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自清

论雅俗共赏



作者简介
   朱自清(1898—1948),散文家、诗

人。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江苏扬

州人,祖籍浙江绍兴。曾留学英国,回国

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散文风

格素朴缜密,清隽沉郁,以语言洗练、文

笔秀丽著称。著有散文集《背影》《欧

游杂记》、文艺论著《诗言志辨》等。



背景助读

    《论雅俗共赏》是一本书的名字,也是一篇文

章的名字。这本书是朱自清先生生前编定的最后一

本杂文集,内容主要涉及文学评论、诗歌创作与欣

赏、人物评论三个主要方面,书中各篇论文都在朝

着这个方向说话,文章《论雅俗共赏》放在第一篇,

并且用作书名,用意也在此。



相关知识
  文艺评论:又叫“文学评论”,是一种以作家、

作品、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作为评论对象的理论文

体,包括诗歌评论、小说评论、散文评论、戏剧评

论、影视评论等内容。主要表达对作品美学价值的

认识和评价,启发和帮助读者提高欣赏水平,对作品

的作者提出正确而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知识梳理
1.注字音 



2.写汉字 



3.解词义

(1)谈助:谈资。

(2)气盛言宜:感情充沛,语言就会相宜。

(3)出奇制胜:用奇兵或奇计战胜敌人,泛指用对方

意想不到的方法来取胜。

(4)一语破的:一句话就说明关键。

(5)蜂拥而上:形容许多人一齐拥上来。

(6)诲淫诲盗:引诱人做奸淫、盗窃的事。



问题导思

目标一理解重要语句的含义

   1.文章开头引用陶渊明的诗句有什么作用?

   提示:引用陶诗开头,既照应文题,又与文意吻

合。



  2.第2段化用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何

表达效果?

  提示:作者用诙谐的语言、对比的手法,说明了安

史之乱后“士”与“民”两个等级的分界逐渐模糊,

这为“雅俗共赏”提供了条件。



  3.如何理解第5段中“做诗如说话”的含义?

  提示:“做诗如说话”形象地点明了做诗逐渐自

然化,内容逐渐好懂,开始实现“雅”与“俗”的交

融与衔接。



目标二理清行文思路,把握文章中心

  1.“雅俗共赏”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怎样的?结合

文本简要表述。

  提示:(1)唐以前:“士”“民”等级严格,陶渊

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2)唐朝

:安史之乱后门第垮台,古文开始雅俗共赏。(3)宋

朝:古文和诗都走上了“雅俗共赏”的道路。(4)宋

以后:新时代产生了“大众语”运动。



  2.作者认为怎样才能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

  提示:要达到雅与俗“共赏”,贯彻“文艺是为

大众”的原则,雅士需要理会、迁就些俗士的趣味,

而俗士也需要学习、享受、蜕变。



  3.作者在第9段连续引用孟子的话,有何目的?

  提示:孟子的话中提到的味之“同嗜”、声之“

同听”、色之“同美”,指出了审美趣味有其共性,

即“人情不相远”。引用这些话是为了说明审美趣

味既有其共性,也有其个性,二者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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