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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末以来，文化作为国家的软实力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
当代国际竞争现状表明，民族的生命力和国家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经济、政治、军事力量，还取决于
文化的感召力、影响力。
因此，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央适时地将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战略
任务来加以建设，以更好地为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提供精神动力，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汉语及其承载的文化传统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因素。
当代“汉语热”在世界各国蓬勃兴起，表明了我国文化软实力正以语言为媒介扩张着其影响力。
从这方面看，面向大学非中文专业的“大学语文”公共课，不仅承担着提高大学生汉语水平和人文素
质的作用，还具有传承中华文化、激发民族文化创造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意义。
　　有鉴于此，我们在借鉴前人编写的《大学语文》教材的基础上，结合过去二十余年教授“大学语
文”课程的经验，重新编写了这本《新视野大学语文》。
我们希望这本教材为学生提供较为系统的汉语文化知识，同时激发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有
助于他们培养中国式的精神气质和审美情趣，使传统文化通过年轻一代的修习而继承下去，在世界上
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此，与现有的其他“大学语文”课教材不同，《新视野大学语文》之“新”，具体体现在以下
三方面。
　　一、以汉语知识和文学知识为主要的结构方式。
目前很多教材都以各种文体的选篇构成主要内容，以引导学生进行阅读和涵泳名篇的方式来培养他们
的语文兴趣和能力。
我们认为：阅读学习具体的篇目固然是重要的，但仅仅学习少数的美文，容易使学生限于“见木不见
林”的知识状况，不容易帮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对语言文学知识形成系统而全面的印象。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没有将本书编成一个单纯的文学篇章选读和赏析的选本，而是以介绍汉语语言知
识和汉语文学知识为主线，采取基本知识介绍与例文阅读赏析相结合的方式来编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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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视野大学语文》之“新”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1．以汉语知识和文学知识为主要的结构方式。
2．重点突出对本国语言和文学的学习，贯通古今来编选文学篇目。
3．突出语言实践能力的指导和训练。
本教材在准确简明地介绍汉语语言知识和文学知识的基础上，选取与知识点密切配合、思想性与艺术
性相结合的范文作为例证来加以阐发，使本书具备传输知识、启迪思想、传承传统文化、培育人文素
质、激发创新能力的特点，既使学生点面结合地把握文学与文化的概貌，切实提高汉语运用水平，又
使他们获得审美快感，感性地培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本书适合高等院校作为大学语文教材使用，也可以供文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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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汉语基本知识　　第一节 汉字的起源与演变　　一、汉字的起源　　汉字是中华文化传
承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几千年来，它经历了从起源到发展的漫长演进历程，随着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群众性的造字从未中断
，从甲骨文时代的4500个左右，增益到今天的五六万字（《中华大字典》），折射出中华文明进步的
影子。
文字起源的意义，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 “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
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那么，汉字是怎样起源的呢？
　　首先汉字的起源与社会劳动和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日常记事符号美学化的结果。
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说文字“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
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炼、发掘出来的。
它决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
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有着长远的历程。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规律性认识，汉字的产生与发明是约定俗成的，但需要统治阶级加以规范并使
之法律化，然后推广使用。
也就是说由广大群众在实践中发明的汉字，经过少数人如远古社会的贞人、巫史等文化人加以规范整
理赋予每个符号形、音、义，再由统治集团通过法律手段推广传播。
　　其次关于汉字起源的历史，首先令人想到殷商晚期的甲骨文。
19世纪末发现的甲骨文曾令我国古文字学、历史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甲骨文的形体结构和
运用水平看，显然不是草创时期的汉字，但甲骨文已有三千个以上的字汇，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
、助词、形容词等词类，有长达一百七八十个字的记叙文。
据《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改夏命。
”也证明殷商文字成熟到足以形成典册。
所以骨甲文不能看作是中国文字的源头。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1世纪全国高校公共课规划教�>>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