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壁賦〉複習卷 

 

1.請從題解中尋找有關題目的線索，回答下列問題： 

出處 【        】 

文體 
賦，是一種介於【   】、【   】之間的【    】。 

此篇屬於：【        】。 

背景 

蘇軾【    】黃州，至赤壁泛舟，以【      】的歷史背景，抒發弔古之

情及思想理趣。又此處的黃州赤壁 □是 □不是 真正歷史上戰爭的赤壁，而被稱

為「文赤壁」。 

特色 
本文融合【    】、【    】、【    】於一體，透過【      】的

對話方式，以淺近具體的事物作【    】，使抽象的哲理更能被理解。 

 

2.洞簫客解釋簫聲哀戚的原因中，三個層次對照之下更覺悲慨。請根據本段內容完成下列表格： 

層次 課文文句 對照之處 

一 
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 
曹操為一世之雄對照洞簫客與蘇軾只為漁樵之輩。 

二 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 生命短促對照自然無窮。 

三 
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 

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理想（遨遊、長終）對照現實（不可乎驟得，因人

的生命有限）的差距。 

 

3.蘇軾以大自然的水、月為例，闡述什麼觀點來安慰內心悲涼的洞簫客？ 

課文文句 
哲理論述 

表象 本體 

水 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 不斷流逝 永遠是水、未嘗往 

月 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 盈虛圓缺 永遠是月、卒莫消長 

對應 

生命詮釋 

從變的角度觀看 水、月無時無刻不在變化，萬事萬物在表象上亦是。 

從不變的角度觀看 
小我的軀體雖然消逝，真實的主體自我卻可超越生

死，如長江、明月般永恆無盡。 

※結構分析表 



 
 

 

 

※課外閱讀： 

下列兩組資料，【甲】蘇洵〈名二子說〉，是蘇洵為兩個兒子蘇軾、蘇轍取名時所述，【乙】則是蘇軾遭

貶黃州的詞作〈定風波〉與〈臨江仙 夜歸臨皋〉。請閱讀資料後，回答下列問題： 

(1)試分析蘇洵眼中的蘇軾個性。 

(2)分析兩組資料，說明蘇軾遭貶黃州後個性與心境的轉變。 

【甲】 

  輪、輻、蓋、軫（車箱底部的橫木），皆有職（作用）乎車，而軾（外露在車前可供憑靠的橫木）獨無

所為（功用）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

莫不由轍（車痕），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翻倒）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

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蘇洵〈名二子說〉） 

【乙】 

○1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蘇軾〈定風波〉） 

○2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縠，音ㄏㄨˊ，縐紗，此喻波紋之細） （蘇軾〈臨江仙 夜歸臨皋〉） 

答：(1)從【甲】中可以看出蘇洵眼中蘇軾的個性較為直率、不假外飾，又鋒芒畢露，容易得罪人。 

(2)從【乙】中的兩闋詞作，可以了解蘇軾經過烏臺詩案後，心境逐步走向豁達超脫。面對一路走

過來的坎坷，心中便淡然的「也無風雨也無晴」；面對外在的風風雨雨，心如止水，一如「夜

闌風靜縠紋平」，把自己化作小舟，不再汲汲營營追求什麼，隨任而去「江海寄餘生」。 

弔古傷今之悲－曹孟德固一世之雄，而今安在哉 

人生渺小短暫 

之悲 

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悲 

喜－悟道超脫之喜 

樂－夜遊赤壁之樂 

洞簫聲情之悲 餘音嫋嫋，不絕如縷 

如怨、如慕、如泣、如訴 

事－泛舟、飲酒、誦詩、唱歌 

清風明月，吾人所共適 
物各有主 

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 

景－清風、明月、水光 

地－赤壁 

時－壬戌之秋，七月既望 

人－蘇子與客 

水、月之喻 

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 

賓主盡歡－洗盞更酌，不知東方既白 

苟非吾有，一毫莫取 

不變（本體）－未嘗往也、卒莫消長／物與我皆

無盡 

變（現象）－逝者如斯、盈虛者如彼／，天地曾

不能以一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