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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唐宋词为审美观照，从中国古典诗、词、曲中选取大量的名篇佳作，通过比较研究，着重论述
了唐宋词人的创作心态、审美情趣和个性特征，深入探析优秀词作的内容题材、情感基调、艺术境界
、语言风格，以及词坛上出现的不同于诗、文领域的奇特现象和词体的演变过程，是唐宋词研究的一
部力作。

在研究过程中，作者把社会学、文化学、美学、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结合宏观考察与
微观探索，揭示了唐宋词独有的艺术特征和美感特质。
书中虽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其他体裁，尤其是一些诗、曲作品，但始终以唐宋词为贯穿主线，聚焦
于词体的演变和词家个性特征的深入分析，对收录的词作的丰富内涵加以细致阐述。
文风清丽文雅，引人入胜。

本书已被纳入上海市教师培训市级共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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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裕民，本科学历，副教授。
做过中学教师、小学校长。
曾任安徽省安庆师院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师训部副主任、主任、院长
助理等职。
现任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教育家协会理事、上海市区县教师
进修院校培训部主任协会名誉会长等职。

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教育管理、教师培训等工作。
已发表论文百余篇，与人合作出版《中国传统文化概要》、《宋诗经典解读》等多部著作，参与编写
各种教材、辞典，主持和参与多项市、区级重点课题研究，并多次获奖。
近几年来，承担了多门市、区级和华东师大“985”教师教育课程的开发与培训任务，应邀在全国各地
讲学百余场。
曾获上海市教育教学奖和黄浦区教育科研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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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裕民先生此书，于上述诗词的体制要求与体式特征，有简切精到的把握。
有鉴于从广义上说，诗、词、曲三者都体属于诗，它很注意在相互的比较中，揭橥诗与词的异同，以
及诗词之于曲的联系和区别。
凡所指述，能包举从题材、形式到语言、风格等多个方面，尤其在语言、风格上，指出&ldquo;诗庄词
雅曲俗&rdquo;、&ldquo;诗词贵含蓄，重弦外之音；曲则尚显露，以一洗无余，极情尽致为工&rdquo;
，&ldquo;诗词忌纤巧，曲则贵尖新&rdquo;，&ldquo;诗词忌油滑，曲则时带诙谐&rdquo;，均备极具体
，言之成理。
而结合王国维《人间词话》中&ldquo;境界说&rdquo;的&ldquo;献疑&rdquo;，对词的体性所作的探讨，
诸如词中是否有&ldquo;狭而深&rdquo;一境；&ldquo;词多无题&rdquo;的缘由及其演变轨迹；词的风格
可从&ldquo;疏&rdquo;与&ldquo;密&ldquo;的角度来论，而此&ldquo;疏&rdquo;、&ldquo;密&rdquo;不仅
关乎藻采，也因于情志；词虽多阴柔之美，但仍当以刚柔相济为最高，而对代表这两种风格的豪放、
婉约词派，尤须作准确解析，不应轻忽其中才情澜翻的大家，越界跨体，淹有双美，等等，也能发人
兴会，大中肯綮。
此外，还有些细微处，前人未必重视，但为其不经意表出，如词的音乐与抒情的相配机制，&ldquo;独
重女音&rdquo;的歌唱标准，还有&ldquo;含蓄能留&rdquo;的艺术内涵，可见慧心独具。
所谓读书有得，良有以也。
　　&mdash;&mdash;序　　裕民先生专攻诗词韵文，前此已有《宋诗经典解读》等著作出版，于诗词
曲的精微与要妙可谓浸渍日久，体会很深。
这给本书带来了又一个特点，就是不贩卖西方的主义，也不掉弄中国的书袋，尤能拒绝作假学理的高
头讲章。
一句之新，都有个人的心证；一韵之奇，乃见生活的阅历与情感的体验。
故所例举的名家杰品，都能本色当行，以见今古互证之效；即对一般文学史不甚重视的作家作品，也
能从容沉潜，往复含玩，有时况拟与悬测，居然谈言微中，题无剩义，这使得上述关于韵文体式的理
论性阐释，得以有更切当著实的着落，这是由其需要表彰的。
　　&mdash;&mdash;序　　为什么人们在谈词的时候，有所谓&ldquo;豪放&rdquo;、&ldquo;婉
约&rdquo;的问题，谈曲的时候，有&ldquo;本色&rdquo;的问题，而谈诗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呢
？
实际上，这就牵涉到词的特质和体性问题。
关于词的特质和体性，前人词话论述很多，这里结合上述的比较分析，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ldquo;婉约&rdquo;是词的基本素性　　词以婉约为宗，其他流派只是冲破这种特性，即
所谓&ldquo;变格&rdquo;。
词的天地比较狭小，起初内容比较单一，而诗的天地就比较广阔。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王直方诗话》云：　　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晁补
之）、文潜（张耒），曰：何如少游？
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
　　陈师道《后山诗话》云：　　退之（韩愈）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
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雷大使是男子，舞虽然跳得很好，但要非本色。
他认为苏轼以诗为词这种做法不好，就像雷大使跳舞一样，因为这不是词本来的面貌。
他认为词不宜表现阳刚之美。
从整体上来说，审美要求是多层次的。
不同的文学样式，应该有它自己的&ldquo;个性&rdquo;。
词生在诗后，它不再走着与诗&ldquo;同能&rdquo;之路，而是更多地以自己的柔性美感，为人们展现
人类审美领域的一个新天地。
　　&mdash;&mdash;第二章  从与诗、曲的比较看词的美学特质　　诗词的结构属于谋篇的范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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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测度作家艺术技巧、构思才能的重要标尺。
任何一首诗词作品都有它的结构特点。
　　对于梦窗词的结构方式，前人大多是持否定态度的。
如宋末张炎在其《词源》中说：&ldquo;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
&rdquo;显然，这是他的艺术偏见。
但此论影响很大，流传甚广，几乎成了对梦窗词的一个定评。
直至近世，引用者仍大有人在。
如胡适在他所编《词选》中说：&ldquo;《梦窗四稿》中的词，几乎无一首不是靠古典与套语堆砌起来
的。
张炎说&lsquo;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
碎拆下来，不成片段&rsquo;。
这话真不错。
&rdquo;因此，今天我们要重新审视梦窗词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首先必须澄清前人对它的种种误解
。
而在这一点上，今人叶嘉莹教授已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
她在《迦陵论词丛稿》中指出：&ldquo;梦窗词之七宝楼台拆碎下来，不仅不是&lsquo;不成片
段&rsquo;，而是每一片段与每一片段之间都有着钩连锁接之妙。
&rdquo;这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mdash;&mdash;第九章  唐宋词家个性论　　1983年，吴世昌先生又接连发表两篇论文(分别见《
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和《文史知识》1983年第9期)，提出&ldquo;北宋根本没有豪放派&rdquo;的看
法，认为苏轼的豪放词还不到十首，不能当做豪放派的代表。
他从宋人的创作情况入手，对&ldquo;豪放&rdquo;、&ldquo;婉约&rdquo;二语的具体含义进一步加以阐
发，指出，&ldquo;北宋的词人根本没有形成什么派，也没有区别他们的作品为&lsquo;婉约&rsquo;
、&lsquo;豪放&rsquo;两派&rdquo;，认为论者&ldquo;这种机械的划分并不符合北宋词坛的实际，很难
自圆其说&rdquo;。
对南宋词，吴先生虽未否定所谓&ldquo;豪放派&rdquo;的存在，但认为用&ldquo;豪放&rdquo;二字概括
也不合适，应该说&ldquo;愤怒派&rdquo;、&ldquo;激励派&rdquo;、&ldquo;忠义派&rdquo;才对。
吴先生这个论点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许，如施议对、刘扬忠先生等。
刘扬忠先生在《宋词研究之路》一书中指出：豪放、婉约&ldquo;这种简单划分，显然不能反映两宋词
中词体、词派丰富多彩的实际状况，是一种片面、表面和似是而非的做法&rdquo;。
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
如刘乃昌先生认为，&ldquo;研究作家的艺术独创性，似乎不宜用统计学的方法作死板地苛求&rdquo; 
。
苏轼豪放词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却为词体开拓了表现领域，为南宋悲壮慷慨的爱国词开了风气。
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辛有继承发展关系，可以称为&ldquo;词中一体、词苑一派&rdquo;(刘乃昌：《
宋词的刚柔与正变》，《文学评论》1984年第2期)。
李秉忠先生也认为，&ldquo;判别风格、流派并不主要决定同类作家作品数量之多少&rdquo;，
而&ldquo;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些作家作品是否是一种开风气的、有影响的、预示着广阔发展前途的新生
的力量，是否形成了一种不同的创作倾向&rdquo;(《也论宋词的&ldquo;豪放派&rdquo;与&ldquo;婉约
派&rdquo;&mdash;&mdash;兼评吴世昌先生等人的观点》，《山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
谢桃坊先生也倾向于这种观点，他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词学史》一书中指出：&ldquo;如果从宋词发
展过程来理解苏、辛的异同，则不难见出他们之间有开创与继承的关系，他们的风格类型相同而艺术
个性又颇相异。
因而那种以苏轼根本不能算作豪放词人和苏、辛之间毫无共通之点的意见是极为片面的。
&rdquo;　　&mdash;&mdash;对宋词风格流派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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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词，具有不同于诗、词、曲的特性。
作为有宋&ldquo;一代之文学&rdquo;，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诵，优秀作者灿若群星，脍炙人口的
佳作不胜枚举。
从事基础教育多年的作者，对韵文颇有研究。
《唐宋词的魅力:基于古典诗词曲之比较研究》以宋词为重点，基于对古典诗词曲的比较，从各个角度
全面研究了唐宋词的体性，研究了唐宋词人的创作心态和代表性优秀宋词作者的个性风格，用大量篇
幅详尽分析了经典词作及其丰富意蕴、审美情趣、艺术魅力，在如词境、宋词豪放和婉约分派、词多
无题等许多方面都有独特的见地，足见作者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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