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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魏敏

我曾对《人间词话》敬而远之。虽然常
在课堂上以三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
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
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
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激励学生
勤奋学习，以“一切景语皆情语”教学生赏
析诗词歌赋，但真正双手捧起《人间词话》，
逐字逐句研读时，却觉晦涩艰深，于是将其
束之高阁。

今年3月，我与金州国学读书会一
起，用三年时间读完《孟子》后，小朱老
师提议：“下一本，我们读《人间词话》
吧！”这句话瞬间点燃我心中潜藏的火
种。经过深思熟虑，我们选定《人间词话
（叶嘉莹讲评本）》 作为共读书目。同
时，还结合了叶嘉莹先生的《人间词话七
讲》及彭玉平的《人间词话疏证》等辅助
书籍。从此，一群对古典诗词充满热爱的
书友，怀揣期待与憧憬，跌跌撞撞地走上
了这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文学之旅。

转眼间到了5月，我对《人间词话》的
喜爱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我尝试将“境
界说”运用到教学中，这犹如一道光瞬间照
亮了我的古诗词鉴赏课。很快，我的学生
也爱上了《人间词话》，爱上了古诗词。课
间，常有学生在讲台前围着我或到办公室
与我进一步探讨诗词之美，孩子们的诗词
鉴赏能力快速提升。

5月末，当《中国教育报》邀请我领读一
本书时，我毫不迟疑地选定了《人间词
话》。只因我期望有更多的老师、更多的家
长能带着孩子们从王国维的文学审美视角
品鉴中国古典诗词。毕竟，站在巨人的肩
上，可以少其功而得其精。

领读：写真景物、真感情者，
谓之有境界

10月22日，第一次线上领读，我分享
了推荐《人间词话（叶嘉莹讲评本）》的原
因、读书的方法及对“境界说”的理解，引起
了很多书友的共鸣。尤其是分享《人间词
话》对课堂教学的影响时，我选取了七年
级语文教材中的《咏雪》一文作为具体案
例进行分析。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谢家
人聚会，讨论文义。谢安提出问题：“白
雪纷纷何所似？”其侄子谢朗的回答是：

“撒盐空中差可拟。”而侄女谢道韫则答
道：“未若柳絮因风起。”对于这两个答案
之高下，文本并未直接给出评判，但如果
我们运用《人间词话》“境界说”进行分析，
便能轻易分辨二者的高下。

首先，我以清朝“扬州八怪”之首金农
宴请宾客的故事为引子。故事中，金农的
宾客提出行酒令，要求每人说出包含“飞”

“红”二字的诗词。一位商人随口说出：“柳
絮飞来片片红。”这一句引起了众人的哄
笑。我问学生：“为什么大家会哄笑？”学生
们很快回答：因为柳絮是白色的，不可能是
红色，所以这描述的是一个不真实的场景。

我接着补充说：“金农随即巧妙地化解
了尴尬，补全了诗句：‘廿四桥边廿四风，凭
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
来片片红。’第三句一出，大家拍手称妙。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桃花渡’暗示了一个桃花
盛开的地方，在夕阳的映照下，春风吹拂，

柳絮在桃花和夕阳的映衬下仿佛变成了红
色。这样的描绘构成了一个真实的场景。”
通过师生的共同分析，原本引人发笑的诗
句瞬间变得生动而富有意境。

我进一步阐释，金农所补充的诗句，恰
好契合了《人间词话》第六则所提出的观
点：境界不仅仅是指外在的景物，也包括人
的喜怒哀乐等情感。因此，能够描绘真实
景物、抒发真挚情感的作品，才能被称为有
境界。否则，便算不得有境界。金农的诗
句展现了“真景物、真感情”，所以“有境
界”，赢得了大家的赞赏。

随后，我引领学生深入《咏雪》一文，让
他们依据“境界说”的三个维度——“真景、
真情、真的哲思”，来对比分析“撒盐空中差
可拟”“未若柳絮因风起”两句的高下。

从“真景”维度来看：“撒盐空中”描绘
的是一个不真实的场景，因为自古以来，没
有人会用撒盐来比喻下雪；“柳絮因风起”
则是一个典型的春日温馨景象。因此，谢
道韫的描述更为贴切。

从“真情”来看：“撒盐空中”缺乏情感
表达；“柳絮因风起”则让人想到春风的轻
柔和柳絮的飘逸，表达了作者对春天的喜
爱之情。因此，在情感表达上，谢道韫的诗
句也更胜一筹。

从“真的哲思”来看：“撒盐空中”的
行为，如果是现实中的举动则是奢侈浪费
或顽劣，如果是想象中的场景则显得生
硬。而“柳絮因风起”则融合了现实体验
和生命感悟。大雪纷飞中，万物蓄势待
发，“柳絮”预示着春天的到来和生命的
复苏。这种状态跨越时空，是人类共通的
情感和永恒的哲理。因此，在哲理深度
上，谢道韫的诗句更优。

通过三个维度的比较，谢朗与谢道韫
的才情高下立判。

这个教学案例获得了广泛认可。很多
书友说，阅读《人间词话》，不仅能够丰富语
文课堂的教学内容，还能有效提升学生的
文学审美能力。

共读：独学而无友，则孤陋
而寡闻

首场直播后，我们开启了21天的打卡
共读活动。

这段时间里，我们共同珍视着《中国
教育报》精心制作的《人间词话》金句卡
片，每一张卡片都悉心收藏。在这21天
里，我们共同沉浸在每日领读问题的深度
思考中，时而翻阅典籍，孜孜不倦地探求
文艺鉴赏的深邃理论；时而融入生活，细
细品味万物自然的灵动神韵与细腻肌理；
时而交流分享，从书友们的真知灼见中汲
取养分，让知识茁壮成长。

共读时光虽短，但书友们畅所欲言、积
极分享的精彩文字，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
芒，自活动起始至落幕，乃至其后，都将持
续不断地激励着我，让我对《人间词话》这
部经典之作再次细细品味、反复揣摩，每一
次的感悟都如同新泉涌现，触动心弦，让人
回味无穷。

读《人间词话》的第十五至十八则时，
书友“浅笑安然”留下了这样的感悟：

我赞同王国维先生的观点，他说李煜
将“伶工之词”提升到了“士大夫之词”的境
界。李煜后期的词作，不再局限于传统歌
词中关于美女与爱情的狭隘主题，他超越

了冯延巳那种内心的感伤和忧愁。李煜的
词作表达了古今人类共通的无常感和悲
怆，例如，“小楼昨夜又东风”和“故国不堪
回首月明中”，一个描绘了永恒的循环，一
个揭示了无常的宿命，这种对比，极大地增
强了词作的伤感色彩。

“浅笑安然”不仅解答了词作品格变化
的微妙之谜，更引领我们以一种全新的视
角，去审视并关切那伤感缘由的深层波澜。

共读《人间词话》第三十四则和第三十
五则时，书友“大熊座”的思考犹如繁星点
点，条理清晰而又不失灵动之雅，读之令人
唇齿留香，不禁莞尔：

词忌用“替代字”，主要是因为替代字
往往会使词意变得模糊，失去了原字所蕴
含的直观、生动和确切的情感与意象。替
代字的使用，有时是因为作者觉得直接表
达太过平淡，希望通过曲折的方式增加词
的韵味和深度。然而，如果过度使用，或者
替代不当，反而会削弱词的表达效果，使读
者难以准确把握作者的真实意图。周邦彦
的《解语花·上元》中“桂华流瓦”一句，以

“桂华”代“月”，虽然营造出了一种朦胧而
优美的意境，但也让人在一定程度上失去
了对月亮的直接感知。这种替代，虽然增
加了词的文学性，但也使得词的意象变得
稍微抽象和模糊。

我素来喜欢苏辛词，所以共读第五十
一则和第五十二则时，抛出一个问题与书
友们共同探究：“什么是千古壮观？范仲
淹、苏轼、辛弃疾等大家的词作，或展现豪
迈不羁之风，或勾勒出壮阔无垠之境，而王
国维却独赞纳兰容若的边塞词与‘千古壮
观’之词‘差近之’。对此，您是否持相同见
解？为什么？”

书友余珉鸿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对时
间与空间交织的美感进行了动人的发掘，
其发现犹如晨曦微露，照亮了心灵的幽径：

“千古壮观”一词形容的是一种景象壮
丽、意境深远的自然美景，它超越了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成为永恒的经典。在这里，

“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
“长河落日圆”等诗句，都以其雄浑壮阔、宁
静深远的景象，展现了自然界的壮美与和
谐，因而被称为“千古壮观”。对于王国维
认为只有纳兰容若的塞上词与“千古壮观”
的词“差近之”，我部分认同。范仲淹、苏
轼、辛弃疾等人的词作确实以豪迈奔放、境
界阔大而著称，但他们的作品更多地融入
了个人情感与家国情怀，与“千古壮观”的
自然景象相比，可能更侧重于人文情感的
抒发。而纳兰容若的塞上词，如《长相思》
的“夜深千帐灯”，《如梦令》的“万帐穹庐人
醉，星影摇摇欲坠”，则以其独特的视角和
细腻的笔触，描绘出边疆夜晚的壮丽景象，
与“千古壮观”的意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说只有纳兰容若的词“差近之”，或许
过于绝对，因为每个词人的作品都有其独
特的艺术魅力和价值。

在共读计划即将画上圆满句号之时，众
多书友的留言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一股温
暖的力量，让我心中满载感动。我深切体会
到，阅读确是一件幸福无比的事，这份幸福
虽非具象可触，亦非波澜壮阔，却如同“润物
细无声”的春雨，悄然渗透心田，滋养着灵魂
的每一寸角落。如书友“好好”之言：

读书，读《人间词话》，读叶嘉莹《人间
词话七讲》，读苏缨《人间词话精读》，读《李
煜词传》，读《人间词话》收录的诗词及联想

到的诗词、散文，古代的、现代的。读书的
过程也是在读人，读创作者的时代背景、人
世沧桑。作为欣赏者，总有一些诗词能触
动自己的内心，引起共鸣，激发自己去进一
步走近自己感兴趣的作者或者去读某一类
作品，抑或是某一事物的作品。

线上打卡读书群里，书友们踊跃陈词，
见解犹如漫天繁星，璀璨夺目，将共读盛会
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回顾：入乎其内，又须出乎
其外

11月中旬，我在《人间词话》的导读回
顾与总结直播中，借第六十则“诗人对宇宙
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来阐释
读《人间词话》的意义：“入乎其内”即要深入
生活，用心体察，如屈原、李煜等都是全身心
投入现实；“出乎其外”则是要跳出生活，以
更高的视角审视生活，如庄子，逍遥洒脱，自
在自得。然而，这世间最难的，就是王国维
所说的“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如苏轼，
无论浮沉，皆能做到出入自如。

那么，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又当如何
呢？我们须“入乎其内”，正视柴米油盐
的琐碎生活；同时也要“出乎其外”，去
追寻自己的诗与远方。

这时，一位书友提出疑问：“那么，
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既‘入乎其内’又‘出
乎其外’呢？”

我回应道：“我们平日生活、工作、养育
孩子、照料父母，都是‘入乎其内’；而我们
每天在中国教育报读书会打卡读书，每周
末在金州国学读书会共读《人间词话》时，
我们不是为了升职、加薪或者获得赞扬，只
是为了提升生命的质量，在书香中领略生
命的美好，这就是‘出乎其外’。前者是我
们的现实写照，后者则是我们的诗和远
方。只有既关注现实生活又享受诗和远
方，才能更好地活在当下。因而读《人间词
话》，不仅能够提升我们在古诗词方面的审
美能力，更与我们的生命质量息息相关。
《人间词话》也是人间之佳作！”

本期共读活动已然落幕，然而《人间词
话》中的哲思却余韵悠长。在《人间词话》
中，我们与古人并肩而行，共同经历了那些
或璀璨或寂寥的岁月。词中的每一个意
象，都像是历史的残片，拼缀成一幅幅鲜活
的画卷，使我们能够窥探到那个时代的人
文风貌与社会变迁。每当触及那些扣人心
弦的词句，我们的思绪便似脱缰之马，自
由驰骋于想象的天空。

我们的阅读之旅还将继续。这些日子
里的点点滴滴，已化作宝贵的经验，让我
们可以在未来匆忙的生活中，无论身处何
方，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一隅。期待
在未来的日子里，能与更多的好书相遇，
能与更多的书友相识，继续这场永无止境
的灵魂之旅。

（作者系贵州省兴义笔山中学副校
长、中国教育报2023年度推动读书十大
人物）

《综合实践活动：历史发展与当代模样》
刘玲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24年11月

刘玲老师撰写的《综合实践活动：历史发展与当代模
样》，深入探讨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历史脉络、理论框
架及现代实践。本书以时间为轴线，系统地回顾了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自诞生以来的发展轨迹，详细剖析了这一课程
体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过程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背
景。通过追溯其起源，本书不仅揭示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如何从零星尝试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组
成部分，还对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本书不仅系统阐述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理论基础，
还结合大量鲜活的案例分析，展现了课程在实际教学中的
应用效果。刘玲老师选取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学校案
例，通过对比分析，展示了不同类型学校如何根据自身特
色创造性地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这些案例在为我们一
线教师提供宝贵教学资源的同时，也启发我们应该如何探
索更适合本校实际情况的创新路径。

融会贯通，才能更好地实践。阅读本书，我们在明晰
综合实践活动的演变、理论基础、功能定位的同时，也能
更好地担当起生活真实问题解决的指导者这一“教师角
色”，从而有效指导学生进行“主题选择”，更扎实地做好

“教学过程”。
（江苏省南京市岱山实验小学教师 谷建）

《齐白石自述：从穷孩子到艺术大师》
齐白石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5年8月

《齐白石自述：从穷孩子到艺术大师》是齐白石晚年
的自述。这本书采用图文混排方式，收入齐白石绘画作品
230余幅。阅读故事时，欣赏艺术大师笔下的花鸟、虫
鱼、山水、人物，足以游目骋怀，愉悦身心。而欣赏一幅
幅传世佳作的同时，我们不由得更加感佩于这些艺术作品
背后的故事。

齐白石出生在湖南湘潭穷苦人家，为减轻家庭负担，
15岁拜师学艺，做木工。开始学的是大器作，做的是粗
活。他看到小器作做的东西精巧细致，还能雕花，心想：

“别人能学，难道我就学不成？”他下定决心，通过潜心学
习，成了地方有名的雕花匠。又从雕花，引发对作画的兴
趣，走上艺术的道路。画作上要题诗钤印，他又琢磨书
法、诗词、制印，每学一样东西，都苦心孤诣，自成一
格。

从山旮旯的木匠到享有国际盛誉的艺术大师，齐白石
一辈子都在追求，在“争”。但与此对照的是，齐白石对
有些人看不起他的木匠出身，表现得相当淡泊，完全“不
争”。他作《题棕树》诗借题发挥，表达心境：“任君无厌
千回剥，转觉临风遍体轻。”

本书为我们解码大师的艺术人生，文字洗练，富有意
境。一代宗师，成就在“争”与“不争”之间——“争”
是追求，是信仰；“不争”是格局，是眼界。大师风范，
魅力永存。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甘家厂乡中心学校副校长 陕
声祥）

《一间辽阔的教室》
周春梅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

《一间辽阔的教室》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
师周春梅的教育随笔集。在书中，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深
刻的思考和真挚的情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诗意与智
慧的教育世界。

“有次作文评讲课，我实在不愿错过女孩的作文，就
征求她的意见，能否在班上读她写父亲的作文，她同意
了。”作者会与学生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悟，拉近与
学生的距离。她告别教了两年的一个班，简短的讲话后，
她给学生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学生以此为题在作文中写
道：“应该是我们向她鞠躬的，然而她却向我们深深地鞠
了一个躬。就像大地给小草致谢，像蓝天向细雨致歉。我
们都不说话，静静地看着那个瘦小而亲切的身影。这是她
给我们上的最后一次课……”

一事一文，情透纸背。“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见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见证了他
们的成长与蜕变。那些温暖的瞬间，如同夜空中的繁星，
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周春梅老师的文字优美流畅，
富有诗意，描绘了教育中的美好瞬间，让大家感受到了教
育的温度和力量，感受到了教育的美好和意义。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华晖学校教师 甘武进）

《遥远的向日葵地》
李娟 著
花城出版社
2017年11月

读李娟散文集《遥远的向日葵地》，我静心接受精神
洗礼。难忘金灿灿的“葵花黄”，难忘“最亲的亲人和最
亲的家畜都是亲人”的淳朴理念，难忘“所谓‘希
望’，就是付出努力有可能比完全放弃强一点点”的人生
信条……在“希望”中坚守“精神高地”，既悲而不伤又
挫而不折。

读《遥远的向日葵地》，原生态的生活场景和真挚淳
朴的亲情时时触动心灵。虽然“我的家”漂泊不定，但是不
缺少亲情的温暖和温馨；虽然“我妈”为了生计奔波劳碌、
历尽艰难险阻，但是依然心怀希望依然坚忍地“战天斗
地”；虽然生活坎坷清苦，但是依然把家畜视为亲人……
我迷恋李娟文字的魅力，更钦佩她博大而悲悯的情怀。只
要希望还在，就坚信“丰收理所应当属于劳动”！只要

“精神高地”不失守，就坚信“未来的家，只在未来保护
着我们”！

读《遥远的向日葵地》，我们关注“脚下这片土地的
命运”，我们致敬“我妈”“她贯通终生的耐心与希望”，
我们和“外婆”一样痴迷《狗带稻种》的传说……只要希
望还在，坚守自己的“精神高地”，就会顽强与命运进行
不屈不挠的抗争。

《遥远的向日葵地》是“希望”和不屈从命运的象
征，启迪我们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要在“希望”中坚守

“精神高地”。
（全国公安文联签约作家 张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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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人间词话》 中，王国维以“境
界”为核心，强调词“有境界则自成高
格”，让我们意识到，优秀的词不仅仅是文
字的堆砌，更是词人内心情感与外在世界
相互映照的结果。每一首词都是词人人生
境界的缩影，反映了他们对生命、爱情、
自然乃至宇宙的独特感悟。这种将个人情
感与广阔宇宙相融合的艺术手法，让词的
内涵超越了时空限制，具有永恒的魅力。

王国维还在《人间词话》中巧妙地将中
国传统美学与西方哲学、美学理论相结合，
如引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来解释词的壮美
与优美，这不仅拓宽了古典诗词研究的视
野，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
思路。这种跨文化的比较与融合，让我看到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余珉鸿

境界不仅仅是诗词中景物的描写，还
包含了诗人的情感表达以及由此引发的读
者的共鸣。我之前更侧重于对诗词中优美

词句的欣赏，现在明白，“真景物”与“真
感情”的融合才是构成高境界诗词的关
键。例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简
单的文字勾勒出了广袤沙漠中孤烟升腾、
黄河尽头落日浑圆的壮观景象，同时也让
读者感受到诗人在边塞的孤寂与壮阔胸
怀，这便是一种高境界的体现。

我还理解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
境”并非绝对的界限分明，而是诗人在创
作时情感表达的不同倾向。“有我之境”
中，诗人以主观的视角去观察事物，使物
皆着我之色彩，情感表达较为直接；“无我
之境”则是诗人以客观的态度融入景物，
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情感表达相对隐
晦。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
去”，诗人将自己的愁苦之情投射到落花

上，是典型的“有我之境”；而“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诗人仿佛与自然融为一
体，体现出了“无我之境”的悠然。

——黄越

在共读中，我理解了王国维对词人品
格与词之间关系的阐释。词人品格影响词
的格调。如李煜，从一国之君到阶下囚，
他的词前期多是宫廷享乐，后期满是亡国
之痛，其人生的巨大转变使词的境界更为
深沉。读叶嘉莹先生的品评，能更深刻地
理解词人经历对作品的塑造。

我尤其喜欢书中“以自然之眼观物”
“以自然之舌言情”这两句话，启发我们将
兴发的感受用自然真切的语言予以表达，
不矫饰、不刻意安排结构和作品，而是将

真诚的情感自然表达出来，所以这两句不
仅要求景物之真，也要求情感之真。“真”
是“自然”最坚实的底蕴。这真情表达的
理论，在今天依然发人深省。

——徐晓荣

诗词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表达，更是
诗人人生体验的反映。诗人通过诗词表达
自己的情感、思想、志向，读者可以通过
诗词了解诗人的内心世界，同时也能从中
找到与自己人生经历的共鸣点。正如王国
维提出的人生“三重境界”，不仅是对成大
事业、大学问者的总结，也是对人生不同
阶段的深刻洞察，让我们在阅读诗词的过
程中能够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

诗词中的智慧和情感也可以为我们的生
活提供启示和指导。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
我们可以从诗词中汲取力量，保持积极向上
的心态；在追求理想和目标的过程中，诗词
中的坚韧和执着则可以激励我们不断前进。

——赵密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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