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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

内容概要

《人间词话》一书乃是王氏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向来极受学术界重视。本书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黄霖为之导读，不仅梳理其理论
框架，剔抉其精义要眇，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历史文化背景，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
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词学大师王国维的学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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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

作者简介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
，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国学大师。二十二岁起，他至
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
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
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
生平著述3种。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
通讯导师。1927年6月，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在其50岁
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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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

书籍目录

一 王国维《人间词话》导读
1 “人生过处唯存梅”―忧生忧世的人生历程
2 “学无中西”―兼融中西的学术文化观
3 “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审美超功利的文艺观
4 “词以境界为上”―以“境界”说为核心的词学理论
5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始盛终衰”的文体演变观
6 《人间词语》的版本和删改情况
二 《人间词话》（重订）
1 卷上
2 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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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

章节摘录

书摘王国维《人间词》和传统诗词的最大区别是，他不再仅仅关注人的伦理世情，去重复离别相思、
宠辱升降的主题；而是将个人自我抛入茫茫大块的宇宙、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永恒中。让自我去面对
注定的人类悲剧，甚至将自我作暂时的人格分裂。作灵魂拷问，去追究人生无根基性的命数；也就是
说王国维开始摆脱传统的伦理视界的限制，进入一种哲学视界，对人生进行一种哲学式的审美思索和
艺术表达。王国维的《人间词》浸透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观，他用一双充满忧郁、孤独、悲悯的
眼睛审视着世界。词中的自然意象多是肃霜秋风。栖鸦孤雁、鹤唳乌啼、残霞落花，基本主题是人间
无凭、人世难思量、人生苦局促。这种慨叹不是古人那种片刻失意落魄后的自怨自艾，而是词人王国
维对宇宙人生一贯的哲学态度和艺术感觉。在王国维的《人间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人间”、
“人生”。“人间”、“人生”作为诗人体验思索的对象进入诗人的视野。王国维将他的词集称为“
人间词”，将他的词话称为“人间词话”，其中似乎暗含着一种人生扣问的哲学况味。王国维扣问的
“人间”、“人生”究竟是怎样一幅图景呢？他说：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
连江点点萍。(《采桑子》)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蝶恋花》)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
却无凭两字。(《鹊桥仙》)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鹧鸪天》)说与江潮应不至，潮落
潮生，几换人间世。(《蝶恋花》)算来只合、人间哀乐，者般零碎。(《水龙吟·杨花》)人间孤愤最
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虞美人》)人间那信有华颠。(《浣溪沙》)人间须信思量错。(《蝶恋
花》)掩卷平生有自端，饱更忧患转冥顽。(《浣溪沙》)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游通州湖心亭
》)我身即我敌，外物非所虞。大患固在我，他求宁非谩。所以古达人，独求心所安。(《偶成》)人生
一大梦，未审觉何时。(《来日》)人间地狱真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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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王国维的《人间词语》在中西文艺思想交流融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它观点新颖，立论
精辟，自成体系，在中国诗话词话发展史上堪称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受到国内
外学者的普遍重视。　　　　　　　　　　　　　　　　　　　　　　　　　　　　　　　　　　　
——黄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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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

编辑推荐

书评王国维的《人间词语》在中西文艺思想交流融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它观点新颖，立论
精辟，自成体系，在中国诗话词话发展史上堪称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受到国内
外学者的普遍重视。　　　　　　　　　　　　　　　　　　　　　　　　　　　　　　　　　　　
——黄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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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

精彩短评

1、有些自我
2、补标。
3、有用，救了我一份essay
4、想要一首一首地背下所有提及的诗词。
5、看了才发现高中语文课本的厉害
6、衣带渐宽终不悔
7、好书，经典。每读一次，感悟都不同。
8、评的很有味道，以一个新的视觉看待诗词
9、永远的最爱啊
10、诗词量的阅读量太少，大部分都看不太明白！仍需努力
11、审美佳品
12、小时候读的。还有人间词。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石飞过秋千去。乾坤大，霜林独坐，红叶纷纷堕
。少年游。
13、词典！
14、搞成大事情必经三层感受，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
人憔悴；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自己在好多事情上死在第二层，觉得如果做事情过程很痛苦的话说明不适合自己，就换条路，现在发
现不管走哪条路，都得学会接受与缓解痛苦，迷茫，压抑这样的情绪。
15、上学的时候学过三个境界，看过了才知道能把这么多不同时代的诗作进行对比真的是需要很大的
阅读量，但不得不承认这也只是王国维的个人之辞，你可以选择听或者不听。
16、对意境说很赞同
17、很美。
18、很漂亮，以前读过很多遍，未来还可以读很多很多遍。“为什么唐诗之后几乎再无好诗？因为最
好的情绪意境已经有人写了，想表达时借用好过拿新的；为什么宋词之后只有个纳兰性德呢？因为他
来不及熟练地借用前，已经才华横溢地学会写了。”是的呢，是的呢。
19、特别认同先生可贵“真性情”。不过审美情趣还是因人而异，比如我还是觉得“微云淡河汉，疏
雨滴梧桐”胜过“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这话说的，文
人心性总是可爱。
20、王国维《人间词话》
21、人生若只如初见，何必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22、久闻三境之论调，俯仰大名。然功力尚不足，又不思锱铢必较，乃草草读罢，以此瞻仰。词话中
之高下立判，在晚辈来已是极尽苛刻，方可知文之衰而道不存矣。
23、哎 没文化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流氓⋯我想在你身上做春天对樱桃树做的事⋯⋯
24、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须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

古人寥寥几字遽把境界说尽
25、有机会认真重读吧（不过我自己都不信。。）还是要多读诗词啊
26、写的真好哇。
27、先生有大学问。
28、有才，任性。
29、蒋勋说宋词引用了很多人间词话中的评论，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中国诗词大会上评委也经常引用
，评论简短精悍但切中要害，读过一遍是不够的。
30、陆陆续续的翻来看的。
31、这本书是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2、过了背诵的关口，在当作诗话入门读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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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

33、三境界，或许对现在得我来说只是强说愁
34、1. 三种境界 2. 有我之境，无我之境 3. 一切景语皆情语
35、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要想完全看明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人间词话》里涉及了很多文学著
作，有褒有贬，以目前的水平，真是显得自己太肤浅了
36、《蒋勋说宋词》基本就是这本书的白话补充版
37、读的原文，没有注释确实是不好下手，还是应该有一些注释的。
38、看不懂的是只有我吗？
39、王观堂之隔与不隔，境界判别，有我无我之景等评语，是让豁然开朗。
40、值得当代学生的深读，深思。国学经典，了解诗词文化。
41、被姐姐强拉着记的人生三境界终于派上用场了
42、被高估 妈卖批 这个李煜脑残粉 整本书在黑柳永
43、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44、不明觉厉，需要大量补充诗词知识方能读懂一二⋯
45、古诗词的精华提炼。
46、人生识字忧患始 识词之初便是它的三境界 却在后面的好多年里才去读它
47、【补签】神作。
48、我就想说。。王国维真的很喜欢冯延巳啊。。。
49、很有用
50、哇 真的幸好遇见它 才懂得了诗词的美
51、高中的时候特喜欢
52、解析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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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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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

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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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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