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兰亭集序的论文 兰亭集序翻译(优
秀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兰亭集序的论文篇一

文章描绘了兰亭的景致和王羲之等人集会的乐趣，抒发了作
者盛事不常、“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感叹。作者时喜时
悲，喜极而悲，文章也随其感情的变化由平静而激荡，再由
激荡而平静，极尽波澜起伏、抑扬顿挫之美，所以《兰亭集
序》才成为名篇佳作。全文共三段。

文章首段记叙兰亭聚会盛况，并写出与会者的深切感受。先
点明聚会的时间、地点、缘由，后介绍与会的人数之多，范
围之广，“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接着写兰亭周围优美的
环境。先写高远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再写近低
处“清流激湍”；然后总写一笔：“映带左右”。用语简洁。
富有诗情画意。在写景的基础上，由此顺笔引出临流赋诗，
点出盛会的内容为“一觞一咏”，“畅叙幽情”，“虽无丝
竹管弦之盛”，这是反面衬托之笔，以加张表达赏心悦目之
情。最后指出盛会之日正逢爽心恰人的天时，“天朗气清”
为下文的“仰观”、“俯察”提供了有利条件；“惠风和
畅”又与“暮春之初”相呼应。此时此地良辰美景，使“仰
观”、“俯察”，“游目骋怀”、“视听之娱”完全可以摆
脱世俗的苦恼，尽情地享受自然美景，抒发自己的胸臆。至
此，作者把与会者的感受归结到“乐”字上面。笔势疏朗简
净，毫无斧凿痕迹。

文章第二段，阐明作者对人生的看法，感慨人生短哲，盛事



不常，紧承上文的“乐”字，引发出种种感慨。先用两
个“或”字，从正反对比分别评说“人之相与，俯仰一世”
的两种不同的具体表现，一是“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
一是“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然后指出这两种表现尽
管不同，但心情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当其欣于所遇”时，
都会“快然自足”，却“不知老之将至”。这种感受，正是
针对正文“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的聚会之乐而发，
侧重写出乐而忘悲。接着由“欣于其所遇”的乐引出“情随
事迁”的忧，写出乐而生忧，发出“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的慨叹、文章至此，推进到生死的大问题。最后引用孔子所
说的“死生亦大矣”一句话来总结全段，道出了作者心中
的“痛”之所在。

最后一段说明作序的缘由。文章紧承上文“死生亦大矣”感
发议论，从亲身感受谈起，指出每每发现“昔人兴感之由”
和自己的兴感之由完全一样，所以“未尝不临文嗟悼”，可
是又说不清其中原因。接着把笔锋转向了对老庄关于“一生
死”，“齐彭殇”论调的批判，认为那完全是“虚诞”
和“妄作”。东晋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崇尚老庄，喜好虚无主
义的清谈，庄子认为自然万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庄子·齐物论》），且把长寿的彭祖和夭折的儿童等同
看待，认为“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作者能与时风为
悖。对老庄这种思想的大胆否定，是难能可贵的，然后作者
从由古到今的事实中做了进一步的推断：“后之视今，亦由
今之视昔”。基于这种认识，所以才“列叙时人，录其所
述”，留于后人去阅读。尽管将来“事殊事异”，但“所以
兴怀。其一致也”。这就从理论上说清了所以要编《兰亭诗
集》的原因。最后一句，交代了写序的目的，引起后人的感
怀。文字收束得直截了当，开发的情思却绵绵不绝。

这篇序言疏朗简净而韵味深长，突出地代表了王羲之的散文
风格。且其造语玲珑剔透，琅琅上口。是古代骈文的精品。
《兰亭集序》在骈文的几个方面都有所长。在句法上，对仗
整齐，句意排比，如“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仰观宇庙



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
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两两相对，音韵和谐，无斧凿
之痕，语言清新、朴素自然。属于议论部分的文字也非常简
沽，富有表现力，在用典上也只用“齐彭殇”和“修楔事”
这样浅显易储的典故，这样朴素的行文与东晋对代雕章琢句，
华而不实的文风形成鲜明对照。

这篇文章体现了王羲之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和老庄学说主张
的无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者简介：

王羲之（303—361年）汉族，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琊临沂
（今属山东临沂），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因王羲之
曾任右将军，世称“王右军”、“王会稽”。王兼善隶、草、
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
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创造
出“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的行书，代表作品有：楷书《乐
毅论》、《黄庭经》、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
《快雪时晴帖》、《丧乱帖》、行楷书《兰亭集序》等。是
东晋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与儿子王献之合
称“二王”。

兰亭集序的论文篇二

46、列叙时人：一个一个记下当时与会的人。

47、录其所述：录下他们作的诗。

48、虽世殊事异：纵使时代变了，事情不同了。虽，纵使。

49、其致一也：人们的思想情趣是一样的。

50、后之览者：后世的读者。



51、斯文：这次集会的诗文

作品译文

永和九年，是癸丑之年，阴历三月初，(我们)会集在会稽山
阴的兰亭,是为了从事修禊祭礼。众多贤才都汇聚在这里，年
长的年少的都聚集在一起。兰亭这地方有高峻的山峰，高大
茂密的竹林。又有清澈湍急的溪流，(如同青罗带一般)环绕
在亭子的四周，(我们)引(清流激湍)来作为流觞的曲水，列
坐在曲水旁边。虽然没有演奏音乐的盛况，(但)喝点酒，作
点诗，也足以令人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意。这一天，晴明爽朗，
春风和暖畅快。向上看，天空广大无边，向下看，地上事物
如此繁多，借以纵展眼力，开畅胸怀，尽情的享受视听的乐
趣，实在是快乐呀!

每当看到古人(对死生的大事)发生感慨的原因，(和我所感慨
的)像符契那样相合，没有不面对他们的文章而感叹悲伤
的，(却)不能明白于心。因此知道把死和生等同起来的说法
是不真实的，把长寿和短命等同起来的说法是妄造的。后代
的人看现在，也正如同我们今天看过去一样，这真是可悲呀!
所以我一个一个记下当时参加聚会的人，抄录下他们作的诗
赋，即使时代变了，世事不同了，但是人们兴发感慨的缘由，
人们的思想情趣是一样的。后世的读者，也将有感慨于这次
集会的诗文。

兰亭集序的论文篇三

翻译：

永和九年，时在癸丑之年，三月上旬，我们会集在会稽山阴
的兰亭，为了做禊事。众多贤才都汇聚到这里，年龄大的小
的都聚集在这里。兰亭这地方有高峻的山峰，茂盛的树林，
高高的竹子。又有清澈湍急的溪流，(如同青罗带一般)环绕
在亭子的四周，引(溪水)作为流觞的曲水，排列坐在曲水旁



边，虽然没有热闹的音乐，喝点酒作点诗，也足够来畅快叙
述幽深内藏的感情了。

这一天，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和风温暖，仰首观览到宇宙
的浩大，俯看观察大地上万物的`繁多，用来舒展眼力，开阔
胸怀，足够来极尽视听的欢娱，实在很快乐.

每当看到前人所发感慨的原因，其缘由像一张符契那样相和，
总难免要在读前人文章时叹息哀伤，不能明白于心。本来知
道把生死等同的说法是不真实的，把长寿和短命等同起来的
说法是妄造的。后人看待今人，也就像今人看待前人，可悲
呀。所以一个一个记下当时与会的人，录下他们所作的诗篇。
纵使时代变了，事情不同了，但触发人们情怀的原因，他们
的思想情趣是一样的。后世的读者，也将对这次集会的诗文
有所感慨。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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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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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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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老之将至一作：曾不知老之将
至)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



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
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
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兰亭集序的论文篇四

教材简析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人教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
文教材第二册第五单元的一篇自读课文。这篇序言不仅是书
法艺术的瑰宝，而且其文在思想、语言上也具有独特的价值，
二者相得益彰，共同确立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作为一篇书序，文章由叙事而写景，感物抒怀，从一次普通
的游宴活动谈到了的生死观，并以此批判了当时士大夫阶层
中崇尚虚无的思想倾向，使全文在立意上显得不同凡响。

2、本课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语文课程标准》中对语文学习有这样的要求“通过阅读和
鉴赏，体会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渊远流长，陶冶性情，全
面提高语文素养”，此文入选新教材正体现了这一理念，学
生若能很好的理解文章的内容，就能认识深沉的感叹中所蕴
含的积极情绪，对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很有帮助，同时又能感
受我国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对提高语文素养大有益处。

3、教学目标

第五单元的文言文学习魏晋散文，这一时期的散文抒情色彩
浓郁，尤其是王羲之的文章文风清淡，这篇《兰亭集序》中
的写景句子更是美不胜收，“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
湍，映带左右”，如此简洁雅净的语言是极好的诵读材料，
所以我把背诵定为教学目标之一；另外，我所执教的是一个
平行班，学生虽有一定的文言学习基础但仍很薄弱，且本学
期文言文难度较之上学期有很大提升，学生还需要积累一定



的文言知识，根据该课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我制订了
如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了解序文的特点，掌握实词“修、期、致、
临、次”等词的意义；背诵全文。

（3）情感目标：理解在文中由喜到悲的感情变化，认识深沉
感叹中所蕴含的积极情绪。

4、说教学重点与难点

〈〈语文课程标准〉〉中对高中阶段的文言文教学只要求具
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而《兰亭集序》是一篇自读课文，
文下有注释，学生可自己借助注释和工具，理解词句含义，
教师只需对个别难句略做点拨即可，据此我将该课的教学重
点定为：（1）了解课文中的词类活用以及归纳“修、期、致、
临、次”等词的义项；（2）背诵全文。

课文二三自然段的感情由乐转悲，对人的生死这一问题的议
论富有哲理性，学生由于经历浅，多数未经历过生死，对其
中表达的生死观不能很好理解，所以将理解在文章中由喜到
悲的感情变化和认识深沉感叹中蕴含的积极情绪定为教学难
点。

二、说教法

教师要本着“因材施教”以及“教学有法，但无定法”的原
则慎重地选择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结合该课的教学目标、
教材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我准备用两课时，采用诵读法、
点拨法进行教学。

诵读法。在疏通文意的基础上反复诵读，从而更深的领悟文
章内容和体会的思想感情。



2、点拨法。所谓“点”就是点击要害，抓重点；所谓“拨”
就是拨疑难，排障碍。“点拨法”能启发学生脑筋，自己进
行思考与研究，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在
学习中，我主要点拨的是难句以及感情变化的线索，从而使
学生更好的理解课文内容。

三、说学法

《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要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让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主动学习、探究。重视师生的语言交际和心灵
沟通。重视学生思维方法的学习。”据此我确定了以下学法
及能力培养：

3、用归纳法归纳文中的特殊文言现象。从上学期开始，我一
直让学生学会对常见实词、虚词的意义用法进行系统归纳，
使所学知识系统化，既便于记忆，又便于运用。

四、教具准备

录音机、课文朗诵带；2、有关兰亭和王羲之书法的图片、资
料

五、说教学程序

第一课时

（一）导入

人们常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又说：“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好的导入能营造适宜的课堂氛围，集中学生的
注意力，使学生对学习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由于本课是位
书法家，故以提问的方式导入：“大家是否喜爱中国的毛笔
书法？你们最喜欢谁的书法？”根据学生的回答，引出；然
后引导学生欣赏课本前页的插图，欣赏《兰亭集序》摹本，



由此引出课题。

（二）简介

欣赏完插图后，再出示王羲之的其他书法作品，让学生直观
感受其书法“飘若游云，矫如惊龙”的特点，同时简介和文
章体裁特点，扩充学生的相关知识，完成教学目标（1）中对
序文特点的了解。

（三）整体感知，朗读全文

通过播放课文朗诵带，让学生注意字音和语调、语气，初步
感受〈〈兰亭集序〉〉的语言特色。听完录音后，再让学生
齐声朗读一遍，教师相机作诵读指导，这一环节是教法和学
法的落实。

（四）小组合作，逐段疏通文意

由学生四人小组共同合作，结合课文下注释和工具书自主疏
通文意，教师巡视点拨，比如第一段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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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掌握以下实词：

修：做。禊事：禊，一种祭礼。古时以三月上旬的“巳”日
为修禊日。禊事，古代一种风俗，到水边洗濯、嬉游，并进
行祈福消灾的仪式。

2、“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处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
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

毕：都。咸：都。修：长、高。映带：映衬，围绕。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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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以为流觞曲水：引，引导。引(之)，省略宾语“之”，清
流激湍。流觞，把酒杯浮在水面上，循水而下，流于谁前，
谁来取饮。曲水，引水环曲为渠。（展示流觞曲水的图片资
料）。

盛，盛大。觞，古代喝酒的器具，这里解释为饮酒。（名词
作动词）

咏，用诗词来赞颂或叙述,指作诗。以，来。

4、“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是，指示代词，这。
惠风，和风。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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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类：指自然界的万物。所以，用来。极，穷尽。娱，乐趣。
信，实在。

其余段落不一一赘述，此环节还可让学生找出难句相互讨论，
讨论不决，推举一同学指出疑词难句，教师集中加以讲解。
如此，教师重在点拨省时省力，学生积极参与，手脑并用。
此外，课文中出现的“流觞曲水”这样的字词学生理解可能
有困难，所以展示课前准备的有关兰亭集会的图片资料，让
学生直观感受文中自然美，并通过图文结合的形式，使原本
枯燥的课变得生动有趣，使抽象的背景知识更为直观和便于
理解。在欣赏的过程中，学生轻松的掌握了文言知识。这既
完成了教学目标（1）（2）（3），同时又突破了重点难点，
也是对学法的落实。

（五）小结并布置作业

对小组合作疏通文意的情况进行总结，布置作业：（1）熟读
课文，找出感情变化的线索，（2）归纳文中文言知识，完成



课后练习三。第一课时的作业重积累，对基础差的学生必不
可少，又培养学生对知识的归纳整理能力；同时通过反复的
朗读，让学生自己去揣摩文章的妙处，为下节课鉴赏评价奠
定基础。

第二课时

（一）学生齐读课文，检查字音的掌握情况

（二）分析课文，理清思路

第二自然段，由兰亭集会联想到现今人们的相处往来，即便
为人处世方法各异，静躁不同，但当“欣于所遇”便“快然
自足”，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都是“所之既倦，情随事迁，
感慨系之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表议论，推进到生死
的大问题，抒发了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无奈和“死
生亦大矣”的沉痛感慨。虽然对时光飞逝，人生短暂大发感
慨，但字里行间仍然暗含对人生的眷恋和热爱之情。

第三自然段由读古人“兴感”之作时的体验“若合一契”说
明古人也有感于死生；然后批判当前士大夫阶层中“一死生
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虚无主义思想，这在玄谈之风盛
行的东晋时代是有积极意义的，体现了积极的人生观。接着
文章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的慨叹，将话题
巧妙地引到诗集的编成及其意义上来，交代了作序的目的。

第二、三自然段是文章的第二部分，写宴集以后的感慨，这
部分以一个“悲”字为基调。

同时，板书全篇思路，引导学生根据板书尝试背诵，这是对
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的再落实。

（三）问题研讨（引导学生讨论以下问题）



课文对老之将至、人生无常感叹不已，情调有些低沉，但的
积极情绪又无不暗含其中，你怎么看这一问题？学生可结合
自己的人生观自由发言，各抒己见，以此突破难点即理解由
喜到悲的感情变化，认识其中蕴涵的积极情绪。

（四）总结全文，布置作业

对课文知识进行梳理，便于学生建立自己的知识结构。作业：
（1）背诵全文（2）搜集有关王羲之和《兰亭集序》的资料，
相互交流。第二课时的作业是对课文内容的延伸和拓展，让
学生“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

五、板书设计

板书应简洁美观，概括性强，故将板书设计为：

兰亭集序

王羲之

时间：暮春之初

地点：兰亭

事由：修褉事也

人物：群贤必至，少长咸集

（一）兰亭盛会环境：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乐

清流激湍，映带左右

事件：流觞曲水，畅叙幽情

天气：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感受：信可乐也

欣于所遇所之既倦

向之所欣已为陈迹死生亦大矣

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悲

（二）会后感慨

昔人兴感若合一契

时人“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兰亭集序的论文篇五

《兰亭序》在真伪方面的争执，并不影响它是一本极优秀的
学习范本，学习行书以它作为门径颇可收便捷快速之效。

兰亭集序/兰亭序

朝代：魏晋

作者：王羲之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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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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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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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老之将至一作：曾不知老之将
至)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
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
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
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赏析

《兰亭集序》，又题为《临河序》、《禊帖》、《三月三日
兰亭诗序》等。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三月三日，时任会
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会聚兰亭，赋
诗饮酒。王羲之将诸人名爵及所赋诗作编成一集，并作序一
篇，记述流觞曲水一事，并抒写由此而引发的内心感慨。这
篇序文就是《兰亭集序》。此序受石崇《金谷诗序》影响很
大，其成就又远在《金谷诗序》之上。《兰亭集序》.

文章首先记述了集会的时间、地点及与会人物，言简意赅。
接着描绘兰亭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周围景物，语言简洁而层次
井然。描写景物，从大处落笔，由远及近，转而由近及远，
推向无限。先写崇山峻岭，渐写清流激湍，再顺流而下转写
人物活动及其情态，动静结合。然后再补写自然物色，由晴
朗的碧空和轻扬的春风，自然地推向寥廓的宇宙及大千世界
中的万物。意境清丽淡雅，情调欢快畅达。兰亭宴集，真可谓
“四美俱，二难并”。

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聚合必有别离，所谓“兴尽悲
来”当是人们常有的心绪，尽管人们取舍不同，性情各异。
刚刚对自己所向往且终于获致的东西感到无比欢欣时，但刹



那之间，已为陈迹。人的生命也无例外，所谓“不知老之将
至”(孔子语)、“老冉冉其将至兮”(屈原语)、“人生天地
间，奄忽若飙尘”(《古诗十九首》)，这不能不引起人的感
慨。每当想到人的寿命不论长短，最终归于寂灭时，更加使
人感到无比凄凉和悲哀。如果说前一段是叙事写景，那么这
一段就是议论和抒情。作者在表现人生苦短、生命不居的感
叹中，流露着一腔对生命的向往和执着的热情。

魏晋时期，玄学清谈盛行一时，士族文人多以庄子的'“齐物
论”为口实，故作放旷而不屑事功。王羲之也是一个颇具辩
才的清谈文人，但在政治思想和人生理想上，王羲之与一般
谈玄文人不同。他曾说过：“虚谈废务，浮文妨要”(《世说
新语·言语篇》)在这篇序中，王羲之也明确地指斥“一死
生”、“齐彭殇”是一种虚妄的人生观，这就明确地肯定了
生命的价值。

这篇文章具有清新朴实、不事雕饰的风格。语言流畅，清丽
动人，与魏晋时期模山范水之作“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
之奇”(《文心雕龙·明诗篇》)迥然不同。句式整齐而富于
变化，以短句为主，在散句中参以偶句，韵律和谐，乐耳动
听。

总之，这篇文章体现了王羲之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和老庄学
说主张的无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后人以启迪、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