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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受作者书法之妙了解作者及写作背景

2、了解序文的特点。

3、理解作者在文中由喜到悲的感情变化，认
识作者深沉感叹中所蕴含的积极情绪。

学习目标：



王羲之（303-361）

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
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
（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
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
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
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小时候就从
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
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
长，草书师法张芝，楷书得力于钟
繇。取众家之长，兼擅隶、草、楷、
行各体，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
莫二”的高度。论者称其笔势，以
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后世
誉之为“书圣。他的《兰亭集序》
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作者简介

王羲之生平.mp4


写作背景

 古人每年三月初三，为求消灾除凶，到水边嬉游，
称为修禊（xì）。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
日，大书法家王羲之和当时名士谢安、孙绰、许询
、支遁等41人来到这里修禊，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
的诗歌会。列坐曲水两侧，将酒觞(杯)置于清流之
上，任其飘流，停在谁的前面，谁就即兴赋诗，否
则罚酒。当时参与其会的41人中，12人各赋诗二首
。九岁的王献之等16人拾句不成，各罚酒三觞。王
羲之将37首诗汇集起来，编成一本集子，并借酒兴
写了一篇324字 的序文，这就是著名的《兰亭集序
》为“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集序》是一篇序言。也叫前言，属实用文体，
同“跋”是一类。列于卷首叫序，附于卷末叫
“跋”。其作用在于推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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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文章的体裁，序有书序和赠序之分。
书序如《兰亭集序》。
而赠序与书序的性质不同，始于唐朝，是临别赠言
性质的文字，内容多是勉励、推重、赞许之辞表达
离别时的某种思想感情，往往因人立论，阐明某些
观点，相当于议论性散文，如《送东阳马生序》。

文体知识：



下面文学常识表述错误的一项是（ ）
A．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既是散文佳作，又是名帖，流
传久远。
B．序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大多用以题赠，或作著作的前
言，《兰亭集序》是朋友之间互相唱和的赠言。
C．魏晋时期在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
重要作用。王羲之书写的《乐毅论》等楷书作品被称为
“书之圣”，行草《兰亭集序》被后世书法家誉为“行书第
一”。
D．书法艺术是我国特有的艺术，在我国书法史上，涌现
出许许多多的书法大家，有并称“二王”的王羲之、王献之，
有“颜筋柳骨”之称的颜真卿、柳公权等。

B



兰亭：是东晋时期
会稽郡山阴（今浙
江绍兴市）城西南
郊名胜。兰亭地处
绍兴城西南12.5公
里的兰渚山下，相
传越王勾践曾在这
一带种过兰花，汉
代为驿亭所在，因
名兰亭。几经反复，
于1980年全面修复
如初。

兰亭图片欣赏.mp4


 一（1、2）介绍兰亭集会

 二（3）抒发对人生的思考

 三（4）简述写作缘由

乐

↓

痛

↓

悲

兰亭序朗读.swf


我的课堂我来讲

各小组派代表讲解对课文的理解。



第一部分（第1、2段）

良辰：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美景：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清流激湍，映带左右

人贤：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事雅：流觞曲水，一觞一咏 畅叙幽情

仰观俯察，游目骋怀

乐



修禊：

古人于阴历三月上旬巳日，到水边洗涤以拔除妖邪

明 文徵明《兰亭修禊图》



茂林修竹

流觞曲水



第二部分（第3段）

痛

人生易倦之痛（世事变迁）

欢乐易逝之痛（时光流逝）

生命短暂之痛（韶华短暂、生死无常）



第三部分（第4段）

古人之感慨

今人之嗟叹

后人之同悲

悲



1、文章第1、2段概括了兰亭集会的盛况，说说作
者为什么会有“信可乐也”的感受？

2、用自己的话概括课文第3段议论的中心问题，想
一想，作者的感情怎样由“乐”转而为“痛”？

3、“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表达了作者怎
样的生死观？

合作探究（课后练习）



 一是前来聚会的人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二是聚会的地点环境优美。“有崇山峻岭，茂林修
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

 三是聚会时的活动雅洁有趣。“流觞曲水”是文人
雅士喜欢的游乐形式，“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
情”；

 四是聚会时天气清朗。正值春日，“天朗气清，惠
风和畅”，可以“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

1、文章第1、2段概括了兰亭集会的盛况，说说作
者为什么会有“信可乐也”的感受？



2、用自己的话概括课文第3段议论的中心问题，想
一想，作者的感情怎样由“乐”转而为“痛”？

 文章第3段议论的中心问题是生死观问题。作者由
开始时“信可乐也”的感觉，联想到人的两种不
同生存状态。美丽的山水、尽情的欢娱，可以令
人忘记烦忧，“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但是，
不知不觉中时光已经流逝，“不知老之将至”，
等到时过境迁后，往日的美好已经成为陈迹，人
不能永远保有美好的留恋。想到此处作者不免感
慨横生，引出人生苦短的悲叹。“死生亦大矣”
。自然转而为“痛”的感觉。



 王羲之感慨“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面对苦短
人生，“痛”从中来，发出了“固知一死生为虚诞，
齐彭殇为妄作”的“悲”叹。这正是他对时光虚度的
惶恐，想要通过有所作为来抗拒人生虚幻的愿望
。而对老庄‘一死生’、‘齐彭殇’的否定，表现出王
羲之抗拒人生虚幻的执著努力。王羲之‘飘如游云
，矫若惊龙’的书法艺术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这种
努力的结果。因为他知道，抗拒人生虚幻性的真
正行之有效的办法只能是在给定的生命限度内进
行最大可能的价值创造。

3、“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表达了作者怎
样的生死观？



拓展延伸

 作者说“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

你还读过哪些抒人生无常之感、发时不我待

之叹的诗文？（学生举例，互相交流。）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曹操《短歌行》

“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 ——徐干《室思》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 ——阮籍《咏怀》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

数。” ——王勃《滕王阁序》

“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苏轼《前赤壁赋》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

——毛泽东《采桑子·重阳》



《兰亭集序》是一篇诗集序言，作者以情感饱
含的笔触，记叙了兰亭的山水佳胜和宴会盛况，进
而抒发了对世事变幻、死生无常的感慨。文章反映
了一般封建士大夫的人生观；但作者没有彻底走向
消极无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其时盛行的死
生等同的虚无哲学观，于悲慨中透露出对现实生活
的流连与珍惜。这在崇尚老庄、沉迷玄学的时代，
是难能可贵的。全文仅320余字，先记兰亭盛会，
再论人间死生。情景互见，淋漓满纸，也启人思考。



歌
曲
欣
赏



复习巩固文言字词



给下列红色字注音

 癸丑（ ）会稽山（ ） 修禊事（ ）

 激湍（ ）流觞（ ） 骋怀（ ）

 放浪形骸（ ）趣舍万殊 (   )一契（ ）

 嗟悼（ ） 彭殇（ ）



解释下列红色词语

 修禊事也
茂林修竹
况修短随化

 丝竹管弦之盛
俯察品类之盛

 所以游目骋怀
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解释下列红色词语

 夫人之相与

 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

 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热爱生活，
珍惜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