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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宋代文学
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柳永、晏殊父子、欧阳修、范仲淹等。

晏殊、欧阳修拉开了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用工填词的序幕。他们的词虽是五代(特别是南唐)柔软

绮丽词风的延续，同时又有局部拓展，多以小令抒写男女情事，闲雅清旷，秀丽精巧。

北宋中期，最重要的词人是苏轼。苏轼以诗为词，打破了词体的题材内容的局限，拓新了词的意

境，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在婉约词家之外另立豪放一派，提高了词的品位，使词在一定程度上突

破了音律的束缚，成为独立的新诗体。

北宋中期的主要词人还有晏几道、秦观、黄庭坚、贺铸等。

晏几道兼融晏殊、欧阳修的词风，在回环曲折的笔致中透露出哀怨感伤的情调，深婉蕴藉，真挚

动人。秦观词一向被认为是婉约派的正宗，多写男女情爱的悲苦与失志文士的幽怨，情韵兼胜。

北宋后期，周邦彦被推崇为北宋词的“集大成者”，注重音律法度，风格醇雅浑成，是后来格律

词派之先导。

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李清照、张元幹、张孝祥等。他们突破了以往风月弄花草的婉丽流转的词

风，为南渡词作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爱国情怀词风慷慨悲壮、沉郁苍凉，成为中期爱国词

高潮的先声。

李清照，她主张词“别是一家”，进一步强调了词体的独立地位。其词既自然清新又精美雅洁，

号称“易安体”，与秦观等一起被推为“当行本色”的婉约正宗南宋中期的词人主要有辛弃疾、陈亮、

刘过、姜夔、刘克庄等。

辛弃疾，以文为词，辛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抒写报国之志与失意之悲为主调:词风以豪放雄

健为主，但又不拘一格，沉郁、明快，悲壮、妩媚，兼而有之。

南宋后期词坛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派是稼轩之遗响，主要词人有刘辰翁、文天祥等，他们继承苏、

辛词风，词作感时伤世，情调沉痛悲郁，词风豪迈粗犷。另一派是姜之羽翼，重要词家有吴文英、周

密、王沂孙、张炎等，词作凄凉哀怨，格调空灵雅婉。

北宋中期，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大家巨擘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形成了散文化、才学化、议

论化的审美风貌，开辟了与唐音迥然相异的新天地。

苏轼才思横溢，转益多师，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各体兼擅，无事不可入诗，无言不可入诗，大

大开拓了宋诗新的境界，也代表了宋诗的最高水准。

北宋后期，主要诗人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人和陈与义，其中黄庭坚

提倡“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推重学识技法，诗风瘦硬峭劲，生新奇拗，形成了宋代影响最大



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

南宋前期，江西诗派逐渐壮大，在两宋诗歌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中兴四大

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四人都曾经出于此派门下。

南宋中期，诗歌在北宋中期之后又一次出现鼎盛局面，代表诗人就是号称“中兴四大家”的杨万

里、范成大、尤袤、陆游。杨万里师法自然，诗风活泼，意象生新谐趣，语言通俗流畅，形成了别开

生面的诚斋体;范成大面向生活，风格轻巧工致，温润流婉，其田园诗在中国诗史上独树一帜。陆游

是此期也是整个南宋最为杰出的诗人，他的诗取材广，用力深，诗风雄健悲壮，意境开阔宏大，各体

兼工，不囿一格。

南宋后期，涌现出一批发扬杜甫现实主义精神和陆游爱国主义传统的爱国诗人如文天祥、汪元量

等。

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占其六。他们竞辟新境，各树一帜。

曾巩为文简古质朴，平正雅重不事辞采;

苏洵善策、论，雄迈老辣纵横恣肆;苏辙精书、记，冲和淡泊，深醇温粹。苏轼是欧阳修之后又一

位杰出的文坛领袖，与韩、柳、欧并称，代表了宋文的最高成就。

北宋前期诗词文

柳永

柳永(987?-1053 年?)，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卿。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

柳永自创新调，以长调慢词取代先前的小令，扩展了词的容量;以清新俗的市井风情取代先前精致

典雅的贵族格调，开拓了词的领域:讲究铺叙，喜用白描，丰富了词的艺术表现手法。

其一，大力创作慢词。

其二，创作词调最多。

其三，善于吸收俚语、俗语。

其四，开拓了词的题材。

雨霖铃（寒蝉凄切）

作者将他离开汴京与恋人惜别时的真情实感表达得缠绵悱恻，凄婉动人。

词一起三句点名时间、地点、景物。人即将离别，阵雨乍停，蝉声凄切，在送别的长亭，人何以

堪?“都门”两句，极写饯别时的心情，委婉曲折，欲饮无绪，欲留不得。“执手”两句，再加深涂

抹，在执手、相看、泪眼、无语中，更使人伤心失魄。以上三小节极尽回环、顿挫、吞吐之能事。“念

去去”以后，则大气包举，一泻千里，直抒胸怀。以“念”这一领字带起，表明是设想别后的道路辽

远，“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全是写景，实则融情，景无边而情无限



望海潮（东南形胜）

咏叹杭州湖山的美丽、城市的繁华。

上片写杭州市景,“烟柳画桥”，写街巷河桥的美丽;“风帘翠幕”，写居民住宅的雅致。

下片写西湖之景，以点带面，明暗交叉，铺叙晓畅，形容得体。

在艺术上，这首词风格洒脱雄浑，情致婉转，

凤栖梧（独倚危楼风细细）

本词是怀念远方恋人的作品。

本词在抒情上，始则借景生发，继则将怀远之情荡开，用“拟把疏狂图一醉”的方法，使相思之

情得以排遣，然终因此情无法消解，索性继续相思下去，一收之后，复来一纵，手法有开有合，卷舒

自由、有波澜、有韵致，非词中高手，难以达此境界。

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 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北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范仲淹则突破了晏、欧阳婉约之格局，别树一帜，其边塞词苍凉开阔，豪放悲壮，开豪放词之先

声。

岳阳楼记

通过对一般“迁客骚人”局限在个人狭窄圈子里的感情的否定，表现了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广阔胸怀和宏大抱负。

文章亦骈亦散，开头与结尾以散笔叙论，情景交融，中间以骈语写景，对仗工整，韵律铿锵，形

成了全篇错落有致、跌宕多姿的风采。

晏殊

晏殊(991-1055年)，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江西)人，晏殊为北宋初期著名词人，尤擅小令，风格

含蓄婉丽，多表现诗酒生活和悠闲情致，颇受南唐冯延已的影响，与欧阳修并称“晏欧”。有《珠玉

词》，其代表作为《浣溪沙》《蝶恋花》《踏莎行》《破阵子》《鹊踏枝》等。

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

本词为晏殊的代表作。词的上片绾合今昔，叠印时空，重在思昔;下片则巧借眼前景物，着重写今

日的感伤。全词没有香艳之语，不见雕琢之迹，却自然媚婉，笔姿摇曳，情韵动人。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 年)，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

欧阳修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积极倡导诗文革新，博学多才，诗、词、古文兼长，史学、经学方面



也卓有成就。欧阳修的古文内容丰富，纡徐委曲，条达舒畅，语言明白易晓，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诗如其文，风格平易疏朗。词承南唐余绪，风格深婉时有疏隽放旷气息。著有《欧阳文忠公集》。

欧阳修的文风平易纡徐，自然精妙，语言简洁凝练，圆融轻快，确立了宋文文风的发展方向，同

时他团结同道，奖掖后进，形成了古文运动的强大阵容。

踏莎行（候馆梅残）

在婉约派词人抒写离情的小令中，这是一首情深意远、柔婉优美的代表性作品词作在抒写游子思

乡的同时，联想到闺中人相忆念的情景，写出了两地相思之情。上片写马上征人。以景为主，融情于

景;下片写闺中思妇，以抒情为主，情寓景中。

艺术上，这首词化虚为实，巧于设喻，“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愁”本是一种

无形无影的感情，在这里,“虚”的离愁，化为“实”的春水;无可感的情绪，化为可感的形象，因而

大大增强了艺术效果，

戏答元珍

全诗抒写的其实是作者由早春物候而感发的特定境遇下的深切感慨:既有谪居山乡的抑郁、寂寞，

又有排遣内心苦闷的自我宽慰，更有身处逆境而不甘消沉的乐观、豁达。在写景抒情中蕴涵着更深一

层的象征和寓意，是此诗的显著特色

五代史伶官传序

这是一篇序跋类古文，为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中《伶官传》前的短序。写后唐庄宗李存勖夺

天下后，因贪图享受，沉溺于音律而宠用伶人，致使国乱政衰，最后落得“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的

下场。文章通过分析其得天下又失天下的盛衰之变，总结出兴亡成败的历史教训，阐明国家盛衰在于

人事的道理。

文章构思严谨，行文极其简洁而又抑扬顿挫，辞气淋漓，语言平易晓畅，声情沉郁、纡徐深婉，

情韵绵远，可见欧阳修“六一风神”之一斑。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 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散文多为政治、学术论文，

雄健峭扳，遒劲老到，简洁精整。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最早提倡作诗学杜甫并运用于创作的

诗人之其诗已体现出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征，实开江西诗派先河。前期诗

多写政见、抱负及社会现实问题，雄奇劲健，颇具骨力。后期诗以写闲居恬淡生活为主，深婉不迫，

雅丽清新。其绝句成就尤高，意境高远，精美工巧，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半山体”(亦称“王荆公体”)。

著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

王安石的早期之作注重现实民生，精于议论，峭刻简劲，晚年之作讲求技巧法度，诗律精严，兴



象玲珑，号为“半山体”。

王安石为文曲折畅达，议论精警，笔力峻健;

书湖阴先生壁（其一）

这首诗是题写在湖阴先生家屋壁上的。前两句写他家的环境，洁净清幽，暗示主人生活情趣的高

雅。后两句转到院外，写山水对湖阴先生的深情，暗用“护田”与“排闼”两个典故，把山水拟人化

成了具有生命感情的形象，山水主动与人相亲正是表现人的高洁。诗中虽然没有正面写人，但写山水

就是写人，景与人处处照应句句关合，融化无痕。

答司马谏议书

作为书信体议论文，本文的首要特点是行文简洁、结构严谨、没有枝蔓，全文除开头和结尾用几

句酬答的礼貌语言以外，紧紧扣住保守派几个主要论点进行驳斥而不涉及其他事情，驳斥时针对其要

害，言简意赅，短小精悍

本文的论证方式是驳论，其反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第一，直接反驳。如言“为天下理财，不

为征利”。第二，举出根据进行反驳。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

司，不为侵官”，这里就举出了有利的根据，说明不是自己独出心裁，而是受命于皇帝，是朝廷议过

的法度，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合理合法的。第三，举出史实进行反驳。如“盘庚之迁，胥

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以历

史上曾有过的如何对待怨诽的事实为表率，表示自己不会因流言语而退却，既委婉地反驳了怨诽之多

的责备，又表达了自己变法的坚强决心，反驳明确而有力。

晏几道

晏几道(1038-1110 年)，字叔原，号小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其词沿袭晚唐五代余绪，多

写男女悲欢离合，人生的失意与感伤，富于生活的真情实感，充满缠绵哀怨的情思，凄丽动人。与父

晏殊并称“二晏”。著有《小山词》。

鹧鸪天（彩袖股勤捧玉钟）

本词写一对情人久别后的重逢，全篇都是从男子角度着笔，抒情主人公即是作者，自叙其爱情生

活中的一段经历。

上片开头两句，写词人与那位女子相逢在一次华上。接着两句，形容歌舞盛况，渲染欢乐场面。

下片起首三句，写别后相思。结拍两句，写意外的重逢。

苏轼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

书法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苏洵(1009-1066年)、其弟苏辙(1039-1112年)合称为“三苏”。



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歌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代表有宋一代新诗

风和最高成就:词一扫晚唐五代以来绮艳柔靡积习，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于词学发

展影响深远;其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

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是儒、佛、道三家思想的融合。从家思想出发，他一生关心国家命运，积

极从政，宽简爱民，但当政治上受到挫折时，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又表现出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态度。

这种复杂思想，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苏轼的词在我国词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对词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是扩大了词的题材内容。

二是转变了词风。

三是突破了音律的束缚。

四是在语言上的创新。

江城子（密州出猎）

词中前三句即刻画出猎形象，开就显示出本词的豪放气韵。起句着一“狂”字，实即统摄全词精

神。

结尾三句抒发壮志豪情点明词旨。

全词一气贯注，形成一种粗犷豪迈的风格，极具阳刚之美，与当时笼罩词坛的柳永词风形成鲜明

对照。

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

“全篇皆从一‘惜’字生发”，由“无人惜”而至有人相惜，乃是贯串全篇的基本脉络。

念奴娇（赤壁怀古）

本词上片先即地写景，为英雄人物出场铺垫。上片重在写景，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紧缩集中到三

国时代的风云人物身上。

下片由“遥想”领起五句，集中描写青年将领周瑜的形象。

这首词气象磅礴，格调雄浑，高唱人云，其境界之宏大，前所未有。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词的开突而起。风雨骤至，盖顶而来，穿林打叶，声声入耳，然而诗人却且吟且啸，徐步向前，

竹芒鞋轻快无比。

词的上片主要是叙事，但叙事中渗透了强烈的感情色彩。“莫听”,“何妨”,“谁怕”,“任平生”，

鲜明地体现了作者广阔的胸襟和倔强的性格。

词的下片则着重写雨后景物和感受。骤雨已过，云开天晴，春风料峭，略带寒意，前路山头，夕



阳斜照，诗人原来的酒意经过风雨洗礼，早已消散了。

这首词上下两片都是从叙事到抒感，作者的感受、襟怀、见解和个性，都是紧密联系途中遇雨这

件生活小事，以曲笔写胸臆，达到了日常形象和深邃生活哲理的有机融合与统一。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从小序可知，此词系醉后抒怀之作，同时表达了对兄弟苏辙的思念

此词通篇咏月，却处处关合人事。上片借明月自喻孤高，下片用圆月衬托别情。

词的下片，融写实为写意，化景物为情思，挥洒淋漓，无人不适。

此词的主旨在于抒发作者外放期间的寥落情怀。作者俯仰古今变迁，感慨宇宙流转，勾勒出一种

皓月当空、美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境界，在月的阴晴圆缺当中渗进浓厚的哲学意味。

和子由渑池怀旧

这首诗不仅字面上飘逸，行文中有气势，而且内涵丰富，耐人寻味，不求工而自工，这正是苏轼

诗的“本色”

游金山寺

此诗则略去对寺景的刻画描写，着重写登高眺远之景，将古与今，虚与实，情与景融为一体。尤

其是在对景物的刻画中，渗透着浓郁的乡情，特别真挚动人。同时，诗人所表达的归隐之志，又与他

的足迹来到金山寺这个佛教圣地密切相关。通篇既放得开，又收得住充分反映出苏轼的七言波澜壮阔，

开阖自如的特色。末尾四句，带有他在政治上不得意的牢骚苦闷。

饮湖上初晴后雨

前两句用白描和对比的方法，概括了西湖在不同天气下所呈现的不同美态。

第三、四句，诗人用西施作比喻，巧妙地说明西湖在任何时候都不减丰姿。

全诗构思高妙，概括性强，把西湖晴雨皆宜的美景传神地勾勒出来。直到今天人们到西湖也一定

会想起苏轼这一首诗。

前赤壁赋

第一段，写夜游赤壁的情景。

第二段，写作者饮酒放歌的欢乐和客人悲凉的箫声。

第三段，写客人对人生短促无常的感叹。

第四段，是苏轼针对客之人生无常的感慨陈述自己的见解，以宽解对方。

第五段，写客听了作者的一番谈话后，转悲为喜，开怀畅饮，“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

白。”照应开头，极写游赏之乐，而至于忘怀得失、超然物外的境界。

本文既保留了传统赋体的那种诗的特质与情韵，同时又吸取了散文的笔调和手法，打破了赋在句



式、声律的对偶等方面的束缚，更多是散文的成分，使文章兼具诗歌的深致情韵，又有散文的透辟理

念。散文的笔势笔调，使全篇文情郁郁顿挫如“万斛泉涌”喷薄而出。

北宋后期诗词

黄庭坚

黄庭坚(1045-1105 年)，字鲁直，号翁，又号山道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

黄庭坚尤长于诗，与苏轼并称“苏黄”，又与张耒、秦观、晁补之并称“苏门四学士”。其诗多

写个人日常生活，艺术上讲究修辞造句，追求新奇。工书法，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著有《豫章先生文集》三十卷、《山谷琴趣外编》三卷。

寄黄几复

这首《寄黄几复》，称赞黄几复廉正、干练、好学，而对其垂老沉沦的处境，深表惋惜。情真意

厚，感人至深。而在好用书卷，以故为新，运古于律，折波峭等方面，

秦观

秦观(1049-1100年)字少游，一字太虚，号淮海居士。

秦观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

音律谐美，情韵兼胜。代表作为《鹊桥仙》(纤云弄巧)、《望海潮》(梅英疏淡)、《满庭芳》(山抹微

云)等。《鹊桥仙》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被誉为“化腐朽为神奇”的名句。《满

庭芳》中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被称作“天生的好言语”。张炎《词源》说:“秦少

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有《淮海集》。

鹊桥仙（纤云弄巧）

上片写佳期相会的盛况，下片则是写依依惜别之情。

这首词将抒情、写景、议论融为一体。意境新颖，设想奇巧，独辟蹊径，余味隽永。

踏莎行（雾失楼台）

这首词最佳处，在于虚实相间，互为生发。上片以虚带实，下片化实为虚，以上下两结语饮誉词

坛。

贺铸

贺铸(1052-1125年)，字方回，号庆湖遗老。自称远祖本居山阴，是唐贺知章后裔，以知章居庆湖

(即镜湖)，故自号庆湖遗老。脸青，人号“贺鬼头”有《庆湖遗老集》，存词 280余首:

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

表面似写相思之情，实则抒发悒悒不得志的“闲愁”。上片，情之间阻;下片，愁之纷乱。



周邦彦

周邦彦(1056-1121 年)，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末期著名词人。作品多

写闺情、旅，也有咏物之作。格律谨严，语言典丽清雅，长调尤善铺叙，为后来格律派词人所宗。旧

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或“词中老杜”。有《清真居士集》,后人改名为《片玉词》

兰陵王（柳阴直）

词分三片，自然分为三段，第一段以柳色来铺写别情。第二段写离筵与惜别之情。第三段，写愈

行愈远，愈远愈恨。

此词以柳发端，以行为愁，回想落泪，极回环往复之至，具有沉郁顿挫的特点。

苏幕遮（燎沉香）

词以写雨后风荷为中心，引人故乡归梦，表达思乡之情，意思比较单纯。

上阕先写室内燎香消暑，继写屋檐鸟雀呼晴，再写室外风荷摇摆，词境活泼清新，结构意脉连贯

自然，视点变换极具层次。下阕再由眼前五月水面清圆风荷凌举的景象联想到相似的故乡吴门五月的

风物，思乡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南宋前期诗词

李清照

李清照(1084-1155 年?)，济南章丘人，号易安居士。宋代女词人，婉约词人的代表。

李清照早期生活优裕，前期的诗词多反映围中生活感情、自然风光、别思离愁，清丽明快。金兵

入据中原后，流寓南方，丈夫明诚病死，境遇孤苦。其诗词格调一变为凄凉悲痛，多抒发怀乡悼亡之

情感，也寄托强烈亡国之思在艺术上，其词善于以“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不追求砌丽的藻饰，

而是提炼富有表现力的“寻常语度八音律”(张端义《贵耳集》)，炼俗为雅，并用白描的手法来表现

细腻、微妙的心理活动，表达丰富多样的感情体验，塑造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她将“语尽而意不

尽，意尽而情不尽”的婉约风格发展到了顶峰，赢得了婉约派词人“宗主”的地位，成为婉约派代表

人物之一。同时，她词作中的笔力横放、铺叙浑成的豪放风格，又使她在宋代词坛上独树一帜，从而

对辛弃疾、陆游等词人有较大影响。

李清照在词创作上代表作有《声声慢》《一剪梅》《如梦令》《武陵春》等。有《易安居士文集》

《易安词》，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人有《李清照集校注》。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这是一首写词人闺中生活的小词。“绿肥红瘦”四个字，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蕴积了她对

春光一瞬和好花不常的无限惋惜心情，体现了女词人的纯净心灵和高雅情趣。



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

上片贯穿“永昼”与“一夜”的则是“愁”、“凉”二字。下片倒叙黄昏时独自饮酒的凄苦。“

词的意境通过描述重阳佳节作者把酒赏菊的情景，烘托了一种凄凉寂寥的氛围，表达了作者思念

丈夫的寂寞与孤寂的心情。

声声慢（寻寻觅觅）

上片从一个人寻觅无着，写到酒难浇愁;风送雁声，反而增加了思乡的怅。于是下片由秋日高空转

人自家庭院。园中开满了菊花，秋意正浓。这里“满地黄花堆积”是指菊花盛开，而非残英满地。

这首词层层铺叙，紧扣悲秋之意，以接近口语的语言谱入新声，运用凄清的音乐性语言进行抒情，

永遇乐（落日熔金）

词的上片写今，写当前的景物和心情;下片从今昔对比中表现出盛衰之感。

张元斡

张元幹(1091-1161 年)，字仲宗，号芦川居士，福州永福(今福建永泰)人。诗文词皆擅，尤以词名。

著有《芦川词》。

贺新郎（送胡邦衡赴新州）

《贺新郎》，本名《贺新凉》,又名《金缕歌》《金缕曲》等。双调、116字。上下片各六仄韵。

词以“送别”为题，抒发愤世伤时之慨，表达对抗金挚友的深情。上片感叹时局，下片写送别情

景。词境深沉、博大，感情激越、悲怆，而词人爱国不屈之高风亮节，一从沉郁顿挫之词句中见出。

岳飞

岳飞(1103-1141年)，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初抗金名将，民族英雄。有《岳武穆集》，

词仅存三首,《满江红》最为世所传诵。

满江红（怒发冲冠）

这首《满江红》，声情激越，气势磅礴，英勇悲壮，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确为气壮山河、

光照日月的传世名作。它真实、充分地抒发了岳飞扫荡敌寇、统一中原的坚定意志和必胜信念，反映

了深受分裂、隔绝之苦的南北人民的共同心愿。词中所包含的激扬蹈厉的爱国主义精神，影响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从而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张孝祥

张孝祥(1132-1169 年)，字安国，别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省和县东北)人。词集有《于湖

居士乐府》《于湖先生长短句》等传世。其词清旷潇洒处似苏轼，而其悲壮激越的爱国词，堪称辛派

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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