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绍兴市区，沿着山
阴路(古之“山阴道
”)向西南而行，经13

公里之路程，来到兰
渚山下，一个如今占
地面积30715平方米的
书法圣地兰亭就展现
在面前了。相传春秋
时期越王勾践曾在此
种过兰草，汉代时于
此又设过驿亭，“兰
亭”一名便由此而生。



        绍兴的兰亭，现在是书法圣地。兰亭布局，

以曲水流觞为中心，四周环绕着鹅池、鹅池亭、

流觞亭、小兰亭、玉碑亭、墨华亭、右军祠等。



“君民碑”
“父子碑”
“祖孙碑”

——兰亭三绝



 过鹅池边的三折石桥，

绕过土阜，便到了 
小兰亭。亭内有石碑
一块，上刻“兰亭”
二 字，为清康熙帝
的手书。此碑字经无
数游览者抚摸而稍平，
因此这碑被称为“君
民碑”。

君民碑



 相传王羲之当年在会稽做

官，一天正当他兴致勃勃
在书写“鹅池”两字时，
刚写完“鹅”字，皇帝圣
旨送到，他只好搁笔去跪
接圣旨，他儿子王献 之
顺手提笔一挥，续写了一
个“池”字。这两 字“
鹅”瘦“池”肥，这块碑
成为书法史上著名的“父
子碑”。

父子碑



 建于康熙年间御
碑的正面是康熙皇帝
手书的《兰亭集序
》，碑的背面是乾隆
皇帝游兰亭时写的一
首七律《兰亭即事
》。祖孙两位皇帝的
作品刻于同一石碑，
人称“祖孙碑”，这
在国内绝无仅有，说
它是国宝并不为过。

祖孙碑



v “序言”简称“序”，也叫前言，属实用文体，

同“跋”是一类
              

               书中位置 ：序（卷首）、跋（卷末）

                  书序：说明编写的情况、目的、介绍内容

                  赠序：临别赠言，勉励、推崇、赞许  

                作   者   ：自序、他序（评价的内容）

内
容



    其作用在于推荐介绍某人著作
或某一材料，说明写作过程、写作
目的、主要内容或说明一些同书本
有关的事情，帮助读者更好地去阅
读或理解。序言，有自己作的，叫
“自序”；也有请他人写的，叫“
他序”，他序除了介绍著作外，往
往还有一些评价的内容。   



  东晋书法家、文学家，字逸少。为官至右军参军，
世称王右军。因与扬州刺史不和称病离郡，放情山
水，以寿终，后人辑有《王右军集》2卷。
  相传王羲之7岁学书，12岁经父亲传授笔法论笔论。
少时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自以
为学得不差。后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锺繇等名
家书法，又在洛阳看到蔡邕写的石经及张昶《华岳
碑》，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及。于是遍学众碑，从此
书艺大进。创造了新风格，把草书推向全新的境界。
他的行草书最能体现雄逸流动的艺术美。论者称其
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后世誉之为书圣。
他写的《乐毅论》《黄庭经》等楷书被称为“书之
圣”，他的行草书被尊为“草之圣”，他写的行草 

《 兰亭集序》被后世书法家誉 为“行书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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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行穰贴 张旭作品（局部）



写作背景
    古人每年三月初三，为消灾除凶，到水边嬉游，
称为修禊。东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初三，王羲之和
谢安、孙绰等社会名士41人至此修禊。一群名人雅
士，列坐曲水两侧，曲水全长30余米，将酒觞（杯）
置于清流之上，顺水任游，停于谁前，则赋四、五
言诗各一首，否则罚酒。据载，王、谢、孙等11人
各成诗两首，另有郗昙等15人各成一首，余人诗不
成，罚酒三巨觥，共成诗37首，合为《兰亭集》，
由王作序325字，以记之。

    这既是一种游戏，又颇含雅兴，令人神往不己。
直到今天，每年三月三日，有许多书法家、画家、
文学家都会汇集此地，流觞曲水，借古人之地，抒
现代人的豪情。



                             两首兰亭诗
           相与欣佳节，率尔同褰（qian一声）
裳。薄云罗物景，微风扇轻航。醇醪（lao

二声）陶元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像，
安复觉彭殇。

                                   ——谢安《兰亭诗》 

        仰眺碧天际，俯瞰绿水滨。寥郎无涯

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工，万殊莫不
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王羲之《兰亭诗》



‖课文研读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

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

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

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

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第1自然段
ɡuǐ

介词结构“于会稽
山阴之兰亭”后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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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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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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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译文
    永和九年，即是癸丑年，三月初，（名士们）
在会稽郡山阴县的兰亭聚会，为的是到水边进行
消灾求福的活动。众多贤才都到了，年龄大的小
的都聚集在这里。这里有高大险峻的山岭，有茂
密的树林和高高的竹子，又有清水急流，环绕
（在亭的）左右。把溪水引来做流觞的曲水，人
们排列在曲水旁边坐着。虽然没有管弦齐奏的盛
况，一边饮酒一边赋诗，也足以畅快地表达各自
幽雅的情怀。



第一段叙述的内容有哪些？（按句）
    

☆时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

☆地点：会稽山阴之兰亭

☆事由：修禊事

☆人物：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环境：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清流激湍，映带左右

☆活动：流觞曲水，一觞一咏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

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

信可乐也。 

第2自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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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译文

    这一天，天气晴朗，和风轻吹。向上看
见广大无边的天空，向下看见地上繁多的
万物，（这样）来纵展眼力，开阔胸怀，
能穷尽视觉和听觉的享受，实在是快乐啊！



第二段叙述了哪些内容？

☆天气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感慨 ：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



  ☆时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     时节难得

  ☆地点：会稽山阴之兰亭            聚地清雅

  ☆事由：修禊事                           欢欣之事

  ☆人物：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名士相聚

  ☆环境：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环境

                 清流激湍，映带左右    优美

  ☆活动：流觞曲水，一觞一咏     诗酒相聚

  ☆天气：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气候宜人

  ☆感慨：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  悦目赏心

良辰

美景

赏心

悦事

乐



作者用简洁雅净、铿铿有作者用简洁雅净、铿铿有
致的语言，写出了宴集之致的语言，写出了宴集之
地优美的自然风光。我们地优美的自然风光。我们
仿佛看到了这些雅士间儒仿佛看到了这些雅士间儒
雅的风度和诗意人生，这雅的风度和诗意人生，这
种美好的聚会自此以后成种美好的聚会自此以后成
为千古美谈。为千古美谈。
作者发出由衷的感叹，作者发出由衷的感叹，""信信
可乐也可乐也""。这实在是人生的。这实在是人生的
极致。这种乐是对兰亭美极致。这种乐是对兰亭美
景的陶醉，是来自于兰亭景的陶醉，是来自于兰亭
集会的畅快。集会的畅快。  



理清背诵思路：记叙了集会的记叙了集会的时间、地点、事由、时间、地点、事由、

人物人物，由，由““此地有崇山峻岭此地有崇山峻岭””引出引出四周环境及场面的铺叙四周环境及场面的铺叙，，
最后由最后由““是日也是日也””领起描写游人的心境领起描写游人的心境，抒发集会的，抒发集会的心情心情。。
要求：要求：体会作者状物写景言简意赅、妙趣天成的特点，感体会作者状物写景言简意赅、妙趣天成的特点，感
受作者快乐的心境。受作者快乐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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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

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

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

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

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第3自然段

助词，引起下文

取消句子独立性

一俯一
仰之间 之于 通“晤”

有的人

通“趋”趋向 不一样

一时 高兴的样子 满足对…事情

到达等到

到、及

过去附着

因 指“向之”句

自然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
问：https://d.book118.com/487110041165006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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