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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里程碑式的作品，集中体现了著名学者王国维的文学、美学思想，精义迭出
。书中提出了具有完整的理论结构和丰富内容的“境界”说，向来极受学术界重视。徐调孚先生的校
注本被认为是最为完备的《人闯词话》版本，至今仍不失为一本很好的普及性读物。
书后收录了叶嘉莹先生《的基本理论——境界说》一文，供读者参考。
【跟大师学国学】
这是一套写给年轻人的国学读本。晚清民国时期，东西方文化会通碰撞，人文学术勃兴，名家辈出，
产生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他们的著述，历经岁月洗磨，至今仍熠熠生辉
。由于诸种原因，这些著作，有的久不再版，一书难觅，有的版本繁杂，错漏时见。有鉴于此，我们
特组织出版“跟大师学国学”书系，从这些学者名家、国学大师的著作中，遴选出一些好读易懂、简
明扼要的作品，仔细编校，统一装帧，分批推出，以飨读者。
我们所选书目，大多数是一版再版的经典著作，不仅在文化学术界历来享有盛誉，也在广大读者中间
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另有一部分，出自当日名家，影响很大，有的多次重印，但1949年以后未再重印
，借此次整理出版的机会，我们将之重新推荐给读者朋友。这些书，都是大家名家面向年轻读者讲述
，不作高头讲章，也不掺杂教条习气。我们希望，本书系在新的时代，能够帮助今天的年轻人熟悉自
己的经典，认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
“跟大师学国学”第一辑作品：王国维《人间词话》、章太炎《国学概论》、朱自清《经典常谈》、
闻一多《唐诗杂论》、张荫麟《中国史纲》、吕思勉《三国史话》、孟森《明史讲义》、梁启超《中
国历史研究法》。
“跟大师学国学”第二辑于2010年1月推出，包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孟森《清史讲义》、梁启
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和《清代学术概论》、曹伯韩《国学常识》、胡朴安《文字学常识》、诸
宗元《中国书画浅说》、俞陛云《诗境浅说》等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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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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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

章节摘录

至于这一则词话前半段所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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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颇为费解。首先我们应该讨论的是：静安先生所说的“
遗其关系限制之处”一语含义何指的问题。柯庆明在其《论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境界》一文中对
此曾解释云：当我们描写达到感知的过程，以达到呈现一个独立自足的生活世界时，我们是在舍去不
相干的经验，把相干的纳入系统，组织成一个纸上完整的世界。也就是说，从另外一种意义上，它也
是一种创造，而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对现实之模仿。①从这段话来看，柯氏的了解和说明似乎颇近于一
般所谓“取舍剪裁”之意。然而静安先生何以不用一般习用的说法说“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经
过作者之取舍剪裁”，却偏要用不寻常的说法说“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其道理正是在于他原来所
指的并非对于外在对象的取舍剪裁。我们从静安先生表现于其杂文、《（红楼梦）评论》及《人间词
话》等作品中的美学观点来看，就会发现他这段话所欲阐明的，只是在创作活动中作者对于外界事物
的观照态度及外在事物在作品中的呈现而已，并未涉及诉诸知性的对于观照结果的排比取舍等步骤。
因此所谓的“遗其关系限制”一语的意思，应该解释作任何一个事象，当其被描写于文学及艺术作品
时，由于作者的直观感受作用，它已全部脱离了在现实世界中的诸种关系及时间空间的各种限制，而
只成为一个直观感受之对象，于是它之存在于作品中也就不是单纯的“写实”的结果了。这种观点的
产生实在是源于叔本华的美学理论。静安先生在其《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曾译述叔本华《意志及
观念之世界》一书中论美术之言曰：此特别之对象，其在科学中也，则藐然全体之一部分耳，而在美
术中⋯⋯则空间时间之形式对此而失其效，关系之法则至此而穷于用。①这段话显示出从叔本华的美
学观点来看，任何一对象当其表现于文学艺术中时，原来就都已超然于现实利害及时空各种关系限制
之外了。静安先生在其《（红楼梦）评论》一文中，于论及人生及美术之概观时，也曾对这种美学观
念加以发挥说：夫自然界之物，无不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纵非直接亦必间接相关系者也。苟吾人而
能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则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鸟飞花落，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也。岂独
自然界而已，人类之言语动作悲欢啼笑，孰非美之对象乎？然此物既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而吾人欲
强离其关系而观之，自非天才岂易及此！②从这些话来看，可见《人间词话》中所说的“必遗其关系
限制之处”，原来就正指的是叔本华美学中“强离其关系而观之”的一种直观感受的表现。按这种说
法，则任何对象当其写之于文学及艺术中时，纵然是“写境”的作品，也便因其超然于现实利害及时
空之限制关系以外，而达到一种“理想”之境地了。所以静安先生在《人间词话》第五则中所说的互
相关系互相限制的自然界之物，一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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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乃是自有其美学理论上之根据的，它并不仅是泛指一般的“取舍剪裁”之意。这是
我们对这段词话所当具的根本了解。此外，我们再由前面所分析的静安先生之“境界”说来看，他所
提出的“境界”的含义，原来就特别着重于作者对其所写之事物应有自己真切之感受的这种特质，如
此说来，则任何事物被写之于作品中时，当然便已经都或多或少为作者之情绪及人格之所浸润。因此
对于一些富于理想之伟大诗人而言，其作品中即使是属于“写实”之作，便也往往不免沾有了“理想
”的色彩。就以陶渊明所写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诗来看，尽管其所写的“菊花”、“
东篱”、“南山”都是实有之物，而且“采菊”、“见山”也是实有之事，可是透过了这位富于理想
之大诗人陶渊明的叙写，这两句就取材言，原当全属于“写境”的作品，遂竟而因作者陶渊明自己之
一种邻于理想的感受，而使得这两句“写境”之作，也油然充满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一
种理想的意味。这也就正是静安先生之所以特别提出来说“大诗人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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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有史以来，《人间词话》是最好的文学批评，开发性灵，此书等于一把金钥匙。　　——傅雷 翻
译家《人间词话》一书便恰好是可以导引现代的读者通向古代的文学、结合西方之观念与中国传统之
心智的一座重要桥梁。　　——叶嘉莹 古典诗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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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

编辑推荐

《王国维人间词话》是跟大师学国学系列丛书之一，由王国维所编著，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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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

精彩短评

1、王国维先生（1877—1927），浙江海宁人，似乎那时候浙江出了很多文人。王国维先生自沉北京颐
和园昆明湖，至今还是一个谜案。多少年后，老舍先生（1899—1966）也自沉于北京的太平湖，最后
以这种方式与命运抗争，留下自己的独立人格。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我最近看过一点，由于文
学功底有限，发现读他的书很困难。上篇有两则很受启发。
[二十六]：“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
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
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
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六十]：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
。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这两则不仅是对诗词的描写，也是对人生的一种认识。三种境界，我估计在学问方面还没有达到第一
种境界，有时候能隐约感觉到在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入乎
其内，出乎其外”，要是为人处世和学问做到这个地步，必定有大的收获。
在清华园里还存有一块墓碑，那是陈寅恪（1890—1969）对王国维先生的墓志铭，每次读来都令我热
血沸腾。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不仅要有追求，还要在现实社会中坚持下来，我想，在现实生活中
的历练，我还有待加强。
陈寅恪先生撰墓志铭：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恩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
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
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
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
茫 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清华大学取消国学院，取消文科，变成一个理工科的大学，我认为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一个一流的大
学，不应该是一群只知道工作的人，还要有一群有思想的人。也许，我猜的不错，有些人不希望我们
有太多不同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思想，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也是不可能的。
2、静庵先生是我崇拜的一位国学大师,，《人间词话》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并认为古今词话，《人
间词话》当为第一。
3、寥寥数千字，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的影响，却是里程碑式的。。这种言简意厚、独树彪炳的薄书
，使人想到远古的《老子》一类。
4、王对白石是真爱。。。
5、国学开卷经典之一，久闻大名，初次拜读，不由惭愧相遇恨晚。其间词美句妙赏析精准，让人得
窥见中国旧文学中的境界大美。堪堪读闭，掩卷叹茶回味其中精妙，真真是开卷有益。
6、不独对人事，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谨记，言为心声。但是，观堂不谈壮词，不作怀
古，不论易安，只准男子为妇人言，却不许妇人为妇人言，岂不谬哉！
7、读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感觉受益良多，语言很精炼，内容很丰富。有种让人回味无穷的感觉
，特别向喜欢文学类的朋友推荐这本书。很不错！
8、中学就听老师推荐，今天才在上班的路上看完。走马观花看一遍，算是小有收获
9、说到词，必然谈到《人间词话》。说到词评，必然提及《人间词话》。书虽小，却深邃。读过很
多版本，n多遍了..........
10、讲“隔”与“不隔”时，细细品来，果然如此，如实务与套话一般，或因朝代社会之故。书中又
说“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然。诗词如人，正如字如其人。“境界”正是此
意。
11、看了这么多年就一直不是很懂⋯⋯
12、看了一遍。有些平白的句子是看懂了。涉及诸多词家诗家的诗句，甚至称号，都不甚熟悉，只得
囫囵吞枣，待多读些词句再回来看一过体会。又及，从末叶嘉莹的评述，窥见大师悉心构建的学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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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

系，心生敬佩。
13、第一次一口气读完，上卷读得频频点头。下卷具体点评一些词我很多都没读过，也就略过一遍。
提及的词注释里都给出了全篇原词，对王国维原文并没有注解，有些我看不太懂，需要之后查字典。
我觉得一个月得读一次
14、本书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里程碑式的作品，集中体现了著名学者王国维的文学、美学思想，精义
迭出。书中提出了具有完整的理论结构和丰富内容的“境界”说，向来极受学术界重视。徐调孚先生
的校注本被认为是最为完备的《人间词话》版本，至今仍不失为一本很好的普及性读物。
15、看诗词太少，囫囵吞枣。虽然如此，还是感叹有许多高论。至于他褒贬的词人，多所不识。耿耿
于怀的是对龚自珍，“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遇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便
下了“儇薄无行”的断语，颇为不解。
16、①吹很容易，辨别什么是吹的很难。②审美真是奇妙又私人。③高一学生表示读起来很吃力，④
还好我没有选文科，叶嘉莹最后的附录看得我心累。
17、上学的时候，记得曾说过什么三境界，于是一直想买本人间词话，即使看不怎么懂，就是放在床
头也是好的。空暇时间，多看看这些文学，其实挺好的。
18、无愧于人间词话。
19、130年前，王国维出生在浙江海宁盐官镇。　80年前，还是那一个王国维，悄然自沉于北京颐和园
昆明湖。　费人猜度的是，这位举世公认的大师，竟用其50年的有生之寿为世人荡起一片轻微的涟漪
，留下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弃世遗言。80年一倏忽过去了，历史风云
变幻，世事云诡波谲，除了解不开的谜，他还为我们留下了什么呢？　对于这位遗老，一向苛以誉人
的鲁迅，也不得不说一句“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陈寅恪更称其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
望、辙迹之可寻”。今天，新时代的我们则称他为“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学者”，“在文、史、哲诸
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褒扬、赞叹或者称颂，总被雨打风吹去，没有人会过多在意。提起这
位瘦小的大学者，投影在读者心底深处的，除了一个投湖的背影外，大概就是那册薄薄的《人间词话
》了吧。　作为古典文学理论著作，近代以来极富盛名如《人间词话》者，还向所少见。关于这部书
的注释、考证、研究，更是非常之多，自王氏身殁后至今，历年来层出不穷，大凡文学中人、古典诗
词爱好者或文科学者，无不诵读此书。而王氏提出的三层“意境”，也已成为古典文艺美学集大成的
理论，每有言《人间词话》者，则必少不了其“意境”论。　1908年至1910年间，也正是多事之秋。
　对王国维来说，先有夫人病故，后有光绪、慈禧接连下世，宣统帝溥仪登基，而革命党之乱也悄然
隐伏，他自己忙于词曲考证，偶尔也写些序跋，《人间词话》就零星完成于此期间。全书尽言其主观
感受和一己之体验，体例上并不丝丝如扣，而是一则一则写起，写到哪算哪，颇为松散。在内容上，
所选之词亦有侧重，他点评百家，独不选李易安就是明证。此外，他在考证上也略疏于谨严，譬如“
衣带渐宽”一句其实出自柳永，而并非欧阳修；又譬如“众里寻他”一句出自辛弃疾，“回头蓦见”
应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在”应作“那人却在”，此几处当为王氏误记。但瑕终究不掩瑜，《人
间词话》的价值自在于别处。　容我冒昧揣测，想来王国维当年写此书，或许未料到以后青史垂名，
更不会有想当“最杰出学者”的心思，恐怕他也是兴之所至闲来试笔，无聊时偶而为之，少了许多考
证时的谨慎和羁绊，条条框框少了，自然才会流露出心头之言，也才能言为心声。世事端的难意料，
无心插柳柳成荫，不曾想他无聊之时却做了有聊的事，倒是写出了一部旷世之作。　行笔至此，忽然
想起曾看过的一篇新闻，说上海师大美术学院一教授布置毕业论文时，只要求“真实，不能抄，写自
己，写大学四年艺术实践中的感受和体会”，学生交上来的论文令他颇为满意，全部通过答辩。但紧
随其后，院长主持第二次评审会，评定为全部“不及格”，理由是“论文格式存在问题，不具学术性
，充其量算作个人小结，需要重写”。　有人为此大鸣不平说，在自然方面，因研究的是外部世界，
自当力求客观、理性，注重逻辑，讲究论证，但人文方面却不然，对于主观内容不宜一味拒斥，设若
论文虽根植于“感受和体会”，而确又反映了规律，为实践所检验，对于创作具有指导、促进作用，
则自有其学术价值所在。末了，还举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为证，说抛开其体式为短评连缀不谈，
内容也多由经验、直觉出发，而分析也欠细密、论证欠周详，但却是流传已久的经典。　到底还有人
记得王国维，到底还有人记得《人间词话》。　然而话又说回来，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人间早就换
了几重天，学术的标准和传统也早已大异其趣了，不单西风东渐，理风也开始文渐了，人文学科的舞
台和道具已被公然霸占，吃饭的家伙儿都没有了，你抬出来王国维又焉能压得住学院派，学院派有几
个读过传统文论？又有几个靠发表传统文论去晋升、评职称？遑论这些，你发表传统文论都稿子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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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话题扯远了，不过人间总算慈悲，还没把这个遗老遗忘得一干二净，时不时还有人把他抬出来
呐喊一番，即便声嘶力竭后仍然得妥协，但旌旗猎猎的，总比万马齐喑要热闹好玩。　少为人知的是
，《人间词话》里还有一个“隔”与“不隔”的概念，说陶渊明之诗不隔，而韦庄、柳永则稍隔；苏
东坡之诗不隔，而黄庭坚则稍隔。8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文化界太平是太平了，起码不再为糊口和安
定发愁，但是一个个山峰却兀自独立起来，彼此“隔”来“隔”去，不来往，也懒得来往，文、史、
哲都分家了，各自也都做了家长，又分化出一批子孙后代来，文、史、哲“隔”是“隔”开了，倒是
彼此又都去引自然科学的新方法、新手段，弄得虽很有“论文的格式”和“学术性”，但却是面目全
非不知所云了。斯人已远去，没人能追得上，也没人去追，他也只好带着那一代人的传统和旨趣渐行
渐远了。　幸运的是，我们还有这本《人间词话》。
20、看得懂的还是不多，看来书还是要多看
21、原本以为才几块钱没有什么期待，但是书的质量不错，大师的书的确是匪浅让人受益，句句精到
。以前就一直很想买一本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现在读了，的确是名符其实，跟现在的什么诗经美学鉴
赏，简直就不是一个境界的，这才是真名士风流人物呀。
22、读《人间词话》后又读朱光潜的谈美，在诗词评论鉴赏方面，总能找到王国维的思想烙印，这部
作品在诗词鉴赏中的影响不可不谓之深啊。。。
23、为了给自己宝宝起个好名字，翻了两遍，名字没想好，词倒是记了一大堆
24、静安先生体贴入文心之作。一些不太能理解的部分，书末所附叶嘉莹之文也辨章清楚了，深感佩
服。好奇静安先生为何取“人间”为名，是否受日人影响？读时还参看了上古插图版，两者版本差异
很大，近世之作而如此参差，略咋舌。
25、文学史和文论史不可错过的精品，《人间词话》的重要性不用我来说了，另外，这本书还有叶嘉
莹先生的一篇相关论文，很便利我们学习。
26、这是国学大师的书，没得说。人间词话是中国文化的经典读物，建议每个人好好诵读，人间词话
讲的很多都非常有道理，如人生的境界说，唯有读后才能体悟其中的道理。
27、读不大懂 ⋯目前的我太浅薄了 惭愧
28、人间词话是学习诗词喜爱诗词之人必读的书之一。王国维先生不愧为一代文雄。
29、古代文学的老师经常引用王国维先生的这本书,所以买来看看。
  看到这本书后，感觉的确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里程碑式的作品，书中集中体现了著名学者王国维的
文学、美学思想，精义迭出。书中提出了具有完整的理论结构和丰富内容的“境界”说，向来极受学
术界重视。而且，徐调孚先生的校注本历来被认为是最为完备的《人闯词话》版本。
  本人认为这本书恰好是可以导引现代的读者通向古代的文学、结合西方之观念与中国传统之心智的
一座重要桥梁.
30、人间词话是民国初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最负盛名的词学著作。
31、王国维大师的《人间词话》值得一读，也应该一读。
如今，诗歌已逐渐离我们远去。曾经精妙的句子，现在大多也淹没在浮躁的都市生活里了。
也正因此，重温一些国学词话，总不会毫无必要。那么《人间词话》倒不失为一本让我们了解该如何
品味诗词的小结性读物。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王国维先生的总结条目似乎太过简略，甚至个别条目还有些模糊不清。这些
都无形中加大了当代人阅读的难度。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幸好书后有叶嘉莹老师的一篇文章，可
以帮助我们理解。
32、作为纯粹的文学批评，我表示看不懂，真的看不懂
33、最受启发的是“三境界”，这是一种通用的诗性哲理，包含着偶然背后的必然性。比如，在爱情
上，“一见钟情”基于“长期塑造”，从“所想”到“所见”，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我觉得不是简单
的量变到质变，二者是同一的
34、国学大师的经典之作，高中学生的必读本，人生三大境界更是令人脍炙人口，在当前追求功利、
人心烦躁的时代，看王大师的人间词话或许是另一种体验；喜欢词的朋友更是可以赏鉴一番，推荐~
35、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 写的很好啊 读起来很好
36、这本书很薄但会读的很慢吧，加油！看不动！！！！！ 
37、上次看先生的《人间词话》已是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总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的环绕在耳畔
，今重拾旧卷，在几十本中选的此本，果深孚众望！中华书局的书一直很信得过，这本只有上下卷和

Page 9



《人间词话》

叶嘉莹先生的一篇文章，后面校注也无繁缛拖沓的东西，自己读，自己品，很惬意的说。纸张和印刷
都是中华书局的好品质。一卷好书，精而不累，置之案头闲暇静读，各种美妙心底自知。
38、中华书局的“跟大师学国学”这套书我只买了这本，买回来很惊讶7块多能买一本质量这么好的书
。没有花里胡哨的外表，内页也不像有些书以插画和空洞格式排列来填充，满满当当。读之前就让人
明了这本书不欺人也。书前面详细说明了书出版的原因，细细翻看了一遍，为前辈大家的认真所感动
。    这个世界太浮躁了，排行榜上的书要么有关经济，要么言情惊悚，刺激感官的书卖的是那么好。
可是那样的书就像面包一样，看着庞大，双手一捏，真正的精华也不过团子大小。先不说别人，我读
这类书总是一目十行，了其内容即可，从来没有细看过，也从来没有读过第二遍。可是像《人间词话
》这样的书，狠值得年轻人用来积淀气质。喜欢写网络小说的，可以从中获得灵感，钻研经济的也能
摆脱些市侩气，上学的孩子们（高中或大学）读了能了解前人的境界说。   这样的书不适合连篇阅读
，只闲暇休憩时翻来一二，就够你回味无穷了。   说到最后我非常羡慕中华书局，有这么多这么好的
出版资源，这是我买的第一本中华书局的书，印象100分，内容100分，期待100分！
39、《人间词话》就不评价了，经典嘛。只是这个版本的注释似乎太简单了，只是提供了书中所提词
句的原文出处，没有注者自己的主观评价和鉴赏，不过《人间词话》也不太深奥，或许注解多了反而
会影响读者的领悟。
可能出版社也觉得这点内容就定价十多块有点过意不去，又在篇末加上了叶嘉莹先生的一篇论文，呵
呵。
40、此版本注解寥寥，若对古典诗词了解不多，则需自己动手查阅文人历史。推荐元华文创出版社的
《一本书读懂人间词话》
41、人间词话是近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一本文学读本。不可不读。
42、王国维真乃国学大师，《人间词话》为每个研究中国古代诗词之人必看
43、《人间词话》是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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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
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
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
影响很是深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44、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初次接触王国维先生是从他的人生三境界，那时候就觉得那短短的三句话比读
过的百余诗句辞文所蕴含的哲理更为深刻，也一直敬仰人间词话的境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仔细研读
，这次终于得偿所愿将这本经典收入囊中。虽然学艺不精，不能完全参透其中深意，但不辍阅读相信
会有所收获。书本的整体很简单大方，是我喜欢的风格。
45、不是诗词功底深厚的就不用读了。
46、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直被誉为是经典，这也是我喜欢的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的，很好的！推
荐！
47、人间词话，不用多说，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商务印书馆，不用说，是中国最好的出版社，对于
初学者，可能需要借助工具书进行查阅，但我不提倡大家买市面上的一些详解之类的书籍，那些书籍
固然很通俗易懂，但不利于真正与大师交流，更何况很多详解本身就是对经典的误读！
48、很早之前就想买王国维的这本《人间词话》，这次终于在当当买到了。不算厚的一本书，但是质
量挺好。封面还有字体都挺舒服的。当然这本书中印象最深还是王国维大师关于人生三境界的解读：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
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我受益匪浅。
49、可
50、看了 前半部分 最强烈的感觉：王国维乃冯延巳顶级小粉红
51、第一遍是不能读懂了。

原因很多：

1.古诗词积累不足（这块可以靠后期补上去）；
2.审美能力有待提高（以前觉得不可救药，后来发现大家作品看多了或许有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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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作品的历史背景及作者人格仅限道听途说；
4.自己没有创作过词，等于“共情”经验基本为零；
⋯⋯
然，对美的领悟，对“意境”（不能理解为何王静安非取“境界”）的沉醉，会让我继续琢磨下去的
，经典也是要反复咀嚼才能懂透的。

52、中华书局这个版本的书真的⋯不是很好懂，注释太简洁了（除了把整首词和一些引用放出来之外
就没别的了）对我这种文言不是很熟练而且对音律等知识完全没了解的人来说，读起来还是费力的。
感觉先读附录再读前面部分会流畅一些。我现在的心境也不是很适合读诗词，以后再好好读一遍吧
53、我喜欢这本书的内容.排版.印刷，人间词话的学术造诣已不用多费口舌，徐调孚先生的校注更是锦
上添花。虽然这两位大师早已远逝，但是他们的思想至今仍让菜鸟醍醐灌顶，让高手击节赞叹。财富
可以成泡沫，沧海可以成桑田，但是真正的大师即便身形已和泥土混杂却仍然令我们心甘情愿的臣服
，顶礼膜拜。我想，这才是对于活着最好的诠释。这本书，很值
54、书到了，很满意。
久闻王国维《人间词话》，也看过一点儿，个人学识有限，不能完全看懂。但作为一个诗词爱好者，
他的书有必要读一读。买到的这个版本我很满意，没有什么花哨的内容，有大师气度。原文很喜欢，
他的文字确实很好，启发心智。而注释的风格我也很欣赏，客观地提供作者引文出处而不作不必要的
个人发挥，让人静静欣赏静安的大作同时可以冷静的思考。书后还附有叶嘉莹的一篇论文，有助于读
者很好理解王国维的这本书的主要思想。
我很欣赏中华书局的书，真的很素美。
55、我⋯⋯需要注解
56、对于诗境的最微妙的讨论。
57、文言体，读起来有点吃力。小小一本，蕴含的东西太多了，要有多深厚的文学素养才能写到这么
精辟，适合慢慢读，常常读，读一遍实难理解透彻其深意。
58、通俗有时，生涩有时；轻松有时，吃力有时；发笑有时，严肃有时。头遍读完，真正能理解的、
贯通的不足十分之一，也许明年再读，后年再读，感受又不相同。附录的论文提到书中有缺点，而我
阅历能力尚且不足以作批评，现今唯一可作的评价是，它是一本思维清晰、角度明确、举例得体、语
言简洁的好书，值得慢慢读，常常读，一读再读。
59、反複讀才好。
60、初接触王国维，是大学的文学理论科上，老师让我们写《人间词话》的感言，实际上就是一边读
一遍标注自己的理解。当时 年纪小，糊弄糊弄老师也就拉到了，现在想想，三年前自己实在是太不懂
事了。故从当当网买了一本属于自己的《人间词话》，现在刚读了一部分，没有去深入的挖掘，相信
在我领悟到国学大师的真谛之后，对我的教学会有极大的帮助！值得阅读的一本书。莫忘国学，经典
永存。
61、这本书很有影响的啊，是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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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
之一。
62、中国古典诗词是直觉性最强的艺术形式。真的简单得只剩下直觉了。
63、很正的书，王国维不愧是国学大师，每次读《人间词话》都有一番感受，适合修心养性。
64、我说不好，但是我要借助古典诗词专家叶嘉莹的评价，因为叶嘉莹老师对该书的评价恰如其分“
《人间词话》可以导引现代的读者通向古代的文学、结合西方之观念与中国传统之心智的一座重要桥
梁。”应该细细品读！
65、我是一名高中语文教师，今年学生们学习《中国文化经典选读》，教材中节选的有王国维先生的
人间词话，于是买来这个版本的研究。中华书局不愧为名家，书的品质很好，注释虽然不至于很详细
，但是有些文字和诗歌是需要我们自己理解的，所以不详细却也恰到好处。总之，书的性价比非常高
。
66、中华书局《王国维人间词话》不错，最突出的地方，后面加了一篇叶嘉莹的学术论文，详细阐述
了王观堂先生的境界说，认真读过后面叶先生的文章，会对词话有深刻的理解！
67、总算买到中华书局的本子。已经看完并扔掉2本其他出版社的人间词话，都属于错误多，需要边读

Page 11



《人间词话》

边找电子稿校对，或编者活生生将自己的评论弄得比王国维的评论还多的...其实有校注，足以。
68、一本著名的文学批评著作，最早是从那三个境界得知王国维，继而得知《人间词话》。文学产生
于其所处的社会土壤，进而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而之所以叫做文学，这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便是“
境界”。
69、文艺的文艺批评
70、《人间词话》的确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许多诗词经静安先生解读更加有意味，我是从朱
光潜先生的书中看到《人间词话》的介绍的，若是哪位对诗词有兴趣，此书不可不读，更不可一读，
需要好好读、慢慢品味。这个版本的印刷和装帧都很精美。
71、先生接受西方美学的熏陶之后，以暂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做出了评论。于是有了这部小册子。
《人间词话》提出了完整的理论结构和丰富内容的“境界说“，是清朝以来论词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本书的篇幅不长，但在见解方面，在新观念和旧修养的结合确实能给读者极大的启发。非常值得品
读。
72、从初中开始一直听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到了大三上学期才看了这本薄册子，不敢妄自评论这
本书，不过觉得写得很不错，词以境界为上。
73、此书除了诗词给人带来的清新，还有东方哲学的智慧，虽然里面融入了些许西方批判的思维，但
是精髓之处仍旧是东方哲学的味道(纯粹个人感觉)。嗯，而我自己是很喜欢东方哲学的。因为后文有
叶嘉莹老师对“境界”和诗品人品的看法，加深了自己对这两部分的印象。除了评诗词，其实这也是
一本评做人的好书。
74、第一次看《人间词话》还是高中，那时喜欢读宋词，许多注释里经常会引用到王国维先生的评语
，于是找来翻看一遍，很薄的一本书，却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的窗口。读研之后，导师还是要我们读
这本书，这时除了欣赏，还有批判。喜欢诗词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短小精辟，常常让人有恍然大悟
之感。
75、王国维的一生心血，可能就在这一部《人间词话》里了。他以自己一位此人的敏感与才情，恰如
其分的对各种词人，词风做出评判。不盲从，不媚俗，见解独特而深刻。有些见地颇耐人寻味，譬如
他说：“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直到百年后的今天还
很有学习的价值。读到他的书，真过瘾。 
76、有境界自成高格，自列经典。境界不以大小论优劣，经典无关长短厚薄。
77、本书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里程碑式的作品，集中体现了著名学者王国维的文学、美学思想，精义
迭出。
78、不管怎么想都觉得我的评价太肤浅，所以就不评价了⋯⋯
79、印象式的批评，现在的批评家都不屑于用。其实那些长篇大论哪里有这样精彩。
80、《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的代表作，在清代众多的
词话中，《人》以其见解之新颖，理论之独创熔中西美学、文艺思想于一炉，突破清代文坛某些学派
的门户之见，独树一帜，为中国美学、文艺理论研究开创了一条新路，在中国学术思想宝库中占有重
要地位。中华书局出的书质量很不错值得一看
81、一直记得老师说过的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人生三境界，所以就买了本回家好好欣赏
82、王国维《人间词话》读后感
读第一遍的时候，这本书给我的印象只是王国维的一段段评论、正文下面一条条评析、注释里一首首
词作、一位位此作家和词评论家----完全凌乱的文字，“花非花、雾非雾”，所谓此话，在水一方，
只能遥望。再读几遍就会发现，此书形散而神不散，果然“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辞脱
口而出而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现余将其正文内容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词以境界为上（王国维对词的境界的评析）；二、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词的发展
历程以及词人词作风格）三、诗词特点、诗人及词人；四、后人学填词的弊端；五、近人对词的看法
。下面是我的具体阐述。

词以境界为上
王国维论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言气质神韵不如言境界”。例如王维的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国维谓之“此等境界，可谓千古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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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

词以境界为最高审美标准。那么，什么是境界呢？王氏是这样解释的：“境非独谓景物也，感情亦人
心中之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着，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像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
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天涯茫茫，长路漫漫，秋风渐起，伊人远隔，天气之凉比不上相思
之苦，秋风起时偏登楼，欲言无语更无人听，一切的一切在无可奈何之中变得难以承受。这种用真感
情写的真境界，不仅得到了王国维的赞赏，也获得了历经千年万年的力量，流传至今。

王国维还指出，境界有理想和写实之分，又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之分。“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
现实二派所之由分。然二者偏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现实之故
也。”就像冯延巳的《醉花间》词“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俊朗清雅。能够感动别人的永远是
对真实的升华，而不是纯粹的虚构与写实。这正是美的根基所在。

“有我之境”的要点在于“以我观物”，即从自我感情出发，对客体进行加工整理，一切外物都成为
内在感情的表象，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幕”
。“无我之境”的要点则在于“以物观物”，强调客体存在的真实性，主体意识被客体化，如“菜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这也是主观诗跟客观诗的区别所在。古人写
词，写有我之境的较多。但对名家高手来说，他们可以得心应手的根据自己的愿望进行选择运用。例
如苏轼之词既有“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情景无限”这样自然优美的无我之境，也有“春色三分，二
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样壮美的有我之境。

境界有上述类别之分，但“境界有大小，然不以是而分高下。”优美和壮美，只是审美的不同取向而
已，它们之间不应该存在价值的判断。“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宝帘闲挂小银钩”所描述的
意境，并非不如“落日照大旗，风鸣马萧萧”、“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境界啊。然而，炼字对境
界的表达有很重要的作用。比如“红杏指头春意闹”的“闹”字，使意象生趣盎然，我们不得不佩服
作者的才智啊。

83、王国维，绝对是无愧于国学大师这一称号的，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一词，更是真正总结了自古
以来的优秀诗词的核心，可谓是文学理论的一大成功。
84、终于把这本大神写的神品看完了。说实话，大师写的太简略，像我这个肚子里没几首诗词的人看
来不痛不痒的。感觉就是大师写的总结，还是标题。后面几位神人写的讨论有我无我，写镜造镜，大
镜小镜，古人作诗的时候不会想这么多吧！
85、书分为两部分，前面是人间词话和注释后面是叶嘉莹评论.王国维的境界说很有用
86、大师总是大师～～
87、每天拿起来再读的枕边书
88、2014.09/书名实在是让人无法拒绝。
89、人间词话，王国维先生的书，认真看完这本书，对诗词的鉴赏能力提高有莫大帮助！
90、读完的时候都已经大四了，感觉14-16的点评真棒。另外徐调孚校注的校注真的省去了很多自己查
阅的时间，非常的不错，王国维引用的词有一半都真的很喜欢。
91、总是看到很多文论引用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今天终于看到了它的庐山真面目。真的很棒
！
92、这本书大概要读很多遍的吧
93、人间词话是王国维这位大学者一部很经典的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文学和美学思想，是中国古典
文学批评里程碑的代表作品之一。
94、这个小读本，很适合在闲暇时机漫手翻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每一句话所提及的诗词都由校
注者一一列举，并不加以个人情感，读者需要的还是自己阅读的体会，这是自己去欣赏文学作品的首
要条件，看太多别人说的话，倒学不会自己去思考，这才是读书的弊端。
95、昨夜西风凋碧树
96、王国维是当之无愧的大师。学他的《人间词话》可以提高文学修养，提高对生活的感悟。书的质
量一般，但不影响内容。
97、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一直是备受推崇的，王先生点出了那些词中的精髓。这本书可以提升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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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

品读词卷的水平与欣赏能力，同时也同样和那些美丽词卷一样陶冶我们的情操。
98、草读一遍，待赏词时再细品。
99、好书，以前不懂，瞎读过，抽空再读。
100、精辟
101、书拿在手上感觉到一种愉悦······
《人间词话》一直想看，终于买到了一本合适的。很不错，印刷质感很好，内容有原文，注释，还有
一篇简评其中境界的文章。书不厚，很适合阅读。
 感觉这一个系列的书都不错，以后会再买几本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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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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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

章节试读

1、《人间词话》的笔记-第91页

        一下1-9则乃是静安先生对自己评词之准则的标示。1. 提出“境界”一词为评词之基准
2. 就境界之内容所取材料之不同，提出了“造境” 和 “写境” 之说。
3.就“我”与“物”间关系之不同，分别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4.提出”有我“与”无我“二种境界所产生之美感有”优美“与”宏壮“之不同。 我3之补充
5.论写作之材料可以索取之自然或出于虚拟。为2之补充
6. 论”境界“非但指景物而言，亦兼内心之感情而言， 为1之补充。
7. 举词句为实例，以说明如何使作品中之境界得到鲜明之表现
8. 论境界之不以大小分优劣。
9. 境界之说的总结。以为”境界“之说较之前人的”兴趣“， ”神韵“诸说为探根本

2、《人间词话》的笔记-第27页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3、《人间词话》的笔记-第1页

        词以境界为最上

4、《人间词话》的笔记-第61页

        “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政治家之言也。“长陵亦是闲丘垄，异日谁知与仲多？
”诗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
，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

5、《人间词话》的笔记-第29页

        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
下。

6、《人间词话》的笔记-第46页

        顾夐《诉衷情》：“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换
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7、《人间词话》的笔记-第67页

        疆村词，余最赏其《浣溪沙》”独鸟冲波去意闲“二阕，笔力峭拔，非他词可能过之。朱祖某《
浣溪沙》：”独鸟冲波去意闲，环霞如赭水如笺。为谁无尽写江天？    并舫风弦弹月上，当窗山髻挽
云还。独经行地未荒寒。“

8、《人间词话》的笔记-第32页

        “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长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奇
观。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
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谢灵运《岁暮》：“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颓。明月照积雪，朔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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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

且哀。运往无淹物，年逝觉已催。”
纳兰性德《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
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9、《人间词话》的笔记-第16页

        最为人所知的三个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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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自 柳永 的 《凤栖梧》）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出自辛弃疾《青玉案》

10、《人间词话》的笔记-第64页

        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幸，而恕其奸非。读《水浒传》者恕宋江之横暴，而责其深险。人
人之所同业。故艳词可做，唯万不可作儇薄语。

11、《人间词话》的笔记-第49页

        稼轩《贺新郎》词《别茂嘉十二弟》，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然非有意
为之，故后人不能学也。

12、《人间词话》的笔记-第45页

        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13、《人间词话》的笔记-第3页

        “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真感情：美感？

14、《人间词话》的笔记-第34页

        《花間集》後有陸遊二跋。其一稱斯時天下岌岌，士大夫乃流宕如此，或者出於無聊。不知惟士
大夫流宕如此，天下所以岌岌，遊未反思其本耳。其二稱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
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不知文之體格有高卑，人之學力有強弱。學力不足副其體格，則舉之不
足。學力足以副其體格，則舉之有餘。律詩降於古詩，故中、晚唐古詩多不工，而律詩則時有佳作。
詞又降於律詩，故五季人詩不及唐，詞乃獨勝。此猶能舉七十斤者舉百斤則蹶，舉五十斤則運掉自如
，有何不可理推乎。

陳子龍之言曰“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故終宋之世無詩，然其歡愉愁苦之致，動於中而不能抑者，類
發于詩餘，故其所造獨工。”五代詞之所以獨勝，亦以此也。

陳子龍《王介人詩餘序》:“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其為詩也,言理而 不言情,故終宋之世無詩焉。然宋
人亦不可免於有情也。故凡其歡愉愁怨之致, 動於中而不能抑者,類發於詩餘,故其所造獨工,非後世可及
。蓋以沈至之思而 出之必淺近,使讀之者驟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誦而得沈永之趣,則用意難也。以 儇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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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而制之實工鏈,使篇無累句,句無累字,圓潤明密,言如貫珠,則鑄 詞難也。其為體也纖弱,所謂明珠翠羽,
尚嫌其重,何況龍鸞?必有鮮妍之姿, 而不藉粉澤,則設色難也。其為境也婉媚,雖以警露取妍,實貴含蓄,有
餘不盡 ,時在低回唱歡之際,則命篇難也。惟宋人專力事之,篇什既多,觸景皆會。天 機所啟,若出自然。
雖高談大雅,而亦覺其不可廢。何則?物有獨至,小道可觀 也。"

15、《人间词话》的笔记-第13页

        不知先有正中“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摄春草之魂者也

16、《人间词话》的笔记-第9页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
。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感想：当代之人，若无后主之身世家底，有何资格自保而可不去阅世呢？而如今真性情之人，常
常因不知世事而受到伤痛乎！

17、《人间词话》的笔记-第41页

        白石之词，余所最爱者，亦仅二语，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18、《人间词话》的笔记-第9页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
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

19、《人间词话》的笔记-第76页

        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
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境界有
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
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
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
想说的都在这几句里了，感受一下。

20、《人间词话》的笔记-第47页

        ”秋风吹渭水，落日满长安。“美成以之如词，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也
。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贾岛《忆江上吴处士》：”闽国扬帆去，蟾蜍复亏圆。秋风吹渭
水，落叶满长安。此夜聚会夕，当时雷雨寒。兰桡殊未返，消息海云端。“

21、《人间词话》的笔记-第66页

        蕙风《洞仙歌》及《苏武慢》二阕，境似清真，集中他作，不能过之。况周颐《苏武慢》（寒夜
闻角）：“愁入云遥，寒禁霜重，红烛泪深人倦。情高转抑，思往难回，凄咽不成清变。风际断时，
迢递天街，但闻更点。枉教人回首，少年丝竹，玉容歌管。    凭作出、百绪凄凉，凄凉惟有，花冷月
闲庭院。珠帘绣幕，可有人听？听也可曾肠断？除却塞鸿，遮莫城乌，替人惊惯。料南枝明日，应减
红香一半。“

22、《人间词话》的笔记-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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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
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23、《人间词话》的笔记-第3页

        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24、《人间词话》的笔记-第61页

        余友沈昕纮自巴黎寄余《蝶恋花》一阕云：“帘外东风随燕到。春色东来，循我来时道。一霎围
场生绿草，归迟却怨春来早。    锦绣一城春水绕。庭院笙歌，行乐多年少。著意开来孤客抱，不知名
字闲花鸟。”此词当在晏氏父子之间，南宋人不能道也。

25、《人间词话》的笔记-第76页

        山谷云：“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吾辈设。”诚哉是言！抑岂独清景而已，
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
。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
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

26、《人间词话》的笔记-第33页

        如梦令'纳兰'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
无味。

27、《人间词话》的笔记-第24页

        姜夔《暗香》：“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
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
。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28、《人间词话》的笔记-第45页

        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
苦之言易巧。晋宋齐辞《子夜歌》：“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日冥当户倚，惆怅底不忆。”

29、《人间词话》的笔记-第73页

        昔沈文悫赏张泌“绿杨花扑一溪烟”为晚唐名句。然其词如“露浓香泛小庭花”，较前语似更幽
艳。张泌《浣溪沙》：“独立寒阶望月华，露浓香泛小庭花。绣屏愁背一灯斜。    云雨自从分散后，
人间无路到仙家。但凭魂梦访天涯。”

30、《人间词话》的笔记-第84页

        欧公《蝶恋花》：”面旋落花“云云，字字沉响，殊不可及。欧阳修《蝶恋花》：”面旋落花风
荡漾。柳重烟深，雪絮飞来往。雨后轻寒犹未放，春愁酒病成惆怅。    枕畔屏山围碧浪。翠被华灯，
夜夜空相向。寂寞起来褰绣幌，月明正在梨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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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人间词话》的笔记-第1页

        一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在本书开头，王国维便提出“境界”这一概念，以及“境界”的重要性。这几句话统领着整本书。
四 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诗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六 故能写真景物真情感情者，位置有境界。
十五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十七 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二十三 不知先有正中“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摄春草之魂者也。
四十四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四十九 “水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极，追寻已远”
六十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

32、《人间词话》的笔记-第13页

        不知现有正中”细雨湿流光“，皆能摄春草之魂者也。

33、《人间词话》的笔记-第9页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
词人所长处。

34、《人间词话》的笔记-第42页

        三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
六 散文易学而难工，骈文难学而易工。近体诗易学而难工，古体诗难学而易工。小令易学而难工，长
调难学而易工。
八 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
十 词家多以景寓情⋯“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晌留情”
十二 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者而二者随之也。
十五 稼轩《贺新郎》词《别茂嘉十二弟》，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然非有意
为之，故后人不能学也。
三十五 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
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
四十 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

35、《人间词话》的笔记-第1页

        考试之后看

36、《人间词话》的笔记-第69页

        （皇甫松）词，黄叔旸称其《摘得新》二首，为有达观之见。余谓不若《忆江南》二阕，情味深
长，在乐天、梦得上也。皇甫松《忆江南》其一：”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
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
其二：”楼上寝，残月下帘旌。梦见秣陵怅事，桃花柳絮满江城。双髻坐吹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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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人间词话》的笔记-第1页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38、《人间词话》的笔记-第1页

        （一）词以境界为最上。（三）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
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
，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二六）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
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
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
能道。（五四）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
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
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

39、《人间词话》的笔记-第67页

        蕙风《听歌》诸作，自以《满路花》为最佳。至《题香南雅集图》诸词，殊觉泛泛，无一言道着
。况周颐《满路花》：”虫边安枕簟，雁外梦山河。不成双泪落，为闻歌。浮生何益，尽意付消磨。
见说寰中秀，曼睩修蛾。旧家风度无过。    凤城丝管，回首惜铜驼。看花馀老眼，重摩挲。香尘人海
，唱彻《定风波》。点鬓霜如雨，未比愁多。问天还问嫦娥。“

40、《人间词话》的笔记-第20页

        蓋意不足則不暇代，語妙則不必代。詞忌用替代字。
僅限於詩詞。

41、《人间词话》的笔记-第46页

        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

42、《人间词话》的笔记-第48页

        长调自以周、柳、苏、辛为最工。美成《浪淘沙》二词，精装顿挫，已开北曲之先声。若屯田之
《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周邦彦《浪淘沙》
：”昼阴重，霜凋岸草，雾隐城堞。南陌脂车待发，东门帐饮乍阕。正拂面、垂杨堪揽结。掩红泪、
玉手亲折。念汉浦离鸿去何许，经时信音绝。情切。望中地远天阔。向露冷风清无人处，耿耿寒漏咽
。嗟万事难忘，唯是轻别。翠樽未竭。凭断云，留取西楼残月。罗带光销纹衾叠。连环解、旧香顿歇
。怨歌永、琼壶敲尽缺。恨春去、不与人期，弄夜色，空馀满地梨花雪。“

43、《人间词话》的笔记-第37页

        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
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44、《人间词话》的笔记-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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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境界有二
：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独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
遗世之意。
        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
十八 出于观我者，意馀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

45、《人间词话》的笔记-第17页

        永叔“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于豪放之
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
欧阳修《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
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46、《人间词话》的笔记-第2页

        “有我之境。。自能树立耳。”
以我度物and以物度我？

47、《人间词话》的笔记-第17页

        永叔＂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別＂，于豪放之
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

48、《人间词话》的笔记-第83页

        王静安《浣溪沙》：“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    陌上金丸看落羽
，闺中素手试调醯。今宵欢宴胜平时。“
王静安《蝶恋花》：”昨夜梦中多少恨。细马香车，两两行相近。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搴帏问
。    陌上轻雷听隐辚。梦里难从，觉后那堪讯？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

49、《人间词话》的笔记-第30页

        周介存谓“梅西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刘融斋谓：“周易荡而史意贪。”此二语令人解
颐。 （言语之间亦见人品格，所以以后说话要避免消极的词汇）

50、《人间词话》的笔记-第42页

        余谓苟于词之荡漾处多用叠韵，促节处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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