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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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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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卷下补遗附录　《人间词话》之基本理论——境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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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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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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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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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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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