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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帮助外国留学生逐步读懂中国的古代文献，直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特编写这本专门为来华
留学生使用的古代汉语教材，适合中级以上现代汉语水平的留学生使用。
其他读者也可以用来学习、了解古代汉语。
　　本教材所选篇目，以先秦两汉散文为主，也选人了汉代以后的一些散文名篇。
共四十五课。
以每周四小时计，可供一学年使用。
中高级水平的留学生也可以选做一学期的教材。
通过学习本教材，留学生可以对中国古代，特别是上古时期的语言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可以掌握古代
汉语的基本语法现象和常用词语，达到借助字典、词典阅读古书的目的，为进一步阅读中国古代文献
打下基础。
　　每课除选文以外还有以下几个部分：作品介绍、注释、古文知识、练习、阅读课文。
　　作品介绍，只是第一次出现在所选课文之处，简要介绍该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等内容。
以后，只介绍课文本身的要旨。
　　注释，一般给出基本词义和本课中的意思，有时也简要指明用法。
考虑到授课时不一定顺序逐课讲解，所以注释不避重复。
注释中“某通某”，一般指通假（假借）现象。
要注意，“某通某”和“某同某”是不一样的。
　　为帮助读者逐步熟悉旧版古籍中的繁体字，特设繁简字对照一项。
每组前一个是现行的规范字，后一个是相应的繁体字。
标*的表示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如“后——後”，并在注脚中说明。
　　古文知识，重点是古代汉语的语法、词汇、文字等方面的内容。
通过教学实践，我们感到具有中等水平的留学生有能力接受这些知识，而且他们还颇感兴趣。
另外，专题性地介绍一些古代汉语语法、词汇、知识，还可以使留学生对古代汉语有比较系统的了解
，不至于琐碎零散。
　　练习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每课练习的前几项，主要是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巩固有关语言知识，最后一项则为帮助学生掌握
古文知识所讲内容。
　　阅读课文，由于教学对象的汉语水平都不尽相同，而且每一个班里，学生的汉语水平也有所参差
，阅读课文既可以满足水平较高的同学的需要，扩大阅读量，又可以给老师的教学提供选择的余地。
　　译文，每篇都有课文的古文今译，可供学生参考。
译文力求贴近原文而又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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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了帮助留学生逐步读懂中国的古代文献，直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而专门编写的古代汉语教材
，适合中级以上现代汉语水平的留学生使用。
其他读者也可以用来学习、了解古代汉语。
　　本教材所选篇目以先秦两汉散文为主，也选入了汉代以后的一些优秀散文名篇，共45课。
以每周4小时计，可供一学年使用。
中高级水平的留学生也可以选做一学期的教材。
通过学习本教材，留学生可以对中国古代，特别是上古时期的语言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可以掌握古代
汉语的基本语法现象和常用词语，达到借助字典、词典阅读古书的目的，为进一步阅读中国古代文献
打下基础。
　　每课分选文、作品介绍、注释、古文知识、练习、阅读课文六部分。
书后附每篇课文的古文今译，可供学习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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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序和虚词，在汉语的语法中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
汉语的语序，古今变化不大。
甲骨文中“我伐马方”（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我军讨伐马方”，古今
语序完全一致：主语一谓语一宾语。
但是，上古汉语中还有一些特殊的语序。
这些特殊的语序，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在阅读古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古代汉语突出的特殊语序，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要求宾语前置。
　　所谓“宾语前置”，就是说，在古代汉语中，一般是“主语——谓语——宾语”的结构，有时是
特殊用法：“主语——宾语——谓语”，即宾语在谓语的前面。
主要有四种情况。
　　（一）疑问代词作宾语时，要出现在谓语的前面。
　　（1）吾谁欺？
欺天乎？
（《论语·子罕》）（我欺骗谁？
欺骗天吗？
）　　（2）王者孰谓？
谓文王也。
（《公羊传·隐公元年》）（王者是指谁呢？
是指文王。
）　　（3）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
（《孟子·离娄上》）（天下的父亲们都归顺了他，他们的儿子还会往哪里去呢？
）不仅是动词，疑问代词作介词的宾语时，也要放在介词的前面。
比如：　　（4）何由知吾可也？
（《孟子·梁惠王上》）（从哪里知道我可以呢？
）　　（5）胡为至今不朝也？
（《战国策·齐策四》）（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让她上朝呢？
）　　（二）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要前置，要出现在谓语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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