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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近现代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一位伟大的
学者。
治学涉及文史哲，在哲学、美学、史学、经学、小学、甲骨学、金石学、历史地理、文学理论与批评
诸方面，均有重要建树。
并有《人间词》刊行，显示了王国维的极富才情的创作才能。
王国维是一位通才，他不仅跨越古今而成名，也是跨越中西文化而自铸伟辞的一代学术大师。
后人纷纷高度评价王国维，或称其“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或称其为“近代中国的
美学之父”，或称其为“新史学的开山”。
一个世纪已经过去，王国维的影响并没有减弱，以王国维的身世与学术为研究对象的“王学”不仅一
直存在着，且在近年蔚为壮观。
　　王国维少年时代在自己的家乡接受传统教育，并在十六岁时考中秀才。
青年时代受中日甲午之战的震动，始知新学，仰慕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
1898年来到上海，任《时务报》的职员，并开始进修日语、英语。
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学习数学与物理。
因病回国后在苏州、南通等校讲授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社会学等课程。
在1901年至1905年，王国维主要从事哲学和美学的研究，介绍与传播西方的思想，并用此种思想解释
人生及文学艺术。
1906年去北京，在教育部任职，直至辛亥革命爆发。
从1906到1912年，他继续从事美学与文学理论的研究，完成《人间词话》与《宋元戏曲考》的写作。
此后，王国维赴日五年，埋头著述。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间词话解读>>

内容概要

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早年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影响，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融合在
一起，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文艺理论，《人间词话》即是他文论体系的具体阐释。
境界说是他美学思想的核心，书中所评价的是中国词发展史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但所涉及的美学和
文艺理论上的很多基本问题，是一本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的著作。
    本书评注《人间词话》，以王国维手定、分三期公开发表于《国粹学报》上的六十四则为底本，并
校以人民文学出版社本——《蕙风词话&#8226;人间词话》合订本（徐调孚、周振甫注，王幼安校订）
、齐鲁书社本——《人间词话新注》（滕咸惠校注）、河南师大学报本——《人间词话》（陈杏珍、
刘炬重订）等。
在评注中，参考了祖保泉、张晓云《王国维与人间词话》、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佛雏《
王国维诗学研究》、夏中义《世纪初的苦魂》、黄霖等《人间词话导读》、谭汝为校注《人间词话人
间词》等。
并附录《人间词话&#8226;删稿》、《人间词话&#8226;附录》、《人间词话&#8226;拾遗》，以见王国
维词论之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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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间词话　　词以境界为最上①。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②，自有名句。
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注解　　①境界：原指疆界，疆域；佛经中用境界，主要指个人修行所得到的果报界域，或在精神上
所能达到的境地；诗词中的境界指情与景交融所形成的艺术氛围或境地，又被称作抒情作品中的形象
。
　　②高格：格调高迈超逸，品第、等级非同一般；可指取意高妙，亦可指作品调式高雅。
解读　　用“境界”评词，不始于王国维。
唐王昌龄论诗有“物境”、“情境”、“意境”之说，其“境”类同“境界”。
王国维有关“境界”之分类，受到王昌龄的影响。
唐司空图主张“思与境偕”，亦在讨论境界问题。
但“境界”说至王国维，才开始成为一种有系统的理论，构建以“境界”范畴为核心的富有民族特色
的中国抒情文学的美学体系：一、这个体系建立在一个核心范畴上，通过对这个核心范畴的展开，较
为系统全面地解释了文学现象；二、这个核心范畴源发于中国，却又在与康德、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对
话中生成，“境界”与西方的直观、直觉说有同工之妙。
　　王国维后来用“意境”取换了“境界”，一般将二者等同使用。
但“境界”偏于指文学作品已达到的美学上的层次，因与佛学有染，兼有超越功利的含义，涉及审美
如何生成的问题；“意境”偏于指文学作品达到的美学上的何种结果，虽滤清佛学影响，反而对如何
达到这种结果不大关注了。
　　王国维独标五代、北宋之词作为有境界的典范，是肯定它们的创作是有感而发的，且所写欢愉愁
苦，是深藏于心、蕴藉丰厚的，所成词境多宏大高远，任人优游而不局促。
王国维最推崇五代的李煜、北宋的苏轼，这反映他的审美倾向是合悲凉与旷达而成的一种悲壮，其中
有悲，但不流于凄凉；其中有壮，但不流于粗放。
此则词话，冠于《人间词话》之首，是提挈全书的纲领。
注解　　①自然：此处指现实人生，包括自然界在内。
下同。
解读王国维分境界为“造境”、“写境”两类，分别对应西方的“理想派”与“写实派”，讨论文学
创作是用何种方式创造出文学形象的。
“造境”与“写境”的区别，不在于一是虚构的幻想的，一是非虚构非幻想的。
从本质上言，文学都是对生活的虚构与幻想。
但由于在虚构与幻想时，“造境”与“写境”有着在素材提炼、形象塑造、技巧运用等方面的差异，
故区分为一种离现存事实较远的艺术境界，称为“造境”；一种离现存事实较近的艺术境界，称作“
写境”。
王国维指出“造境”与“写境”之间相互渗透、包融、转化。
“造境”者虽然更加注重夸张、虚构、变形等手法的使用，甚至使其作品看上去荒诞不稽，但其在本
质上，在人情世故的表现上，还是与现实人生密不可分的，所以，它又合乎自然。
而“写境”虽然比较写实，但也是经过作家对现实人生的取舍而后创造的，且其创作中贯穿了作家的
人生理想，故虽然是平实的描写与叙事，其实也是一种理想化的产物。
从区分“造境”与“写境”再到融合“造境”与“写境”，王国维将其在艺术现象层面对文学创作的
理解，纳入了在艺术本质层面对文学创作的理解之中，体现出他对文学的认识深入细微，且富有辩证
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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