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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叶嘉莹(1924-)，北京市人。
1945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自1954年始在台湾地区高校任教，1969年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终身教授。
先后曾被美国、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多所大学以及中国大陆数十所大学聘为客座
教授。
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2002年香港岭南大学授予其“荣誉文学博士”。
    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国社科院文学
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顾问兼北京文化国际交流中心名誉主任。
    著有《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唐宋词十七讲》等多种著作。
    本书是叶嘉莹先生历年著作中词学理论论述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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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嘉莹(1924一)，北京市人。
1945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自1954年始在台湾地区高校任教，1969年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终身教授。
先后曾被美国、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多所大学以及中国大陆数十所大学聘为客座
教授。
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2002年香港岭南大学授予其“荣誉文学博士”。
 
    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国社科院文学
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顾问兼北京文化国际交流中心名誉主任。
 
    著有《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唐宋词十七讲》等多种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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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本体论词的美感特质言外意蕴弱德之美诗词之别词曲之别批评论传统词学批评  清前期词学之困惑  浙
西派词论  常州派词论  王国维词论  其他词论西方文艺批评  诠释学  现象学  符号学  新批评  接受美学  
女性主义  解析符号学  意识批评词史论词的演进历程  歌辞之词  诗化之词  赋化之词词与世变词与性别
其他摘录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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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男女之间相思爱慕的感情引起喻托的联想还不仅是中国诗歌的传统而已，同时这也是西洋文学的传
统，不管你爱慕的是什么，是理想、事业、主义或宗教等等，在人世之间最具体、最鲜明、最强烈、
最容易引起人们共鸣的还是男女之间的相思爱慕之情，这正是词这种本来只是歌筵酒席之间毫无深远
意义和价值的歌曲后来竟可以引申出这样深广寄托的含意的主要原因。
词，它的这种长短错落的、曲折变化的形式，本来天生来的这个形式就适合于传达人类内心之中的最
幽隐深微的一份感情，这是一个原因，就是有些个你用那种整齐的五个字七个字不能够曲折婉转地说
出来的，而你用词可以传达出来，所以王国维才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
”你内心最幽隐最细微的情意，有的时候不是诗所能传达，而是词所能传达的，这是第一个应该注意
的。
还有第二个应该注意的，古人说的，观人于揖让，不如观人于游戏⋯⋯中国古时候作诗有一个比较严
肃的传统，诗是言志的，诗差不多都有一个主题，而且都是常常有一些很严肃的主题⋯⋯可是词呢？
是正因为它当时初起的时候，是不严肃的，是不被尊重的，所以这些文人才士们当他们不经意之间，
随便填写小词的时候，反而把他们内心之中的最幽隐的、最委曲的，甚至连他自己意识里面都没有意
识到的，在他不知不觉之间就把它流露出来了。
⋯⋯词具有这种很微妙的性质，就是你可以从这样优美的、幽微的事物中间，体会一种最精微优美的
心灵和感情的状态，而且是那个作者无形之中所流露出来的真正的最内在的一种心灵和感情的状态。
三十八可我以前也说过了，“观人于揖让，不若观人于游戏”。
要看一个人在大庭广众之间的进退揖让，那他一定很谨慎，甚至于有时会矫揉造作，故意做得很好。
可在游戏的时候呢，他常会有无心的流露，正是在这种时候才会表现出他最真纯的本质。
他在跟人揖让进退的时候，他可以虚伪，他可以做假，他可以说一些冠冕堂皇的高言傥论；但当他游
戏的时候，当他不经意的时候，却反而把他心性的本质流露出来了。
词的最妙的一点就正在于此。
词本小道，在当时，至少在晚唐五代和北宋初期，大家对词都有轻视的意味，不把它当作一种严肃的
文学体裁来写作，可是就在这种体式之中却无意地流露了自己性情的本质，这是一点可注意的地方，
对于冯正中、晏同叔、欧阳永叔尤其如此。
这话很难讲明，我常说广义的诗，包括词在内，是注意其中感发的作用的，那感发的作用有大小厚薄
深浅的种种不同，即使在无心中你自己个人的学问、修养、经历、性格在不经意的时候也会对作品中
的感发作用产生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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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叶嘉莹谈词》：本体论:词这种文学体式本身的美感特质，它适合表现幽微要眇的感情，而且是一种
被屈抑的感情。
词体中之要眇幽微之美的基本质素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我以为这种特美乃是属于一种弱德之美。
批评论：在中国的文学批评传统中，过于强大的道德观念压倒了美学观念的反思，过于强大的诗学理
论妨碍了词学评论之建立。
我虽引用了西方女性主义学者的～些论述，但却并不想承袭她们的论述，我只是想透过她们的一光照
，来反观中国传统中的一些女性词人之作品的美感特质而已。
词史论：我把词分成了兰种：一歌辞之词，是早期的词，都是文人诗客给歌女写的歌辞，这是歌辞的
词，可是后来，作者多了，这一个诗人就想自己写自已的感情了，所以后来就有“诗化之词”；再后
来又有赋化之词。
中国词的拓展，与世变，与时代的演进，与朝代的盛褒兴亡，结合了密切的关系。
其他：读词，既要能够入进去体会，还要能够跳出来不受它的局限。
这是欣赏词的办法，也是写作诃的办法。
每一个词人的作品，一定是他结合着他自己的生平、结合着他自已的感情、人格的品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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