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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思静则心安    笔下文字如莲花般纯净，恰似思想若嫩荷之抽枝。
    对王国维的感觉，在我眼中所见，他更像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他对文学的感情更像是对待毕生的爱
物，对于文字的精细，恰似他与生俱来的秉性。
他的身上无一不散发出一种干净、高贵的气息，他是应该为了这些而存在的，他并不存在于人间，人
间烟火之熏染，会教他的容颜黯淡，人间生活之俗世，会折损他的灵性自然。
    他是静的，他敏锐的思想恰似一条阔大却默默流动的河流，具备了狂风暴雨的能力，但更多时候，
是温柔以对。
    温柔以对的是他的生。
他的生平是极其简单的，除却正常的娶妻生子，我没有读到过关于他的任何绯闻。
    狂风暴雨的是他的死。
他平心静气地生活了许久，在五十岁时，采取大风呼啸、大海奔腾般的超乎平常的死法——自沉。
他的死虽是悄无声息地沉于塘底，对于世人却犹如一石激起干层浪。
    异乎寻常的事情，总是被人以口舌纷之。
于是很多人对他的死津津乐道、说三道四。
    由于他与清室的关系，以及辫子的原因，很多人说他的死是殉清。
    与他相关的政治是清室，但是对于清室，他在少年之时参加科举就显得很不乐意，却还是在科场坚
持参加了考试。
虽说为清朝之民，却不赞成清朝之政，辛亥革命之后，王国维便随罗振玉去了日本。
    罗振玉和王国维的私交甚好，可惜王国维交友不慎。
罗振玉精于政治、腐朽虚荣，但是在学术上却是非常支持王国维的，也可见王国维给人深刻印象的也
正是他在学术上的天赋。
这也是王国维和罗振玉交往的唯一吸引力。
王国维的儿子曾经娶罗振玉的女儿为妻，但是王国维后期家里极其贫困，罗振玉的女儿居然回家居住
，再不回王家，由此也能看出罗振玉的为人之庸俗势利。
    回国之后再和清室有关系已经是四十七岁之时了。
他奉溥仪之诏入值南书房，做了溥仪的师傅。
    本就看不惯清室之政，心里更不愿意从政，也不具备从政能力与野心的王国维为何会入值南书房，
成为溥仪的师傅呢？
    除了罗振玉的关系之外，王国维是十分同情清室后来的遭遇的。
更何况那时候的溥仪仅仅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对王国维颇为尊重，这也是王国维安心于此的原因
。
    不少人立足于此，便认为王国维是清室的遗老。
若是遗老便应时刻追随溥仪，但是王国维后来并没有随溥仪去天津，而是接受了清华的聘书，专心于
自己的学问。
    他反对科举，一生治学可以用“弃中亲西——中西合璧——皈依中学——中西合璧”的四段式简单
说明。
有此见识，又怎会迂腐地殉清？
    也有说是因为北伐军攻入华北之前夕，正是王国维自沉的时候，他选择死是因为惧怕国民革命军。
从来就拒绝党派之争，拒绝政治之伪善的王国维若是因为害怕这个而自沉的话，那恰恰说明这不是王
国维自沉的理由。
如果他惧怕国民革命军的迫害，那他早就能够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为自己经营一个极好的人事和学
术氛围，为国民革命军的到来做好准备。
    1927年6月的那天，已经成为一个永不可改变的、悲伤的日子，王国维先生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那个时候颐和园的门票已经很贵，要一块大洋，正是因为门票贵，所以在此地的人少，等到先生被人
救起，早已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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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湖的水其实是很浅的，薄薄的水铺在上面，下面更多的是污泥和烂草，他竟是被烂草和污泥堵住
了呼吸而亡。
一个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沉浸了漫长岁月的人，何以要用这种窝囊悲凉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殉清、怕死、怕穷，还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那些口水犹如漫天黄沙，阵势虽空洞却慑人。
一个学贯中西、精心于学问之人，怎会为了这些凡尘俗事想不开，又怎会为这些世俗之事而自杀？
    此正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压制他人之后，才能凸显出自己的存在；或者压制他人之后，才能安慰自己的无能；抑或污蔑他人之
后，才能满足自己的卑下。
    王国维在其遗书中说：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槁莽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
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
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
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
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何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难不成所有的彻悟要以死明生？
还是太钟情于一件事情，执著一种情感，偏执一片纯净，死对于这样的纯粹恰恰是殊荣与归宿？
    在众说纷纭的死因中，王国维先生的朋友陈寅恪的说法似乎更合情理，于众多功利世俗的猜测之中
，我更愿意赞成陈寅恪的。
    陈寅恪先生是王国维先生的同事及朋友，他认为王国维是死于自己的学术信仰。
人生之苦聚，“无欲”以求“解脱”，如此死法，似乎更合乎他在《人间词话》中的“壮美”一说。
    王国维先生“死于文化”的提法更叫我心安些，以至于在想到先生死的惨景时不会太过悲哀。
    遗书之中的“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又是什么意思呢？
静安先生所害怕的应该是时局的变化，这些变化对自己的精神会有所侮辱，这样的感觉是世人不曾有
的。
    生存中，活着的状态，更多是大众本能的反应。
    而王国维之精神世界，是唯美的，倾近于完美主义。
他的情感总是因为温情而细腻，他在清华任教的时候，还时常担心着溥仪的生死，也仅仅就是老师对
自己学生的关心，再无其他。
    静安先生之情真，情真乃出，情真乃为。
    王国维深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加上骨子里的悲观主义，似乎他更懂得人性中的原罪，这些懂得，
叫他在精神中步步退让。
    叔本华就曾说过：“人是自食的狼。
”恰似中国有句老话：“自作孽，不可活。
”    王国维的步步退让，是让自己完全地站在利益纷争之外，他的学术研究便是他精神的栖息地。
    他曾说过：“我们自己消失在空无之中，如同水珠消失在大海里。
”    人生繁杂，应以静观之。
    人是无法脱离人自身这个特殊的身份的。
    不管你再超脱，再大彻大悟，人的欲望总是叫你逃不出这样的桎梏。
    不管如何，最终都是空无——黑暗。
    静安先生醉心于自身纯洁、内心的干净，所以受不了世道变迁的侮辱。
    清室被推翻，新政府一样教王国维失望，“义无再辱”就是不愿意再改变自己的原则，不愿意再受
到精神上的羞辱。
    他的坚持，正是他脱离苦海的方式，而殊不知，他的方式也恰是他的苦海。
    他的纯粹正是促成他自沉的主观原因。
    这个世界上有纯粹的人，但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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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纯粹的人？
总是坚持自己，在很多事情上脱离于世人之人，脱离于禁锢所有人的传统道德的人，也就是总是按照
自己的方式来活，完全活在自己世界中的人，它和自私毫无关系，它完全是凭着自己感情来的。
    他生活在我们的周围，却又似乎和很多人撇清了关系，但是他这撇清的关系也是存在于这众人的基
础之上的，周围明明是成就了他，可是却硬生生地成为了他特殊的背景。
    纯粹的人其实并非是不敏感无欲望，生于浊世，却有着一颗七窍玲珑心，这样的心怎么又会是不敏
感的呢？
多少本是纯粹的人过于注重他人的看法，害怕标新立异，害怕成为滔滔口水污蔑的对象，唯恐成为大
众暴力的戕杀对象。
    纯粹的人在这世间往往会在世俗的沼泽里，渐渐被黑色的污泥淹没，活着最终变成了在臭泥巴里缓
慢腐烂。
    而真正拥有了纯粹人生的人，对俗世从不低头，成就了自身作为的人，有了不凡的人生，才能在存
活的岁月中有不凡的人生经验。
用高贵去生活一生与用不断妥协去生活一生的人，我想这样的人生总是有区别的：一个人内心肮脏，
双眼总是怀着不可告人的欲望；一个人心净而貌安，眼睛清亮，恰若一片莲花之盛开。
    再读先生之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
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
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
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
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无论怎么读遗书中之内容，都看不出这是一位将死之人要留下来的话。
语气沉着冷静，并无悲戚之意。
    似乎这死对他来说是顺其自然、心安理得之事情。
    思自静之，生又何惧，死又何憾？
    是由：王国维先生，思静而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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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间词话》是我国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艺批评著作，其对中国古典词话、美学等
方面的赏析与评述精辟独到、妙语连篇，被认为是晚清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文艺美学著作。

　　本书精心汇集了王国维《人间词话》现存于世的珍稀手稿，将王国维本人亲手删改后的64则《人
间词话》原本及剔除掉的49则删稿完整呈现。
结合原文对照、今译赏析、释疑解难等方式并辅以一百多幅精美的中国传世诗画，以图释文，唯美唯
真，为广大读者倾力奉上中国古典诗词的文化视觉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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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浙江海宁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近代中国最早试图以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理论评鉴中国古典文学的杰出学者，中国人心中最耀眼的
国学巨匠之一。
其所著的《人间词话》是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史上的扛鼎之作，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诗人纯净的灵魂被束缚在尘世间的忧伤中难以解脱，最终王国维选择在其人生最为辉煌时投湖自尽，
一颗国学巨星陨落在颐和园昆明湖的水波之间。

　　范雅，曾用笔名范小雅，1982年生，天平座女子，知名网络写手，自2005年起就拥有了自己的粉
丝，小说散见于《青年作家》、《天涯》等杂志，发表文字近20万，曾出版小说合集《旗?八零后小说
集》，《2005年天涯年度优秀小说选》。
2009年5月出版新书《情迷宋词·烟花散尽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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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001. 有境格自高
　002. 真假无须辨
　003. 物我需两忘
　004. 贵在静中得
　005. 道法缘自然
　006. 实情虚景乃境
　007. 境于一字中
　008. 大小非优劣
　009. 境界为本也
　010. 气象乃诗品
　011. 一池春水皱
　012. 深致乃优美
　013. 人正不易得
　014. 神秀出国色
　015. 后主之情调
　016. 难为赤子心
　017. 后主性情真
　018. 爱以血书者
　019. 开北宋风气
　020. 池边梅自早
　021. “出”字何人道
　022. 情多无处足
　023. 细雨湿流光
　024. 望尽天涯路
　025. 忧生亦忧世
　026. 灯火阑珊处
　027. 看尽洛阳花
　028. 古之伤心人
　029. 少游境凄婉
　030. 秦词存《诗经》
　031. 词中诗气象
　032. 在神不在貌
　033. 唯言情体物
　034. 语妙不必代
　035. 不可滥用代字
　036. 美成词得荷之神理
　037. 和韵似原唱
　038. 无一语道著
　039. 如雾里看花
　040. “隔”与“不隔”
　041. 年命如朝露
　042. 虽高意境弱
　043. 有性情境界
　044. 豪词之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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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 观雅量高致
　046. 同归于乡愿
　047. 是别有人间
　048. 周旨荡史意贪
　049. 水光云影远
　050. 心事已迟暮
　051. 夜深千帐灯
　052. 尽在自然中
　053. 词不易于诗
　054. 难以出新意
　055. 如观佳山水
　056. 见真知者深
　057. 诗词贵自然
　058. 小玉报双成
　059. 文体尊卑论
　060. 能入亦能出
　061. 花鸟共忧乐
　062. 空床难独守
　063. 寥寥数语绝
　064. 各有能不能
下篇
　001. 白石之慈悲
　002. 张狂之微笑
　003. 叠韵不平仄
　004. 诗词之盛衰
　005. 天乐殊笑人
　006. 方回少真味
　007. 创作之难易
　008. 诗词鸣不平
　009. 难觅之真我
　010. 景语皆情语
　011. 尽君今日欢
　012. 境阔与言长
　013. 不如言境界
　014. 借古人之境
　015. 谁最工长调
　016. 后人不能学
　017. 开通押之祖
　018. 不足比容若
　019. 清尊北宋词
　020. 子龙彩花耳
　021. 浅论《衍波词》
　022. 论近人之词
　023. 两首《蝶恋花》
　024. 令人不能怀
　025. 陷深文罗织
　026. 画工化工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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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 不乐闻此语
　028. 有词却无句
　029. 草窗玉田词
　030. 不值许费力
　031. 文山之风骨
　032. 和凝《长命女》
　033. 若梅溪以降
　034. 后人群附和
　035. 词失之肤浅
　036. 友人沈昕伯
　037. 用诗人之眼
　038. 小说不足信
　039. 诗词之工拙
　040. 词家有篇句
　041. 南宋俗子词
　042. 六一《蝶恋花》
　043. 不可儇薄语
　044. 词人须忠实
　045. 词集之格调
　046. 明清人论词之失
　047. 白石旷在貌
　048. 词尤重内美
　049. 诙谐与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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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道法缘自然自然中之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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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
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是国破山河的李煜身为赵光义虏臣的昔日君王的哀愁。
只要轻吟此句，便是无限的哀愁抽心而来，恰若滚滚春水，蜿蜒不绝，磅礴浓烈。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
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
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这是小周后见到李煜后情窦初开，晚上悄悄地跑出来和他幽会，因为害怕走路弄出声响被人发现，
于是手提着鞋子，光着脚丫，奔向约会地点，突然四周出现了一点动静，不由得惊吓了她。
这般小女子在情爱中的天真娇态叫李煜见了不由得心中更生怜惜。
每每读到这首《菩萨蛮》的时候总是被小周后的娇嗔之态所打动，要是自己是男子的话，也会无限爱
怜这位女子的吧。
这首词很多人喜欢，因为词中真实准确地传达出了一位女子年轻娇羞的爱情，尽管这个时候小周后和
李煜的约会是在大周后病重的时候，小周后乃是大周后的妹妹，当时得宠的是大周后，偏巧大周后病
重，小周后入宫照料陪伴，与李煜产生情愫。
按照常理来说，此时的小周后和李煜偷情，是有点不近人情的，但是很多人在读这首词的时候就将其
大周后病重的背景忽略了。
可见准确传达出的人性之美是能够对读者起着引导作用的，精确精美的作品能够引导读者感受人间的
至情至性。
因此作品中最自然的情感便是最真实的情感。
这样的自然发自内心的情感不需要强势的诉说。
它不同于偶像剧和琼瑶剧，它是人心中最自然的表达，一个姿势，一个眼神，眼角眉梢间别样的韵味
显露于其中，就犹如真实的自然地活以及表演般地活。
这样的活又犹如女子的悲伤，有的悲伤一哭二闹三上吊，而有的悲伤只是一弯微笑，一滴眼泪。
如果细细体会，便会发现其真诚往往是不需要夸张的。
这道理就是王国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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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
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不管是写实家还是理想家，这些东西都是从自然真实的生活中得到的。
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琐碎，一些规律，往往限制着文学作品和美术作品的创作。
所以在创作的时候往往会将这些限制、阻碍创作的地方忽略，将素材按照自己想要表达的情感集中来
组织，剔除掉生活中粗糙的地方，这样方称其为文艺作品。
所以，采用这样的方式，虽说你写的是生活，但是由于你在收集编排素材的时候，按照你所想表达的
意愿去粗存精，这就说明了你所创造的东西，更多地赋予了你自身的情感，所以王国维说即使是写实
家，表达的还是理想的东西。
但是后面的东西又有意思了，“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
法则。
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创作者尽管想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理想的东西，但是为求自己的情感真实感人，受到大众的认可，
又必须从自然中求取真实素材，在之后的写作和组织中也是要按照自然生活的规律去编写创作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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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即便是理想家，也是一个写实家。
这真可谓是《红楼梦》中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此节开头所举后主李煜词中的例子，正是想诠释出王国维先生的意思。
真诚的情感会穿过重重岁月，在你真正懂得的时候抚慰你的心，引起你的共鸣；而那些虚张声势的表
演，为吸引眼球、追求流行的偶像剧和情感剧，干瘪的表白，尽管是声泪俱下，但是做作得叫人不自
在。
在每一次我看琼瑶的电视剧，禁不住全身发冷，这些矫揉造作的作品，犹如餐巾纸，一页撕去后便再
也不会翻回来。
人的真实情感是任何作品的灵魂，文字色彩只是外在的框架，无论你想表达什么，我们都需要从中看
到一颗真诚地描绘自然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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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梁启超   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
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郭沫若   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
，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胡适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
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
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鲁迅   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
学史上更有地位。
——王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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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间词话:古典诗词的旖旎与哀愁》编辑推荐：范雅编著的这本《人间词话:古典诗词的旖旎与哀愁
》以上下两篇分别汇集了我国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本人亲手删改后的64则《人间词话:古典诗词的旖旎
与哀愁》原本及剔除掉的49则删稿。
《人间词话:古典诗词的旖旎与哀愁》以图释文，唯美唯真，为广大读者倾力奉上中国古典诗词的文化
视觉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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