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文学史复习资料（宋元） 

一、名词解释： 

西昆体——北宋初期以杨亿﹑刘筠看来这种类型的人是你喜欢的对象钱惟演为

主要代表人物的诗歌，其重要标志是《西昆酬唱集》，他们主要学习晚唐诗人

李商隐的近体律诗，夸大了李诗的形式美，注重对偶，喜欢用典，堆砌辞藻，

崇尚纤巧，追求华艳，在内容上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总体来说，西昆体形式

精美，内容空洞  

白体：是宋初（太祖、太宗两朝）效法白居易诗作而形成的一种诗体。该派人物

众多，有李昉、徐铉、王禹偁（读“ cheng”，一声）、 李至、李徽之、郑

文宝、田锡、薛居止等。其代表诗人是前三位，成就最大的是王禹偁。他们的

诗歌主要是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的近体诗中的闲适诗。他们只学到

了白居易闲适诗中的淡泊悠闲和语言的浅直平易，而没有学到白讽喻诗的反映

现实的尖锐深刻和感伤诗的感慨深沉。其缺陷是，该派诗人作诗不事雕琢，往

往率尔成章，追求抒情的率真，故而诗意较为显豁，给人感觉是语浅意尽，气

弱格俗。白体，特别王禹偁的诗歌影响了宋诗以后的发展方向和平淡风格，以

及议论化、散文化特点的形成。   

 晚唐体：是指宋初模仿晚唐贾岛、姚合诗风的一群诗人创作的诗歌。晚唐体诗

人有两个诗人群体，一是九僧，二是一群隐逸之士。其中最恪守贾、姚门径的

是九僧，九僧中成就最高的是惠崇。九僧的诗歌特点是：内容上多描写幽深清

静的山林景色和淡泊枯寂的隐逸生活，故而内容较单一，题材范围比较狭小。

体裁上注重五律的写作。创作态度上学习贾、姚的苦吟精神，特别重视五律中

间两联语言的推敲和锤炼。因而九僧诗多有名言警句，但结构往往不完整，意

境不够浑融，给人以有句无篇之感。隐逸诗人主要有魏野、潘阆、林逋等，其

中林逋成就较为突出。他们诗歌的内容主要是描写湖山胜景和抒写隐居不仕、

孤芳自赏的心情。晚唐体诗人中身份独特的是寇准，他曾官至宰相，又与上述

两个诗人群体都有交往，因而是晚唐体的盟主。晚唐体不仅影响了宋末的四灵

和江湖诗派，而且，它的某些因素一直被其他诗派和作家分解代用。 

苏门四学士：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的并称。苏轼是继欧阳修

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

友或受他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门都曾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 

自是一家：“自是一家”的正面主张：苏轼使词从传统女性题材中跳出来，摆脱

倚红偎翠脂粉香泽，强调即事抒怀，充满博大情怀，写士大夫文人全部的人格。

抒写创作主体的襟怀，强调阳刚之美。 苏轼有“自是一家”的自觉创新意识，

不追逐别人的潮流，自创一体，开拓创新词境。 

【苏轼“自是一家”之说，是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而提出的创作主张。苏轼认为，诗

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是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却是一致的，他从诗词同源的渊源论角度

提 高词体的地位，对词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使词向诗的方向靠拢。李清照“别是一家”论就是要求词

形式上严守律，内容上主情致，风格上尚文雅，以达到严守诗词之别，维护词的本色的目的。】 



以诗为词：”以诗为词”的手法是苏轼变革词风主要武器，即是把诗的表现手法

移植到词中，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

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词中比较成功的表现是用题序和用典．苏轼的“以诗为词” 

（1）首先指的是词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的扩大，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体

制，向“士大夫化”发展。（2）在苏轼之前的“曲子词”的曲子，基本上是“轻

音乐”“软性文学”。到苏轼将词题小序发展起来，做词寓以诗人句法、引议论

入词、大量用经、子典故，突破音乐对词体的约束，如《临江仙》。苏词充分

体现了文人的审美情趣，是典型的士大夫词。苏轼以诗为词的积极意义，在于

改变了词的旧传统，增加了词的内容，丰富了词的体式，促使词发展成为独立

的抒情诗样式。 

江西诗派  

     黄庭坚在世时，已有不少诗人追随其后，学其诗法，但此时尚无江西

诗派一说。去世后不久，吕体中编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黄为“宗派三祖”，

下列陈师道、潘大临等二十五人，“谓其源流皆出于豫章”，该派由此得名。图

中所列人物并非都是江西人，因黄是江西人，图中所列人物均为黄的追随者，

或与吕本中关系密切的人，故称。至宋末元初的方回，因该派诗人多学习杜甫，

就把杜称为江西诗派之祖，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诗派之宗，提出该

派一祖三宗之说。该派的诗歌主张是：一、要从前人诗句、古书典故的运用上，

花样翻新，说：“诗词高胜，要从字句中来，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

来处。”但又不能照搬古人陈言，要变化运用，要有创新。即“点铁成金”和

“夺胎换骨”。二是在材料的选择上要力避熟滥，喜用佛经、小说、语录中等

杂书中的冷僻典故，和稀见的字面。三是为了立异生新，故意造拗句、押险韵、

作硬语，从而形成了江西诗派变俗为雅，生新瘦硬的特点。江西诗派自身的演

变同时也代表着北宋诗风向南宋诗风的转变，江西诗派是宋诗发展过程中的重

要环节。 

一祖三宗：是指江西诗派标榜和效法得作家，一祖指杜甫，江西诗派标榜要向杜

甫学习，特别是杜甫高度的艺术技巧，学习杜甫的句法、字法甚至模仿杜甫的

七律形式，但忽略了诗的情感特征。三宗指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其中以

黄庭坚的诗歌理论个创作理论作为学习和模仿的关键，在作诗时强调“无一字

无来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 

山谷体（黄庭坚体）：指北宋后期诗人黄庭坚的诗风，因其自号山谷道人，故名

山谷体。黄庭坚推崇杜甫，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功用，提倡“点铁成金”、

“夺胎换骨”，主张“无一字无来处”，但要以故为新，化腐朽为神奇，追求“生

新”，主张“不俗”，故以其鲜明的风格自成一体。在艺术特征上，强调诗境的

生新美，诗语的峭拔美，诗韵的兀拗美。以唐诗为参照，山谷体生新程度最高，

最典型地体现了宋诗的艺术特征。 

夺胎换骨：所谓“夺胎换骨”，是体味、模拟古人的诗意而进行新的加工创造。

这实际是以流为源，以学问为诗。 



别是一家：是李清照在她的《词论》中提出的观点。 词别是一家就是 : 词

就是词 , 词与诗、与文都是不同的 , 词自有其本身的特点、属性或本质。

要求词必须讲究音乐美、形式美和形象美，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必须有

别于诗，显出词的“本色”来。 

诚斋体：诚斋体的得名是源于杨万里。杨万里号诚斋，故称为诚斋体。杨万里创

作的诗歌，被称为“诚斋体”，由江西入，不由江西出，是“诚斋体”得以成

立的前提，以日常生活中的小情趣为题。写得活泼自然，风趣淡谐，以新奇的

眼光看待身边的一切，捕捉那稍纵即逝的景象，用敏捷灵巧的手法，描绘充满

生活小情趣的特定场景，有想象新奇风趣，语言通俗明快，风格流转圆活的特

点，“诚斋体”以绝句最为出色，主要学习借鉴了王安石的“半山体”和唐人

的“晚唐体”。 

以文为词：辛弃疾所倡导的“以文为词”成功地将辞赋古文的章法、句式以及议

论、对话等具体手法移植于词，为散文艺术与词体创作之间打通了道路，扩大

了词的表现方法。在用典使事方面，驱遣自如，广博精当，不但善于点化前人

的诗句成语入词，而且特别善于化用经史子小说中的语汇入词，显示出熔铸百

家、陶冶经史的特色，同时他还大量地运用表现力很强的口语、俚语入词，化

朴为美，新鲜活泼。 

《董西厢》：是指金代董解元创作的《西厢记诸宫调》，为了和王实甫的杂剧《西

厢记》区别，故称。《董西厢》取材于唐元稹《莺莺传》，在情节、结局、人

物塑造等方面，都作了较大的修改。最重要的是作者从根本上改变了原作的主

题，热情歌颂崔张二人大胆追求爱情，并以才子佳人终成眷属代替莺莺被抛弃

作为故事的结局。它是演变为王实甫《西厢记》的重大关节，在中国戏曲史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 

诸宫调 ：  诸宫调是一种说唱文学，主要流行于宋金时期。它是相对于限用

一个宫调的说唱形式而言，其中唱的部分用多种宫调串接而成，其间插入一定

的说白，与唱词相配合，采用歌唱和说白相见的方式演说故事，基本属于叙事

体，但其唱词中有接近代言的成分，对戏剧艺术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代表作有

有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刘知远诸宫调》等。 

元曲四大家：指的是元朝时期四大著名元杂剧作家。他们分别是关汉卿、白朴、

马致远、及郑光祖，前三人属于前期作家，后者属于后期作家。他们的代表作

分别是：关汉卿的《窦娥冤》、白朴的《墙头马上》 、马致远的《汉宫秋》、

和郑光祖的《倩女离魂》。他们的创作代表了中国元曲的巨大成就，对后世的

戏曲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宾白：两人相说曰宾，一人自说曰白   白，即宾白，是剧中人的说白。 

科范: 元杂剧科介是剧本规定的主要动作表情和舞台效果 



楔子——是元杂剧剧本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楔子篇幅较短，没有专

门的故事情节，常常放在剧本的开头，起到交待剧情的序幕的作用，有时楔子

也放在折与折之间，起到过渡承接的作用。 

旦本、末本：元杂剧中男主角称为末，女主角称为旦，根据主唱者角色的不同，

分为旦本、末本。一本戏只能由一人主唱，其他人一般只能说白。由正旦所唱

的本子叫做“旦本”，由正末所唱的本子叫做“末本”。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 

永嘉杂剧（南戏） ：南曲戏文的简称。它于北宋末年流行于浙江温州一带，称

永嘉杂剧，或温州杂剧。它以南方民间曲调和方言来演唱，改折为出，改末为

生，一出之中不限一个宫调和一韵，不必一人独唱到底。以管乐伴奏，曲调轻

柔婉转，曾因受到元杂剧的冲击，一度衰落，后复兴，为明清传奇的产生提供

了艺术基础。 

四大南戏 ：是元代后期出现的四部戏剧作品，又称四大传奇。它们是：柯丹丘

的《荆钗记》、永嘉书会才人编撰 的《白兔记》、施惠的《拜月亭记》、徐

田臣的《杀狗记》，简称“荆、刘、拜、杀”。 

中兴四大诗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 

南宋风雅词派：以姜夔的“雅词”为典范，注重炼字琢句，审音守律，追求高雅

脱俗的艺术情趣；词的题材以咏物为主，讲究寄托，但有的词的意蕴隐晦难解。 

 

二、重要作家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今四川人）。 

诗歌内容： 

1.现实性。如《吴中田妇吟》、《荔枝叹》等。 

2.哲理性。如《题西林壁》。 

3.旷达精神。 

诗歌风格：刚柔并济，呈现出清雅风格，主导风格豪放，有些作品甚至粗豪 

而缺乏余蕴。 

艺术技巧： 

1.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2.用典信手拈来，左右逢源，浑然天成。3.很讲对

仗，活泼流动，构思新颖。 



苏词地位：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

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

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苏轼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提出了词

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 

词体改革：1.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阔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2.

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3.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

“以诗为词”主要表现为用题序和用典故。  

苏轼的词 

苏词认识上的突破 

1.诗词并重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的“艳

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

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2．词自是一家  为了使词真正能和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 自是一

家”的主张。 

 苏词内容上的突破   

1．抒发性情怀抱，表现人格个性  苏东坡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和爱情

的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和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

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  

2．对人生的思考。  苏轼在道佛两家思想的影响下，曾在词中多次提到过“人

生如梦”之类的话语。如“古今如梦，何曾梦觉”；笑劳一生梦”；“万事到

头都是梦”等等。 人生如梦的浩叹，源自于东坡的非凡的人生经历和冷静的

思考。而在冷静的思考中，东坡并没有沉沦，而是在力求突破尘世纷扰，力求

自我超脱，保持 一种宠辱不惊、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3．广阔的社会生活的描写。  苏词既注重向内心世界开拓，也注重朝外在的

世界发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极为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

闺阁绣楼，亭台院落之中。词至苏轼，境界真正扩大，苏轼在词中大力描绘了

日常交际、悼亡、闲居读书及耕耘、游猎生活场景。  

4．自然山水的描写：  苏轼对自然山水的描写，或以奔走流动的气势取胜，

或以清新秀美的画面见称。而有时他还把自然山水的观照和对历史、人生的反

思结合起来，在雄奇壮阔的自然美中融注进深沉的历史意和人生感慨。  

5．对乡村的描写：  对充满泥土气息的乡村的描写，始于苏轼，也就是说，

苏轼第一次将乡村题材引入到了词中。  

苏词艺术风格上的突破  



一.开创了豪放词风。  苏轼在婉约之外，大量地创作豪放词，开创了豪放词风，

促进了词风的转变。苏轼豪放的艺术风格表现主要有三：1、将充沛激昂甚至悲

壮苍凉的激情融入词中；  2、在写人、咏景、状物时以慷慨豪迈的意象，飞动

峥嵘的气势，阔大雄伟的场面取胜；  3、是以奔放雄豪的音调著称。 

 二．以诗为词。  所谓以诗为词，就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 （1）

题序。  苏轼在词中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本文构成了

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 （2）用典。  在词中像诗那样大量的使事用典，

也始于苏轼。词中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

深婉的抒情方式。  

三．突破了音律的束缚。  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

缚，把词由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  苏轼写词只求阅读而不

求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然也遵守音律规范但不拘不于音律。  

四．苏词的语言创新。  苏词语言风格为清新朴素，他多方面吸收古人语言精

华，化用前人语言入词，还运用口误、虚字入词，丰富词的表现力。 

 五．苏词风格的多样化。  《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等均属于婉约之

作。  而苏词还有部分词作则体现出的是旷达词风，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

叶声》即是。    

黄庭坚：坚持论诗强调“以俗为雅”，论词也是雅俗并重。一方面承认词是“艳

歌小词”，一方面认为词与诗一样是表达“意中事”的言志之体。  

  对苏轼的继承与发展： 

1.抒情的自我化，即表现自我刚直倔强的个性和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2.使词的题材进一步贴近自我的日常生活。 

 

柳永：柳词艺术的新变： 

⑴创造性的运用铺叙，白描，点染等艺术手法。代表作《雨霖铃》“寒蝉凄切”。 

⑵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与心态。代表作《鹤冲天》“黄金榜上”。 

柳永初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人。 柳词内容和语言形式的新变： 

⑴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 

⑵多方面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 

⑶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口语和俚语。 

柳永词的新变  

柳永一生主要致力于词，他是中国词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  在宋词史上，

柳永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出现，使词这一文学体式具有了新的生命力，展

现出了新的活力。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



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

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  

 1、首先是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在其他文人词的同类题材作

品中，爱情缺失的深闺女性一般只是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内心的愿望含而不

露。  而柳永词中的世俗女子，则是大胆而主动地追求爱情，无所顾忌地坦陈

心中对平等自由的爱情的渴望。    

2．对繁华都市生活和市井风情的描写 这是柳永对宋词题材内容的新开

拓。  柳永一生浪迹于都市，对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

情均有着丰富的人生体验，他曾经描写过当时汴京、洛阳、苏州、扬州、杭州等

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游乐之情景。  

3．尤工于羁旅行役。  柳永长期的浪迹江湖、晚年的宦海沉浮，使他对飘泊天

涯有着强烈而深刻的感受。他的感慨人生失意、抒写羁旅行役之思作品，往往在

山村水驿、川林溪石、夕阳风雨的描绘中寄托自己凄凉心境。  他的羁旅行役

词，或写临歧离情，或写凭栏凝思，将其“游宦成羁旅”、“谙尽宦游滋味”的深

切感受，曲折委婉地表达了出来。  

 

柳词的艺术创新 ： 柳永词在艺术上的创新，首先是他大量地写作长调慢词。

慢词，是依据慢调填写的词。慢调是词曲的一种格调。因曲调舒缓，故名。 

一.大量地创作长调慢词。  晚唐五代直到宋初，在词坊中占优势的体式仍是小

令。到了柳永，为了在词作中反映丰富的城市社会生活和复杂的思想情感，他开

始全力写作慢词，从而促进了慢词词体的发展，使慢词和小令得以平分词坛秋色，

为词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长于铺叙白描。  为了与其长调慢词的内容包孕的丰富性相适应，柳永采用

了铺叙手法。其词的显著艺术特征就是长于铺叙，构思细密，布局完整、层次分

明。 与铺叙相配合，柳永词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假借替代；言

情叙事，不需烘托喧染，而是直抒胸臆。 

三．善于吸收俚语，俗语入词。  柳永浪迹江湖，大量地吸收当时通俗的语言

入词，促使词的通俗化，而其词又不乏雅量高致之处，故其词是雅俗并存，通

俗流畅又极富音乐性。 柳永的词在于以新鲜、通俗的语言，铺叙白描的手法，

大量地发展的长调慢词，并运用这种新体歌唱了北宋的都市文明和市民生活，

抒发了自己羁旅行役的苦闷情怀。他扩大了词的容量，丰富了词的表现

力。    

  

辛弃疾： 

1、辛弃疾词的题材内容 

（1）抒写爱国情怀的英雄词：以词抒发气壮山河的爱国情怀，尽显抒情主人公

的英雄本色；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理性，有豪气英风。但英雄词往往蕴含着壮志

难酬的悲愤。 



（2）描绘田园风光的农村词：清新朴素，恬淡风味，清新纡徐，真淳朴素。 

（3）咏春词和艳情词：咏春词，写的疏朗明爽，清丽中见俊俏，带有婉约风韵。

它的“妩媚”是一种富刚于柔或振柔为刚的秀美，是以雄健清劲和悲慨深沉的情

思为底韵的婉媚；艳情词，写得缠绵剧恻而婉媚纤丽，显得率真质朴而情致凄切，

并非只是婉媚而已。 

2、辛弃疾词的艺术成就 

（一）词体的解放和词境的开拓：以文为词带来词体大解放、词境的开拓，其词

具有英雄豪气，意境雄奇阔大，以英雄豪杰的气势豪情来作词，多悲壮语、英雄

失志的悲慨，写农村景致的词作，对词境也是一种开拓。  

（二）“稼轩体”的风格特色：辛弃疾作词多以豪放格调出之，又不失温婉的本

色，但他的词的基调仍是悲放的。他的词既抒发了独具的英雄豪杰之气，又保持

了词曲折婉丽之美。辛弃疾以其英雄豪杰的性情和胆气，突破了词的传统体制和

写作方法而另辟新境；可是就其稼轩词言情的深微而言，却又同时保持了词体曲

折含蓄的美妙。既以豪放气质开拓了词的意境风格，又不失词的含蓄蕴藉之长，

这种相反又相成的现象，是稼轩词的特色，也是在宋词发展过程中完成的过人成

就。 

（三）辛词的语言艺术：议论纵横，善于使事用典；以散文句法入词，广泛化用

前人文学语言入词；语句精练警策，雄放雅丽；注意吸收民间语言入词，有口语

化、通俗化的特点。 

 

 

王实甫： 

王实甫的《西厢记》继承“董西厢”的反封建思想倾向，结合自己的美学理

想，把以老夫人为一方，莺莺和张生为另一方，代表着两种对立的社会思想的人

物，沿着各自的方向予以提高，使双方的矛盾冲突更为尖锐激烈，更具有典型性，

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作品反封建的战斗性。它热情地肯定这种精神和感情，显然是

对封建阶级违反人性的标准的大胆否定，这不能不说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

的进步。 

代表作：《西厢记》（提出：愿普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语言艺术： 

1.体制创新，题旨改造。2.本色当行。3.具有鲜明个性化。3.语言诗情化。  

“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 <原板> 北雁南翔。 问晓来谁染得霜林

绛？ 总是离人泪千行。”《长亭送别》  

王西厢对董西厢反封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在主题思想上，两部作品都表达了作者冲破封建礼教藩篱的渴望，都对敢于追求

爱情和婚姻自由、敢于反抗封建伦理道德束缚的行为进行了肯定和赞誉，同时鞭

挞了阻挠有情人成为眷属的行为和制度。从这几点来说，两部作品在思想上是一

脉相承的， 王西厢的思想性相比于董西厢，有所发展的地方在于更加明确地肯

定了爱情在男女婚恋关系中的核心和基础地位，更有力的批判了封建礼教的迂腐

和残酷。董西厢虽赞扬年轻人对爱情的追求，但又用传统道德为他们的越轨行为

竭力辩解，体现出了作者在反封建上“欲迎还羞”的不彻底性；王西厢摒弃了“合

礼”、“报恩”之类的保护色，大胆地强调男女彼此有“爱情”就应该让他们白

首偕老。“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显然，对爱情和自由的追求和对封建礼教、

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上，王西厢更加大胆、进步。 

《西厢记》中人物塑造及语言艺术 《西厢记》中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

特点鲜明的人物。   

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崔莺莺，是一位赤诚追求爱情，大胆反抗封建传统的女性

形象。当她遇见心上人后，“情”便成为了她内心的主宰，至于功名利禄，是非

荣辱，统统都可以不管。然而由于受长期封建礼教的熏陶，她的性格又体现出热

情而冷静，聪明而狡黠的特点，时常让人晕头转向。这两种不同的性格节奏，使

莺莺在追求爱情时既急切又忐忑，充满喜剧因素。   

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张生，是名副其实的“志诚种”。他才华出众风流倜傥，

但落入情网后竟成了“不酸不醋的疯魔汉”，可谓是痴得可爱，也迂得可爱。作

为一介书生，张生既没有在功名利禄前的庸俗，也没有在封建家长面前的怯懦，

而是执著诚挚地追求着爱情，实属难得。总的来说，这位书生的性格是痴情大胆

而又鲁莽痴迂。 作品中的红娘一角，最具特色。她机灵倔强，伶牙俐齿，从心

底里不满封建礼教的束缚。她常将道学式的语言挂在嘴边，实则是一种戏谑态度

的表现。她对老妇人说的一番封建大道理，上纲上线，滴水不漏，足见其泼辣机

智的性格特点。  

《西厢记》的语言艺术历来被人视作戏曲语言艺术的最高峰。语言符合戏剧特点，

能和表演结合，具有丰富动作性。也就是所谓的“当行”。 语言具有鲜明的个

性化特点。作者充分考虑到人物身份、地位、性格的不同，使不同人物的唱词呈

现出不同的风格。同为男性角色，张生文雅，郑恒则鄙俗；同为女性角色，莺莺

婉媚，红娘则泼辣，鲜活。 文采与本色相生、藻艳与白描兼备，具强烈的戏剧

效果。作者在唱词中融入了大量的唐诗宋词意象，使人读来满口生香、回味不尽。

因此《西厢记》也被誉为诗剧。 

分析《琵琶记》的悲剧意蕴  



1）《琵琶记》基本上继承了《赵贞女》故事的框架，保留了赵贞女的“有贞

有烈”，但全面改造了蔡伯喈的形象，让他成为“全忠全孝”的书生。这一改造，

体现了元代后期的社会情态。  

  2）《琵琶记》的戏剧冲突是围绕“三不从”展开的。蔡伯喈本来为终养年

老父母并不热衷功名，只是由于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才导致一连串

的不幸，落得个“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的结局。他努力按照封

建伦理行事，却因伦理纲纪的不合理及其自身矛盾，而让自己成了可怜可悲的牺

牲品。     

 3）《琵琶记》尽管从正面肯定了封建伦理，但主要展示的却是“全忠全孝”

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人们对封建伦理合

理性的怀疑。同时，由于高明能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在肯定孝子贤妻的同时，

揭示了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了封建伦理造成的社会悲剧，因而也给了

观众以强烈的震撼。  

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

伦理的冲突中。所以，《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比单纯谴责

负心汉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  

分析《琵琶记》的艺术成就  

第一，《琵琶记》在人物塑造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人物心理刻画方面尤为突

出。剧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莫过于蔡伯喈，他身上那种委曲求全、优柔寡断的

性格，是一个时代下知识分子的写照。赵五娘这一纯朴善良、吃苦耐劳的传统女

性形象，是作者不遗余力赞扬的对象。  

第二，《琵琶记》的戏剧冲突，也颇有特色。剧中情节的发展运用了双线结构：

一方面写蔡伯喈离家后的经历；另一方面写赵五娘在家中的遭遇。这种贫与富、

贱与贵之间的跳转与对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加重了整部剧的悲剧气氛，也使

人物性格更加鲜明。  

第三，《琵琶记》的语言运用灵活多变，风格多样。剧中写赵五娘一线时，语言

显得质朴本色；而在写蔡伯喈一线时，语言则显得华丽雕饰。这充分体现了作者

对人物性格、形象和心理的分析判断。同时作为戏剧，《琵琶记》的语言富于动

作性 

 

《珠玉集》：北宋著名词人晏殊的作品，所作闲雅而有情思、语言婉丽、音韵和

谐。内容多写闲情逸致。对后世的诗人影响很大。  



：词集名，北宋 柳永作。 柳永，字耆卿，初名三变，后更名永。

昔人以为 柳永所制乐章，音调谐婉，尤工于羁旅悲怨之辞，闺帷 淫媟之

语。 东坡曾拈出“霜风凄紧， 关河冷落，残照当楼”（ 八声甘州）三句。

以为唐人佳处，亦不过如此！然亦有评者以为柳词浅近谐俗者。今人论 柳永

之 词则以为其词风婉约，其词作多蕴藉动人，所作 慢词，繁辞展衍，已由 小

令而趋之长调，其发展词之形式之功，实不逊于 东坡扩大词之内容，加深词之

境界。 

柳永深谙音律，能 自度曲。宋室南渡后，乐部放失，故识者以为，“永之

乐章集于保留旧谱，又有功也。”乐章集，不分卷，依宫调、词牌序列，所收约

有一百九十首。 

《渭南文集》：陆游自编词文集，共五十卷，分为文集四十二卷，《入蜀记》六

卷，词二卷。陆游曾封渭南县伯，故集名《渭南文集》。陆游既是南宋诗词大家，

其诗稿在生前已有付刊，而文集虽已编就，却未付诸剞劂。到嘉定十三年(1220

年）游幼子遹知溧阳县，始刻《渭南文集》五十卷于学宫。此集虽陆遹所刋，实

游所自定。陆游晚年封‘渭南伯’，遹跋称先太史未病时故已编辑，凡命名及次

第之旨皆出遗意，今不敢紊。又述游之言曰：‘剑南乃诗家事，不可施于文。’

故以‘渭南’名集。 

《白石道人歌曲》一称《白石词》，是中国宋代姜夔（人称白石道人）所作的汉

族词曲谱集。共 6卷，别集 1卷。书中收有祀神曲《越九歌》10 首，词调令、

慢、近、犯 17 首，琴曲《古怨》1首。其中《越九歌》旁缀律吕字谱，已标明

不同音高；词调是用工尺旁谱，流传中多有讹误之处，后辈研究者对此看法不一；

琴曲《古怨》是减字谱，可弹奏。词调 17 首中，《醉吟商小品》和《霓裳中序

第一》是传统大曲的摘篇，《玉梅令》是范成大的作品，其余皆是白石自度曲。

《白石道人歌曲》共六卷，别集一卷，存词八十余首：或感慨时事、抒写身世，

如《 扬州慢》（淮左名都）、《玲珑四犯》（叠鼓夜寒）；或记游山水、咏怀

节序，如《点绛唇》（燕雁无心）,《鹧鸪天》（曾共君侯聘来）；或交游酬赠、

怀念恋人，如《石湖仙》（松江烟浦）、《醚琶仙减双桨来时）。其中，咏物词

最善，仅 咏梅花就有十七首。《暗香》、《 疏影》，隐曲宛转，寄慨遥深，

读来余韵不尽。 

白石词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南宋偏安一隅、中原残破的时代面貌，但此类词

作并不很多。其主要成就，是在艺术方面。白石用江西派诗法入词，以健笔写柔

情，意境清空，格调高雅，善用虚字呼应，自铸新辞。  张炎说：“词要清空，

不要质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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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说，“白石词……不唯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词源》卷

下）大致概括出了白石词的艺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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