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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二、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
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三、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
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
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
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
自树立耳。 

四、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五、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
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
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六、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
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七、“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
界全出矣。 

八、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
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十五、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
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
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 

十六、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
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十七、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红楼
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十八、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 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
《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
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五二、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
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