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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
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的历史沉积。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
。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
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
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是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吉林文史出版社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
编写的一套旨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
薄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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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词是一道绚丽的风景，以其独特的艺术品味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一席之地，历来与唐诗并称为
我国古典文学中的双美。
谈到宋词，就不得不谈豪放婉约的问题。
婉约词派是指以李清照、温庭筠、秦观等词人为代表的词派。
婉约词表情达意一般崇尚含蓄婉转，充分发挥了词&ldquo;专主情致&rdquo;的特点，是修辞委婉、表
情柔腻的词作。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也是婉约词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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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婉约词的流变　　在词的发展初期，也就是隋至中唐时期，婉约并不是词的主要风格。
从词体发展的全过程来看，词在民间创始时，它的内容是丰富的、多方面的。
例如，词的源头&mdash;&mdash;敦煌曲子词，大多题材广泛，词境宏阔，社会性强。
从艺术风格看，敦煌词有的粗犷热烈，有的委婉深沉，有的俚俗，有的精巧，有的质朴。
尤其应当强调的是，敦煌词作者所抒发的感情大多健康活泼、清新自然，其中绝大部分写的是现实社
会生活，既有男女恋情、闺怨情思，也有&ldquo;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rdquo;，而后者
大多写得语言刚健、情感爽朗，属于豪放类型，我们决不能用&ldquo;婉约&rdquo;来形容它们。
再如词学家们津津乐道的&ldquo;中唐文人词&rdquo;。
中唐许多作家如张志和、刘长卿、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等人都开始用长短句填词，创作了许多作
品，这些词作的题材也比较广泛，是按曲调来填词的，词体尚未定型，还较多地以写诗的手法写词，
更无法将这些词归为婉约派。
　　词发展到了晚唐五代，出现了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派和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
词风，才筑起了&ldquo;词为艳科&rdquo;的樊篱，形成了婉约的词风。
其中，《花间集序》标志着&ldquo;侧艳&rdquo;词体观念的形成，对后世词的创作和批评有着深远的
影响。
被称为&ldquo;花间鼻祖&rdquo;的温庭筠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以婉约为美的词体特色，对
词学的发展特别是婉约词风的定型起到了题材规范、审美规范、体式规范的作用。
自此，词体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便以长短句的形式、相思别恋的内容、柔婉妩媚的格调作为正统
被规范成型，占据了词坛的主导地位，词为&ldquo;艳科&rdquo;被人奉为神圣。
至此，诗与词从题材内容上也就彻底分家，&ldquo;诗庄词媚&rdquo;说渐而成为词坛一种不可不循的
规律。
作家在填词的时候，几乎完全排斥，甚至认为应当排斥广阔的生活画面和比较重大、严肃的题材内容
，否则将被认为不是当行本色。
但此时传统文人的忧患意识及对社会和人生的关注，使得晚唐词人也写出一些抒发人世兴衰、历史沧
桑的豪放力作。
词坛上多样化的题材风格也并未销声匿迹，只是以非主流的一面存在于晚唐词人创作中。
即便是花间词人，其创作也并非全是艳词。
《花间词集》里也有咏史怀古、咏物抒情、写景记俗、羁旅之愁、边塞风情、登科等多类题材。
有人曾统计过，这类词共计一百二十多首，竟占《花间词集》录词总数的四分之一。
　　宋人的词体观念基本上继承了富贵香艳的&ldquo;花间词&rdquo;风。
词在北宋初仍被视为艳科小技，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被视为词坛&ldquo;正宗&rdquo;，以后虽
然受到其他风格挑战，也仍不乏影响。
不仅晏殊、柳永、欧阳修、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以婉约为主要风格，而且苏轼、辛弃疾、姜夔
等也不乏婉约之作。
特别是苏轼，如果从数量上看，苏轼的婉约之作要大大超过他的旷达、豪放之作。
总体说来，北宋中叶以前的词坛，词人多囿于词为&ldquo;艳科&rdquo;&ldquo;诗余&rdquo;之成见，词
主要以写男女恋情和离别相思，词坛一直被&ldquo;婉约&rdquo;风气笼罩着，因而也就没什么婉约词
与豪放词的区别。
北宋中叶，苏轼以诗为词，&ldquo;自铸伟词&rdquo;，在词坛另辟&ldquo;豪放&rdquo;之路。
至此，词之浅斟低唱不再是一枝独秀，词才有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之别。
但苏轼之后，即使与其关系甚密的&ldquo;苏门四学士&rdquo;中的秦观、黄庭坚、晁补之三人，在词
的创作上仍然严守其&ldquo;艳科&rdquo;之藩篱，以致豪放词几乎绝响。
词的发展在北宋后期出现了学柳永而过于俗化，学苏轼则过于诗化的倾向。
于是体现传统婉约词创作主流的&ldquo;本色&rdquo;理论&mdash;&mdash;李清照的《词论》应运而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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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论》的核心观点是&ldquo;词别是一家&rdquo;说，其基本内涵之一是词应合律而歌，强调词与音
乐的关系。
二是词贵雅正。
要求词高雅、浑成、讲究情致、采用铺叙手法，即词应有自身的精神格调和审美特征。
其目的在于一方面维护词的艺术体性，在形式上分清词与诗的差别；另一方面维护词的传统风格，为
诗词划分界限。
可见，李清照努力要把词从诗的大系统中分离出来自立门户，苏轼则高扬与之相对的诗本位的词学观
，意在打破诗词界限，使词回归到诗的大系统中去。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词学观。
然而，在北宋词坛，苏轼的诗化道路并未得到响应。
靖康之变后，国破家亡，词人们的繁华梦破，词风也为之陡然一变。
苏轼词终于受到了称许，使得天下人耳目一新，逸怀浩气。
　　面对国破家亡的民族灾难，一些爱国将相及士大夫，如岳飞、张元干、张孝祥、陆游诸人，才追
随苏轼，以词抒发其慷慨悲壮之音，算是成为苏之后劲。
此后以辛弃疾为代表的爱国词人登上词坛，以词抒写英雄失路之悲慨，语壮声宏、慷慨沉郁，陈亮、
刘克庄等人紧随其后，豪放词才与婉约词分庭抗礼，豪放词才有&ldquo;派&rdquo;可言。
词至南宋，婉约风格仍未有间断，一直延续下来。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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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
时代精神。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
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婉约词派》介绍了婉约词的发展历程及其特质、形成背景、创作特色、代表作家及其作品赏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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