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鹊桥仙秦观教案(实用6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教案书写有哪些
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
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鹊桥仙秦观教案篇一

谢薖

月胧星淡，南飞乌鹊，暗数秋期天上。

锦楼不到野人家，但门外清流叠嶂。一杯相属，佳人何？

不见绕梁清唱。

人间平地亦崎岖，叹银汉何曾风浪！

谢薖词作鉴赏

此为七夕词。作者记述的是七夕夜触景生情，伤心怀人之事。

上片起首三句，写七夕所见天空景象，并及七夕传说。七夕
是我国古老的民间节日，《艺文类聚》卷四中有七夕天上牛
女相会和民间乞巧习俗的早期记载。至于牵牛、织女星分隔
天河东西，只准每年七夕相会一次，传说就更早，后来又发
展为乌鹊填桥之说。七夕这一晚，当阴历七月的上旬，月相
为上弦，其状如弓，光线本来就不太亮，当云彩遮蔽时，从
地上望去，就更显得朦朦胧胧，而星光也就显得暗淡了，故曰
“月胧星淡”。这时候，作者想起了今夕是双星渡河之夕，
于是便写出了“南飞乌鹊，暗数秋期天上”两句，以咏其事。
“月胧星淡”正是最好的相会环境。这几句，叙事、写景之
外，还蕴含着对牛女相会的歆羡、赞美之意。



上片歇拍句，写自己此佳节中的情况。“锦楼”句是说没有
庆节摆设。《东京梦华录。七夕》载：“至初六日、七日晚，
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
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
”可见到了宋代，七夕已成为一个相当热闹的节日，庆节摆
设是繁多的。“锦楼”即“彩楼”，总指节日铺陈。作者是
个山野隐士，他不作此种铺陈，故曰“彩楼不到野人家”。
眼前所对的，仅“门外清流叠嶂”而已。此句大有深意。我
们知道，七夕这天，年轻妇女结彩缕穿针，向织女乞求心灵
手巧了，恩爱夫妻向此对象征永恒爱情的神仙盟誓，祈求爱
情的进一步净化与持久。而作者独对“清流叠嶂”而不
结“锦楼”乞巧，则充分透露出作者心情的枯槁孤寂，给人
一种沉重的压抑感。以此作结，为下片带来抒情叙事的文阔
余地。

过片紧承前文，进一步敞示心灵的创痛。“一杯相属”三句，
以沉痛的询问，抒发出丧失伴侣的悲哀。“一杯相属”，常
有的表现。“佳人何？不见绕梁清唱”，这是痛苦的呼喊：
劝我以美酒、娱我以清歌的佳人不了。——其中包括多少对
前尘往事的追忆，对今日形单影只的伤心！从“绕梁清唱”
句可看出，作者失去的那位“佳人”，本是一位歌女。词写
至此，作者为什么不结彩楼以庆七夕，已得到了充分的解答，
很好地呼应了前文结尾二句，以天上爱情的美满反衬人间爱
情的不幸，返回牛女事作结。“人间平地亦崎岖”，同天上
的牛郎、织女相比，有着多么大的差距！于是，作者最后唱
出一句：“叹银汉何曾风浪！”银河里是不起风浪的，牛女
的'爱情，亘千万亿年以至永恒，不衰不灭。这是有力的反衬，
弥觉人间的不美满，骨子里是突出作者自己的不幸。这一结
束，议论而兼抒情，接触到一个普遍性、永恒性的感慨，耐
人寻味。从结构上来说，它回应了开头，紧扣七夕话题，使
全词显得圆融、完整。

这首词把眼前景、心内情，仙凡恋、男嫒巧妙地揉合一起。
起承转合一起。起承转合，流畅天间，当为佳作。



鹊桥仙秦观教案篇二

黄昏庭院，烟风楼阁，怯怯雕梁玉柱。潇潇木叶冷清秋，更
兼得梧桐细雨。

番番花信，沉沉密约，从教两情分付。相思半是落尘埃，问
红豆凭谁呵护？

柔情递减，相思无味，拟借金风凭醉。画楼初卷小帘笼，尽
看得云桥佳会。

忆之旧梦，算来今古，多少离人挥泪。深心非远路非遥，待
期与蟾宫折桂。

金风玉露，疏帘淡月，许我柔情似水。喃喃梦语付痴狂，只
可惜无人相会。

三生夙诺，千年佳约，说尽闲愁滋味。别来更忆识君时，那
一眼娇羞妩媚。

熏香画扇，题诗红叶，尽是蝇头小楷。多情明月影清柔，似
与说曾经沧海。

瑶阶蜜语，回廊夜曲，来去殷殷数载。痴心已教证菩提，有
道是千年不改。

鹊桥仙秦观教案篇三

中国古代牛郎织女的传说，勾起了古往今来无数诗人的遐想。
《鹊桥仙》原是为咏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而创作的乐曲。
本词的内容也正是咏此神话。

秦观作为最受苏轼爱重的门生，他的词艺术成就很高，当时
即负盛名。他也是北宋以后几百年被视为词坛第一流的正宗



婉约作家。秦词以描写男女恋情和哀叹本人不幸身世为主，
感伤色彩较为浓重。他极善于把男女的思恋怀想、悲欢离合
之情，同个人的坎坷际遇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运用含蓄的手
法、淡雅的语言，通过柔婉的乐律、幽冷的场景、鲜明新颖
的形象，抒发出来，达到情韵兼胜，回味无穷。

下片则是写依依惜别之情。“柔情似水”，就眼前取景，形
容两人的爱温柔缠绵，犹如天河中的悠悠流水。似水”照
应“银汉迢迢”，即景设喻，十分自然。“佳期如梦”，既
点出了欢会的短暂，又真实地揭示了他们此时此刻那种如梦
似幻的心境。“忍顾鹊桥归路”，写牛郎织女临别前的依恋
与怅惘。不说“忍踏”而说“忍顾”，意思更为深曲：看犹
未忍，遑论其他?虚实结合，引人遐思。

回顾佳期幽会，疑真疑假，似梦似幻，及至鹊桥言别，恋恋
之情，已至于极。词笔至此忽又空际转身，爆发出高亢的.音
响：“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秦观这两句词揭示了爱情的真谛：爱情要经得起长久分离的
考验，只要能彼此真诚相爱，即使终年天各一方，也比朝夕
相伴的庸俗情趣可贵得多。这两句感情色彩很浓的议论，与
上片的议论遥相呼应，这样上、下片同样结构，叙事和议论
相间，从而形成全篇连绵起伏的情致。震聋发聩之笔，使全
词升华到新的思想高度!

这首词的议论，自由流畅，通俗易懂，却又显得婉约蕴藉，
余味无穷。显然，作者否定的是朝欢暮乐的庸俗生活，歌颂
的是天长地久的忠贞爱情。作者将画龙点睛的议论与散文句
法与优美的形象、深沉的情感结合起来，起伏跃宕地讴歌了
人间美好的爱情，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鹊桥仙秦观教案篇四

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
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
岂在、朝朝暮暮。

注释：

鹊桥仙：此调专咏牛郎织女七夕相会事。始见欧阳修词，中有
“鹊迎桥路接天津”句，故名。又名《金风玉露相逢曲》、
《广寒秋》等。双调，五十六字，仄韵。

纤云弄巧：是说纤薄的云彩，变化多端，呈现出许多细巧的
花样。

飞星：流星。一说指牵牛、织女二星。

银汉：银河。迢迢：遥远的样子。暗度：悄悄渡过。

金风玉露：指秋风白露。李商隐《辛未七夕》：“由来碧落
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金风：秋风，秋天在五行中属
金。玉露：秋露。这句是说他们七夕相会。

忍顾：怎忍回视。

朝朝暮暮：指朝夕相聚。语出宋玉《高唐赋》。

评解：

《鹊桥仙》原是为咏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而创作的乐曲。
本词的内容也正是咏此神话。

借牛郎织女的故事，以超人间的方式表现人间的悲欢离合，
古已有之，如《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曹丕的
《燕歌行》，李商隐的《辛未七夕》等等。宋代的欧阳修、



柳永、苏轼、张先等人也曾吟咏这一题材，虽然遣辞造句各
异，却都因袭了“欢娱苦短”的传统主题，格调哀婉、凄楚。
相形之下，秦观此词堪称独出机杼，立意高远。

下片则是写依依惜别之情。“柔情似水”，就眼前取景，形
容牛郎织女缠绵此情，犹如天河中的悠悠流水。“佳期如
梦”，既点出了欢会的短暂，又真实地揭示了他们久别重逢
后那种如梦似幻的心境。“忍顾鹊桥归路”，写牛郎织女临
别前的依恋与怅惘。不说“忍踏”而说“忍顾”，意思更为
深曲：看犹未忍，遑论其他?“两情若是”二句对牛郎织女致
以深情的慰勉：只要两情至死不渝，又何必贪求卿卿我我的
朝欢暮乐?这一惊世骇俗、震聋发聩之笔，使全词升华到新的
思想高度。

显然，作者否定的是朝欢暮乐的庸俗生活，歌颂的是天长地
久的忠贞爱情。在他的精心提炼和巧妙构思下，古老的题材
化为闪光的笔墨，迸发出耀眼的思想火花，从而使所有平庸
的言情之作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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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自然流畅而又婉约蕴藉，余味隽永。

集评：

张燕瑾《唐宋词选析》：秦观的`这首《鹊桥仙》独具丰彩，
是富有创造精神的好作品。它既没有慨叹会少离多，也没有
抒发脉脉的相思。却自出机抒，歌颂坚贞不渝、诚挚不欺的
爱情。

沈祖棻《宋词赏析》：这首词上、下片的结句，都表现了词
人对于爱情的不同一般的看法。他否定了朝欢暮乐的庸俗生
活，歌颂了天长地久的忠贞爱情。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文史知识》(1982.12)：秦观的这首《鹊桥仙》上片以“金



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发抒感慨，下片词人将意
思翻进一层，道出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的爱情真谛。这字字珠玑、落地若金石声的警策之语，正是
这首词流传久远，历久而不衰的关键所在。

【小编推荐更多

鹊桥仙秦观教案篇五

今昔何夕，忽闻七夕，广寒宫中痴儿女，欲此一相逢，断魂
牵梦月明中。

柔情千觞，愁肠百结，红尘自有久长情，空凝伫霄烟，微风
里鬓衰发乱.

曲境春深，往事如烟，多情枉自随花葬

初晨辞旧妇，当宵又洞房，柔情秋风，无情扫落叶，笑君无
情。

初晨送君去，当宵郎不归，茫茫旧事，历历乘风吹，笑此情
碎。

初晨理红妆，当宵秉烛光，提笔疾书，落笔诗两行，笑月夜
长。

初晨剑惊鸿，当宵红颜伴，西决群雄，东起剑苍澜，笑吾猖
狂。

初晨见花开，当宵花已落。归来不期，离去后方知，笑不归
离。

初晨吟诗醉，当宵夜孤枕，梵音许来，青灯却难熄，笑自难
眠。



初晨披红装，当宵乱红妆。先时柔情，后而说无情，笑不言
语。

初晨定婚宴，当宵君突离。永久誓言，短暂过今夜，笑天意
假。

初晨校铃声，当宵寒窗苦，忘却时间，记得理想梦，笑学生
累。

初晨闻君殁，当宵泪不休，肥绿正茂，瘦红地里眠，笑约未
至。

初晨念故人，当宵醉新人，素颜催泪，浓妆惹人怜，笑恨浮
生。

初晨见漠北，当宵忆江南，朝霞破暝，暮霭楚天阔，笑时荏
苒。

初晨词镇欢，当宵群友乐，管理辛苦，成员怜惜玉，笑自幸
福。

初晨柳絮风，当宵桃花雨，去年旧笛，今年谱新曲，凭此相
聚。

初晨惊古道，当宵叹市闹，青丝娆娆，华发欲飘飘，笑世人
嘲。

初晨啸白马，当宵饮霜风，红尘倦客，空门礼佛僧，笑看世
人。

初晨笑面迎，当宵陌错肩，有情妩媚，无情心冷淡，笑卿易
变。

初晨浮屠断，当宵雷音叹，寺院佛掸，皇庭夜难安，笑华发
染。



初晨斋钟鸣，当宵素人影，昏钟长停，晨钟独自行，笑到酩
酊。

初晨叹红尘，当宵离别愁，年少风流，暮年梵音伴，笑入空
门。

初晨负红颜，当宵不缱绻，长笑轻狂，低愁更忧怨，笑哪时
颠。

初晨凭栏语，当宵惜别离， 柔春花颜，凉秋雨微落，笑今生
痴。

初晨锄作田，当宵杯邀月，醉当花柳，醒当提笔诗，莫道朝
纲。

初晨负红颜，当宵不缱绻，长笑轻狂，低愁更忧怨，笑哪时
颠。

初晨凭栏语，当宵惜别离，柔春花颜，凉秋雨微落，笑今生
痴。

初晨锄作田，当宵杯邀月，醉当花柳，醒当提笔诗，莫道朝
纲。

初晨着战袍，当宵著布裳，年少戎马，暮年慕卸甲，笑叹平
生。

初晨寄朝奏，当宵贬潮阳，年少轻狂，暮老鬓微霜，笑指黄
袍。

初晨青丝齐，当宵白霜稀，喜著红装，悲叹非君妻，笑我太
痴。

初晨隐山间，当宵碑前立，千年已逝，一朝不言卿，红尘不
忘



初晨盼君归，当宵夜难眠，尽忠报国，背衣枯骨还，笑江山
乱

初晨眼朦胧，当宵思绪重，笔墨未落，纸白脑空洞，笑心忡
忡。

初晨花溅泪，当宵乌夜啼。日有所感,夜亦愤笔提,笑尔得迷。

鹊桥仙秦观教案篇六

1学会诵读古典诗词。

2把握秦观词婉约清丽的艺术风格。

3在诵读品味中提高审美情趣，培养学生诗词鉴赏能力。

教学重点：1解读文句，分析意境，.

2学习品位诗人的情感、心境

3比较秦观与舒婷的“爱情观”。

1意境的品味

2学习对诗歌中的修饰手法、表达方式、表现手法的鉴赏。。

二课时

一、导语设计：（出示投影）

“七夕”是一个美好而充满神话色彩的浪漫节日，自南北朝
至今，已缠绵悱恻地流传千年，永无休止。民间传说：牛郎
因父母早逝与兄嫂共处，经常遭受虐待，后来兄弟分家，牛
郎仅得一头老牛。此牛原是天上金牛星，因触犯天规被贬下
凡。一日老牛开口告知牛郎，黄昏时将有七仙女于湖中沐浴，



到时可趁机取走一套衣服，使衣服主人无法返回天庭。牛郎
依计行事，果然取得织女为妻，后来育有一对儿女。王母娘
娘得知织女私嫁凡夫，乃令天神将其押回。牛郎发现织女被
缉，乃依老牛临终嘱咐，披上牛皮，用箩筐挑起儿女飞奔天
庭追寻织女。王母为阻绝两人相聚，乃以金簪向天一划，霎
时化成波浪滚滚的天河，从此牛郎织女相隔天河，朝暮相望
却不得相聚。后来玉帝感其至诚，乃特准他们在每年七月七
日夜，以喜鹊搭成鹊桥在天河相会。七夕夜经常会下雨，称
之为七夕雨，相传就是牛郎织女倾诉相思的泪水。如这晚不
下雨，天空的云彩会特别好看，因为织女是织造云锦的巧手。
旧时风俗，少女们要在此夜陈设瓜果，朝天礼拜，向织
女“乞巧”。这一美丽神话，引起古往今来无数诗人的咏叹。
如杜牧《七夕》诗云：“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
星”；崔颢《七夕》：“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户户持针
线”；白居易《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
语时”林杰《乞巧》：“七夕今宵看碧霄，牛郎织女渡河
桥”。我们在前面学过的《迢迢牵牛星》（请同学背
诵）：“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
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鹊桥仙》
也是以这一神话为题材的传诵不衰的绝唱。

二、作者简介：（出示投影）

秦观（1049~1100）北宋后期词人，字少游，又字太虚，号淮
海居士，高邮（今属江苏）人。神宗元丰八年进士及第。曾
任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因政治上属于旧党，多次遭
爱打击，最后被贬到遥远的西南，死于放还途中。他长诗文，
词更享有盛誉，被苏轼誉为“屈宋之才”，有〈淮海集〉。
秦观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其余三人是黄庭坚、晁补之、张
耒），词作受苏轼影响，也受与歌女交往的生活经历影响，
内容多写男女情爱，亦有感伤身世之作，风调凄迷幽婉，清
丽曲雅，属婉约派。



三、指导诵读，整体感知。

1请一学生朗读，教师进行点拨。

明确：词的上片写这对情侣奔赴鹊桥相会时急迫而欣慰的心
情，下片写他们将别时以长久相爱的誓言互勉。两片的结构
相似，都可以分为两小层：前三句是宾，要读得轻些；后两
句是主，可稍稍重读。全词四小节又类似律诗中的起、承、
转、合，读时须有与此相应的语气，有鲜明的层次感。最后
一小层即“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两句，是这
首词的主旨句，读此句须放慢速度，声音要柔和些，且有余
韵——这虽是誓言，却当视为两位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读成
山盟海誓的语气，就没有余味可寻了。

3全班齐读。

通过诵读，整体感知词的思想内涵，品味词的音韵美。

四、品味意境，鉴赏要点。

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曾称赞秦观道：“其淡语
皆有味，浅语皆有致。”下面逐层分析这首词的情致理趣。

1“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片片云彩变幻
着花巧，银河两岸，牵牛织女星光闪耀，诉说着无尽的思念
与烦恼。只有这个七夕之夜，才能渡过辽阔的银河。）写的
是这对情侣在奔赴见面地点的路上，的确是语浅而淡，但仔
细想想，却又很有情味。词中先写出人物形象：织女是纺织
能手，善织云锦，所以用“纤云弄巧”写她，可想象她是穿
着自织的锦衣去会见她丈夫的。再写处在银河两边的牵牛织
女两星闪烁不停，似乎流露出终年不得相见的无限怅恨，只
有七夕才得相聚倾诉衷肠。暮色漫天，星光微明，长途跋涉，
终得一见，匆匆复匆匆，怎不令人愁绪万千。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我想那隔河的牛
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那怕时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引导学生进行比较鉴赏。明确：〈古诗十九首〉中，把银河
写成“清且浅”，两岸相隔也不远，似乎近在咫尺，连对方
的神情语态也宛然在目。但一水之隔，又是远在天涯，有无
限相思也只能含情脉脉对视。而此词中“银汉迢迢暗度”，以
“迢迢”二字写出银河之辽阔，两地相隔之遥远。两诗写法
不同，都是为了突出相思之苦，相见之难，可谓异曲同工。
〈天上的市街〉中的描写却是不同，它给人展示的是作者心
中的天国乐园。在郭沫若笔下，牛郎织女这对情侣的面貌已
焕然一新，他俩骑着牛儿过天河，游天街，无拘无束地共度
自由幸福的生活。这体现了诗人大胆的想象和对幻美的追求，
也是他对现实不满的反映。

2“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这金风玉露时
节的一刻相逢，就胜过人间无数次相见）这是情节的发展，
写鹊桥相逢。如果是好作艳词的作家，在这个地方定会不惜
笔墨大肆渲染；而本词只有这么简单的两句：一句说相逢的
时令，一句说这样的秋夜一见，已胜过了人间普通男女的日
夜厮守。值得品味的是“金风玉露”一语，它不单是指秋天
的风露，我们尽可放开去想——一对久别的情侣在金风玉露
之夜，在碧落银河之畔相会了，这是多么美好幸福的时刻！
如此之夜，如此之景，映出多么高尚圣洁的爱情！

3“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温柔的情意，
如流水般缠绵；美好的相聚，似梦境般短暂。怎忍心去回顾
孤独的鹊桥归路。）写的是这对情侣相会时的心情。“柔情
似水”着重写情态，托情于物，将两位主人公的万般柔情比
作银河的水，含微波荡漾，长流不断之意。“佳期如梦”着
重写心态，极言相会之不易，相会时间之短，还写出了相会



时的复杂心情。平日他俩只能在梦中相见，此时真的相会，
却又“乍见翻疑梦”了。作者的同时代人晏几道有句
云：“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可见这是久别
重逢后人们常有的心态。但这毕竟不是梦中，因为归路就在
身后，刚刚借以相会的鹊桥，转瞬间又成了和爱人分别的归
路。才相见又分离，一次短暂的相见却又是此后长久别离的
开始，此情此景，人何以堪？无限惜别之情，无限幽愁怨恨
尽在此言之中。

问题设计：词读至此，我们明不明白，“胜却人间无数”的
究竟是什么？

4“两情若是长久时，又且在朝朝暮暮！”这是词的结句，写
两位主人公的心愿。意思是，尽管相会的时间极其短暂，但
只要双方真挚地相爱，坚定不移，则年年必有此会，这是无
尽期的爱，永恒的爱；而人间夫妻即使朝朝暮暮形影不离，
也终有生离死别之日，以此永恒的爱与人间有尽期的爱相比，
岂非“胜却无数”的吗？这就是短暂与永恒的辩证法。至此，
词的主旨已升华到了一个哲理的高度。“多情自古伤离别”
是人之常情，而秦观这两句词却揭示了爱情的真谛：爱情要
经得起长久分离的考验，只要彼此真诚相爱，即使终年天各
一方，也比朝夕相伴的庸俗情趣可贵得多。

提问：这两句运用的是什么表达方式？与上阕的哪两句相呼
应？有什么作用？

明确：这两句是感情色彩很浓的议论，它与上片的“金风玉
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句议论遥相呼应，使得全词
叙事和议论相间，从而形成全篇联绵起伏的`情致。同时，升
华了词的主旨，使词的命意超绝。明人沈际飞评价说：“世
人咏七夕，往往以双星会少离多为恨，而此词独谓情长不在
朝暮，化腐朽为神奇！”

5出示投影：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舒婷
《神女峰》）

引导学生比较分析，可畅所欲言，不求一致，但要适度把握，
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情趣。

明确：爱情是一种玄妙的感情，它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们
因此而产生的心理变化、思维形式变化以及所做出相应的表
现和反应等等，就构成了一个人的爱情观。对于爱情的理解
和定义很久以来就有许多的说法。然而爱到底是什么，仍然
是一个需要每个人自己去找答案的悬疑，而且得到的答案将
会是各种各样的。那么爱情观则更是一个说不明白的话题。

《鹊桥仙》一词情意之洁、格调之高，达到了爱情词的顶峰。
情之所钟，虽然天各一方，但心心相印，愿已足矣，何必非
每日耳鬓厮磨，须臾不可分离？这种境界是修养高尚的反映，
和柳永的"闲捻针线伴伊坐"比，高下立见，不可同日而语，
即使白居易的"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虽则可
谓深情，却不及此高超通达，自有一种神仙气概。从某种意
义上，说它独步千古一点也不过分。

秦观能写出这样的一种爱情名句，有他自身的才情，但客观
上也是有一个时代的原因。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婚姻上实行
父母包办、一夫多妻，再由于生产力落后、交通不发达，以
及封建的礼教、男尊女卑等，这在客观上造成了"老妻置异
县"和"重婚姻、少爱情"的情形。中国古代士人虽以家庭为基
础，但又崇尚兼善主义，他们更多的把光阴用于仕官羁旅，
所以日常跟他们接触最多的不是女子，而是他们的同僚、朋
友。中国文人写友情的作品绝对多于爱情，写婚后的也要多
于爱情。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比如李清照与赵明诚有共同的学问、情
趣，志同道合；苏东坡对其妻的爱，《江城子》中可见一
斑……还有许多在爱情中消遣人生的落拓文人。



舒婷（1952-）原名龚佩瑜，福建泉州人。她的《神女峰》不
仅是一首爱情诗，也是对一个时代精神观念的反叛和挑战。
古老的中国在精神和观念的遗产上，曾经保留着许多体现人
类精神文明成果的优秀传统，但是，其中也确有不少属于糟
粕的"精神鸦片"，因此对于"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所煽动
起来的"新的背叛"不要一概嗤之以鼻，更不要把腐朽当神奇，
把脓肿当作是"艳若桃花"。"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
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这不正是一种对于新的精神和观念的呼
唤吗？做一个具有真实的人性的人，总要比做一具木胎泥塑
的偶像要好吧。即使人会"速朽"，而偶像可以"千秋万代"，
可是前者是生命，而后者却永远不可能享受到生命的欢乐。

舒婷写这首诗是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恋爱自由、男女平等，
人们之间的联系也变得快捷便利，对待爱情人们更多的是"儒
家"的很传统的心态。舒婷的诗是对传统爱情观的背叛，它以
一个挑战者的姿态掀起了沉闷空气里的轩然大波。

放弃原作的意图和要表达的愿望，只从现实的社会来评说这
两种"爱情观"。"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
哭一晚"无异于"不求天长地久，只愿曾经拥有"，而"两情真
是久长时，也愿意朝朝暮暮"只会是"此情只应天上有，人间
哪得几回闻"。那么，爱情这个难辨的命题终究没有一个更为
合理、更为美妙的答案。

板书设计：略

附：神女峰

6作业

找陆游的《钗头凤》，比较它们之间的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