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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者王立群推出“新诗话”

妙评百首经典古诗词

以大家视角重述 100首经典古诗词之美
提起王立群， 许多人的第一

反应 “他是一位研究历史的学
者”，而忽视了他的真实身份———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古典文学
专业博士生导师， 国家社会科学
规划重大招标项目 《文选汇校汇
注》首席专家，中国《史记》研究会
顾问。

在他看来， 一首诗歌能够成
为经典，从诗歌本身而言，经典名
句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一
些经典诗歌能够被历代反复传

诵， 不少是从其中的经典名句开
始广为人知的。因为名句的惊警，
蕴藉的丰富， 它甚至能够脱离诗
歌原初文本，独立出来，具备超越
诗歌本身的意义。

因此，王立群认为，对诗歌经
典名句的聚焦与解读，一方面，是
捕捉到了诗歌的关键与核心，有

振领提纲之功；另一方面，并非抓
住一点不及其余， 而是关注经典
名句的文本意义、传承及演化。故
本书对诗歌的解读， 不追求一字
一句的详细解释， 不追求一句一
联的全面鉴赏， 主要是从个人的
评点感悟出发，立足诗词语境，针
对经典名句， 抽丝剥笋， 旁敲侧
击，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前后勾
连，左右照应，力图建立另一种理
解诗词核心的“语境场”。

此外， 除却诗词本身必须写
得好的因素， 诗词还必须具备时
刻指向当下的质素，也就是说，诗
歌所写，能够时刻呈现于今天。虽
然不少诗词距离今天已经很遥远

了， 但是经典诗词仍然能够为我
们提供足以借鉴的东西， 仍然能
够不断刷新我们的审美， 仍然不
断冲击我们的阅读视野与阅读期

待， 所以诗词的解读不能脱离它
产生的时代， 更不能离开解读它
的时代。 这正是诗词生成已久却
历代阐释不断、 魅力常新的根本
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 本书中精选
的 100 首经典古诗词，其中有 75
首来自语文教材。 中小学阶段正
值一个人学习古诗词的黄金时

期， 本书或能为家长和老师教授
孩子古诗词提供独特的视角，为
他们与孩子互动打开一扇崭新的

诗词之门。
（据新华网）

主编 ： 北京鲁
迅博物馆

出版：译林出版社
鲁 迅 从 1929

年开始编印一系列

有 关 版 画 的 出 版

物， 这些书后来成
为中国版画家探索

新道路的奠基性书

籍。 《鲁迅编印版画
全集》 由北京鲁迅
博物馆主编，收录了鲁迅编印的 12 册中外版画
集，除他主编的书之外，还有他参与编辑和未编
成出版的画册， 体现出鲁迅卓越的审美趣味和
开阔的艺术视野，而简约、精悍的版画风格更是
鲁迅文学风格的自然延伸。

《鲁迅编印版画全集》

《学习的升级》

作者 ： [美 ]约
翰·库奇、[美]贾森·
汤、栗浩洋

出版：浙江人民
出版社

作为一部对解

决当下数字时代教

育问题有针对性的

书 ，《学习的升级 》
详细阐述了如何把

被动教育升级为主

动学习、 如何从一
对多的老师课堂讲授升级为实践学习、 如何从
“项目制学习”升级为“挑战式学习”，并且详细
介绍了未来学习的三要素“访问、建构、编程”，
以及开启学习的未来的九大技术， 通过学习的
创新和技术的革命，释放每个人的无限潜能。

《擦一擦镜子，照见童年》
作者：唐鼎华
出版：清华大学

出版社

本 书 以 回 忆

六、 七十年代童年
趣事为内容： 通过
不同的季节、空间，
描绘当时的童年生

活变化， 及四周人
们的生活态度。 其
中有相应的吃穿住

行、娱乐与学习。 书
中每页，也附有作者的“童年系列”插画，芦花
鞋、老虎帽、飞镖、铅丝枪等消失的用具、玩具得
以复现。就如同本书的装帧，童年的快乐虽然是
老旧的色调，却永不褪色。 擦亮镜子，照见的不
仅是童年，更有如今难得一见的时光。

（综 合）

近日，著名文化学者、中
国诗词大会嘉宾王立群新作

《王立群妙品古诗词 》 由东
方出版社出版。 此次，王立
群着力于恢复中国古人点

评诗文的传统，全书见解独
到 ，风趣幽默 ，力求发前人
所未发， 道今人所未言 ，深
入浅出的流行语言让传诵

一两千年的 100 首古经典
诗词活在当下。

“新诗话”见解独特、风趣幽默
中国自古就有点评诗文的传

统，或圈圈点点，勾勾画画，标注
名句 ；或于字里行间 ，纸页留白
之处，记录三言两语的感悟。 “一
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诗词文本本身就有多种解读的可

能性。
《王立群妙品古诗词》是他以

数十年学术造诣， 将教学中教授
古诗词的独特感悟著作成书。 全
书对诗歌的解读， 从个人的评点
出发，立足诗词语境，针对经典名
句，抽丝剥笋，旁敲侧击，深入浅
出的流行语言让传诵一千多年的

经典古诗词活在了当下， 可以说
是一本“新诗话”。 既可供读者长
时间仔细研读， 也适合于百忙之
中“走马观花”。

这本古诗词书呈现了两大

特色：
一是见解独特。

比如， 在点评王维 《终南别
业》一诗时，王立群说，终南山之
所以能在中国众多的名山中脱颖

而出， 还在于中国古人的一种审
美意象———“山不在高 ， 有仙则
名”，终南山中有“仙人”。

谁是终南山上的“仙人”呢？
“诗佛”王维就是其中之一。 王维
中年之时就特别信奉佛教， 隐居
终南山时， 更是活出了自己的模
样，把日子过成了诗，所以王维可
以说是一个“佛系男神”。 王维的
在，“引爆了”终南山，让终南山成
为一座诗性的山，令人向往的山。
王维青年顺风顺水， 中年险山恶
水，晚年游山玩水，《终南别业》恰
恰就是他晚年心境的写照。 他闲
步山间，随性而走，行到山穷水尽
之处，就坐下来看天上云卷云舒，
看地上溪流淙淙，不惊不喜，不闹
不怒，一幅淡然画境，烛照一颗悄

然诗心， 这正是 “一山一水一别
院，一诗一画一人生”。

这样的点评是百度上查不

到、鉴赏辞典看不到、作家选本里
找不到、课堂上听不到的。

二是风趣幽默。
在本书中 ， 王立群点评的

100 首经典古诗词，金句频出，幽
默风趣，让读者阅读快感爆棚。比
如，从星座角度讲《诗经》，从男子
化妆、小鲜肉角度解读《离骚》，认
为王维不仅是“诗佛”，更是“终南
山的佛系男神”，说李白的诗集就
是一部“狂人日记”，范仲淹的《江
上渔者》是北宋版的“舌尖上的中
国”……他读李商隐的《无题》诗，
写的是一场“确认过眼神”的美丽
遇见与回肠荡气的无奈转身；品
评张九龄的《感遇·其一》，品出的
是“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
的自信与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