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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人间词话》是一部恒久流传的中国美学经典，是一把开启性灵的金钥匙，从这里，读懂中国人的”境界”，读懂流传千年的诗词之美。　　作为晚清以来*影响力的诗词理论著作，《人间词话》王国维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其中，”境界论”是全书*主要的思想核心与脉络，是王国维在中西新旧等多重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独特的批评理论，体现着对传统词话的创新。它既与中国传统诗词话一脉相承，又兼具文史哲视野，融合中西方美学，有着超越时代的独特性；是一本永恒流传、自成体系的中国美学经典著作。　　本版《人间词话》以国家图书馆特藏王国维手稿影印版为底本，参校以1926年朴社本、《国粹学报》本、二牗轩本，精编精校，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水云全新校注导读。

人间词话(pdf+txt+epub+azw3+mobi电子书在线阅读下载)：

下载电子书

网友评价：

	他推崇以“境界”来品评词作水平之高下。何谓之“境界”？我以为即是词人在作品中所构建出的一种超现实的、能为读者感知和陶醉其中的“艺术时空”。五代北宋词是所有时代词作中最好的，因其有“境界”。严羽“兴趣”说、阮亭“神韵”说，不如“境界”说直指根本。
	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如何调和作为艺术家的身份与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始终是一个难题。作为艺术家的文学者，当以表现自我真性情真生活为艺术的第一要义；但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学者，却不能不为“天地立心”，不能不为“万民请命”。
	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时期背的各种古诗词，早已被遗忘在了时间的长河中。恐怕脑海里只剩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随着网络和娱乐的发展，网络词汇和娱乐新闻讲得头头是道，但真要让你想起一首古诗词，可能挖空脑袋，却再也记不起来了。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人间词话》 王国维 从初中开始语文老师一直向我灌输读书三境界，尽管一直在“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一境大门徘徊，始终也是没能登堂入室的。
	我也很推崇王国维的境界说，诗词在于境界，在于内美而不是外貌。但有几点不敢苟同1.小山少游古之伤心人，有何不可。2.纳兰容若北宋以来一人，不见得。3.姜白石确实格高而意浅，但也不至如此不堪。4.方回词少真味，绝不认同。当然，估计是我看的太少了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作为一个不太愿意看别人的评析的人，这是我第一本这种类型的书，感觉还不错。封面很好看！封面很好看！封面很好看！(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闲来无事随意翻翻，还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哇。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瓦尔登湖》与《动物庄园》，现实与想象没有真实境界的基础，会成为空中阁楼。吸收了西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王国维，也正是通过“造境”和“写境”两个概念，告诉读者，好诗词的土壤是真切，踏实的。
	如何打消闲愁，求得心安？只有在诗词中，在先生所言的境界中才有可能。“不有言愁诗句在，闲愁哪的暂时消。”先生于此接受了席勒，斯宾塞等人的游戏说，认为文学的本质上是一种游戏。
	重新读来，还是不能完全理解个中深意，但是就好像一杯清茗，自有一分余香在齿间回味。我想之所以会这样不仅仅是因为王国维先生精辟的语言和犀利的评论，更重要的是在那短短百字之中沉积千年的中文的魅力。
	任何艺术评论最有意思的其实是看到作者自己的偏好。王国维对冯延巳、秦观、晏殊、李煜太过偏爱了吧，通篇为花间词正名，写小情小爱的诗词未若不如大家大国啊，任何时代都是这样子。
	时至今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仍然带给我们很多启示。既然文学演变是必然的，那么任何固步自封都是不可取的，鼓励创新、宽容异端、不拘一格才是新时代新文学的新心态，也是我们这个社会能自主调整、保持进步的前提。
	喜欢王国维，《人间词话》是近代极富盛名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它集中体现了王国维的文学，美学思想，使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历史上里程碑的重要作品。他继承了中国文艺批评的传统形式，乃是段章零语，灵机闪现处便是绝妙好辞成文。所以这本书极大程度的保存了这种写作的真实。好书好看，封面也好看
	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的境界说很有意思，很有格局，只是本书太碎片化了，是只言片语评论合集而非专业评著，对理论逻辑方面说明不多，只是提出自己的观念而缺少相应的理论推理和验证
	因为一百多则词话少则几十字，多也不超过两百字，但拳拳到肉，字字珠玑，王国维老师就像是一个集大成者，将这一门艺术的起源发展，门派特点，水平高低点评一番，同时道出其中精髓——境界。
	对于这位遗老，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也不得不说一句“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陈寅恪更称其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今天，新时代的我们则称他为“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学者”，“在文、史、哲诸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褒扬、赞叹或者称颂，总被雨打风吹去，没有人会过多在意。
	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如何调和作为艺术家的身份与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始终是一个难题。作为艺术家的文学者，当以表现自我真性情真生活为艺术的第一要义；但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学者，却不能不为“天地立心”，不能不为“万民请命”。
	联想到王国维五十天命之年于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不免欷歔：他是达到了何种境界，才能自我结束生命，这何尝不是一种命定的决绝，亦需要多大的勇气？他自己正是“以血书者”怎奈一语成谶。
	有些诗词我们虽然都读过，但从来也没有将它和另外的诗词作比较，所以认为看过的东西都是一种美，但这种美却在专业人士眼中能分个高下，帝王胸怀天下却用生命谱写悲歌，将相波澜壮阔一生壮志未酬，志士忧国忧民期盼王师归来。
	国维对于清朝的诗词作者在《人间词话》中基本没有罗列和评判，可能这些文人都不入眼，没有论述的必要。独这位带刀侍卫入了他眼：“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这本书是高一的时候接触的。文字细腻，落笔生花。很多人都可能想功利性的觉得把它读完，语文的诗歌鉴赏这一类题目就不用愁了。但是往往通读下来，发现它的美感，它的作用，远不止于此。
	他在考证上也略疏于谨严，譬如“衣带渐宽”一句其实出自柳永，而并非欧阳修；又譬如“众里寻他”一句出自辛弃疾，“回头蓦见”应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在”应作“那人却在”，此几处当为王氏误记。但瑕终究不掩瑜，《人间词话》的价值自在于别处。
	王国维这本书很有名，不过我粗略地跳着看，因为不喜欢书评类读物，谓之，还未达到他那个阅读量去读这本书，只是拾味，如若有他那个阅读量，再读此书，或可从中长进一番，学个几成东西起来
	与其说是析词，倒不如说是对人生况味的解读，字字句句自在胸中，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皆似成了眼前一盘棋，或清婉或豪迈或迤逦，嬉笑怒骂，贪嗔痴怨，泾渭分明。字里行间，天上行云，人在云里
	将哲学与美学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又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为后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看诗词太少，囫囵吞枣。虽然如此，还是感叹有许多高论。至于他褒贬的词人，多所不识。耿耿于怀的是对龚自珍，“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遇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便下了“儇薄无行”的断语，颇为不解。
	重新读来，还是不能完全理解个中深意，但是就好像一杯清茗，自有一分余香在齿间回味。我想之所以会这样不仅仅是因为王国维先生精辟的语言和犀利的评论，更重要的是在那短短百字之中沉积千年的中文的魅力。
	将中国古代的文论与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融合在一起，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文艺理论，《人间词话》即是他文论体系的具体阐释。境界说是他美学思想的核心，书中所评价的是中国词发展史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但所涉及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上的很多基本问题。
	他的很多论述，只能针对他自己，是他自己的喜好，并不能作为一种普适的道理。包括王国维写作的初衷，肯定也只是想自己表达自己的想法，根本就没想过我这本书要如何影响人，要教导人就该信我的观点。
	翻开书本扉页，若有墨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初读之，便叹其才华。先生集诗人与哲学家的气质于一身，两种气质浑然天成。文章字字珠玑，绝不过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此乃人间最美词话！
	在《人间词话》中，先生开始摆脱传统伦理视界的限制，进入一种孤高的哲学视野，利用词，开始对人生的进行一种哲学式的审美思索和艺术表达。不仅使哲学富有个性和情韵，更使得诗学饱含理性和深度。
	二刷了，觉得某些点评甚有意思。第一次看是的是实体书，是在高中，许多地方都不甚明了。这一次不尽然全明全了，但与上一次相较，已然又进一步。这便是常说的那句话了吧：同一本书，不同年纪读有不同的体悟。
	感觉书里偏见确实好多。不过我也不能确定那就一定是王的偏见而不是我的。毕竟要说理解，依我现在的水平对于诗词还谈不上可以评论的地步吧。本次读的是带解读的版本，下一次争取再看时只看原文。
	人间词话提出了对词的审美主张，以境界为评价标准，有人说这是个创新，但我觉得这么说很牵强，境界这个词很早就有人提了，文心雕龙中就有各种关于境界的词汇。人间词话的贡献可能是第一次将境界作为对词审美的最高标准，但这又有待商榷，因为单一标准必然带来单一审美。
	王国维说，诗词的境界常常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理解，有些是理想主义者，而有些是现实主义者。但理想派和写实派又不可剥离，现实基于真实的自然，而理想也从自然现实中想象而生。
	不仅仅只是词，包括诗，包括赋，散文和小说，总是以境界和格调为第一要义。所以专注于在雕琢言辞，一眼看过去眼花缭乱，却经不得深究。王国维论词的观点，可以推及到所有的文学体裁上去。
	装帧上就很有宋代花鸟图的风格，古典雅致。而且内容里有注释和赏析，帮助理解便于学习。最赞的是附录里关于词牌名的汇编介绍。经典著作＋良心编制，强推！实物比图片要美很多哦。
	国维的人间词话真的是必读书了，感悟很深，词句精湛，这本书里既有原句又有解释赏析，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腹有诗书气自华，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版面设计也很不错，总之，很满意的一次购买
	我倒是觉得这本书的“译文”和“赏析”部分很到位，“译文”是在王原文基础上的翻译，赏析则更进一步进行解释、辨析。 王老先生的确是李煜、苏轼等人的脑残粉，是姜夔等人的黑粉。抛开个人情感，有些篇目还是有很好的文学价值。
	对词的欣赏初窥门径，终于看到王国维先生的原话是怎样形容的有我无我之境，隔与不隔之感。能够对词有诸多体悟，必然是阅词无数，考证谨严，把许多话说的十分透彻，读了之后有恍然大悟的感觉。
	喜欢王国维，《人间词话》是近代极富盛名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它集中体现了王国维的文学，美学思想，使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历史上里程碑的重要作品。他继承了中国文艺批评的传统形式，乃是段章零语，灵机闪现处便是绝妙好辞成文。所以这本书极大程度的保存了这种写作的真实。书好看，封面也好看
	王国维评价诗词是否前无古人，我不敢说，但他其中很多的见解与分析撑得上是鞭辟入里。他以纵横评析方法为主，简洁有序不乱阵脚，他的独特评价将诗词本身独特的美再次升华，让诗词美流露在外，意味隽永。
	这本书是高一的时候接触的。文字细腻，落笔生花。很多人都可能想功利性的觉得把它读完，语文的诗歌鉴赏这一类题目就不用愁了。但是往往通读下来，发现它的美感，它的作用，远不止于此。
	绝对是好书，可惜现在没有心境来品位风雅，只能一扫而过，或许等自己能静下来的时候再看一次。 自己连“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都没有达到，其他就更不用说了。
	学大师王国维的经典之作。翻开书本扉页，若有墨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初读之，便叹其才华。先生集诗人与哲学家的气质于一身，两种气质浑然天成。文章字字珠玑，绝不过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此乃人间最美词话！
	我们关注的应该是人间词话里提到的词与词人，比如人间词话多次提到了古诗十九首，你就可以找到这十九首诗全部读一读，提到了沧浪诗话，那么也可以找来沧浪诗话读一下，然后那本书里面又会提到很多诗词，所以这相当于从人间词话这一个节点上，可以延伸出很多条周边。
	首先《人间词话》绝不是诗词评价里的圣经，每一个评论都神圣到不容置疑。《人间词话》并不是给予了我王国维的诗词美感，而是让我在读完后的这么多年里已经自发的形成了自己诗词美感了。
	喜欢宋词胜过唐诗，所以喜欢《人间词话》胜过《唐诗三百首》。每次重读都会有收获，在感悟静安先生在哲学、史学、美学、文学上造诣之深的同时，对他在词学方面的修养更是足以顿首。
	他推崇以“境界”来品评词作水平之高下。何谓之“境界”？我以为即是词人在作品中所构建出的一种超现实的、能为读者感知和陶醉其中的“艺术时空”。五代北宋词是所有时代词作中最好的，因其有“境界”。严羽“兴趣”说、阮亭“神韵”说，不如“境界”说直指根本。
	对于作者而言，词的境界是其本身思维的投射和创造能力的呈现，其思想感情愈接近真善，创造能力愈强，境界愈高。当然除此之外，还受到时代观念的影响，比如更多的自省时境界更高的表现。
	对于创作者来讲，绝大多数文艺批评或者文艺理论没有任何用处。极少精彩理论本身也可以满足阅读的逻辑**，成为艺术作品，但是对艺术创造本身也基本没有用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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