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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史学家、美学和文艺理论家。
他的《人间词话》是一部重要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
     王国维(]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
他出生于申小地主兼商人家庭。
1892年王国维考中秀才。
1898年到上海，任《时务报》书记(文书)、校对，并在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社学习。
1900年秋，在罗振玉资助下前往日本留学，但在东京仅四五个月就因病归国。
此后在通州(南通)师范学校和苏州师范学校任教。
1907年，由罗振玉推荐，王国维到北京任学部(教育部)总务司行走，兼图书局编译、名词馆协修。
1911年武昌起义后，王国维跟随罗振玉流亡日本，寓居京都。
1916年春，王国维回到上海，应英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编辑《学术丛编》，后又兼任哈同创办的苍
圣明智大学经学教授。
1921年，应邀任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
1923年，由于蒙古贵族升允推荐，逊帝溥仪征召王国维为南书房行走。
他于同年5月底到北京就职，成了溥仪的文学侍从之臣。
1925年王国维应聘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6月2日(旧历5月3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五十岁。
其著作结集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近年重版时易名《王国维遗书》)。
    王国维幼年所接受的教育定传統的封建文化教育青年时代，在当时进步思想潮流影响下，王国维赞
成维新变法，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努力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他以新学家的面目出现于思想界，信仰和介绍叔本华和康德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尖锐地批评中国
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文学观念。
他把西方美学和文艺思想与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艺思想融合起禾，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逻辑思辨方法
与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美学和文艺理论以及中国古代戏曲艺术史研究。
《人间词话》是他主要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写于1908年)。
他的《宋元戏曲考》是我国第一部古代戏曲艺术史专著(写于1912年)。
戊戍变法失败后，王国维看不到前途和出路，政治上渐趋保守，辛亥革命后更以前清遗老自居。
他转而进行甲骨金石、经学史学研宄。
由于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优良学风并和近代科学方法结合起来。
实事求是，精湛绵密，因而取得了辉煌成就。
王国维成为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
可是，长期思想上的苦闷，生活上的困顿，以及长子去世、挚友绝交的刺激，再加上对北伐战争胜利
的恐惧，终于导致昆明湖上的悲剧。
他的才华和卓识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施展，令人惋惜。
    在中国文学史上，宋代是词的黄金时代，然而词学理论却大盛于清代。
清代词论，分宗立派，名家辈出。
在清代大量的词话中，《人间词话》以其见解之新颖、理论之独到，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概括地说，《人间词话》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首先，以境界说为中心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境界说包括境界的基本涵义、创造过程、形态种类和艺术表现诸方面。
王国维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否则谓之无境界。
”真景物与真感情应该融为一体，做到“以景寓情”，“意与境浑”，“意境两忘，物我一体”。
既写真景物又抒真感情，把逼真传神的写景和诚挚真切的抒情有机地统一起来，这就是境界的基本涵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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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说：“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
”境界产生于诗人审美静观的过程中。
“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
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
诗人的审美感情移情于审美对象，诗人的心境融入、浸透于物境之中，于是境界产生出来了。
它似电光石火，稍纵即逝。
只有具有敏锐艺术感觉的诗人才能捕捉住它，并且运用“不朽之文字”把它刻画出来，从而激起读者
心灵的共鸣，“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
(《清真先生遗事》)按照境界构成材料的不同，王国维把境界区分为“造境”和“写境”两种不同的
形态。
“造境”即虚构之境。
“写境”即写实之境。
然而，“大诗人所造之境。
必合乎自然”。
“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
仍然深深地植根于自然人生的土壤之中。
大诗人“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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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写实之境也不能照搬照抄自然人生，仍然要用诗人的审美理想来补充和改造自然人生。
所以，境界既描写现实又表现理想，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
造境和写境取材虽有所侧重，但不能只取一端。
这种观点从总体上说是相当精辟的。
但是，王国维却把理想理解为先验的理念。
按照境界构成方式的不同，王国维把境界区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不同的形态。
“有我之境”，诗人作为感激激越的审美主体征服客体，从对象中反射自己，所以“物皆著我之色彩
”。
“无我之境”，诗人作为宁静澹泊的审美主体被客体所吸引，以致达到忘我的地步，主体似乎消失于
客体之中，所以“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无我”是从物我两忘、浑然一体的意义上说的。
“有我之境”，强烈激越之情占主导地位，但情已外化为景。
“无我之境”，赏心悦目之景占主导地位，但景后隐藏着情。
两者都是情与景的统一然而统一的方式不同。
关于境界的艺术表现，王国维提出了“不隔”的要求。
“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
诗人抒发的真情感人肺腑，使人心潮激荡不能自已，诗人描绘的景物清晰地浮现于眼前。
使人恍如身临其境，文辞仿佛是顺口而道、信手挥洒，并非刻意求工、雕章琢句。
“不隔”就是要做到言情真切、写景鲜明和文辞自然的统一。
境界说表现出王国维对于艺术的本质特征相当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也是对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继承
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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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这里所说的“两种气象”近似于两种风格。
一种是陶渊明诗狂放旷达、明快爽朗的风格，一种是薛收赋韵趣高奇、意蕴悠长的风格。
王国维认为，在词人之中只有苏轼和姜夔分别略得其一二。
苏轼是北宋杰出的词人。
他的词彻底冲破了“词为艳科”的创作规范，以词言情述志，开拓了词的疆域，提高了词的品格。
对于苏轼变革词体的重大贡献，词论家予以高度评价。
王灼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碧鸡漫志》)胡寅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
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酒边词序》)宋词的风格是百花争艳、多姿多采的，但大而言之，则有婉约和豪放两大创作流派。
“东坡在玉堂。
有幕士善讴。
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
”对曰：‘柳郎中词，祇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
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公为之绝倒。
”(俞文豹《吹剑录》)这正描绘出两种词风的不同。
但是，苏词豪放但不粗犷，而是情致旷达，意味韶秀。
诚如周济所说：“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
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
”(《介存斋论词杂著》)王国维以“跌宕昭彰”“抑扬爽朗”概括苏词的特点，强调了狂放旷达这一
方面。
但认为苏词对这种风格仅“略得一二”，又似乎估价过低。
姜夔是南宋重要词人。
他精通音律，注重词法。
他的词音调谐婉，辞句精美，虽深受周邦彦词的影响，但其清幽峭拔的风格又与周词有明显差别。
张灸极为推崇姜词。
他说：“词要清空，不宜质实。
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
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
”(《词源》)姜词多以低沉哀怨的调子，抒写个人幽独冷僻的情感思绪，颇有西风残蝉、暗雨冷蛩的
气息。
其长处和特色在于此，其缺点与不足也在于此。
王国维以“韵趣高奇”“嵯峨萧瑟”概括姜词的风格特点，其含意与清幽峭拔相近，也就是肯定姜词
“格韵高绝”(参见第39条)。
这里所说的“词义晦远”并不适用于姜词，王国维曾批评姜词“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口向”。
(参见第42条)王国维借用前人的话来概括姜词风格，实难丝丝入扣。
他对姜词总评价不高，认为他仅是二流词人(请参见有关各条评点)。
三十二词叫之雅郑，在神不在貌。
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
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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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间词话》王国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史学家、美学和文艺理论家。
他的《人间词话》是一部重要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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