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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套教材主要是针对西南地区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古汉语教学而编写的。
目前，国内已经出版有多种同类教材，我们之所以编写此书，一方面是为了纳入一些新的教学内容和
新的研究成果，以适应近年来新形势下的教学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增加一些与西南
地区历史文化相关的内容，以体现西南文化特色。
另外，我们还兼顾到面向师范教学以及增强实用性等问题。
2。
世纪末，教育部启动了一项“高等教育面向2l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研究”工程。
经教育部师范司批准立项，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主持了“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的研究课题。
参加这一课题的还有当时的广西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师范
学院、四川师范学院等院校的有关院系。
《新编古代汉语》就是从那时开始着手编写的。
近十年过去，几经修改，这套教材终于完成了。
《新编古代汉语》教材的特点是：一、教学内容范围的扩大；二、理论知识的更新；三、增加练习答
案；四、西南地区特色。
全书约一百五十万字，分为上下两册。
简要介绍如下：一、教学内容范围的扩大古代汉语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
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仿古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言文；一个是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
基础而形成的古白话。
一般的古代汉语教材的重点都放在先秦两汉时期的经典作品之中。
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这些教材的编者认为，古白话同现代汉语非常接近，比较容易读懂，所以就
不拿它作为学习和研究的对象了。
但是，近年来随着大量中古文献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人们的看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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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针对西南地区高等院校汉语言专业学生编写的古代汉语教材。
《新编古代汉语》为套装书，分为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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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骈体文的用典发展到极至，便是堆砌典故，甚至以用人所不知的故事为得意，这也是当时的风气。
所以锺嵘的《诗品序》说：“故大明（宋孝武帝年号）、泰始（宋明帝年号）中，文章殆同书抄。
”有的文章甚至“句无虚语，语无虚字”，造就非常难读了。
而且这种堆砌也使文章冗长累赘，影响其表达效果。
藻饰也是骈体文用词上的一个重要特征。
藻饰就是追求词藻的华丽。
注重词藻，自古而然。
《礼记·表记》引孔子的话“情欲信，辞欲巧”。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文学观念更加明确，自觉地重视词藻的表达艺术，骈体文形成与盛行的六朝
时期正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厅，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
）的华丽文风风靡之时，作为讲究形式之美的骈体文，追求词藻华美，炼字雕辞，造句琢章，便是很
自然的了。
骈体文中用得最多的是颜色、金玉、灵禽、奇兽、香花、异草之类的词。
正如杨炯《王勃集序》所说：“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
”六朝有的骈体文仅颜色一类词就占了全文字数的十分之一以上。
以上对骈体文的语言特点作了简单介绍，这些特点与汉语的特点有一定关系，是构成骈体文形式之美
的主要因素。
它们使文章句式整齐，辞采精美，音调谐和。
但如果这些特点走向极端，便会成为其致命的缺点。
过分追求形式整齐和词句对偶，往往使文章单调板滞，有碍于笔致的畅达和文脉的贯通。
有时甚至割裂词语以适合四六句式。
例如王勃《滕王阁序》：“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锺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就把杨得意说成杨意，锺子期说成锺期。
用典虽可使文意婉曲，避免行文露骨，但用典太繁，一则有重叠冗沓之弊，二则妨碍读者的阅读，使
文意暧昧难解。
因此，在徐陵、庾信达到骈体文创作的顶峰之后，后代除陆赞、李商隐等少数作家的作品外，言之有
物、情文并茂的佳作就不多见了。
总体而言，骈体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高。
但它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唐以后的应世之文完全限于今体的四六，即使古文家也不能例外
。
骈体文的语言对唐宋以后的文学语言也有很大影响.因此，从文献和文学语言发展的角度来看，还是应
当注意对骈体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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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古代汉语(套装上下册)》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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