

万里悲秋常作客。万里，古义：远离故乡;今义：遥远。



一去紫台连朔漠。去，古义：离开;今义：到。

百年多病独登台。百年，古义：年暮垂老;今义：很多年，一
辈子，终生。

艰难苦恨繁霜鬓。恨，古义：遗憾;今义：仇恨，痛恨。

二、找出下列句中的词的词类活用意义。

语

千载琵琶作胡语。话，言语，名词。

又闻此语重唧唧。话，内容，名词。

琵琶声停欲语迟。说话，动词。

语曰：唇亡齿寒。古话，名词。

亡去不义，不可不语。告诉，动词。

独

百年多病独登台。独自，单独。

鳏寡孤独。独身。

独亮自以为死灰有时而复燃者。唯独。

哀

风急天高猿啸哀。悲哀，形容词。

君将哀而生之乎。哀怜，哀叹，动词。



秦人不暇自哀。哀伤，悲哀，动词。

谁为哀者。悲伤，形容词。

向

独留青冢向黄昏。对着。

回车叱牛牵向北。面向。

秋天漠漠向昏黑。接近。

向吾不为斯役。从前。

失向来之烟霞。刚才。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高二必修二有机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九

1、宋太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和积极消极影响。



2、正确看待两宋和辽、西夏、金之间的.和与战。透过现象
看本质。

3、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内容和作用。正确评价。

4、宋、辽、夏，宋金对峙图，契丹，党项，"蕃汉分治"的政
治制度。

5、元朝的历史地位（大统一，大融合，大制度）。

6、元朝对西藏和台湾的管辖。

7、三大发明，沈括、郭守敬及其科学成就，理学，宋词、元
杂剧。

高二必修二有机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十

公理1：如果一条直线上的两点在一个平面内，那么这条直线
上的所有的点都在这个平面内。

公理2：如果两个平面有一个公共点，那么它们有且只有一条
通过这个点的公共直线。

公理3：过不在同一条直线上的三个点，有且只有一个平面。

推论1:经过一条直线和这条直线外一点，有且只有一个平面。

推论2：经过两条相交直线，有且只有一个平面。

推论3：经过两条平行直线，有且只有一个平面。

公理4：平行于同一条直线的两条直线互相平行。

等角定理：如果一个角的两边和另一个角的两边分别平行并
且方向相同，那么这两个角相等。



空间两直线的位置关系：

空间两条直线只有三种位置关系：平行、相交、异面

1、按是否共面可分为两类：

(1)共面：平行、相交

(2)异面：

异面直线的定义：不同在任何一个平面内的两条直线或既不
平行也不相交。

异面直线判定定理：用平面内一点与平面外一点的直线，与
平面内不经过该点的直线是异面直线。

2、若从有无公共点的角度看可分为两类：

(1)有且仅有一个公共点——相交直线;(2)没有公共点——平
行或异面

【二】

1三视图：

正视图：从前往后侧视图：从左往右俯视图：从上往下

2画三视图的原则：

长对齐、高对齐、宽相等

3直观图：斜二测画法

4斜二测画法的步骤：



(1).平行于坐标轴的线依然平行于坐标轴;

(2).平行于y轴的线长度变半，平行于x，z轴的线长度不变;

(3).画法要写好。

5用斜二测画法画出长方体的步骤：(1)画轴(2)画底面(3)画
侧棱(4)成图

高二必修二有机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十一

1.分子间作用力的比较

2.分子的极性

(1)极性分子：正电中心和负电中心不重合的分子。

(2)非极性分子：正电中心和负电中心重合的分子。

3.溶解性

(1)“相似相溶”规律：非极性溶质一般能溶于非极性溶剂，
极性溶质一般能溶于极性溶剂.若存在氢键，则溶剂和溶质之
间的氢键作用力越大，溶解性越好。

(2)“相似相溶”还适用于分子结构的相似性，如乙醇和水互
溶，而戊醇在水中的溶解度明显减小.

高二必修二有机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十二

（1）诗经：收录了西周到春秋的'三百多首诗，分风、雅、
颂三部分，是现实主义的源头、儒家经典。

（2）楚辞：屈原是代表人，《离骚》是代表作、浪漫主义源



头。（“风”“骚”并称）

（3）汉赋：词藻华丽，手法夸张，内容丰富，反映大一统景
象。代表人物有司马相如、张衡等。

（4）唐诗：社会繁荣、对外开放、科举考试促进了唐诗的繁
荣。代表人物有李、杜、白等。

（5）宋词：有柳永、李清照等为代表的婉约派，苏轼、辛弃
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

（6）元曲：包括元杂剧和散曲，代表人物有关汉卿、马致远。

（7）明清小说：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扩大，出现了四大
名著以及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和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等。

高二必修二有机化学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十三

此诗作于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春，这时陆游退居于山阴家
中，已是六十二岁的老人。从淳熙七年起，他罢官已六年，
挂着一个空街在故乡蛰居。直到作此诗时，才以朝奉大夫、
权知严州军州事起用。因此，诗的内容兼有追怀往事和重新
立誓报国的两重感情。

诗的前四句是回顾往事。“早岁”匈指隆兴元年(1163)他三
十九岁在镇江府任通判和乾道八年(1172)他四十八岁在南郑
任王炎幕僚事。当时他亲临抗金战争的第一线，北望中原，
收复故土的豪情壮志，坚定如山。以下两句分叙两次值得纪
念的经历：隆兴元年，主张抗金的张俊以右丞相都督江淮诸
路军马，楼船横江，往来于建康、镇江之间，军容甚壮。诗
人满怀着收复故土的胜利希望，“气如山”三字描写出他当
年的激奋心情。但不久，张浚军在符离大败，狼狈南撤，次
年被罢免。诗人的愿望成了泡影。追忆往事，怎不令人叹惋!



另一次使诗人不胜感慨的是乾道八年事。王炎当时以枢密使
出任四川宣抚使，积极计划进兵关中恢复中原的军事部署。
陆游在军中时，曾有一次在夜间骑马过渭水，后来追忆此事，
写下了“念昔少年时，从戎何壮哉!独骑兆河马，涉渭夜街
枚”(《岁暮风雨的的诗句。他曾几次亲临大散关前线，后来
也有“我曾从戎清渭侧，散关嗟峨下临贼。铁衣上马蹴坚冰，
有时三日不火食”(《江北庄取米到作饭香甚有感》)的诗句，
追写这段战斗生活。当时北望中原，也是浩气如山的。但是
这年九月，王炎被调回临安，他的宣抚使府中幕僚也随之星
散，北征又一次成了泡影。“楼船夜雪瓜洲度，铁马秋风大
散关”，这十四字中包含着多么丰富的愤激和辛酸的感情啊!

岁月不尽，壮岁已逝，志未酬而鬓先斑，这在赤心为国的诗
人是日夜为之痛心疾首的。陆游不仅是诗人，他还是以战略
家自负的。可惜毕生未能一展长材。“切勿轻书生，上马能
击贼”;“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是他念念不忘的心愿。
自许为“塞上长城”，是他毕生的抱负。“塞上长城”，典出
《南史》，南朝宋文帝杀大将檀道济，檀在临死前怒
叱：“乃坏汝万里长城!”陆游虽然没有如檀道济的被冤杀，
但因主张抗金，多年被贬，“长城”只能是空自期许。这种
怅惆是和一般文士的怀才不遇之感大有区别的。

但老骥伏枥，陆游的壮心不死，他仍渴望效法诸葛亮的“鞠
躬尽瘁”，干一番与伊、吕相伯仲的报国大业。这种志愿至
老不移，甚至开禧二年(1206)他已是八十二岁的高龄时，当
韩沱胄起兵抗金，他还跃跃欲试。

《书恢》是陆游的七律名篇之一，全诗感情沉郁，气韵浑厚，
显然得力于杜甫。中两联属对工稳，尤以颔联“楼
船”、“铁马”两句，雄放豪迈，为人们广泛传诵。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这一联说现在，抒发岁
月蹉跎、壮志未酬的感慨。“塞上长城”，点明诗人之
志。“空自许”，跟上文“世事艰”照应，是对投降派的愤



怒指责。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这是诗的表达方式，实际
上是诗人以诸葛亮自况。诸葛亮在《后出师表》曾说过“鞠
躬尽力，死而后已”的话，诗人正是以此自勉，表明他至死
也不会放弃恢复中原之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