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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国时代，正像历史上对它的称名，是一个列国争雄，战乱频仍的时代。
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新旧交替的一个大变革时代。
夏、商、西周以来的旧制度、旧传统，已不可挽回地趋于瓦解。
“礼崩乐坏”，诸侯纷争，杀人盈野， 整个社会陷入到大的危难动乱之中。
社会需要新生，危机促人思考。
自春秋后期，随着“私学”兴起而造就出来的大批士人，因当时社会形势的需要而壮大，他们“言治
乱之事，以干世主”，或在各国统治者的罗致下，走上政治、外交、军事舞台；或到处游说，聚徒讲
学，大都围绕着当时迫切的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各种家
派，互相交锋，彼此论战。
这就出现了战国时代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
 　　《战国文学史论》对战国时代社会思潮、作家作品的存佚情况、思想内容、艺术特点作了详细而
具体而不乏深度的论述。
论述既持之有故，言之亦自然成理，论点均可供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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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铭，1964年生，甘肃省庆阳市人。
1980年起，先后在兰州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学习，文学博士。
现任北京语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屈原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
所兼职研究员，河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江苏南通大学客座教授，
江苏淮海工学院兼职教授等。
出版有《战国文学史》、《期待与坠落：秦汉文人心态史》、《儒家经典与中国文化》、《经典与传
统：先秦两汉诗赋考论》、《秦汉吏治监察举劾知见录》（韩国）、《人天眼目（释译）》（台湾）
、《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中国儒学文化大观》、《诗骚分类选讲》等著作或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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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的文学观 　第四节 战国的文学否定论 　　一、道家文学观 　　二、法家文学观 　　三、墨家文
学观 第四章 战国论说体文学研究 　第一节 《论语》与《易传》的主要内容 　　一、《论语》阐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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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孟子》与《荀子》 　　一、《孟子》的主要内容 　　二、《荀子》及《晏子春秋》的主要
内容 　第三节 从《黄帝四经》到《道德经》 　　一、《黄帝四经》的主要内容 　　二、《文子》、
《鹗冠子》与《管子》 　　三、《老子》的主要内容 　第四节 从杨朱到《庄子》 　　一、杨朱的主
要观点 　　二、《庄子》的主要内容 　第五节 从《法经》到《韩非子》 　　一、早期法家著作的内
容 　　二、《韩非子》的主要内容 　第六节 阴阳名墨纵横诸家著作的内容 　　一、阴阳家的主要主
张 　　二、名家的主要观点 　　三、《墨子》的主要思想观点 　　四、《吕氏春秋》的主要内容 　
　五、纵横、农、小说诸家的主要思想 　第七节 战国诸子文学的文章风格 　　一、与现实密切相关
的形象性表达 　　二、以寓言为媒介的形象化叙述 　　三、人物个性的形神彰显 　　四、辞达而已
矣 　　五、情感的同一性和风格的多样性 第五章 战国叙事体文学 　第一节 战国史传文学的主题 　　
一、《左传》的主题 　　二、《国语》的主题 　　三、《战国策》的主题 　第二节 《左传》的叙事
艺术 　　一、以小说笔法实现完整叙事 　　二、以情节及细节的叙述完成人物性格的描写 　　三、
娴熟的语言运用能力 　第三节 《国语》的叙事特点 　　一、驾驭长篇故事的杰出能力 　　二、《国
语》的语言风格 　第四节 《战国策》的叙事风格 　　一、铺张扬厉的结构方式 　　二、精心安排的
语言环境 　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第六章 屈原及战国抒情体文学 第七章 宋玉及战国赋体文学 结语
：战国文学主流及其历史地位 余论：对战国文学的再认识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一、人名索引 二、书名
索引 第一版跋 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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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史记?六国年表》以周元王元年为战国七雄历史的起点，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
习惯上，我们常常把这一年看作是战国的开始。
战国经二百余年的风云变幻，至公元前221年秦并六国，建立秦王朝，而宣告结束。
战国文学就是产生在这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
顾名思义，战国文学史论就是研究战国时代文学发展历史的著作，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们
仍然需要对“战国”这个时代名称以及战国时代文学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适当的阐释，才能使我们的研
究建立在尽可能科学的基础上。
所以，在进入战国文学史的本题研究之前，我们对战国文学史研究对象及方法的说明，就显得很有必
要。
“战国”一词，本来不是一个时代名称，而是指战争时代处于战争状态的诸侯国。
如《管子?霸言》云：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
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
夫神圣视天下之形，知动静之时，视先后之称，知祸福之门。
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者亡。
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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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小书是我1991年至1994年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撰写的博士论文，原名叫《战国文学研
究》。
1994年后，我到北京语言大学担任教职，主要教授来华短期进修之高级班学生的“中国文化”等课程
，每周课时约在16节以上，而且暑假、寒假都有教学任务。
时间的不足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当时我的《战国文学研究》在毕业答辩的时候虽然有电子文本，
但是计算机对于我来说还是奢侈品，无由接触，所以，修订《战国文学研究》，就无疑意味着我要重
抄30多万字的手稿，对于我这样一个懒惰的人来说，肯定是没有勇气面对的。
所以，1995年初，计划在武汉出版社出版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竟然没有时间来对我的论文进行修
改，这一直是我所深为遗憾之事。
1995年前后，武汉出版社正在计划出版一套中国古代文学史系列著作，包括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
等，为了能够纳入武汉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方便出版，根据责任编辑刘昌钊先生的建议，我把博士论
文更名为《战国文学史》。
后来，尽管有朋友认为这本书还是叫《战国文学研究》较好，但是，更多的同道已经认同《战国文学
史》这个名称，所以，此次修订，结合二者，名《战国文学史论》，以区别于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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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战国文化史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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