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赤壁杜牧翻译 杜牧赤壁教案(通
用8篇)

即兴在舞台艺术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可以增加舞台表演的
趣味性和观赏性。在即兴中，要学会处理好紧张和压力。最
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些优秀的即兴表达演讲，感受语言
的魅力和力量。

赤壁杜牧翻译篇一

1、了解有关杜牧的文学常识；背诵和默写全诗。

2、在反复诵读的过程中，运用合作探究赏析的方法，理解诗
的含意。

3、体会诗中蕴涵的思想感情。

目标1.

目标2.

朗读、研讨。课型：新授课。课时数：1课时。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赤壁》这首诗是作者经过赤壁这个著名的古战场时，有感
于三国时代的英雄成败而写下的。诗以地名为题，实则是怀
古咏史之作。

二、整体感知：

1、《赤壁》作者杜牧(803——约852)，唐代文学家。字牧之，
京兆万年人（今陕西西安人），他与诗人李商隐并称“小李



杜”。作品有《樊川文集》。杜牧游览赤壁，有感于三国时
代吴蜀联军大败曹兵的历史，抚今追昔，写下怀古咏怀之作。

2、赤壁之战是发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十月，对三国
鼎立的历史形势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一次重大战役。其结果是
孙、刘联军击败曹军，孙吴军统帅周瑜，乃是这次战役中的
头号风云人物。杜牧此诗虽以地名为题，实则是借题发挥，
怀古咏史。

三、细读品味：

1、前两句是第一层，交代兴感之由。借一件事物来兴起对前
朝人物和事迹的慨叹。

2、后两句是议论，是第二层，不直接叙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
迁，而是通过写东吴两个美女的命运来间接反映这种变迁。

四、思考探究：

1、《赤壁》开头为什么从一把很不起眼的折戟写起，这样写
有何作用？

明确：这一把折戟与古代战争有联系，很自然地引起后文对
历史的咏叹。

这两句的作用主要不在于作为诗的引导，它本身也蕴含着强
烈的意念活动。沙里沉埋着铁戟，点出此地曾有过历史风云。
折戟沉沙而仍未销蚀，又发岁月流逝物存人非的感慨。凡是
在历史上留下过踪迹的人物、事件，常会被无情的时光销蚀
掉，也易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逝，但又常因偶然机会被人记起。
正由于发现了这把铁戟，使诗人无法平静，因此他要磨洗并
辨认一番，发现原来是“前朝”——三国赤壁之战时的遗物。
从而为下文铺垫。



2、全诗最精彩的是久为人们传诵的末二句，这二句议论感慨
抒发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明确：这二句曲折地反映出他的抑郁不平和豪爽胸襟。诗人
慨叹历史上英雄成名的机遇，是因为他自己生不逢时，有政
治军事才能而不得一展。它似乎还有一层意思：只要有机遇，
相信自己总会有所作为，显示出一种逼人的英气。

五、教师小结：

这是一首咏史诗，写的是三国赤壁之战，诗人借周瑜和曹操
的故事，讽嘲周瑜在赤壁之战中得胜的侥幸，对历史兴亡成
败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六、布置作业：背诵并默写这首诗。

七、板书设计：

赤壁之战

兴感之由（借物）——议论感慨（咏叹）

————借古讽今。

拓展：《赤壁》中杜牧的观点对还是错？

杜牧观点：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

也就是说杜牧认为，如果周瑜没有得到东风的相助，就会败
北。二乔也会被曹操掠到铜雀台中。其实这句诗是杜牧以史
言志之作，杜牧向来关注历史兴替成败，对兵法颇有研究。
这首诗借三国故事感慨自己怀才不遇。



评价：

我们认为，赤壁之战虽然有偶然性，但曹操失败也有某种必
然性。江东三世基业，不易撼动，西蜀也是诸葛亮和少数民
族关系处理得当。三分天下才是大势所趋，所以不赞同杜牧
的想法。

赤壁之战曹操的失误：

（1）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关西军一直是曹操的
威胁。

（2）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曹操
也明白这个道理，他希望的是用荆州水军对抗吴军，可惜他
错了，赤壁之战前那场接触战证明了一切。所以曹操才会索
战船，只不过正是因为这样才被敌人火攻。说到底还是水军
不济造成的。张辽在庾信的《哀江南赋》中提到：“张辽临
于赤壁，王濬下于巴丘”。曹操的主力部队悉数开赴赤壁了。
他希望以荆州水军为主力，进而利用绝对的兵力优势渡江，
只是他高估了荆州水军，低估了吴军和长江。

（3）又今盛寒，马无藁草；《三国志·孙权传》记载：公烧
其馀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可见战马没有草料，人
也好不到哪去，饥饿与瘟疫是困扰曹军的两大难题。这样的
部队即使数量多也很难取胜。

（4）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三
国志·曹操传》：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於是大疫，吏
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李友松的《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一文，指
出曹操赤壁之战兵败的原因是“疾病”—急性血吸虫病。赤
壁之战的战场恰恰是当时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地区，而且时
间又是血吸虫病的感染季节。赤壁之战是在冬天开始的，但



曹军在转徙、训练时间是在秋天。曹操水军在赤壁之战战前
染上血吸虫病，经过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就发病了，致使大战
时疲病交加，不堪一击。而刘、孙军队长期在血吸虫流行的
疫区中从事生产、生活，士兵体内或多或少已产生一定的免
疫力。但是这个观点也有缺陷，曹操水军主要来自荆州水军，
这些士兵对血吸虫的免疫力应跟孙刘联军应该差别不大，所
以该是其他疫病。

赤壁杜牧翻译篇二

1、熟读并背诵全词。

2、理解作品中景物描写的作用及作者借古抒怀的表达方式。

3、理解作者在词中表达的思想感情。

4、感受苏词的豪放风格，培养学生面对挫折时具备博大胸怀
的能力。

1、理解和掌握作品中借古抒怀的抒情方式。

2、体会品味作品中蕴含的思想感情。

1、诵读法。

2、提问法。

3、讲授法。

4、合作探究法。

借助多媒体完成教学。

一、导入新课



课前播放《滚滚长江东逝水》。

同学们，刚才播放的应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它是
《三国演义》的片头曲，这首歌曲会让我们想到那个鼓角争
鸣、充满纷争的乱世--三国，那是个催生英雄的时代，如今
虽世殊时异，但那些人的名字至今流传。请看下面的诗句：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鞠躬尽瘁的诸葛亮）

天下英雄谁敌手？生子当如孙仲谋。（驰马射虎的孙权）

酾酒临江，横槊赋诗。（文武双全的曹操）

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无忘赤帝。

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现处不愧青天。

（忠肝义胆的关羽）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三国时期的英雄，作为苏轼，他又最欣
赏谁呢？（周瑜）三国英雄如此众多，为何他偏偏对周瑜如
此推崇？（板书：为何独爱周瑜？）

现在，就让我们放声朗读全词，在其中寻找答案吧。

二、朗读全词。

1、教师范背。

2、全班齐读，并思考：这首词的基本感情基调是怎样的呢？
（豪放）

好，这就是我们对这首词的初步感知了，而苏轼如何体现出
这种豪放的呢？我们后文见分晓。（板书:如何体现豪放精
神？）



三、分析题目。

“念奴娇”是本词的词牌名，其调高亢，念奴是唐代一个很
著名的歌妓，调因此而得名。

“赤壁怀古”是这首词的题目，告诉我们的主要信息是：苏
东坡在赤壁这个地方游览的时候，触景生情，缅怀古人。
（板书：写景--怀人）

那么，苏轼是如何安排这两块内容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四、写景片段分析。

1、学生齐读本词的上阕。

2、提问：上阕描写赤壁景色的句子是什么？体现了赤壁的什
么特点？

讨论后明确：

1、“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2、雄伟壮观。（意思接近即可）

3、我们虽不能亲眼目睹赤壁的壮观景象，但从作者字里行间
可以感受它的雄奇，这完全归功于作者高超的写作艺术，试
就以上面三句为例分析。

学生讨论后明确：用词：“穿”、“拍”、“卷”；手法：
夸张、拟人、比喻。

“穿”字写出山石直插云霄的高峻；“拍”字写出波涛撞击
岩石发出的声响；“卷”字则写出波涛起浪后的汹涌澎湃。

4、试分析此段景描写的作用。



明确：渲染气氛，为下文英雄人物--周瑜的出场蓄势。

研讲：滚滚东去的长江水汹涌澎湃，然后镜头慢慢前移，我
们会依次看到散乱高耸的山石直冲云霄，汹涌的骇浪猛烈的
撞击着江岸，滔滔江流卷起千万堆似雪的波浪。如果在这样
的镜头中在配上诗朗诵，那就是“大江东去”、“乱石穿
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而这就是我们的赤
壁古战场，我们的“如画江山”。

五、人物形象分析

同学们，我们的舞台布置已然完毕，背景就是这如画的江山，
当追光灯亮起，照在哪里啊？（豪杰。最终聚焦在周瑜的身
上，此时，主人公出场。）

这个周瑜怎么样啊，请同学们读有关周瑜的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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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称呼：公瑾。称字表示尊敬。

2、婚姻状况：小乔初嫁了。思考：为何不是出嫁？作用何在？

要点：年轻有为；衬托手法，美女配英雄；周瑜同孙权的亲
戚关系也是其成功的重要条件。

3、相貌打扮：雄姿英发，羽扇纶巾。

总结；威武英俊、风度翩翩，儒将风采（当时比较时髦的装
扮）。

4、作战能力：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点拨：以少对多，却能如此淡定，更显其英雄本色。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遥想”以下几句塑造出一
位春风得意、威武英俊、意气风发的青年将领的形象。

六、苏轼内心活动。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江山依旧，可人事全非。赤
壁是周瑜建功立业的地方，却是作者被贬之后游历的去处，
面对这样的周瑜，面对如此的功业，他心里是有个比较的，
且看下图：

周瑜——苏轼

年龄：刚过而立年近半百

生活：幸福美满屡遭不幸

外貌：英俊儒雅早生华发

际遇：功成名就壮志未酬

我们所认识的苏轼是何许人也？他很有才华，散文方面很有
造诣，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开创宋代豪放词风，与辛弃
疾同为豪放派的代表，擅长书画，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
“宋四家”。可他的仕途却极为坎坷，“乌台诗案”不仅使
他官场受挫，更险遭杀头之祸，于是他是带着一身的疲惫，
满心的伤痕，来到黄州这个荒凉的小镇，想到自己年近半百
却不能同周瑜一样建立功勋，可以说壮志未酬，但他还是渴
望建立功业，这正是他仰慕周瑜的地方，也难怪他发出“多
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这样的感慨了。

七、合作探究：“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体现是积极还
是消极的情感？（解决词中体现的豪放精神）

明确：苏轼此时已经47岁了，他被贬到黄州，游览赤壁美景，



如画江山，再想想人家周瑜，在三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名
垂青史，已经立下赫赫战功。而自己虽然不失优秀，可年华
老大，功业少成，还可能如周瑜那样吗？想到这，苍凉、消
沉之情是难免的，肯定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但是苏轼毕竟
是苏轼，他并没有真正消沉，他又特别想得开，苏轼可能在
想，如画的江山，儒雅的英雄，多情的美人，还有流传千古
功业，即使周瑜这样的风流人物不也是被“浪淘尽”了吗？
人生就如梦境一般，何必过于执着呢？不如意事常有，所以
他特别洒脱，放得下，才能拿得起，看得开，才能出得来，
因此，苏轼才会情不自禁倒一杯酒祭奠江水和月亮，因为同
他们为伴，才是永恒。（忆《赤壁赋》）这就是苏轼的生存
智慧，这就是苏轼的达观豁达态度。

总结：此句反应了作者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言辞中激荡着
一腔追慕英雄、渴望建功立业的豪迈情怀。

八、高考延伸。

提问：全词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赤壁杜牧翻译篇三

《赤壁》杜牧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赏析：

杜牧于会昌二年(842)出任黄州刺史期间，曾游览黄州赤壁矶。
站在滔滔东去的大江之滨，观“赤壁”而思史，回忆三国时
代在鄂州赤壁矶所发生的吴蜀联军大败曹兵，从而尊定三国
鼎立局面的“赤壁之战“。抚今追昔，兴之所至，挥笔写下



了这著名的咏史诗。

一、二句写作者在江边淤沙之中，诗人以一柄残戟置于诗端，
引发后两句的历史议论，具有历史的纵深感。三、四句是说
周瑜的.获胜是偶然的机遇所致，仅安凭一时侥幸并不是定国
之策。假若不是东风骤起，蜀军相助，周瑜的火攻之计大显
神威，那么，东吴政权就必然为曹操所灭。这两句诗颇具史
论意味，见解独到。诗人对周瑜的谐谑揶揄，暗示了对曹操
的肯定。

诗人即物感兴，托物咏史，点明赤壁之战关系到国家存亡，
社稷安危;同时暗指自己胸怀大志不被重用。以小见大。

作者介绍：

杜牧(公元803~852)，字牧之，唐京兆万年(现在陕西省西安
市)人。晚年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后世因称之“杜紫
微”、“杜樊川”。

祖父杜佑，曾官至宰相。西晋杜预，是他的十六世祖。他从
十五六岁起，博读经史，关心时政。唐文宗大和二年进士，
历任监察御史，黄州、池州、睦州等地刺使，以及司勋员外
郎、中书舍人等职。

杜牧有政治理想，但由于秉性刚直，屡受排挤，一生仕途不
得志，因而晚年纵情声色，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

杜牧的诗、赋、古文都负盛名，而以诗的成就最大，与李商
隐齐名，世称“小李杜”。其诗风格俊爽清丽，独树一帜。
尤其长于七言律诗和绝句。

赤壁杜牧翻译篇四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这两句意为折断的



战戟沉在泥沙中并未被销蚀，自己将它磨洗后认出是前朝遗
物。在这里，这两句描写看似平淡实为不平。沙里沉埋着断
戟，点出了此地曾有过历史风云。战戟折断沉沙却未被销蚀，
暗含着岁月流逝而物是人非之感。正是由于发现了这一件沉
埋江底六百多年，锈迹斑斑的“折戟”，使得诗人思绪万千，
因此他要磨洗干净出来辨认一番，发现原来是赤壁之战遗留
下来的兵器。这样前朝的遗物又进一步引发作者浮想联翩的
思绪，为后文抒怀作了很好的铺垫。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后两句久为人们
所传诵的佳句，意为倘若当年东风不帮助周瑜的话，那么铜
雀台就会深深地锁住东吴二乔了。这里涉及到历史上著名的
赤壁之战。在赤壁战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攻战胜了数量上
远远超过己方的敌人，而其能用火攻则是因为在决战的时刻，
恰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诗人评论这次战争成败的原因，
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素—东风来写，
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到东风，所以又将
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
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
郎以方便，那么，胜败双方就要易位，历史形势将完全改观。
因此，接着就写出假想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
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只间接地描绘两个
东吴著名美女将要承受的命运。如果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
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
这里的铜雀台，就表现了曹操风流的一面，又言“春深”更
加深了风流韵味，最后再用一个“锁”字，进一步突显其金
屋藏娇之意。把硝烟弥漫的战争胜负写得很是蕴藉。

诗中的大乔、二乔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
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大乔是东吴前国主孙策
的夫人，当时国主孙权的亲嫂，小乔则是正在带领东吴全部
水陆兵马和曹操决一死战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虽与
这次战役并无关系，但她们的身分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
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决不可能归于曹



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
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句诗来描写在
“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
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其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
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诗的创作必须用
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用形
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
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
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另外，此
诗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却从
反面假想其失败。杜牧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
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
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
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这是
很难想象的。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
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
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
不过出语非常隐约，不容易看出。

赤壁杜牧翻译篇五

客路青山下，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
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描写时序交替中的景物，暗示着时光
的流逝，蕴含自然理趣）。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思
乡）。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
春深锁二乔（以美女命运象征国家的命运）。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
人生无再少？

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反用白居易的诗句“听



唱黄鸡与百日”，热爱生活，旷达乐观。）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
秋思落谁家（思乡）。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
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
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
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哲理）。但愿人
长久，千里共婵娟（美好祝愿）。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景）。最是一年春好
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
一片（夏景）。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
忽见。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
诗情到碧霄（秋景）。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层次
美、曲折美）。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赤壁杜牧翻译篇六

这是诗人凭吊赤壁古战场所写的咏史诗。它认为历史人物的
成败荣辱具有某种偶然性。杜牧的这类绝句开宋人诗歌议论
之风。“赤壁”，山名，在今湖北蒲圻西北，长江南岸，对
岸为乌林，相传是孙权、刘备联军与曹操军队决战的地方。
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足而立的形势。
周瑜统率吴军，作为主力，用火攻大败号称八十万的曹操大
军，一举成名，成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这两句意为折断的
战戟沉在泥沙中并未被销蚀，自己将它磨洗后认出是前朝遗
物。在这里，这两句描写看似平淡实为不平。沙里沉埋着断
戟，点出了此地曾有过历史风云。战戟折断沉沙却未被销蚀，
暗含着岁月流逝而物是人非之感。正是由于发现了这一件沉
埋江底六百多年，锈迹斑斑的“折戟”，使得诗人思绪万千，
因此他要磨洗干净出来辨认一番，发现原来是赤壁之战遗留
下来的兵器。这样前朝的遗物又进一步引发作者浮想联翩的
思绪，为后文抒怀作了很好的铺垫。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小诗的后两句是说，
假如东风不给周瑜以方便，结果恐怕是曹操取胜，二乔被关
进铜雀台了。

后两句是议论。在赤壁战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战胜了数量
上远远超过己方的敌人，而其能用火攻则是因为在决战的时
刻，恰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诗人评论这次战争失败的
原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
素——东风来写，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
到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从正
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
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那么，胜败就要易位，历史形
势将完全改观。因此，接着就写出假想中曹军胜利，孙、刘
失败之后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



只间接的描绘了两个东吴著名美女的将要承受的命运。如果
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
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铜雀台在邺县，邺是曹操封魏王时
魏国的都城，故地在今河北临漳西）。

诗中的大乔、二乔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
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大乔是东吴前国主孙策
的夫人，当时国主孙权的亲嫂，小乔则是正在带领东吴全部
水陆兵马和曹操决一死战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虽与
这次战役并无关系，但她们的身分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
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决不可能归于曹
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
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句诗来描写在
“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
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其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
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诗的创作必须用
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用形
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
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
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另外，此
诗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却从
反面假想其失败。杜牧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
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
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
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这是
很难想象的。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
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
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
不过出语非常隐约，不容易看出。

赤壁杜牧翻译篇七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译文：

一支折断了的铁戟沉没在水底沙中还没有销蚀掉，经过自己
又磨又洗发现这是当年赤壁之战的遗物。假如东风不给周瑜
以方便，结局恐怕是曹操取胜，二乔被关进铜雀台了。

赏析：

杜牧于会昌二年(842)出任黄州刺史期间，曾游览黄州赤壁矶。
站在滔滔东去的大江之滨，观“赤壁”而思史，回忆三国时
代在鄂州赤壁矶所发生的吴蜀联军大败曹兵，从而尊定三国
鼎立局面的“赤壁之战“。抚今追昔，兴之所至，挥笔写下
了这著名的咏史诗。

一、二句写作者在江边淤沙之中，诗人以一柄残戟置于诗端，
引发后两句的历史议论，具有历史的纵深感。三、四句是说
周瑜的获胜是偶然的机遇所致，仅安凭一时侥幸并不是定国
之策。假若不是东风骤起，蜀军相助，周瑜的火攻之计大显
神威，那么，东吴政权就必然为曹操所灭。这两句诗颇具史
论意味，见解独到。诗人对周瑜的谐谑揶揄，暗示了对曹操
的肯定。

诗人即物感兴，托物咏史，点明赤壁之战关系到国家存亡，
社稷安危;同时暗指自己胸怀大志不被重用。以小见大。

作者介绍：

杜牧(公元803~852)，字牧之，唐京兆万年(现在陕西省西安
市)人。晚年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后世因称之“杜紫
微”、“杜樊川”。

祖父杜佑，曾官至宰相。西晋杜预，是他的十六世祖。他从



十五六岁起，博读经史，关心时政。唐文宗大和二年进士，
历任监察御史，黄州、池州、睦州等地刺使，以及司勋员外
郎、中书舍人等职。

杜牧有政治理想，但由于秉性刚直，屡受排挤，一生仕途不
得志，因而晚年纵情声色，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

杜牧的诗、赋、古文都负盛名，而以诗的成就最大，与李商
隐齐名，世称“小李杜”。其诗风格俊爽清丽，独树一帜。
尤其长于七言律诗和绝句。

赤壁杜牧翻译篇八

原文：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赏析：

杜牧于会昌二年（842）出任黄州刺史期间，曾游览黄州赤壁
矶。站在滔滔东去的大江之滨，观“赤壁”而思史，回忆三
国时代在鄂州赤壁矶所发生的吴蜀联军大败曹兵，从而尊定
三国鼎立局面的“赤壁之战“。抚今追昔，兴之所至，挥笔
写下了这著名的咏史诗。

一、二句写作者在江边淤沙之中，诗人以一柄残戟置于诗端，
引发后两句的历史议论，具有历史的纵深感。三、四句是说
周瑜的获胜是偶然的机遇所致，仅安凭一时侥幸并不是定国
之策。假若不是东风骤起，蜀军相助，周瑜的火攻之计大显
神威，那么，东吴政权就必然为曹操所灭。这两句诗颇具史
论意味，见解独到。诗人对周瑜的谐谑揶揄，暗示了对曹操
的肯定。



诗人即物感兴，托物咏史，点明赤壁之战关系到国家存亡，
社稷安危；同时暗指自己胸怀大志不被重用。以小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