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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青版《历代文选》初版于1962年，多次修订再版，至今累计销量已达70多万册，广受专家、读者的
肯定和喜爱。
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冯其庸、刘忆萱、芦荻、刘瑞莲、李永祜、吴秋滨位老师遵
循科学的编纂方法，精选历代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名作百余篇进行选注。
所选文章上起先秦、下迄清末，题材丰富、手法多样，不论描摹山水、咏志抒怀，还是叙述事件、刻
画人物，皆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创作特色和风格。
每篇作品均附作者小传和作品题解，对于作品中的词句、历史典故等都做了浅近通俗的注释或必要的
串讲。
此外，本版还挑选经典篇目绘制了精美的彩色插图。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代文选-上下册>>

书籍目录

历代文选　上册
　前 言
　编 例
　左 传 郑伯克段于鄢(鲁隐公元年)
 曹刿论战(庄公十年)
 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
 秦晋殺之战(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
　国 语 召公谏厉王弭谤(《周语》上)
 句践灭吴(《越语》上)
　战国策 苏秦以连横说秦(《秦策》)
 邹忌讽齐王纳谏(《齐策》)
 鲁仲连义不帝秦(《赵策》)
 触龙说赵太后(《赵策》)
 唐且为安陵君劫秦王(《魏策》)
　论 语 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先进》)
　墨 子 非攻(上)
　孟 子 齐桓晋文之事章(《梁惠王》上)
 天时不如地利章(《公孙丑》下)
 齐人有一妻一妾章(《离娄》下)
 鱼我所欲也章(《告子》上)
　庄子逍遥游
 庖丁解牛(《养生主》)
 惠子相梁(《秋水》)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秋水》)
 疴偻承蜩(《达生》)
　苟 子 劝学
　　⋯⋯
历代文选　下册
　魏 征 谏太宗十思疏
　王 勃 滕王阁诗序并诗
　王 维 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李 白 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
　李 华 吊古战场文
　韩 愈 师说
 进学解
 张中丞传后叙
 答李翊书
 送孟东野序
 祭十二郎文
 柳子厚墓志铭
　柳宗元 段太尉逸事状
 捕蛇者说
 种树郭橐驼传
 愚溪诗序
 钴铒潭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代文选-上下册>>

 钴铒潭西小丘记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刘禹锡 陋室铭
　杜牧 阿房宫赋
　陆龟蒙 野庙碑
　王禹倡 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唐河店妪传
　范仲淹 岳阳楼记
　欧阳修 与高司谏书
 醉翁亭记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代文选-上下册>>

章节摘录

插图：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
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
区别开来。
这就是我们对待古典遗产的根本方针。
违背这个方针，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自然是错误的，我们首先必须坚决地反对；但是，简单地理解这
个方针，不用历史主义的态度，而是简单粗暴地否定古典作品，也是不对的。
批判继承，是一件极为细致的工作，我们必须正确地认真地进行。
在古典散文中，有一类作品，虽然没有很高的思想内容，但或者是它的艺术性强，或者是它所反映的
生活对于我们还有一定的批判认识的意义，对于这一类作品，我们也不应该简单抛弃，它也是我们可
以借鉴的古典遗产之一。
应该充分地认识到，经过千百年考验的古典文学作品，它在艺术上往往有独特的成就。
这些作品，标志了古代作家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和奇思妙想，标志着他们运用语言的高度技巧。
虽然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仍然带着它自己的历史特点，它不可能成为我们今天艺术创作的现成公式
。
古代作家们的语言，有些也已经对我们不适用了，然而它仍旧还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吸取的东西，而且
它的艺术技巧，对我们同样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毛泽东同志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
之分。
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
在我国的古典散文中，这种在艺术上值得借鉴的东西是不少的，我们确实不应该拒绝它。
本书所选的作品，绝大部分是属于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高的作品，也有一部分是艺术性较高而思想内
容比较一般的作品。
不论上述哪一类作品，都必须用批判继承的精神来对待它，那种把批判和继承割裂开来分别进行的做
法是不对的，因为它使我们不能正确地借鉴古人。
本书选注，开始于1961年春天，当时除现在参加工作的六位同志外，还有钟贤培同志，后因他工作调
动，未能继续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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