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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辛弃疾是生活于南宋时期的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
本书主要从对辛弃疾的作品、思想与心态的把握和分析入手，对其所生活的时代及遭际的悲剧性，南
归后心态的变化，词作中表现出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融合刚柔
的美学理想和兼备雄奇刚健和深婉雅丽之美的风格特征，以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作用和
影响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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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巩本栋，1955年生，江苏丰县人。
1987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主要论文和著述有《北宋党争与文学》、《唱和与唱和诗词研究》、《广弘明集释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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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戴复古并不以词名，他是江湖诗派中的主要成员。
他虽然也受“永嘉四灵”的影响，论诗崇尚晚唐，但他曾向陆游学习过，又推尊陈子昂和杜甫，认为
文学应反映现实，应有创造性，云：“飘零忧国杜陵老，感遇伤时陈子昂。
近日不闻秋鹤唳，乱蝉无数噪斜阳。
”“意匠如神变化生，笔端有力任纵横。
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
”因此，他在词的创作上，接受辛弃疾的影响，也应该是很自然的。
所谓“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渐有稼轩风”（[望江南]“壶山好，文字满胸中”，《全宋词》第2309
页）不妨认为也是他的夫子自道。
其词作像[大江西上曲]《寄李实夫提刑，时郊后两相皆乞归》、[水调歌头]《题李季允侍郎鄂州吞云
楼》、[满江红]《赤壁怀古》、[沁园春]“一曲狂歌”等，或写忧国之心，或言恢复之志，或抒兴亡
之感，无不表现出雄奇刚健的“稼轩风”。
刘辰翁生当宋末，宋亡后隐居不仕，著述甚多。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四《（须溪集）提要》日：“其于家邦沦变之后，眷怀麦秀，寄托遥深，忠
爱之忱，往往形诸笔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
”刘辰翁的词今存三百多首，以辛弃疾为法，这从其所撰《辛稼轩词序》已可见出，其词中现仍有效
稼轩体的[青玉案]《用辛稼轩元夕韵》，而前人于此论述亦颇多。
如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评其词日：“《须溪词》风格遒上似稼轩，情辞跌宕似遗山。
有时意笔俱化，纯任天倪，竟能略似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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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辛弃疾评传》曾荣获我国出版领域最高奖项“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荣获首届“中国文化产业创
新奖”，规模最大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国家重点图书选题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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