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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文学名篇鉴赏之词赋卷”，本书从历代浩如烟海的诗、词、文、赋中精选有代表性的名
篇汇成一帙，以便展读。集中所选篇章无不脍炙人口，各篇鉴赏文字大率是专家们结撰的精品妙文，
它以优美的鉴赏散文阐发千古名篇的妙理真谛和美感?戎省Ｏ嘈牛?在本书的导读下，你一定能很快正
式进入文学的殿堂。

基于以上的理解和认识，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普及古代诗文精华，在山东大学出版社的大力倡导和
支持下，我们编纂了这部兼收诗文各体的《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辞典》。本编从历代浩如烟海的诗、词
、文、赋中精选有代表性的名篇佳构七百余篇，约请海内外专家撰写赏析文稿，撷英集萃，汇成一帙
，以便展读。集中所选篇章无不脍炙人口，各篇鉴赏文字大率是专家们结撰的精品妙文。在阅读来稿
中我们深深感到，以优美的鉴赏散文阐发千古名篇的妙理真谛和关感内质，是美的妙悟，美的开发，
美的充实，也是关的再创造。摆在我们面前的原作及鉴赏，云蒸霞蔚，目不暇接，千姿百态，美不胜
收。或如醇酒之浓郁，或如幽泉之清甘，或如山岳之雄峻，或如碧海之浑浩，或如明月之纯净，或如
浮云之缥缈，或如阳春之温馨，或如清秋之萧爽，或哲思深邃，或激情坌涌，或奇想落天外，或平语
话家常⋯⋯总之，呈献给读者的是用激情的心灵所感受的五彩缤纷的人间世界，是经过鉴赏行家郢斧
开发的无限风光，多样神采的艺术天地。我们希望读者手此一编，即能通览古代诗文的精品杰构，从
中挹芳揽萃，含英咀华，怡悦性情，增益睿智，受到高洁的情思洗礼，获得健康的艺术享受，并进而
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提高我们的文化素养和写作水平。这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当会是不无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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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白　　菩萨蛮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阶空伫立，
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思乡，无疑是人类共同的情感，但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背
景下，这情感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强烈，因而登楼远眺而兴羁旅行役之感，也就自然成为古典诗词中永
恒的主题之一。李白这首被南宋黄升尊为“百代词曲之祖”的《菩萨蛮》无疑是表现这一主题的诗词
中的杰作。虽然关于这首词的作者归属，自明代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但对于这首词的高度艺术
成就却是一致推崇备至的。我们依从唐圭璋、任二北等词学专家的意见，仍将其归属于李白所作。　
　起两句写景，描述词人登楼远眺时视野中的平林和寒山，但我们读这两句词时，感受到的分明是一
种强烈的情感。“平林漠漠烟如织”，平林之苍茫寥廓，传达出空寂惆怅之境界，但在这静止的画面
上交织进了飘浮的烟云，它引起词人视觉上的游移，亦引起我们意念上的骚动。随着林间冉冉升起、
徐徐散开去的烟云，隐约有一种意绪在泛起，虽令人捉摸不定，但正如暮色烟云，弥漫开来，充溢于
天地之间。“寒山一带伤心碧”，词人视线移向远处的寒山，把我们的意绪亦带向远处。主观感情色
彩极浓的“寒”字和“伤心”一词，使在前一句中泛起的意绪由模糊变为明了。这两句就眼前平常景
写来，脱口而出，毫无矫揉装束之态，却豁人耳目，意蕴深长。　　起两句是从楼上人——“我”的
眼中得来的，“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但下接“暝色入高楼，有
人楼上愁”，词人偏又跳开去，出科其外，由旁观者身份写来，唯此则气象更大，意致更高。一“人
”字，使前两句所造成的氛围逼人而来，完成了物我之间的过渡。那如同暮烟一般漾溢于天地间的意
绪乃为一种不可摆脱的愁绪，和暝色侵入高楼一样，笼罩着词人的心。上片四句，一人一出，由我观
物，由外视我，物我浑然一体。　　如果说上片写愁是空泛的，是浮动于暮烟、碧云、暝色中的一种
情绪、一种气氛，那么下片就将这种愁绪落在实处来写。“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在一静一动
的对比中，“空伫立”之人与“归飞急”之鸟形成强烈的反差。“空”字写词人之环境，但更着眼于
词人心境之茫然落拓、聊无依傍，唯有此般心境，故有上片起两句所状之景象，在大手笔的诗词中，
写景与造景原是浑然不可分的。在表述的层次上，侧人并没有单纯地将归飞的宿鸟作为惹动乡思之情
的媒介来处理，而是在铺张造就愁绪之氛围后方插入归鸟这一意象，一方面固然是借此点明愁绪为乡
思之愁，另一方面是以此使乡思之愁表现得更为强烈。一“急”字明状宿鸟归飞，暗喻词人思归之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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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那么一段时间，自己似乎进行了【穿越】，那么得喜欢诗词~这本书是我推荐的第二本，非常值
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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