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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叶嘉莹教授融会古今中外文艺理论之精华，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全新解读，新颖而不偏颇，
深刻而不深奥。
叶嘉莹教授以其互动亲切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讲解，将中国古典诗歌阐释的清晰透彻，将文艺理论讲
解的平易有味。
 本书作为一种启蒙读物，对于那些喜欢中国古典诗词，渴望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的帮助将是巨大
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叶嘉莹说诗讲稿>>

作者简介

叶嘉莹，1924年生。
1945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
自1954年开始，任教生涯已长达五十余年。
曾先后被美国、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多所大学以及大陆数十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及访
问教授。
 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
此外，还受聘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及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并获得香港岭南大学荣誉博士、
台湾辅仁大学杰出校友奖与斐陶斐杰出成就奖。
 1993年叶嘉莹教授在天津南开大学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并捐献出自己退休金的一半(10万
美金)建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用以吸引和培养国内优秀人才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方
面的普及和研究工作。
 著作有：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五但吐维及其文学批评》、《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唐宋词
十七讲》等多种著作，影响广泛。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叶嘉莹说诗讲稿>>

书籍目录

一 从“赋、比、兴”谈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什么是“赋、比、兴”西方文艺理论中关于形象的几个
名词二 结合中西诗论看几首中国旧诗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中西方关于形象与情意之关系的理论从陶渊
明诗看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从杜甫诗看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从李商隐诗看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三 从形象与情
意之关系看三首小诗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也应该有文学素养评判诗歌好坏的标准《玉阶怨》题解虞炎之
《玉阶怨》谢胱之《玉阶怨》李白之《玉阶怨》四 《古诗十九首》的多义性《古诗十九首》意蕴丰富
的原因从《行行重行行》看《古诗十九首》的多义性《东城高且长》赏析五 诗歌吟诵的古老传统诗歌
吟诵的起源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决定了诗歌的节奏诗歌的四声与平仄吟诵的作用六 杜甫诗在写实中的
象喻性何谓“象喻”从《曲江》之二看感发的层次杜甫诗的象喻性从《秋兴八首》看杜诗的象喻性七 
从西方文论看李商隐的几首诗《燕台》题解西方文论中的几个基本名词《燕台》四首赏析李商隐与卡
夫卡的相似点八 一位晚清诗人的几首落花诗中国古典诗歌体式的发展变化陈宝琛其人陈宝琛《落花诗
》赏析《感春四律》赏析九 阅读视野与诗词评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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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从“赋、比、兴”谈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什么是“赋、比、兴”大家不要觉得这些古代的名词
很生疏，也很遥远。
我这个人，因为热爱诗词，总喜欢把我的这份欣喜跟别人分享。
所以我不但给学校里边的大学生、研究生讲课，我也给幼儿园的小朋友讲课。
在给那些幼儿园的小朋友讲的时候，我也选了一些古典诗词，一些有典故的。
我的朋友看到我选这样的诗词就跟我说：你讲这样的古典，他们小孩子怎么会懂呢？
我说这是你们先人为主的成见，一看到古典，一看到《诗经》，一看到“赋、比、兴”，就觉得这个
真是既艰难又遥远。
其实，一点也不遥远。
所谓古典者，就是古代的故事，古代的典故。
所以，我给他们讲古典的诗，一个一个古代的故事，小朋友听得非常有兴趣。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诗词，因为我觉得喜欢诗词，先不用说创作诗词，就是欣赏阅读诗
词，也是人生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而且是每个人应该有的一种心灵感情上的享受。
所以，我第一个就引了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
”除非我们不是人，除非我们没有心灵，除非我们没有感情。
而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有心灵有感情，我们天生就应该爱好诗词。
“人禀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应物斯感”，当我们面对外在的一切物象，我们都应该有所感应
。
我现在还要说明一点，就是下文我讲“赋、比、兴”的时候，还要说明这个心灵跟外物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到外在的物象，很多人都以为，所谓物象者就是动物、植物、鸟兽、花草，这些才是外物的物
象。
所以说《诗经》上常常用外物引起诗人的感发，说是草木鸟兽引起诗人的感发。
其实我以为，所谓外物的这个“物”，“人禀七情，应物斯感”的“物”，应该分成两方面，一个是
大自然的物象，是草木鸟兽，一个是人世间事物。
《明诗篇》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
”你看到外在的物象的种种变化，于是，你的心灵感情自然有一种感受。
古代像李后主小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相见欢》）。
“林花”两句表现了一整片的凋零。
满林花树，春天这样红艳美好的花朵都凋谢了。
“谢了”两个字，说得多么沉痛，多么哀伤！
“林花谢了春红”，怎么这样好的春红竟然就谢了，竟然就满树都谢了？
他的感情不假修饰，不假思索，他说了，是“太匆匆”。
如果说“林花谢了春红”，还是外表所见的现象；“太匆匆”则是词人内心的悲哀和感叹，真是太匆
匆了！
我们知道，花的生命本来就是短暂的，它也许能开三五天，这就很不错了，也许开一个礼拜，那很长
久了。
如果这些日子天气都是风和日丽、天暖气清，虽然它只有三天、五天，也对得起它的生命了。
可是，花不只是太匆匆仅有暂短的三五天的生命而已，还更有“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的打击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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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叶嘉莹说诗讲稿》作为一种启蒙读物，对于那些喜欢中国古典诗词，渴望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
的帮助将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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