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教学设计一等奖(大
全18篇)

激情洋溢的运动会即将开启，让我们一同展现自己的风采和
实力！在运动会宣传语中可以加入一些精心设计的视觉元素。
接下来是一些优秀的运动会宣传语范文，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一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1、描写边塞雪景(作者从想象角度虚写雪景)的句子;以春花
比喻冬雪的千古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2、写送别场面的句子：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3、从军中大帐写天气奇寒，侧面表现雪的威力的句子：散入



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
冷难着。

4、从人的感觉角度写天气奇寒的句子：将军角弓不得控，都
护铁衣冷难着。

5、从雪后沙漠、天空角度写天气奇寒的句子的句子;起承上
启下过度作用的诗句是;写沙漠冰封、愁云惨淡的景象的诗句
是：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6、从帐内饯行场面表现友情浓烈与真挚、心胸的豪放与豁达：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7、表明分别时依依惜别之情的诗句：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
空留马行处。

8、本诗中写北方边地风狂雪早的句子是：北风卷地白草折，
胡天八月即飞雪。

9、拓展：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写送别时依依不舍的心情
的诗句：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二

狂风席卷着大漠北塞，吹折坚韧的白草，倒落如踩。北疆的
八月，就有大雪将天地铺盖。好似突然一夜间春风吹来，千
树万树梨花盛开。

雪花飘飘而落，打湿了帘珠，结冰在帷幕绮罗。狐皮裘再不
觉暖和，锦缎被褥也感到单薄。将军的兽角硬弓也冻得拉不
开，都护的铠甲铁衣难穿着。

浩瀚的沙漠处处纵横百丈巨冰，惨淡的愁云凝滞，仿佛压低
了天空。中军帅中摆下酒筵，为武判官归京送行，胡琴、琵



琶伴着羌笛，起舞和鸣。

纷纷扬扬的'暮雪飘落在军营辕门，寒风狂舞的红旗，此时也
冻挺凝结，成为一抹静止的红云。在轮台东门送居离去，那
飘飘洒洒的大雪已铺满了天山的道路。

山回路转，再也见不到君。雪地上空留着一排马行的蹄痕。

更多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三

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天宝十三载(754)，岑参再度出塞，
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判官。武某或即其前任。为送
他归京，写下此诗。“岑参兄弟皆好奇”(杜甫《渼陂行》)，
读此诗处处不要忽略一个“奇”字。此诗开篇就奇突。未及
白雪而先传风声，所谓“笔所未到气已吞”——全是飞雪之
精神。大雪必随刮风而来，“北风卷地”四字，妙在由风而
见雪。“白草”，据《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乃西北一
种草名，王先谦补注谓其性至坚韧。然经霜草脆，故能断
折(如为春草则随风俯仰不可“折”)。“白草折”又显出风
来势猛。八月秋高，而北地已满天飞雪。“胡天八月即飞
雪”，一个“即”字，惟妙惟肖地写出由南方来的人少见多
怪的惊奇口吻。

塞外苦寒，北风一吹，大雪纷飞。诗人以“春风”使梨花盛
开，比拟“北风”使雪花飞舞，极为新颖贴切。“忽如”二
字下得甚妙，不仅写出了“胡天”变幻无常，大雪来得急骤，
而且，再次传出了诗人惊喜好奇的神情。“千树万树梨花
开”的壮美意境，颇富有浪漫色彩。南方人见过梨花盛开的
景象，那雪白的花不仅是一朵一朵，而且是一团一团，花团
锦簇，压枝欲低，与雪压冬林的景象极为神似。春风吹来梨



花开，竟至“千树万树”，重叠的修辞表现出景象的繁荣壮
丽。“春雪满空来，触处似花开”(东方虬《春雪》)，也以
花喻雪，匠心略同，但无论豪情与奇趣都得让此诗三分。诗
人将春景比冬景，尤其将南方春景比北国冬景，几使人忘记
奇寒而内心感到喜悦与温暖，着想、造境俱称奇绝。要品评
这咏雪之千古名句，恰有一个成语——“妙手回春”。

以写野外雪景作了漂亮的开端后，诗笔从帐外写到帐内。那
片片飞“花”飘飘而来，穿帘入户，沾在幕帏上慢慢消
融……“散入珠帘湿罗幕”一语承上启下，转换自然从容，
体物入微。“白雪”的影响侵入室内，倘是南方，穿“狐
裘”必发炸热，而此地“狐裘不暖”，连裹着软和的“锦
衾”也只觉单薄。“一身能擘五雕弧”的边将，居然拉不开
角弓;平素是“将军金甲夜不脱”，而此时是“都护铁衣冷难
着”。二句兼都护(镇边都护府的长官)将军言之，互文见义。
这四句，有人认为表现着边地将士苦寒生活，仅着眼这几句，
谁说不是?但从“白雪歌”歌咏的主题而言，这主要是通过人
和人的感受，通过种种在南来人视为反常的情事写天气的奇
寒，写白雪的威力。这真是一支白雪的赞歌呢。通过人的感
受写严寒，手法又具体真切，不流于抽象概念。诗人对奇寒
津津乐道，使人不觉其苦，反觉冷得新鲜，寒得有趣。这又
是诗人“好奇”个性的表现。

场景再次移到帐外，而且延伸向广远的沙漠和辽阔的天空：
浩瀚的沙海，冰雪遍地;雪压冬云，浓重稠密，雪虽暂停，但
看来天气不会在短期内好转。“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
万里凝”，二句以夸张笔墨，气势磅礴地勾出瑰奇壮丽的沙
塞雪景，又为“武判官归京”安排了一个典型的送别环境。
如此酷寒恶劣的'天气，长途跋涉将是艰辛的呢。“愁”字隐
约对离别分手作了暗示。

于是写到中军帐(主帅营帐)置酒饮别的情景。如果说以上主
要是咏雪而渐有寄情，以下则正写送别而以白雪为背
景。“胡琴琵琶与羌笛”句，并列三种乐器而不写音乐本身，



颇似笨拙，但仍能间接传达一种急管繁弦的场面，以及“总
是关山旧别情”的意味。这些边地之器乐，对于送者能触动
乡愁，于送别之外别有一番滋味。写饯宴给读者印象深刻而
落墨不多，这也表明作者根据题意在用笔上分了主次详略。

送客送出军门，时已黄昏，又见大雪纷飞。这时看见一个奇
异景象：尽管风刮得挺猛，辕门上的红旗却一动也不动——
它已被冰雪冻结了。这一生动而反常的细节再次传神地写出
天气奇寒。而那白雪为背景上的鲜红一点，那冷色基调的画
面上的一星暖色，反衬得整个境界更洁白，更寒冷;那雪花乱
飞的空中不动的物象，又衬得整个画面更加生动。这是诗中
又一处精彩的奇笔。

送客送到路口，这是轮台东门。尽管依依不舍，毕竟是分手
的时候了。大雪封山，路可怎么走啊!路转峰回，行人消失在
雪地里，诗人还在深情地目送。这最后的几句是极其动人的，
成为此诗出色的结尾，与开篇悉称。看着“雪上空留”的马
蹄迹，他想些什么?是对行者难舍而生留恋，是为其“长路关
山何时尽”而发愁，还是为自己归期未卜而惆怅?结束处有悠
悠不尽之情，意境与汉代古诗“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
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名句差近，但用在诗的结处，效
果更见佳妙。

充满奇情妙思，是此诗主要的特色(这很能反映诗人创作个
性)。作者用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捕捉边塞奇观，笔力矫健，
有大笔挥酒(如“瀚海”二句)，有细节勾勒(如“风掣红旗冻
不翻”)，有真实生动的摹写，也有浪漫奇妙的想象(如“忽
如”二句)，再现了边地瑰丽的自然风光，充满浓郁的边地生
活气息。全诗融合着强烈的主观感受，在歌咏自然风光的同
时还表现了雪中送人的真挚情谊。诗情内涵丰富，意境鲜明
独特，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诗的语言明朗优美，又利用
换韵与场景画面交替的配合，形成跌宕生姿的节奏旋律。诗
中或二句一转韵，或四句一转韵，转韵时场景必更新：开篇
入声起音陡促，与风狂雪猛画面配合;继而音韵轻柔舒缓，随



即出现“春暖花开”的美景;以下又转沉滞紧涩，出现军中苦
寒情事;……末四句渐入徐缓，画面上出现渐行渐远的马蹄印
迹，使人低回不已。全诗音情配合极佳，当得“有声画”的
称誉。

这首诗抒写塞外送别、客中送客之情，但并不令人感到伤感，
充满奇思异想，浪漫的理想和壮逸的情怀使人觉得塞外风雪
变成了可玩味欣赏的对象。“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
花开”这壮美的画面，使人宛如回到了南方，见到了梨花盛
开的繁荣壮丽之景。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纷纷暮雪下辕
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帐外那以白雪为背景的鲜红一点，
更与雪景相映成趣。那是冷色调的画面上的一点暖色，一股
温情，也使画面更加灵动。全诗内涵丰富，意境鲜明独特，
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简介：

岑参(715-770)，荆州江陵人，早年孤贫，博览经史。岑参为
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与高适齐名。其诗雄健奔放，想象奇
特，色彩瑰丽，尤长于七言古诗。岑参善于写景，在景物中
寄寓豪情壮志，想象奇特，感情饱满，推进了边塞诗的发展。

唐代诗人。原籍南阳(今属河南)，迁居江陵(今属湖北)。出
身仕宦家庭。早岁孤贫，遍读经史。20岁至长安，求仕不成，
奔走京洛，漫游河朔。天宝三载(744)中进士。八载、十三载
两次出塞任职。回朝后，任右补阙、起居舍人等职。大历间
官至嘉州刺吏，世称岑嘉州。后罢官，客死成都旅舍。岑参
早期诗歌多为写景、述怀及赠答之作。山水诗风格清丽俊逸，
颇近何逊。但语奇体峻，意境新奇;感伤不遇，嗟叹贫贱的忧
愤情绪也较浓。如《感遇》、《精卫》、《暮秋山行》、
《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等。六年边塞生活，使岑参的诗境
界空前开阔，造意新奇的特色进一步发展，雄奇瑰丽的浪漫
色彩成为他边塞诗的基调。他既热情歌颂了唐军的勇武和战
功，也委婉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和悲惨。火山云，天山雪，热



海蒸腾，瀚海奇寒，狂风卷石，黄沙入天等异域风光，也均
融入其诗。代表作有《白雪歌》、《走马行川》、《轮台
歌》。此外，他还写了边塞风俗和各民族的友好相处以及将
士的思乡之情和苦乐不均，大大开拓了边塞诗的创作题材和
艺术境界。岑参晚年诗歌感时伤乱，渐趋消沉。入蜀后，山
水诗中添奇壮特色，但隐逸思想在诗中也有了发展。

文档为doc格式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四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作者：岑参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这是天宝十三年(754)岑参在轮台写的一首送别诗，色彩瑰丽



浪漫，气势浑然磅礴，堪称盛世大唐边塞诗的压卷之作。正
如诗题所标示的那样，这首诗以歌咏白雪为主要内容，同时
也抒发了作者送别友人的深情厚意。

诗一开头，就把边地奇寒、早雪的特异风光和壮丽景色，通
过典型事物，用饱蘸淡墨的画笔，以浪漫主义手法氢它描绘
了出来。北风卷地，连那坚韧不拨的白草，也为之摧折。那
风啊，简直是一把锋利的铲刀，把大地乔得净荡荡的了。可
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夜之间，竟
变成了异样的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这玉树琼枝，千姿百态
的冰雪世界，却春风阵了，象是醉人的芬芳灿烂的江南春色。
这境界该是怎样的新奇壮美!在这壮观的奇景辉映下，诗人从
四个不同的角度，进一步描写了这早雪带来的令人难耐的奇
寒。

那飘飞的雪花啊，连帐内的罗幕都打湿了;狐皮袍子不暖啊，
盖的锦被也嫌太薄;将军的手啊，已冻得拉不开弓;征战护身
的铁衣啊，也冷得难以穿上。但就在这一派难耐的奇寒中，
透出了一股雄的健的气息。珠帘罗幕，狐裘锦衾，是多么的
富丽;将军角弓，都护铁衣，又是多么威严。它巧妙地把防守
边疆，战胜奇寒的将士，生动而鲜明地烘托了出来。这是一
方面。

另一方面毕竟还是奇寒，从而才能显示出防守边疆的将士，
是怎样艰苦卓绝。八月在内地，正是桂子飘香，皓月增辉的
美好时节，而边地呢，已是“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
里凝。”可是，这瀚海坚冰，万里凝云，虽然愁惨，但不萧
瑟、凄凉，而是浑厚、沉郁，这正是岑参边塞诗歌奇峭的艺
术风格的特征。正是在这漫天皆白，寒气袭人的时候，中军
设宴，饯别归客。一时胡琴、琵琶、羌笛齐奏，伴着塞外风
光，自是别有一番天韵。

这首诗，以奇丽多变的雪景，纵横矫健的笔力，开阖自如的
结构，抑扬顿挫的韵律，准确、鲜明、生动地制造出奇中有



丽、丽中奇的美好意境，不仅写得声色宜，张弛有致，而且
刚柔相同，急缓相济，是一乎不可多得的边塞佳作。全诗不
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

岑参善于写景，在景物中寄寓豪情壮志，想象奇特，感情饱
满，推进了边塞诗的发展，山水诗风格清丽俊逸，颇近何逊。
但语奇体峻，意境新奇;感伤不遇，嗟叹贫贱的忧愤情绪也较
浓。

白话译文

北风席卷大地，白草被刮得折断了，塞北的天空八月就飞撒
大雪。

忽然好像一夜春风吹来，千树万树洁白的梨花斗艳盛开。

雪花飘散进入珠帘，沾湿了罗幕，穿上狐裘不感觉到温暖，
织锦做成的被子也觉得单薄。

连将军和都护都拉不开弓，都觉得铁衣太寒冷，难以穿上。

在大沙漠上纵横交错着百丈厚的坚冰，愁云暗淡无光，在万
里长空凝聚着。

在军中主帅所居的营帐里摆设酒宴，给回去的客人饯行，胡
琴琵琶与羌笛奏出了热烈欢快的乐曲。

傍晚在辕门外，纷纷大雪飘落，红旗被冰雪冻硬，强劲的北
风也不能让它飘动。

在轮台东门外送您离去，离去的时候大雪铺满了天山的道路。

山岭迂回，道路曲折，看不见您的.身影，雪地上只留下马走
过的蹄印。



写作背景：

这是天宝十三年(754)岑参在轮台写的一首送别诗，色彩瑰丽
浪漫，气势浑然磅礴，堪称盛大唐边塞诗的压卷之作。正如
诗题所标示的那样，这首诗以歌咏白雪为主要内容，同时也
抒发了作者送别友人的深情厚意。诗一开头，就把边地奇寒、
早雪的特异风光和壮丽景色，通过典型事物，用饱蘸淡墨的
画笔，以浪漫主义手法氢它描绘了出来。北风卷地，连那坚
韧不拨的白草，也为之摧折。那风啊，简直是一把锋利的铲
刀，把大地乔得净荡荡的了。

可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夜之间，
竟变成了异样的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这玉树琼枝，千姿百
态的冰雪世界，却春风阵了，像是醉人的芬芳灿烂的江南春
色。这境界该是怎样的新奇壮美!在这壮观的奇景辉映下，诗
人从四个不同的角度，进一步描写了这早雪带来的令人难耐
的奇寒。那飘飞的雪花啊，连帐内的罗幕都打湿了;狐皮袍子
不暖啊，盖的锦被也嫌太薄;将军的手啊，已冻得拉不开弓;
征战护身的铁衣啊，也冷得难以穿上。但就在这一派难耐的
奇寒中，透出了一股雄的健的气息。珠帘罗幕，狐裘锦衾，
是多么的富丽;将军角弓，都护铁衣，又是多么威严。它巧妙
地把防守边疆，战胜奇寒的将士，生动而鲜明地烘托了出来。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毕竟还是奇寒，从而才能显示出防守边疆的将士，
是怎样艰苦卓绝。八月在内地，正是桂子飘香，皓月增辉的
美好时节，而边地呢，已是“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
里凝。”可是，这瀚海坚冰，万里凝云，虽然愁惨，但不萧
瑟、凄凉，而是浑厚、沉郁，这正是岑参边塞诗歌奇峭的艺
术风格的特征。正是在这漫天皆白，寒气袭人的时候，中军
设宴，饯别归客。一时胡琴、琵琶、羌笛齐奏，伴着塞外风
光，自是别有一番天韵。这首诗，以奇丽多变的雪景，纵横
矫健的笔力，开阖自如的结构，抑扬顿挫的韵律，准确、鲜
明、生动地制造出奇中有丽、丽中奇的美好意境，不仅写得



声色宜，张弛有致，而且刚柔相同，急缓相济，是一乎不可
多得的边塞佳作。全诗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
慨悲壮，浑然雄劲。

更多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五

原文：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
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
弓不得控，都护铁衣甲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
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
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译文】

北风席卷大地，白草被刮得折断了，塞北的天空八月就飞撒
大雪。忽然好像一夜春风吹来，千树万树洁白的梨花斗艳盛
开。雪花飘散进入珠帘，沾湿了罗幕，穿上狐裘不感觉到温
暖，织锦做成的被子也觉得单薄。连将军和都护都拉不开弓，
都觉得铁衣太寒冷，难以穿上。在大沙漠上纵横交错着百丈
厚的坚冰，愁云暗淡无光，在万里长空凝聚着。在军中主帅
所居的营帐里摆设酒宴，给回去的客人饯行，胡琴琵琶与羌
笛奏出了热烈欢快的乐曲。傍晚在辕门外，纷纷大雪飘落，
红旗被冰雪冻硬，强劲的北风也不能让它飘动。在轮台东门
外送您离去，离去的时候大雪铺满了天山的道路。山岭迂回，
道路曲折，看不见您的.身影，雪地上只留下马走过的蹄印。

【注释】

[1]判官：节度使下面资佐理的官吏。



[2]胡天：指西域的天气。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六

北风席卷大地把白草吹折，胡地天气八月就纷扬落雪。

忽然间宛如一夜春风吹来，好像是千树万树梨花盛开。

雪花散入珠帘打湿了罗幕，狐裘穿不暖锦被也嫌太薄。

将军都护手冻得拉不开弓，铁甲冰冷得让人难以穿着。

沙漠结冰百丈纵横有裂纹，万里长空凝聚着惨淡愁云。

主帅帐中摆酒为归客饯行，胡琴琵琶羌笛合奏来助兴。

傍晚辕门前大雪落个不停，红旗冻僵了风也无法牵引。

轮台东门外欢送你回京去，你去时大雪盖满了天山路。

山路迂回曲折已看不见你，雪上只留下一连串马蹄印。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七

作者：岑参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难着一作：犹著)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北风席卷大地把白草吹折，胡地天气八月就纷扬落雪。

忽然间宛如一夜春风吹来，好像是千树万树梨花盛开。

雪花散入珠帘打湿了罗幕，狐裘穿不暖锦被也嫌单薄。

将军都护手冻得拉不开弓，铁甲冰冷得让人难以穿着。

沙漠结冰百丈纵横有裂纹，万里长空凝聚着惨淡愁云。

主帅帐中摆酒为归客饯行，胡琴琵琶羌笛合奏来助兴。

傍晚辕门前大雪落个不停，红旗冻僵了风也无法牵引。

轮台东门外欢送你回京去，你去时大雪盖满了天山路。

山路迂回曲折已看不见你，雪上只留下一行马蹄印迹。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八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盛唐边塞诗人岑参的代表作。这
首诗写于天宝十三年（754），是作者二次出塞，任安息、北
庭节度判官时，送前任（武姓判官）归京的送别诗。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作者起笔遒劲有力，
“北风卷地白草折”与李白的“北风怒号天上来”有异曲同
工之妙，痛快淋漓地写出了北风之凛冽，“卷地”二字写出



了风势之猛，暗合了周边无遮无掩的荒芜。其猛烈的实际表
现是“白草折”，“白草”是古代西北所产的一种草，其特
点是坚韧（据《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王先谦补
注），“折”这里指折断。连坚韧的白草都撕裂了，可见风
之强劲有力。这句是俯视。“胡天八月即飞雪”则是仰
视，“胡天”即作者身处的塞北之地。“即”字，用词精准，
表现力极佳，写出了南来之人的惊奇与诧异。“飞雪”形象
地状出了大雪飘舞，纷纷扬扬的景象。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句咏雪的千古名
句，往往被误读。很多人甚者学者都认为，这里比喻雪花积
在树枝上，像梨花开了一样。如果不结合原诗的意境，仅就
摹写雪景而言，是说的通的。

如果结合上文“北风卷地白草折”和下文“瀚海阑干百丈
冰”，就可以看出作者所写的酷寒之地的荒芜，恰恰缺少树
木。所以笔者认为：这里作者只是借南方人所见过的梨花盛
开的景象，来比拟北地之雪的`急骤与纷纷扬扬的形态。作者
不是简单地将雪花比成梨花，而是用春景（暖景）比冬景
（寒景），既写雪之形，又慕雪之态，还写出了雪给南来之
人独特的心里感受。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
护铁衣冷难着”作者的视线，从仰视再回归帐内。“散入珠
帘湿罗幕”承上启下，转换自然：那朵朵雪花，飘飘而至，
穿过珠帘，粘粘在罗幕上，慢慢地消融……接着，作者以军
旅生活的三个细节，证实了帐中难以想象的奇寒，“狐裘不
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狐裘”、
“锦衾”这样高级的御寒品都不能抵抗酷寒，角弓被冻得连
素日臂力惊人、勇猛善战的将军都无法拉开，铁衣，这平日
里不离身的“军装”，更冷得难以穿到身上。“将军”
与“都护”互文，作者从高级将领军旅生活的细节，写出了
塞北之地的酷寒，而普通士兵的生活则留给读者去想象。



视线再次移动到帐外，“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
凝”以夸张的笔墨，绘写出了塞外之地广袤无垠的雪景：沙
漠纵横，浩瀚如海，冰天雪地，触目惊心，乌云密布，光线
昏暗，“愁云惨淡万里凝”为下文的抒情作了铺垫，“愁”
字还抒发了对武判官归途艰辛的无限愁情。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作者荡开一笔，接着
叙写送别宴会上的热闹场面。“中军置酒”说明送别的规格
之高，是在主帅营帐摆开了宴席。“饮”是宴饮，“归客”
指的是即将归京的武判官“胡琴琵琶与羌笛”，看似简单地
罗列了三种边塞特有的乐器，却勾起读者对宴会场景无穷的
想象，其顺序也大有讲究：胡琴浑厚，歌舞伴奏；琵琶委婉，
气氛减缓；羌笛凄凉，善诉离肠。这个罗列还增强了诗句的
节奏感，显示出宴会欢乐热烈的气氛。

宴会过后，曲终人散，走出营帐，“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
红旗冻不翻”，这是怎样一种奇异的景象：纷纷扬扬的大雪
笼罩了军营辕门，红旗似乎被冰雪冻住，任凭狂风猛吹，一
动不动。我们知道唐朝军营驻地，军旗颜色各异，只有在大
营的辕门才见红旗；此时，本应飘展的红旗竟然被冻住了，
这种反常，雪“动”旗“静”，动静之间，进一步衬托出塞
外的奇寒。另外从色彩搭配来看：以冷色调（白色）为背景
的雪景中，显出一星红旗的暖色，反衬得整个场景更洁白，
更寒冷。这是一处生动而绝妙的奇笔。

总之，这首诗写得奇。作者笔力雄奇，笔势奇峭；可以大笔
挥洒，可以扑捉细节，可以真实摹写，可以奇妙想象；随了
视线的任情移动，作者的笔下，边塞风光奇丽，军旅生活奇
异，加上作者好奇的性格，这首送别诗就写出了神奇的艺术
效果。仔细品来，令人啧啧称奇！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九

眼前只有白色，白得让人仿佛走进了虚幻的世界，没有色彩



的世界，却白得那么多姿，那么耀眼，那么神秘。

雪花像轻盈的雪精灵，天地间肆意的飘洒，纷飞，旋转……
优雅地停在了树上，装点这些挺拔的树，就如那洁白新开的
梨花，晶莹透彻，浑身焕发出神圣高贵的气息，有种生命的
开始，让原本单调的白透着暖意。

天与地似乎也分不开，如能仔细分辨，就会发现，上面与下
面的白色有些不同，上面的不如下面的洁白美妙，而是一种
污秽的白。乌云是永远比不上雪地神圣洁白的。雪越下，天
越冷；坚冰越来越厚，毫无边际的延伸自己的魔爪，它如一
个无情的魔鬼，贪婪的霸占在连生命都没有的沙漠上，它想
让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所以的一切都屈服在自己的冷酷无情
的心下。有它的气息或被它爱抚过的地方，都失去了往日的
温度，成为它的爪牙。连万人之上拼死于无数战场中的将军
也毫无办法，往日那威风的弓箭也遭到排斥，将军连手都不
愿去碰触，威风八面的大将军也穿不上那冷如冰的铁战衣，
也失去了昔日的矫健风姿，如一介凡夫，连那红得如血的旗
帜也可笑的僵冻在那里，不能再招蜂引蝶了。

帐营里面与外界相差很大，不像外面那样静寂，那样冷厉，
里面是一片欢声笑语，暖酒香饭，可有谁又能保证维持到永
远呢？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离别时的落寂也许更胜这恐怖
的冷意吧，望着你夹在雪花中离去的背影，渐渐的，你的身
影看不见了，只留下了寂寥的马蹄印证实你的离去。

雪依旧在纷飞着，心却停在了这里……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十

军内主教练帐内摆酒席为归客送别，胡琴琵笆羌笛一起演奏
来来助兴。悦耳的歌曲环绕着塞外的孤烟，委婉，坚毅，凄
凉。殊不知自始至终化为一个回旋的裂缝，令人眩晕。跳舞
的歌妓舞步绮丽而孤独，随便地遮盖了我浊重的吸气，我说



过一个来源于漫长长安的女人：牡丹花花开的季节，长安是
否笼罩着在一片绯色的浓烟里？她底声讲到：这儿始终也没
有牧丹，成年人，如同这儿始终沒有初春一样。

这时候我忽然想起哪些，可又马上忘掉。

天宝十三年。

刺骨的严寒把我在追忆中共盈拽了出去，不过是胡天八月，
满山遍野一片低迷的景色，过了一会儿，便纷扬叶落，但是
一盏茶的时间，世间，已经是一片茫茫。

寒风刺骨，漫天飞雪，大将两手冻的拉不开弓，都护的.神虎
冰凉无法甲胄，战土们的披风斗篷在严寒中猎猎作响。

辕门前，红旗轿车冻硬了连风都没法牵引带。

此刻的长安城内，恰逢牡丹花开的季节，我好像还能想像出
熙熙攘攘的热闹的街头巷尾。在干净透明的长安城上，一方
是永远不变的天空，在长安城里犹豫不决，飘在美丽的万紫
千红之中。

凶猛的白驹上武的儿子穿着沉重的乔，英气逼人，热星的眼
睛注视着乌云的萧条，注视着聚集了很长时间的天空巨蛋，
心情好像很悠闲。

我明白有一个南方以南的国都牡丹花年年绽放，因此绯色的
浓烟年年冉冉升起。

我还在北方地区往北想念长安，昼夜想念长安。

武子打算回北京，去哪个四季温暖的百花群的长安城？他将
见到，长安的八月是怎样藏匿在一片灿烂的嫣红中，热情儿
磅礴。眼圈略微潮湿。



尘归尘，土归土，长安月夜，牧丹上。尘归尘，土归土，南
方以南，时光无垠。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十一

北风呼呼的吹着，席卷着大地上的白草。就像是一位母亲打
着、训斥着一个淘气不听话的孩子。塞北的天空一到八月，
就会下起鹅毛大雪，大地仿佛就穿上了一件白狐大衣。

像是在一夜之间，春风忽然来到，千万棵梨树上开满了白色
的梨花似的。

雪花一片一片地飘进了珠帘里面，弄湿了用丝织的墓帐，尽
管人们穿上了狐皮大衣，可还是抵挡不了雪的寒冷，织锦的
被子也显得单薄了。

将军的硬弓也拉不开了，像铁一样寒冷，都护的铠甲冻得都
难以披挂。

沙漠上竟也结了百丈厚的冰，天昏地暗，阴云密布，在万里
的长空中久而凝结不散。

中军的帐里正在设宴送别归京的客人们，酒席上，人们演奏
着胡琴、琵琶以及羌笛。

傍晚时分，大雪纷飞，落在了军营的大门上，门上的红旗被
冻的僵硬，任北风劲吹也不能翻卷。

我站在轮台东北送你回京城。你离开始积雪覆盖了天山的道
路。

随着山回路转，我已经看不到你的身影了，只能看见马蹄在
雪地中踏过的印迹。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十二

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天宝十三载(754),岑参再度出塞，
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判官。武某或即其前任。为送
他归京，写下此诗。“岑参兄弟皆好奇”(杜甫《渼陂行》)，
读此诗处处不要忽略一个“奇”字。

此诗开篇就奇突。未及白雪而先传风声，所谓“笔所未到气
已吞”——全是飞雪之精神。大雪必随刮风而来，“北风卷
地”四字，妙在由风而见雪。“白草”，据《汉书。西域传》
颜师古注，乃西北一种草名，王先谦补注谓其性至坚韧。然
经霜草脆，故能断折(如为春草则随风俯仰不
可“折”)。“白草折”又显出风来势猛。八月秋高，而北地
已满天飞雪。“胡天八月即飞雪”，一个“即”字，惟妙惟
肖地写出由南方来的人少见多怪的惊奇口吻。

塞外苦寒，北风一吹，大雪纷飞。诗人以“春风”使梨花盛
开，比拟“北风”使雪花飞舞，极为新颖贴切。“忽如”二
字下得甚妙，不仅写出了“胡天”变幻无常，大雪来得急骤，
而且，再次传出了诗人惊喜好奇的神情。“千树万树梨花
开”的壮美意境，颇富有浪漫色彩。南方人见过梨花盛开的
景象，那雪白的花不仅是一朵一朵，而且是一团一团，花团
锦簇，压枝欲低，与雪压冬林的景象极为神似。春风吹来梨
花开，竟至“千树万树”，重叠的修辞表现出景象的繁荣壮
丽。“春雪满空来，触处似花开”(东方虬《春雪》)，也以
花喻雪，匠心略同，但无论豪情与奇趣都得让此诗三分。诗
人将春景比冬景，尤其将南方春景比北国冬景，几使人忘记
奇寒而内心感到喜悦与温暖，着想、造境俱称奇绝。要品评
这咏雪之千古名句，恰有一个成语——“妙手回春”。

以写野外雪景作了漂亮的开端后，诗笔从帐外写到帐内。那
片片飞“花”飘飘而来，穿帘入户，沾在幕帏上慢慢消
融……“散入珠帘湿罗幕”一语承上启下，转换自然从容，
体物入微。“白雪”的影响侵入室内，倘是南方，穿“狐



裘”必发炸热，而此地“狐裘不暖”，连裹着软和的“锦
衾”也只觉单薄。“一身能擘五雕弧”的边将，居然拉不开
角弓;平素是“将军金甲夜不脱”，而此时是“都护铁衣冷难
着”。二句兼都护(镇边都护府的长官)将军言之，互文见义。
这四句，有人认为表现着边地将士苦寒生活，仅着眼这几句，
谁说不是?但从“白雪歌”歌咏的主题而言，这主要是通过人
和人的感受，通过种种在南来人视为反常的情事写天气的奇
寒，写白雪的威力。这真是一支白雪的赞歌呢。通过人的感
受写严寒，手法又具体真切，不流于抽象概念。诗人对奇寒
津津乐道，使人不觉其苦，反觉冷得新鲜，寒得有趣。这又
是诗人“好奇”个性的表现。

场景再次移到帐外，而且延伸向广远的'沙漠和辽阔的天空：
浩瀚的沙海，冰雪遍地;雪压冬云，浓重稠密，雪虽暂停，但
看来天气不会在短期内好转。“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
万里凝”，二句以夸张笔墨，气势磅礴地勾出瑰奇壮丽的沙
塞雪景，又为“武判官归京”安排了一个典型的送别环境，
烘托出诗人的离愁别绪。如此酷寒恶劣的天气，长途跋涉将
是艰辛的呢。“愁”字隐约对离别分手作了暗示。 其
中，“愁云”二字亦景亦情，为该篇只“诗眼”。这两句在
全篇中起过渡作用.

于是写到中军帐(主帅营帐)置酒饮别的情景。如果说以上主
要是咏雪而渐有寄情，以下则正写送别而以白雪为背
景。“胡琴琵琶与羌笛”句，并列三种乐器而不写音乐本身，
颇似笨拙，但仍能间接传达一种急管繁弦的场面，以及“总
是关山旧别情”的意味。这些边地之器乐，对于送者能触动
乡愁，于送别之外别有一番滋味。写饯宴给读者印象深刻而
落墨不多，这也表明作者根据题意在用笔上分了主次详略。

送客送出军门，时已黄昏，又见大雪纷飞。这时看见一个奇
异景象：尽管风刮得挺猛，辕门上的红旗却一动也不动——
它已被冰雪冻结了。这一生动而反常的细节再次传神地写出
天气奇寒。而那白雪为背景上的鲜红一点，那冷色基调的画



面上的一星暖色，反衬得整个境界更洁白，更寒冷;那雪花乱
飞的空中不动的物象，又衬得整个画面更加生动。这是诗中
又一处精彩的奇笔。

送客送到路口，这是轮台东门。尽管依依不舍，毕竟是分手
的时候了。大雪封山，路可怎么走啊!路转峰回，行人消失在
雪地里，诗人还在深情地目送。这最后的几句是极其动人的，
成为此诗出色的结尾，与开篇悉称。看着“雪上空留”的马
蹄迹，他想些什么?是对行者难舍而生留恋，是为其“长路关
山何时尽”而发愁，还是为自己归期未卜而惆怅?结束处有悠
悠不尽之情，意境与汉代古诗“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
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名句差近，但用在诗的结处，效
果更见佳妙。

充满奇情妙思，是此诗主要的特色(这很能反映诗人创作个
性)。作者用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捕捉边塞奇观，笔力矫健，
有大笔挥酒(如“瀚海”二句)，有细节勾勒(如“风掣红旗冻
不翻”)，有真实生动的摹写，也有浪漫奇妙的想象(如“忽
如”二句)，再现了边地瑰丽的自然风光，充满浓郁的边地生
活气息。全诗融合着强烈的主观感受，在歌咏自然风光的同
时还表现了雪中送人的真挚情谊。诗情内涵丰富，意境鲜明
独特，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诗的语言明朗优美，又利用
换韵与场景画面交替的配合，形成跌宕生姿的节奏旋律。诗
中或二句一转韵，或四句一转韵，转韵时场景必更新：开篇
入声起音陡促，与风狂雪猛画面配合;继而音韵轻柔舒缓，随
即出现“春暖花开”的美景;以下又转沉滞紧涩，出现军中苦
寒情事;……末四句渐入徐缓，画面上出现渐行渐远的马蹄印
迹，使人低回不已。全诗音情配合极佳，当得“有声画”的
称誉。

这首诗抒写塞外送别、客中送客之情，但并不令人感到伤感，
充满奇思异想，浪漫的理想和壮逸的情怀使人觉得塞外风雪
变成了可玩味欣赏的对象。“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
花开”这壮美的画面，使人宛如回到了南方，见到了梨花盛



开的繁荣壮丽之景。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纷纷暮雪下辕
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帐外那以白雪为背景的鲜红一点，
更与雪景相映成趣。那是冷色调的画面上的一点暖色，一股
温情，也使画面更加灵动。全诗内涵丰富，意境鲜明独特，
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十三

乌云密布，狂风时吼，大片大片的黄沙，像蝗虫一样，飞扬
在空中，灰蒙蒙地播撒下来，形成一座又一座的沙丘，在沙
漠中参差不齐地排列着，这是一片广阔无际的沙海。

就在我正观赏着雄浑壮阔之景时，一阵凛冽刺骨的寒风席卷
而来，没有任何预兆的，八月，洁白轻柔的雪花就率先降临
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环顾四周，却早已变成了一个洁白的
世界。凛冽的天宇下，只见漫天飞舞的鹅毛，这只能使得我
更加惆怅。

我慢慢踱步到营房，烦躁地仰卧在床上。一且都是那么寂静，
只有呼呼的风声和簌簌的雪落声。大风掀起门帘，闯入帐中，
驱走帐内的热气，像利刃一样狠狠地刺激我的皮肤。我蜷缩
了一下身子，悲从心中起中，这又是离别前一个不眠夜，虽然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那夜，我却整夜辗转反侧。

次日，我从床上醒来，发现大雪已停，帐房外是一片洁白。
没想到大漠中还有这样的景象，那几棵本已毫无生机的树木，
却成了雪花的杰作。枝桠上密密盖着一层层白色的衣裳，在
一片洁白之中屹立着。我走上前去，将脚深深地嵌在雪里，
要是还能在雪中找到那一份欢愉，该有多好。

山肴野蔌，觥筹交错，杂然前陈。然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
次送别老朋友了。尽管是怎样的山珍海味，怎样的人声鼎沸，
怎样的乐声萦绕，也吹不走那烦乱的愁绪。斟满两杯酒，我
们一起步行到帐门外，风飒飒地刮着。取暖的火已经奄奄一



息，而那营外的红旗此时却纹丝不动。

我牵着那匹马，和他并肩走着，走了几里，是时候分别了。
他敏捷地跳上马，夺过辔头，强笑着。我嘱咐他今后定要保
重，他只笑而不语。突然，两腿一夹，马鞭一挥，那马如离
弦之箭一般冲了出去。等我回过神来，已空无一人。天空又
下起雪来，耳畔只有风的伴奏。

我眺望着远方，遗留在雪地中的一串串马蹄印，我孤独一人，
好像什么都从未发生一样，只剩下那一串马蹄好像讲述着一
段动人的往事。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十四

这时，北风席卷大地将百草折断，塞外的天空，从八月就已
经开始下起了美丽而又寒冷的雪花了。我想：这时，边塞的
将士们，一定是吃不好，穿不暖吧！他们的家人，肯定在担
心他们吧！

像是一夜之间春风忽然吹过来，千万棵梨树开满了蝴蝶花似
的。我想：这时的将士们，一定在想家吧！他们一定想早早
地回家，和家人在一起。

雪花飘进了珠帘，弄湿了丝织的墓帐，就算他们穿了厚厚的
狐皮衣袍，也不会很暖和，织锦做的被子，也显得单薄得很。
我想：这时的将士们肯定在想，希望他们的家人能睡好，这
样，他也就甘愿受着寒风刺骨的痛了。

现在，将军的弓，硬得都拉不动了，都护的铠甲都冻得很难
再被挂在身上了。我想：这时的将军肯定在想，我的将士们
一定比我还冷，我这一点冷不算什么。

沙漠上，已经结出了百丈厚的冰了，天昏地暗的，阴云密布
的，在万里长空凝结不散。希望不要再次下大雪。



中军帐里正在设宴送别的归京的客人，酒席上有胡琴、琵琶、
羌笛演奏着。这音乐肯定很好听。

傍晚，大雪纷飞，落在军营的大门上，红旗冻得僵硬，任北
风怎么吹，也不能吹翻。

我在轮台东门送你回京，你离开时积雪覆盖了天山的路，像
是雪也不想让他走一样。

随着山路回转，已经看不到你的身影，只能看见雪中留下的
马蹄踏过的印记。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十五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岑参边塞诗的代表作，作于他第
二次出塞阶段。此时，他很受安西节度使封常青的器重，他
的大多数边塞诗成于这一时期。岑参在这首诗中，以诗人的
敏锐观察力和浪漫奔放的笔调，描绘了祖国西北边塞的壮丽
景色，以及边塞军营送别归京使臣的热烈场面，表现了诗人
和边防将士的爱国热情，以及他们对战友的真挚感情。

全诗以一天雪景的变化为线索，记叙送别归京使臣的过程，
文思开阔，结构缜密。共分三个部分。

前八句为第一部分，描写早晨起来看到的奇丽雪景和感受到
的突如其来的奇寒。友人即将登上归京之途，挂在枝头的积
雪，在诗人的眼中变成一夜盛开的梨花，和美丽的春天一起
到来。前面四句主要写景色的奇丽。“即”、“忽如”等词
形象、准确地表现了早晨起来突然看到雪景时的神情。经过
一夜，大地银装素裹，焕然一新。接着四句写雪后严寒。视
线从帐外逐渐转入帐内。风停了，雪不大，因此飞雪仿佛在
悠闲地飘散着，进入珠帘，打湿了军帐。诗人选取居住、睡
眠、穿衣、拉弓等日常活动来表现寒冷，如同选取早晨观雪
表现奇异一样是很恰当的。虽然天气寒冷，但将士却毫无怨



言。而且“不得控”，天气寒冷也会训练，还在拉弓练兵。
表面写寒冷，实际是用冷来反衬将士内心的热，更表现出将
士们乐观的.战斗情绪。

中间四句为第二部分，描绘白天雪景的雄伟壮阔和饯别宴会
的盛况。“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用浪漫夸
张的手法，描绘雪中天地的整体形象，反衬下文的欢乐场面，
体现将士们歌舞的积极意义。"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
羌笛"，笔墨不多，却表现了送别的热烈与隆重。在主帅的中
军摆开筵席，倾其所有地搬来各种乐器，且歌且舞，开怀畅
饮，这宴会一直持续到暮色来临。第一部分内在的热情，在
这里迸发倾泄出来，达到了欢乐的顶点。

最后六句为第三部分，写傍晚送别友人踏上归途。“纷纷暮
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归客在暮色中迎着纷飞的大
雪步出帐幕，冻结在空中的鲜艳旗帜，在白雪中显得绚丽。
旗帜在寒风中毫不动摇、威武不屈的形象是将士的象征。这
两句一动一静，一白一红，相互映衬，画面生动，色彩鲜明。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虽然雪越下越大，
送行的人千叮万嘱，不肯回去。“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
留马行处”，用平淡质朴的语言表现了将士们对战友的真挚
感情，字字传神，含蓄隽永。这一部分描写了对友人惜别之
情，也表现了边塞将士的豪迈精神。

这首诗，以奇丽多变的雪景，纵横矫健的笔力，开阖自如的
结构，抑扬顿挫的韵律，准确、鲜明、生动地制造出奇中有
丽、丽中奇的美好意境，不仅写得声色宜，张弛有致，而且
刚柔相同，急缓相济，是一乎不可多得的边塞佳作。全诗不
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抒发
了诗人对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和因友人返京而产生的惆怅之
情。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十六

八月，冬天便匆匆地赶到了边关。

北风呼啸，凶猛地席卷着大地。地上大片的白草一下便被风
折断，有的甚至被连根拔起。阴灰的天空，开始飞洒起密密
麻麻的雪片。

即使是呆在封闭的房间里，我也能听见冷风那可怕的低声呜
咽。这样的情形，在这里也算得上是司空见惯了。

雪下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清早，隔着窗户隐隐地透进了雪光，我不由得产生了
一点赏雪的兴致。

雪明显小了许多，仿佛柳絮，在风中轻轻地飞舞。人很少，
偶尔也有出来活动的士兵，一点黑色在一片白茫茫中格外显
眼。

踏着雪步入院子，我愣住了：就好像昨夜吹起了春风，满院
的树都缀满了洁白的梨花。恍惚间，我觉得自己似乎是回到
了江南，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一树一树的梨花之间。

直到一丝冷风袭来，我才意识到这原是雪的杰作。我忆起多
年以前，那时我尚未参军，你也不是判官，我们二人一起观
赏梨花。那时的你说梨花似雪；可今天我却惊喜地发现，雪
如梨花，一朵朵开得灿烂。

雪又渐渐大了起来，我拍掉落在衣服上的雪片，走回屋内。

天气越发地冷了。常有零星的雪花飞入珠帘，沾湿绸质幕布，
一点点加剧着严寒。无论穿上狐裘，还是裹紧被子，都显得
单薄，感受不到一丝温暖。角弓似是也被冻住了，连强壮的



将军和都护都拉不开，更别提普通的士兵了。而战士们穿的
铁衣也像冰一样又冷又硬，费好大劲才勉强能穿上。

冒着刺骨的寒冷，我再次走到户外，站在风中眺望远方。万
里长空中，云依旧黯淡无光，仿佛也是沾染了什么哀愁，凝
重得像一幅静止的画。百丈厚的坚冰交错在无垠的荒漠上，
好像要牢牢地冻住整个大地。

胸口泛起的一阵愁绪，已然凝成了冰，结在我的心底。

饯行的酒宴是那么热闹，以致于大家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只是向来安静的你，依然轻锁眉头。

主帅的营帐宽敞而又温暖，淡化了离别的伤感。然而，当送
别的音乐奏响，大片的心酸又涌了上来。

那是胡琴、琵琶与羌笛的合奏，是苍茫的塞北大地特有的乐
曲。不同于江南的丝竹之韵，它没有什么哀怨情思，也没有
什么宛转灵秀，却激荡着一种深深的悲凉，令人肠断。

傍晚，雪再一次纷纷落下，飘落在辕门之外。一杆孤零零的
红旗已被冰冻成了雕塑，无法飘动，但任凭狂风撕扯，它都
屹立不倒。

你望着它，低头叹息。或许你是在遗憾吧，遗憾你今生也许
不会再与它重逢了。

离别的那一刻，终究是要到来了。

在轮台的东门外，我们俩一动不动地面对面站着，一言不发。

朋友，珍重。

一句话哽在喉头，却硬是没有说出口。



你似乎也有什么想说的，但也同样终未开口。你飞身上马，
急急忙忙地回头一瞥，然后便渐渐远去。

你策马的身影依旧那么潇洒飘逸。你走的时候，大雪铺满了
天山的路。

沿着迂回的山岭，顺着曲折的道路，你终于从我的视线里消
失。

也许终有一天，有关你的记忆会像雪一样慢慢消融，可是我
会永远记得这一晚天山的雪。

久久凝视着雪地上一串清晰绵延的马蹄印迹，我的心头突然
像这茫茫的雪地一样，空了。

山还在，雪还在，君已不见。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十七

军中主帅帐内摆酒为归客送行，胡琴琵琶羌笛合奏来助兴。
悠扬的曲子缠绕着塞外的孤烟，婉转，坚韧，悲凉。然而始
终化成一个盘旋的空洞，让人晕眩。跳舞的歌妓舞步华丽而
寂寞，轻易地掩盖了我浊重的呼吸，我问过一个来自遥远长
安的女子：“牡丹花开的时候，长安是不是笼罩在一片绯色
的烟雾里？”她底声说道：“这里永远都没有牡丹花，大人，
就像这里永远没有春天一样。”

这时我突然回忆起什么，可又立刻忘记。

天宝十三年。

彻骨的寒冷把我从回忆中生生拽了出来，不过是胡天八月，
漫山遍野一片萧条的景象，过了一会儿，便纷扬落雪，不过
一盏茶的工夫，人间，已是一片苍茫。



寒风凛冽，大雪纷飞，将军双手冻的拉不开弓，都护的铁甲
冰冷难以披挂，战士们的斗篷在寒风中猎猎作响。

辕门前，红旗冻硬了连风都无法牵引。

此时此刻的长安城内，正值牡丹花开的时节，我仿佛还能想
象出车水马龙的繁华的大街小巷。干净，透明的长安城上一
方恒久不变的天空，远远观望长安城，氤氲在一片美丽的姹
紫嫣红中。

剽悍的白驹上武公子身披重裘，英气逼人，那一双闪烁着炽
热的星眸仰望那一抹阴云惨淡久久凝聚不散的苍穹，似心驰
辽远。

我知道有个南方以南的都城牡丹年年盛开，于是绯色的烟雾
年年升起。

我在北方以北思念长安，日夜思念长安。

武公子即将归京了，终于要会到那个四季温暖如春花丛锦簇
的长安城。他将看到，长安的八月是如何隐匿在一片璀璨的
嫣红中，热烈儿澎湃。眼眶微微湿润。

……尘归尘，土归土，长安月下，牡丹花上。尘归尘，土归
土，南方以南，岁月无边……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十八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甲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