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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论词最有影响的著作，被称为中国古典诗学的辉煌终结和现代文艺
美学的萌芽。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国桢，字静安，又字伯隅，号礼堂，晚号观堂、永观，清末浙江海宁人，
是近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
他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自幼聪颖，酷好读书，七岁入私塾，十六岁中秀才，被誉为“海
宁四才子”之一。
二十岁时与莫氏成婚。
1898年赴上海，在梁启超任主笔、汪康年任馆主的《时务报》从事书记、校对之职，业余入东文学社
学习外语。
1901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去日本留学，然因病于当年返国。
回国后，协助罗振玉编辑《教育世界》，并先后任通州、苏州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心理学、伦理学、
哲学等课。
1906年，赴北京就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后改学部图书局编修、名词馆协修。
1907年7月莫氏病逝，1908年3月继娶潘氏。
辛亥革命后，再随罗振玉东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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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论词最有影响的著作，被称为中国古典诗学的辉煌终结和现代
文艺美学的萌芽。
全书大致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王国维有关境界基本理论的论述，亦即其评词标准的理论性标示，
其中涉及审美批评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第二部分是历代词人及其创作的评论，包括李白、温庭筠、李煜、冯延巳、梅尧臣、欧阳修、秦观、
苏轼、周邦彦、辛弃疾、陆游、姜夔、吴文英、史达祖、王沂孙、张炎、周密，乃至纳兰性德等。
其间结合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论述了境界创造以及作家修养方面的问题，与第一部分所提出的理
论相互印证、相互补充。
第三部分主要论说历代文学体式的演进及诗词创作的某些具体问题，是对上面两部分的延伸和补充。
　　本次评析，以人文本《人间词话》为底本，并参校已出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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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国维，字静安，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
王氏为近代博学通儒，学力之深，治学范围之广，对学术界影响之大，为近代以来所仪见。
其生平著述甚多，身后遗著收为全集有《王忠悫公遗书》、《王静安先生遗书》、《王观堂先生全集
》等数种《人间词活》一书乃是王氏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的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文学所作的
评论。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向来极受学术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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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
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
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
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
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赏析】本则阐述“理想”与“现实”在艺术上的微妙关系。
二者不相似而又相似，互相依存，又互相限制，不能截然分开。
他强调理想派要以现实生活为根基，“虽理想家亦写实家”；而创作者将自然之物“写之于文学及美
术中”时，“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即舍弃不利于艺术表达的东西，而这种取舍必然是按照作家
的理想与愿望来进行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
王国维用科学的概念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来分析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是构成“境界说”的又一重
要理论界说，验之文学史、艺术史发展的实际，皆确凿不移。
这则词话在早期手稿上，每个字旁都有圈点，显为作者精心撰写的得意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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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王国维，字静安，晚号观堂，浙江海宁盐官镇人。
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是他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的洗礼后，结合自己深厚的国学
功底提出的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其中的“境界”理论对后世影响尤其深远。
在他来看，诗词文章以有意境为上，而意境又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也就是他所提出的三重境界。
在王国维先生看来这三重境界是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所必经的阶段。
如此经典的著作，在封面的设计上我们慎之又慎，几易其稿，封面用图换了又换，始终不能达到理想
的效果。
最后我们选用了梦龙老师的这幅《东坡吟月图》，它恰到地表达了本书所独有的那种意境，使内容与
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浑然天成。
在此我们要感谢梦龙老师创作了如此有“境界”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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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垣先生两人。
　　——伯希和留给我们的是他（王国维）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
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　　——郭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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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间词话》：时代经典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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