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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说文学》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先秦、汉魏、两晋时期的文学，是中国文学逐渐成熟的阶段，是一幅幅陶冶性灵、崇尚自然，充满激
情的生活画卷，它们的美满溢着情窦初开、浪漫忧思、风骨铮铮，为后世的文学树立了不同的典范。
蒋勋先生从美学角度系统解析从先秦到“五四”近三千年的中国文学之美。《蒋勋说文学》分上、下
两册，上册讲述从《诗经》到陶渊明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下册从唐宋散文讲到五四新文学。
《诗经》开启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自身带有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朴实与天真，自由抒发所思
所想。这种朴素的审美在其后数千年的中国文学中一直存在。
《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最早的代表，熔生命激情与绚烂想象为一炉，提供了与《诗经》完全不
同的、铺张华丽的审美范本。
汉乐府是来自田陌市井的歌声，既有《诗经》的质朴，又有《楚辞》的不羁，蒸腾着盛世的蓬勃生命
力。
《古诗十九首》诞生于文人阶层兴起的年代，上承《诗经》，下启魏晋，以文人忧思观照民间，促使
文人诗成为后世传世诗歌中的主要部分，建立起了格律美的规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纷繁的时代，不仅有多种多样的人，而且每个人身上都展现出多面性。从
某种程度上来说，魏晋和我们现在的时代很像，有很多可能性，有很多凸显自己的机会，或许由于最
终的归宿无法改变，所以人们最重视的是当下的状态。
陶渊明的诗文中有一种“出走”的气质，但最后总会回到真实的生活当中，从现实的山水回到内心的
田园，实现内化的自我完成。
“诗比历史更真实。”它蕴藏了生活的本质，连缀起古今一贯的情感。文学中流传千年的美、诗意与
哲思，在纷繁复杂的人世间，悲悯着伤痛，抚慰着渴望，释放着天性，开解着生命的困惑，听蒋勋讲
述千年的文学之美。
--------------------------------------------------
编辑推荐：
文学，是一种救赎。文学之美时而浪漫温暖，使人超然于简单的生活之上，挣脱现实的纠葛；时而伤
感落寞，通过对伤痛的悲悯，使人反观内心深处，获得灵魂的净化。
继《蒋勋说唐诗》《蒋勋说宋词》之后，蒋勋先生全面系统梳理中国文学脉络，以美学视角诠释从先
秦到现代近三千年的中国文学之美。在《中国文学之美系列·蒋勋说文学：从<诗经>到陶渊明》中，
蒋勋先生凭借深厚的美学功底及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洞察，用平实的语言将《诗经》《楚辞》、汉朝及
魏晋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娓娓道来，以古典文学特有的意境，观照当下人们的内心世界，帮助大家回归
心中的田园。
《诗经》的初民情怀、《楚辞》的南方激情、汉乐府的田陌市井、《古诗十九首》的文人忧思、魏晋
文学的自在奔放、陶渊明的悠然恬淡，几千年来的文学之美、诗意与哲思，经由蒋勋先生细致入微的
解读，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泥土的温润、树叶的青绿、市井的烂漫、文人的忧思、远人书信的墨香、潺潺如诉的水声、兴盛时代
的自信、生命本质的哀伤⋯⋯看似消失的却被文字镌刻，时间流去，而情怀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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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说文学》

作者简介

一九四七年生，福建长乐人。台湾文化大学史学系、艺术研究所毕业，后负笈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
一九七六年返回台湾。曾任《雄狮》美术月刊主编、东海大学美术系主任。现任《联合文学》社长。
其文笔清丽流畅，说理明白无碍，兼具感性与理性之美。著有小说、散文、艺术史、美学论述作品数
十种，并多次举办画展，深获各界好评。近年专事两岸美学教育推广工作。他认为，美之于自己，就
像是一种信仰，而自己用布道的心情传播对美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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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说文学》

书籍目录

第一讲 《诗经》：初民的情怀
从“诗”到《诗经》
诗无达诂
《氓》：最初的欢愉，最后的哀怨
风、雅、颂与赋、比、兴
农业时代的静美与乡愁
耽溺与流逝中的爱及青春
《黍离》：诗比历史更真实
《蒹葭》：如水素淡，不弃不怨
《绵》：周人的建国史诗
《女曰鸡鸣》：与子偕老，莫不静好
---------------------------
第二讲 《楚辞》：南方的激情
《楚辞》中的宇宙
激越华美的生命力量
---------------------------
第三讲 汉乐府：田陌市井的歌声
野性与浪漫
《上邪》：刚烈的誓言
来自民间的诗与情
《公无渡河》：质朴的情感呐喊
《江南》：劳动的诗意
文学即是生态
《陌上桑》：尊严与世俗
《饮马长城窟行》：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
---------------------------
第四讲 《古诗十九首》：文人的忧思
重新回到民间
文学是照进现实的一道光
文人阶层与文人诗
《行行重行行》：思念与离别
《西北有高楼》：看不见的佳人
《涉江采芙蓉》：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庭中有奇树》：含蓄的情意
《迢迢牵牛星》：一水间的哀伤
《驱车上东门》：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
第五讲 魏晋文学：多元时代的归宿
《短歌行》：孤独的诗人，孤独的霸主
不同生命经验的对话
篡位者的心灵故乡
《白马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名都篇》：青春像花开一样
《洛神赋》：作为独立个体的女性之美
竹林七贤与文人的自我完成
书画中的魏晋风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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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说文学》

第六讲 陶渊明：生命的出走
《饮酒》：闹市中的田园梦
《形影神赠答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杂诗》：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桃花源记》：坦荡得一如清水时，就会看到最美的东西
《归去来兮辞》：追寻生命最自然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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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说文学》

精彩短评

1、诗经的质朴纯真；楚辞的浪漫唯美；三曹在时代背景下执政风格和写作风格的的区别；两晋文人
的风骨和陶渊明的洒脱⋯⋯蒋勋总能深入浅出入情入理的把诗歌里不可捉摸的情怀和不能尽述的意象
转换成画面。
2、暑假在成都买这本书，在火车上翻看红楼梦一辑，后因工作忙碌暂且搁浅一段时间但已阅读完毕
，总体来说这本书给我的就是感动！
3、这才是情怀！电视里那些都什么狗屁！
4、蒋勋的文章浅显易懂，我对他所述的文学观点一直持怀疑态度，但由于我个人太太过浅薄知之甚
少，读他这类书相当于文学知识补课了。或许他错，但目前我是接受多过怀疑的。诗经，楚辞，汉乐
府，中国的文字之美一直在变化发展，到今天白话文当道很多人已经不爱专研文学，但相信一定有人
擅长于此。学海无边，愿意遨游于此。
5、哈哈，读习惯了他一如既往的自信的口气。读他分析的文学真的一点都不会累，虽然各种事情各
种忙，让我这本书读了好久好久，我还是认真的读完了。
6、见解独到，细细解读晦涩难懂的古文。非常值得一读。
7、文学之变迁，文字之美，蒋老师娓娓道来
8、一家之言能如此朴实从容大气自然实属不易。
9、比之前的十讲要好很多，没那么多教条，整个都写得很轻松，读者也轻松。略浅。
10、文学是人诉求的记录。从直觉的白描到哲学的探索，点了几篇详解，会发现美与思考就在哪里，
看你能否发现。
11、文字，可以是一个人表达内心的方式、也可以是后人了解一个时代的窗口。
12、喜欢
13、诗经、汉乐府、三曹部分还算有趣。
14、《诗经》那篇讲的过于鸡汤，讲文学讲到了别处。楚辞不讲离骚，讲九歌，奇。之后的处处，有
可取之处，但有很多地方只是非常散漫的提到，以及延生到别的去了。蒋勋一概的弊病，还有，《红
楼梦》黛玉焚稿你可别说是曹雪芹写的啊，看得一阵不舒服。
15、《诗经》、《楚辞》、汉乐府，都比较难读，所以这本书是听完的。
《诗经》开启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带着泥土的朴实和天真，自由抒发着作者的所思所想；
《楚辞》则是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将生命的激情和多彩想象融合在一起；
汉乐府来自田陌市井的歌声，有《诗经》的质朴，也有《楚辞》的不羁，有着蓬勃的生命力。
《古诗十九首》则诞生于文人阶层兴起的魏晋南北朝，文人忧思体察民间，使文人诗成为后世诗歌的
主要部分，建立起了格律美的规范。
听书比看书舒服多了，而且是比较难懂的诗词；蒋老师一如既往地将诗词大众化，“诗比历史更真实
”--诗意与哲思，用生活的本质来讲述千年的文学之美！
16、蒋勋先生对文学史的梳理让漫漫文学长河清晰的展现出来
17、加电影和红楼
18、2015-蒋勋先生分享美系列，大爱，重读List
19、启蒙读物，介绍先秦、汉，魏晋南北朝的诗歌。把诗这种形式拉下神坛放在历史史观里讨论。
20、诗可解惑，而且好有画面感，最喜欢的是讲诗经那一部分，哀而不伤，生命的周而复始，陶渊明
和三曹那一段也很有趣。
21、从文学到生命，从生命到文学
22、看得停不下，讲讲文学讲讲历史讲讲哲学，那时候的人和世界原来这样可爱。
23、这本明显比《看不见的竞争力》强多了，果然过于务虚不如有的放矢。《说文学》和《说唐诗》
、《说宋词》算是一以贯之下来的，蒋勋先生的鉴赏水平并不低，对诗经的解读颇具看点，但仍旧是
老问题——重复
24、病中读蒋先生，总是会被其中的慈悲感动。学会宽容，学会原谅。每个人都辛苦。对你不好的人
，也有辛苦。
25、读蒋勋很放松。托尔斯泰说“文学使人靠近”个人和个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国家和国家之
间，都会因为文学相互理解，相互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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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说文学》

26、2017.3.30
27、感染力真的 好强
28、最好的文学并不是拿来做教科书的，也不是拿来做考试范本的，而是使人们觉得活着有意义，让
人感觉活着是幸福的。
29、很适合我这种没读多少书又喜欢感慨的人来读一读。
30、知音难觅，不管里面的一些表达是否和自己的核心思想冲突，至少整本书让我觉得自己并不孤单
，有一位大师和我一样，对着世界充满美感。
31、语言通俗，但发人深思，从美学角度来解读文学，让人眼前一亮，大大开拓了自己的思路。赞！
32、去年叮叮出世前后读完的一本书，本来是抱着在诗经里面找找起名灵感的简陋初衷翻开的，没想
到被蒋勋先生结合美学角度的讲解深深吸引，一发不可收拾。
33、部分内容还挺有意思，诗歌是人人都应该有一些储备的。15
34、最喜欢诗经这个部分吧。其实这些我没有认真度过，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读了。但是说到文学不
是考试的工具这个挺好的。
35、总体来说还是不错，很多耳熟能详的诗句，以新的视角讲解。
36、这套“蒋勋说XX”的文学评论系列都太啰嗦了，感觉就是讲课的速记稿直接copy成书，虽然内容
还是不错的。
37、喜欢！
38、是有点解读过度，不过总体来说阅读体验还可以的！从中或多或少感受到每个朝代的气度、诗人
的才华！
39、这本书分章节讲述了诗经的情怀，楚辞的激情，汉乐府的市井，古诗十九首的忧思，魏晋文学的
自在，陶渊明的悠然。就像书中说提到的诗无达诂，蒋勋这本书不是从字面去解读它们，而是从他擅
长的美学角度去理解文字。个人很喜欢诗经和三曹那段内容，让我有了耳目一新的认识。
40、非常喜欢蒋勋理解诗词时不受辖制的聪明，非常有同感
41、蒋勋懂得真多呀。
42、2016年10月22日读，2016-348，图203。
43、蒋勋的文字还是更适合听而不是读。因为比较浅，而且偏感性，若是当书读大概会觉得散乱。听
着却非常妥帖，只觉得是个温柔的大叔和人闲话家常，既亲切又舒服，条理是否清楚倒完全可以不理
了。
44、“说”字很能评价这本书，蒋勋确实就是很能说，也许并不深刻严密，但就是动人。
45、诗经部分讲的比较好。
46、不仙不佛不圣贤。
47、台湾学者对诗歌的理解是超越我们教科书的，可能是因为没有文化断层吧
48、最爱三曹和陶渊明的段落。
49、超喜欢！昨天亚马逊有活动买了全套！
50、这几日白天读完《幽梦影》又接着读《蒋勋说文学》，晚上看《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从视觉
听觉到心灵都领悟到了中国文学之美。有点遗憾自己没能学古典文学。其实诗词里真的有一种能慰藉
人心的东西，让你在任何心情下都能找到同感，都能找到安慰。上下五千年浩浩荡荡的华夏文化，真
的值得我们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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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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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说文学》

章节试读

1、《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199页

        L15-18      人性坦荡得一清如水时，就会看到最美的东西，而当一个人有了心机，所有东西就都不
见了。这个“迷”其实是迷失了。有时候回想自己的一生，会觉得所谓的迷失是因为执着，你一旦刻
意要某个东西，肯定就找不回来了。

2、《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132页

        有时候忧郁，有时候虚无，第一天觉得拼命挣钱并无意义，可是第二天又会和同事计较升迁的问
题，这些部分在我们身上都有。原来个人的性情是不能解放的，你只能是符合伦理的角色。按照弗洛
伊德的心理学说，白天完成的我，跟晚上完成的我，刚好是两个相反的我。白天一切不能满足的部分
，会在梦里满足。弗洛伊德也指出，艺术创作也是生命的弥补，所以艺术并不是我们平常的形象，而
是反常的。其实生命是共同创造的过程，美而不让别人受伤害，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很大的包容。
能够让所有的嫉妒都变成羡慕和欣赏，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种学习。美学是需要不断平衡的，再好的
文学都不可能永远不变。在这个文化中，男性的性需求有太多机会可以解决，可是他的爱却是空虚的
，他始终没有办法真正好好爱一个人，可以这么久地去端详一个女子的美，去形容这种美。男性和女
性都很欠缺这个部分中国人的两性之爱很复杂，很大一部分是在调情。这个调情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
调情，而是精神上的调情，因为怕真正相遇就幻灭了。美的创造需要有疏离一份好的情感，会持续很
久，因为彼此可以不断地进步、学习、扩大。现实中所有东西都是矛盾对立的，富贵就不贫贱，贫贱
就不富贵，可是在美的领域里，一切都会统一，有的只是差异而已，壮大和纤细都可以是美，高贵和
卑微也都可以是美。喜悦与悲伤加起来才叫恋爱，所以每当有人告诉我说他失恋了，我会说“恭喜恭
喜”，因为如果没有恋爱的喜悦，就不会有恋爱的哀伤，这两种情感是一体的。美感是精神性的回忆
，快感是身体上的刺激，快感是短暂的刺激，美感是深厚的满足。多一点对人的欣赏，对生命的欣赏
，比随意的轻慢要好得多。任何生命，无论是帝王，还是路边的乞丐，生命斗士丰富的，都可以写成
一本小说，丰富的生命并不见得一定要发生什么不得了的大事。

3、《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一讲《诗经》：初民的情怀（一）

        @从“诗”到《诗经》
语言—发出的声音
文字—记录语言的一种符号
西汉开始，将“诗”奉为“经”。
@诗无达诂
当一个人没有办法很清楚地描述生命情状时，他会选择用诗来描述，因为诗里有另外一种对生命的观
照。
诗，帮助我们去感受生命、思考生命、领悟生命，而这些感受、思考、领悟，并不是答案。

4、《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58页

        《诗经》表达的是农业社会里田陌当中那些男男女女的爱恨情愁，《楚辞》表达的则是古代部族
对大自然的敬畏。

5、《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134页

        L6-7     日本的文学史家经常称中国魏晋时期为“唯美时代”，是说这个时代特别重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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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 L1-34   这一时期的文学对日本，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影响。像王羲之、陶渊明等人的生活方式，对
日本影响非常大。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甚至包括憎侣，都带有魏晋文人的个性。日本的枯山水与文人
的生活品味和审美观有很大关系。
？？？枯山水？？？

6、《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1页

        一首好诗，一定能让平常的“我”不见了，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情动于中”就会“形于言”
恋爱与婚姻不一样，恋爱是”情动于中“，而婚姻是一种形式，接受形式就必须接受这个形式的有点
跟缺点”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知识分子身上常常
有一种奇怪的自负，他总想用知识去影响民间。流行歌几乎都是用嘶叫的方式诉说自己的寂寞和孤独
，没有了那份悠远、深长的爱。我觉得用“耽”来形容他特别准确，他的生命里有一种东西让他爱到
别人都觉得他是神经病，可他就是不能不爱。好的文学里没有好人与坏人，有的只是生命的不同状态
。同情是耽溺，无情是超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无情，也没有办法完全同情，读诗的最佳状态是能保
持在两者之间游离。事件会消失，可是心情会变成永恒。一生都很牵挂的情感，才会有反复，因为反
复，那情感才变得更深沉，成为一种美学。民风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因为它从来没有用狭
窄的国家意识来限制文学。

7、《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141页

        BL1-3    世俗的虚无，是说这个人什么事都不做，可是美学上讲的虚无，是说他认识到了生命的本
质，但这并不影响他参与生活的积极性。

8、《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43页

        雅是想通过史诗的教育方式，把民族信念和情感建立起来。

9、《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16页

        风非常活泼，其中“情动于中”的内容特别多，特别自由。
雅：可以说是士大夫阶层所写的诗。小雅是知识分子宴享时所奏的音乐，大雅漾会朝时所奏的音乐。
颂就是国歌，歌功颂德，国家大典时必须要唱。

10、《蒋勋说文学》的笔记-诗无达诂

        （《氓》）它其实就是一个女子对自己一生的回忆，回忆里有喜悦，有哀伤，有向往，有忧愁。
当我们简单地用“弃妇”这两个字来界定这首诗的时候，这首诗的含义就变得非常狭窄。人们常说的
“诗无达诂”，就是提醒我们，一首好诗是没有固定解释的。诗是很复杂、很丰富的东西，绝对不要
试图给一首诗一个非常固定的答案，而把它限定在不能扩大的意义里。在五经当中，“诗”是最贴近
事实的文体。当一个人没有办法很清楚地描述生命情状时，他会选择用诗来描述，因为诗里有另外一
种对生命的观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解释生命现象，有些东西可能会很有哲学性，很有逻辑，但还有
一些东西需要诗化的解释。这是一种更为宽阔的解释，它可能是一种安慰，一种鼓励，但肯定不是一
个答案⋯⋯诗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它能让你更清楚地看到生命的状态，而不是马上对生命下个结论
诗可以帮助人们去感受生命、思考生命、领悟生命

11、《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143页

        BL7-9     凡是能够把自然、隐士、心灵的美学修得很好的人，其实常常是在政治里混得很深的人。
真正的隐士就隐了，没必要去写东西，因为他已经用行为完成了隐居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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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31页

        

13、《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1页

        在文人开始创作《古诗十九首》以后，产生了一种忧伤，这来源于他们行动力的萎缩，或者说是
想象力的增强。
开创基业和历史记忆累积太多
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一体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但为君故。
上马横槊，下马赋诗。
唯美时代，美和伦理的冲突
 倒错是种弥补，使人能拥有丰富、完满的人性。

14、《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190页

        BL6      可是在公元前四、五世纪的时候，陶渊明就已经用行影对话的方式写诗了。
？？？公元前？？？

15、《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146页

        文学和美学最大的贡献，就是能把人从各种固定的身份中解救出来。
大家都认为这首诗（曹丕《杂诗》）是描写曹丕想念故乡，但我觉得这个故乡故事地理上的，而是心
灵上的故乡，是对生命无常的感悟，心理有一种无主性，就像陶渊明的“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

16、《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134页

        BL5-6     东汉的时候，因为举孝廉制度的推行，社会上出现了很多虚伪的“道德”。后来出现的竹
林七贤，他们的个性就是反对虚伪的“道德”的。

17、《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19页

        农业美学。

电影：
伊朗导演阿巴斯《生生长流》、《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台湾导演侯孝贤《悲情城市》、《恋恋风尘》
日本导演小津安儿郎《早安》、《晚春》、《东京物语》

18、《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158页

        曹植常常被误会，因为写《洛神赋》，大家觉得他似乎整天都在谈情说爱，把它界定为很阴柔的
诗人。我却认为曹植的诗非常阳刚，他的个性里有很多开朗的东西，绝对是纨绔子弟。“纨绔子弟”
现在已经带有贬义，课时在古代，曹植和礼拜就是那种整天穿着丝绸骑马出去玩的纨绔子弟，他们是
贵族里的精英。你可以批判他们，可是他们身上又带有一种豪迈之气，那种阔绰、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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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3页

        L4-5    自此（西汉时），《诗经》才开始和《周易》、《礼记》、《尚书》、《春秋》放在一起，
被称为“五经”。

L8-9    所谓的五经，就是五种教科书。所有的知识分子在读书的过程中都要接受这五本教科书的熏陶
。

20、《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187页

        怀抱着悠远的心情，有出世的念想，同样可以好好做一个入世的人。那其实是很安静的时候，会
有一种超脱。可是当它变成戒律的时候，你反倒想触犯它。“忘”最早是庄子提出来的。我们都觉得
记忆很重要，可是庄子觉得“忘”很重要。我们觉得记忆可以应付考试，可以回答问题，可以证明你
的某种地位，可是“忘”却使你做回本来的自己。当我们讲“忘我”的时候，那是更好的一种轻松状
态。如果不忘，就永远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永远只是被知识引领。

21、《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195页

        L1    《桃花源》是一首诗，《桃花源记》是这首诗前面的序，可是这个序比诗还长，而且比诗更
有名。

22、《蒋勋说文学》的笔记-《氓》：最初的欢愉，最后的哀怨

        最好的文学不是拿来做教书的，也不是拿来做考试范本的，而是使人觉得活着有意义，让人感觉
活着是幸福的。《诗经》直到现在都是人们喜欢的文学，就因为它产生于民间，而且从来都没有中断
过。我们最大的悲哀是一到婚姻阶段就认为不再需要调情了。“调情”这个词听上去很肤浅，可是它
让你感受到对方很在意你，觉得你是重要的。其实婚姻可能是更真实的在意，因为两个人要更亲密地
在一起⋯⋯“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

23、《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40页

        L2    苍、霜、方、长、央，都是江洋韵。 ？？？什么是江洋韵？？？

L7    中东韵？？？

24、《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85页

        他和太太之间大概不是爱情，也不是婚姻，就是一个生命一直和另一个生命在一起，其中一个生
命忽然消失了，剩下的这一个就会崩溃。

25、《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20页

        初民指的便是远古时代的人。蒋勋在题中所指的，或许更是古代农业社会的农民，就是创作《诗
经》的那一类人。

农业时代的静美与乡愁

“《诗经》中的农业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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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勋在20-25页中提到了与农业社会描述相关的几部电影，包括陈凯歌的《黄土地》，伊朗导演阿
巴斯的《生生长流》与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印度导演雷伊的大河之歌，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早安
》，《晚春》，《东京物语》以及台湾导演侯孝贤的包括《悲情城市》在内的几部作品。蒋勋说，这
几部电影“都非常符合《诗经》美学”，着重对农业社会，自然美景的描写。
       其实我对于这样的“农业”与“自然”还是蛮好奇的。我儿时去过的农村感觉土地并不辽阔，并
且都过度商业化，并不“自然”；在美国田径队训练时经过的那些土地到蛮有《诗经》的感觉，只是
上面没有种庄稼，也未见过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场景（即使有农田那也是大面积开采，用的都
是机器）。这些电影也只有印度，伊朗，日本或台湾的导演拍得出来；放在美国导演身上，估计只能
听到隆隆作响的收割机了吧。哪天找个时间看看这些电影。
       ”站在土地上的人相信有稳定的自然周期。他的情感周期和自然周期汇合在一起。“ 自然是循环
的。所以说《诗经》哀而不伤，不论多悲哀，都不会绝望，因为一切都是循环的。自然带给我们的是
多么宝贵的一课——一切都是循环的，还在纠结些什么呢？一切都是有希望的。这也是自然美学的一
部分。

26、《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2页

        “文学和美学对人的拯救很明显，我们平常总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僵硬的角色，可是当我们面对
真情的时刻，社会角色就变得不重要了。那些要在伦理和社会里完成的部分，会被文学和美学消解掉
。”

嵇康的罪名：“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

诗经-楚辞-民间文学-文人文学-三国魏晋的虚无与解放

“魏晋时代，每一个人都在自我完成，都是别人不可取代的，有的颓废，有的放纵，有的悲壮，有的
端庄，有的去做官，有的当酒鬼，可是这些人缺一不可。”

27、《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38页

        诗是文字高度精练的艺术形式。诗和论文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论文是逻辑的思维，许是情感的思
维, 情感思维不够的时候写订是非常危险的。

28、《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30页

        BL1-2     好的文学里没有好人与坏人，有的只是生命的不同状态。

29、《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4页

        一个爱诗的人，是爱生活的。如果人用一两个字就能说出生命的答案，是会害人的。生命太丰富
、太复杂了，以至于到最后连是忧愁还是喜悦都不一定能分清楚。

30、《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31页

        “耽”的迷人之处在于，所有的理性都分析完了，结论也有了，但是第二天可能又会全盘摧毁。
如果生命中没有了“耽”，还有什么意义？不同的年龄耽溺的东西有所不同。理性是一个人的思维方
式，非理性也是。非理性对生命的影响更大，它也是生命构成中的巨大力量。这种非理性的能量一部
分往哲学发展，一部分往文学发展。如果是文学，就绝对不是一种逻辑，而是一种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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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蒋勋说文学》的笔记-农业时代的静美与乡愁

        所以说《诗经》“哀而不伤”，无论多么悲哀，最后都不会绝望。因为农业社会里的人们相信循
环，冬天万物都会枯萎、死去，可是大家知道万物复苏的春天一定会来。当孔子讲“哀而不伤”的时
候，其实是知道大自然有平衡，有节奏，人们的希望可以投注在里面。

32、《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30页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我的解读：恋爱或婚姻中，男方沉迷于这段恋情时可以很轻易地抽离这段感情，而女方沉迷于这段恋
情时却不能抽离这段感情。

       一开始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以女权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十分愤怒——为什么男女有这样大的差别
？为什么古代的女性权力这么低，这么懦弱，必须要依附于男性（并且自动默认男性是坏的，女性是
值得同情的）。而蒋勋却用另外一个角度以柔和的角度看待——“那个女孩子好像是在提醒自己，说
男孩子陶醉也就算了，为什么也要陶醉呢？......更让她生气的事，男孩子后来都不陶醉了，自己为什
么还在陶醉？” 完全不同感觉的解读。
        蒋勋告诉我们，好的文学里面没有好人和坏人，有的只是生命的不同状态。有时候真的没必要一
看到一个作品里面的阴暗面就强烈抨击那个坏的一方，作者不过是想呈现另一种生命状态罢了，没必
要那么愤怒。

33、《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4页

        所有对于诗的速食化的答案都不是真正读诗的方法，读诗最怕在诗里找答案。一个爱诗的人，是
爱生活的。如果人用一两个字就能说出生命的答案，是会害人的。生命太丰富、太复杂了，以至于到
最后连是忧愁还是喜悦都不一定能分清楚⋯⋯

34、《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47页

        再回来读一首民间的诗——《女乐鸡鸣》，就感觉又回到了大自然。其中的人物不再是周朝的人
或商朝的人，他只是活在大地上的一个人，就那样活在满天繁星下，这些人无论经过多少朝代更迭、
历史变迁，也还是人。民风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因为它从来没有用狭窄的国家意识来限制
文学。

35、《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1页

        对文字最原初的感动。

农业文明中的静态美。

蚩蚩：恋爱中傻的可爱的样子。

诗经中没有大英雄，全部都是看到麦子水稻在长内心会有忧愁的人，是看到河对岸有自己的心上人却
不知如何去追求的人。

国殇并不是在讲烈士，而是在讲一个找不到回家的路的亡魂。

读诗经能感觉到一种土地上的踏实，楚辞却会让你有一种在天上漂浮的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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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文学里一定存在过生命，无论是那个渡河而死的人，还是采莲的女子，也不管是秦罗敷，还是
因为丈夫到远方打仗而在床上辗转不能成眠的妇人，都让我们感觉到有尊严的生命形态，让我们有刹
那间的动情，感觉到生命的真实，这才是最重要的。”

“汉乐府是对生活的描述，《古诗十九首》是生命的悲哀。生活和生命是不同的。生活是现实中的事
件，《陌上桑》、《饮马长城窟行》里都有生活。一到《古诗十九首》，你都不知道诗里的人是什么
职业，因为里面没有生活，永远只对生命表示哀伤，有一种非常明显的虚无。”

36、《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140页

        文学的重要在于它提供了多种美的欣赏角度。文学不是结论，而是一个过程，当我们在阅读的时
候，不应该下结论说曹操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是一个远离文学的问题。我们通过文学上的曹操，了解
了自己，了解了身边很多人，你就好有一个新的欣赏角度。

37、《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33页

        

38、《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18页

        BL1     风、雅、颂是三种文体，赋、比、兴是三种写诗的方法。

39、《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3页

        我们今天可能不太能意识到这个“经”字加到“诗”后面，“诗”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其实我不
太喜欢这个“经”字。什么叫“经”？说白了，就是文化的正统、主流。用更粗浅的话讲，就是教科
书。所谓的五经，就是五种教科书。所有的知识分子在读书的过程中都要接受这五本教科书的熏陶。
孔子说“不读《诗》，无以言”，意思是你如果不读《诗经》，连开口讲话的资格都没有，所以“经
”有很强的文化意义，它是被官方规定成范本的东西。
我也讨厌经！！！

40、《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179页

        《洛神赋》为什么在中国文学史中扮演了这么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它让人有精神的向往和提升，
这在现实世界里越来越没有可能，所以阅读者会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中得到一种满足。这可能
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可是在完成生命的丰富性方面非常重要。皮肉的瞬间快感与精神上的思念是
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康德一直认为肉体上的感觉只是快感，不叫美感。他认为美感是精神性的回忆
，快感是身体上的刺激。快感是短暂的刺激，美感是身后的满足。在快感太强的社会，美感没有机会
呈现。人们没有耐心去把情感变成回忆，变成美学，都是短暂的、刺激性的东西。所以《洛神赋》出
来以后，对于整个民族文化和爱情的引导，都显得很重要的。

41、《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140页

        人与人之间斗智斗勇，并不一定完全预知结局，就是试一下看，就像演戏一样
人生大部分的事情都在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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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蒋勋说文学》的笔记-定格

        私情是大爱的一个基础，回到一个人最能够了解、最能够体谅，有切身之痛的那个私情的时候，
他扩大出去的意义会比较不一样。⋯⋯如果没有这个角度，就蛮危险，大爱会不平衡、不平均。也会
害怕这个所谓大爱，容易被某些政治的东西操控。如果没有私情作为平衡，大爱会很盲目。

43、《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1页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诗比历史更真实。”意思是说，历史是对客观事件的记录，诗
是对心情的记录，在所有事件结束后留下情感的结语。事件会消失，可是心情会变成永恒。这也是为
什么汉语诗作中描写心情的诗特别多的原因。中国所有的字都有一个声音，而每一个声音都有情感。
“离”的韵母是i，诗人哀伤的时候，会用到这个闭口音，共鸣音很小。“凄凉”的“凄”、“寂寞”
的“寂”、“离别”的“离”、“依靠”的“依”，都有一点悲哀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说“彼黍离离
”的时候，不仅有对黍子的形容，还有离别的哀伤和声音上的低沉。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云门
舞集的《薪传》。云门为了编这个舞蹈，曾经找陈达演唱讲述台湾地区移民历程的《思想起》，它很
像《绵》。《绵》是在讲一个民族的历史，很久很久以前就有生命的延续。

44、《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25页

        
“个人再大的哀伤，都会被大自然担待，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过去的。”

在田里的时候就曾在想。
我们都活在水泥制成的城市中，离泥土越来越远。
越来越不能感知到培育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生命的泥土的力量和厚重。

45、《蒋勋说文学》的笔记-《氓》：最初的欢愉，最后的哀怨

        “氓”最初是指居无定所、跑来跑去的人，所以后来前面就加了个“流”字。在学院系统里，“
诗”可能会被定位为“经”作为一个伟大的教科书典范，甚至最后成为考试的标准。可是在民间，人
们是用它来生活的。最好的文学⋯⋯是使人觉得活着有意义，让人感觉活着是幸福的。诗可以虚拟和
转化所以诗是非常通达的，在诗中可以体会生命的各个面向如果一首诗使你变得更狭小，更拘束，更
能意识到自己平常的状态，绝不是一首好诗，或者是你没有找到好的读诗的方法。一首好诗，一定能
让平常的“我”不见了，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作者用男性视角读《氓》，男子沉浸在恋爱中，对少女曼妙身姿充满的美好想象。但是只想象这些对
读整首诗大概是不够的。
从诗中女子的角度看，以桑作比，“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与“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对比，美好的
回忆与龌蹉现实形成强烈的对比，两段控诉现状，这首诗除了回忆美好恋爱外，应该还是在哭诉男子
薄情，不过说是“弃妇”大概也不确切。其实现实中的许多婚姻也不过如此。

46、《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114页

        BL11-12    汉乐府是对生活的描述，《古诗十九首》是生命的悲哀。生活和生命是不同的。
                 （西汉-民间，东汉-文人）
BL7      佛教是在东汉永平十年传入中国的，可是很多人认为早在秦朝的时候佛教就已经到                   了
中国⋯⋯

47、《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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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解释生命现象，有些东西可能会很有哲学性，很有逻辑，但还有一些东西需
要诗化的解释。这是一种更为宽阔的解释，它可能是一种安慰，一种鼓励，但肯定不是一个答案；也
不要希望自己在读完一首诗后，能产生道德或者情感上的领悟。如果读完一首诗，一个人马上变得奋
进起来，这就属于教化，诗肯定不是这样的，诗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它能让你更清楚地看到生命的
状态，而不是马上对生命下个结论。
我们的教育总有一种速食的渴望，表现得很急切。岂不知很多东西一旦变成教科书，就变成了考试与
答案。但是，人最终还是无法逃离对生命的真诚，所以幸好我们还存有《诗经》这样的东西，帮助人
们去感受生命、思考、领悟，并不是答案，当然也与考试无关。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这里又出现了叠韵。“靡靡”也是一种声音，低沉、慵懒、彷徨，都有一
点。“靡”还是i这个闭口音，有点哀伤，可是又加了一个m，这个音在汉字中常常与模糊的“模”有
关。所以，“靡靡”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不怎么振奋，有一点拖延，不清楚生命的意义，
不知要前往何处。”

48、《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4页

        一个爱诗的人，是爱生活的。如果人用一两个字就能说出生命的答案，是会害人的。生命太丰富
、太复杂了，以至于到最后连是忧愁还是喜悦都不一定能分清楚。人的心情更多的时候是混杂的。

49、《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49页

        L3-4    《诗经》产生的主要区域在黄河流域，最南边也只是到湖北北部。可是《楚辞》则完全产生
于南方，在湖南、湖北一带，这些地方没有北方那么辛苦，物产比较丰富，所以会产生比较多的色彩
，比较多的芳香，感情也比较强烈。

50、《蒋勋说文学》的笔记-第33页

        一份感情一旦到了讨价还价的阶段,想要维系基本已经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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