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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石小书生课外阅读材料 

毛诗序①（节选） 

 

诗者，志之所之也②。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③而形④于言。言之不足，故嗟
jiē

叹⑤之；

嗟叹之不足，故永歌⑥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⑦之，足之蹈⑧之也。 

 

【注】①选自《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2018年版）。今本《诗经》相传为

西汉毛亨、毛苌所传，故称《毛诗》。《毛诗序》是《毛诗》国风首篇《关雎》题下的一篇序言，作

者不详。②志之所之：志意前往的地方。意思是，用来表达志意的。志：志意，志愿。第二个“之”，

往，到……去。③中：内心。④形：表现，显露。⑤嗟叹：咨嗟感叹，叹息。⑥永歌：咏歌，歌唱。

⑦舞：挥动，摇动。⑧蹈：顿足。 

 

 

诗品序①（节选） 

锺
zhōnɡ

嵘 

若乃②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
qí
寒③，斯四候④之感诸诗者也。嘉会⑤寄诗以亲，

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⑥，汉妾辞宫⑦，或骨横 朔
shuò

野⑧，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
shù

，杀气雄边⑨；

塞
sài

客衣单， 孀
shuānɡ

闺泪尽；又士有解佩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
é
入宠○11

，再盼倾国○12
：凡斯种种，

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 骋
chěnɡ

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13
” 

 

【注】①选自《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锺嵘（约 468—约 518），字仲伟，

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诗品》是他的诗歌评论专著，以五言诗

为主，将自汉至梁有成就的诗人区别等第，分为上、中、下三品，故称《诗品》。②若乃：至于。

表示另起一事。③祁寒：严寒。④四候：四季。⑤嘉会：美好的宴会。⑥楚臣去境：指屈原被放逐。

⑦汉妾辞宫：指王昭君远嫁匈奴。⑧骨横朔野：曝尸荒野。朔野，北方荒野之地。⑨杀气雄边：凶

恶的气势震慑边地。雄，称雄、胜过。⑩解佩：解下朝服上的配饰之物，指辞官。○11扬蛾入宠：扬

起蛾眉入宫受宠。○12再盼倾国：看两次就让国家为之倾倒。语出汉李延年《李夫人歌》：“北方有佳

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盼，看。○13《诗》

可以群，可以怨：语出《论语·阳货》。群，指提高人际交往能力。怨，指讽刺时政。 

 

 

与元九书①（节选） 

白居易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
qiè

②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
huā

声，实

义③。 

 

【注】①选自《白居易集》卷四十五（中华书局 1979 年版）。个别文字据其他版本作了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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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九，即元稹（779—831），字微之，洛阳（今属河南）人，唐代诗人。排行第九，故称“元九”。

书，书信。②切：切近，靠近。③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以情为根，以言为苗，以声为花，以

义为果实。这是用植物来比喻《诗经》。华，花。 

 

 

《人间词话》三则 

王国维
①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

之无境界。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②”，

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
yī
消得人憔

qiáo
悴
cuì

③”，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
mò
见，

那人正在灯火阑
lán

珊
shān

处④”，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⑤。然遽
jù

⑥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

晏⑦欧⑧诸公所不许也。 

 

【注】①王国维（1877—1927），子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

学者。②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宋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中的句

子。③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宋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中的句子。④众

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的句子。今本多作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⑤道：说，谈论。⑥遽：就。⑦晏：晏

殊。⑧欧：欧阳修。 

 

 

典论·论文①（节选） 

曹丕
pī
 

盖文章，经国②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③，未若

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④，见
xiàn

意于篇籍⑤，不假良史之辞⑥，不托飞驰之势⑦，而

声名自传于后。 

 

【注】①《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篇文学专论。曹丕（187—226），字子桓，沛国谯（今安

徽亳县）人，曹操之子。嗣位魏王、丞相，后代汉自立，国号魏。②经国：治国。③常期：一定的

期限。④寄身于翰墨：投身于写作之中。寄身：投身，全力从事。翰墨：指文辞或文章。⑤见意于

篇籍：通过文章表达自己。见：表现。篇籍：文章。⑥不假良史之辞：不靠优秀史官的记载。假，

借助。⑦飞驰之势：显赫的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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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画①（节选） 

郑燮
xiè

 

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②，遂有画意。其实

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
shū

③作变 相
xiànɡ

，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

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④外者，化机⑤也。独画云乎哉！ 

 

【注】①《画竹题记二则》的第一则。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

“扬州八怪”之一。幼年家境贫寒，中进士，授知县，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引疾辞归扬州，

以卖画为生。②勃勃：兴盛的样子。③倏：迅速。④法：规范，准则。⑤机：事物的关键、枢要。 

 

 

【参考译文】 

毛诗序（节选） 

诗，是（人们）用来表达志意的。在心里是志意，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情感在心里激荡，

就会表达为语言。语言不足（以表达），就会叹息（来继续它）；叹息还不尽（情），就会歌唱；歌

唱仍不满足，就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诗品序（节选） 

至于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夏雨，冬天严寒，这是四季触动诗情的景物。美好的宴

会上用诗来表达亲昵，脱离亲朋（独居）时用诗来表达哀怨。至于屈原被放逐，昭君远嫁匈奴，有

人（客死他乡，）曝尸荒野，灵魂随飞蓬飘荡；有人（建功立业，）执戈守边，凶恶的气势震慑边地；

滞留边塞的男子衣裳单薄，寡居的妇女眼泪流尽；又有男子辞官离朝，再不复返；有女子扬起蛾眉

入宫受宠，看两次就让国家为之倾倒：凡此种种（人生境况），感动激荡（人们的）心灵，（如果）

不（提笔）写诗，怎么表达心情？（如果）不放声高歌，怎么宣泄情意？所以说：“（学习）《诗经》

可以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可以讽刺时政。” 

 

 

写给元稹的信（节选） 

感动人心的事物，没有比情感先的，没有比言辞早的，没有比声韵近的，没有比意义深的。《诗

经》，就是以情感为根，以言辞为苗，以声韵为花，以意义为果实的。 

 

 

《人间词话》三则 

词以境界为最高标准。有境界（的词），就会有很高的格调，自然会出现有名的句子。 

境界并不是只指景物，喜怒哀乐等情感也是人心中的一种境界。所以（文章）能够写真景物、

真感情的，就是有境界，否则就是没有境界。 

从古至今，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人，都必须经历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这是第一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第二境界。“众里寻他千

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这是第三境界。这些话不是大词人就写不出来。但是

就根据这个意思解释这些词，恐怕晏殊、欧阳修等人是不会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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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论·论文（节选） 

文章，是治国的伟业，是不朽的大事。（人的）年龄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

一身，二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因此古代的作家，投身于写作之中，

通过文章表达自己，不靠优秀史官的记载，不托显赫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 

 

 

题画 

明净爽朗的秋天时分，（我）住在江边的客馆，早晨起来观察竹子，（见到）烟光、日影、露气，

都在（竹子的）疏枝密叶之间飘浮流动。（于是，我）兴致大发，想要作画。实际上，这时（我）

脑海里映现的竹子，已经不是眼中看到的竹子了。于是（我）磨墨，展开画纸（作画），（可是）落

笔时（竹子）很快变化了，笔下的竹子又不是脑海里映现的竹子了。总之，（想像的）意境在下笔

前（已经形成），（这）是不变的法则；超越规范的意趣，是变化的关键。画画就是这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