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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屈原诗歌的艺术成就　　屈原涛歌充分地表现出积极浪漫主义特色。它不是按着现实的本
来面目去描写现实，而是更多地表现对理想的强烈追求和反抗现实的叛逆精神。楚国黑暗的现实，扼
杀了诗人的理想，在与黑暗势力的斗争中，诗人进发出巨大的反抗力量和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在这
种精神支配下，诗人对现实生活不作具体的描绘，而是更多的呼喊自己内心的不平，表达自己激昂悲
愤、热烈奔放、真挚深沉的感情。强烈的抒情性是屈原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突出特征，诗人把各种复
杂的感情，交错融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情感洪流，淋漓畅达、曲折反复地滚滚而来。如《离骚
》中一唱三叹的陈情，对祖国和人民深沉的爱，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对美政理想的热烈追求，对
群小的愤怒斥责，对楚王背道数化的怨望，还有以身殉志的决心等等，贯通在一起，表现出诗人情感
的巨大激荡和变化。《九歌》、《九章》各篇，也都表现出这个突出特点。如《哀郢》，诗人并没有
细致地描绘郢都破亡、人民离散的场面，更多的是抒发对震愆的百姓的同情，对故都的眷恋，对楚王
宠奸弃忠的责难。对群小谗陷忠良的愤怒。在诗人强烈情感的抒发中，使人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黑
暗，社会生活中的黑白倒植，忠奸不分，以及诗人热爱祖国与奸佞小人斗争的九死不悔精神。屈原是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创造了富于个性诗篇的诗人，他把自己的内心世界作为直接表现对象，用富于个
性化的语言和形象来表现自己崇高的人格，反映悲剧的时代。如《离骚》中的高冠长剑、兰佩荷衣、
抱恨含冤，但又追求理想、宁死不渝，“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爱国志士形象；如《九歌》中透过神话
的纱幕，人们感受到的诗人伟岸超卓的人格和痛苦执着的追求；如《九章》中诗人长期被谤见疑的遭
遇，忠贞不渝的情志，起伏变化的感情，哀痛深沉的心曲，这些无不处处显示出诗人鲜明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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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怎样把一本整体一般的书也照样看得记忆深刻？必须得承认，带着输出目的去看，效果确实不太
一样，这几天算进入突击模式，一本书五天十堂课，确实颇有收获。至于书本身吧，倒是中规中矩，
篇幅原因，文本很少，想细读的话得结合文选来翻，比较起来还是袁行霈那本更好一点。
2、童年启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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