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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您开始阅读本书时，人类已经迈人了21世纪。
　　这是一个变幻难测的世纪，这是一个催人奋进的时代。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更替日新月异。
希望、困惑、机遇、挑战，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之中。
抓住机遇、寻求发展、迎接挑战、适应变化的制胜法宝就是学习一依靠自己学习、终生学习。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自学考试，其职责就是在高等教育这个水平上倡导自学、鼓励自学
、帮助自学、推动自学，为每一个自学者铺就成才之路。
组织编写供读者学习的教材就是履行这个职责的重要环节。
毫无疑问，这种教材应当适合自学，应当有利于学习者掌握、了解新知识、新信息，有利于学习者增
强创新意识、培养实践能力、形成自学能力，也有利于学习者学以致用、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
题。
具有如此特点的书，我们虽然沿用了&ldquo;教材&rdquo;这个概念，但它与那种仅供教师讲、学生听
，教师不讲、学生不懂，以&ldquo;教&rdquo;为中心的教科书相比，已经在内容安排、形式体例、行
文风格等方面都大不相同了。
希望读者对此有所了解，以便从一开始就树立起依靠自己学习的坚定信念，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
方法，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基础和实际工作经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以达到学习的目标。
　　欢迎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
　　祝每一位读者自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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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自学考试，其职责就是在高等教育这个水平上倡导自学、鼓励自学
、帮助自学、推动自学，为每一个自学者铺就成才之路。
组织编写供读者学习的教材就是履行这个职责的重要环节。
毫无疑问，这种教材应当适合自学，应当有利于学习者掌握、了解新知识、新信息，有利于学习者增
强创新意识、培养实践能力、形成自学能力，也有利于学习者学以致用、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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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楚辞的产生　　宋人黄伯思说：&ldquo;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
可谓之楚辞。
&rdquo;（《东观余论》卷下《校定楚词序》）这表明，楚辞首先是楚文化的产物。
西周之初，成王封熊绎于楚地，建楚国。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楚地文化。
楚辞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发育、成长的。
　　首先，楚辞的产生，与楚声、楚歌有直接联系。
春秋时期，楚国地方音乐就已闻名。
《左传》成公九年载，楚人钟仪遭晋人虏囚，令其奏乐，他便&ldquo;操南音&rdquo;；晋人称赞
其&ldquo;乐操土风，不忘旧也。
&rdquo;战国时楚国的地方音乐，如《劳商》、《涉江》、《采菱》、《九辩》、《九歌》、《薤露》
、《阳春》、《白雪》等乐曲，在楚辞作品中都曾提到，甚或就以曲目名篇。
&ldquo;楚辞&rdquo;是否可歌，不得而知。
但《隋书&middot;经籍志》集部《楚辞》载：&ldquo;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
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
&rdquo;由此可知，楚辞即使不能歌唱，也要用&ldquo;楚声&rdquo;来诵读。
同时，楚辞的许多诗篇都有&ldquo;乱&rdquo;辞（或&ldquo;倡&rdquo;、&ldquo;少歌&rdquo;），它们
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
这更直接表明楚辞与楚乐有着亲密关系。
楚国民歌，如散见于古文献的《孺子歌》（一名《沧浪歌》）、《子文歌》、《楚人歌》、《越人歌
》、《徐人歌》等，也很有特色。
它们的歌词，一般是在单句末尾（或句中）加一&ldquo;兮&rdquo;字，句式灵活多样，自如流畅。
如：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孺子歌》）　　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徐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越人歌》）　　楚地民歌的这种句式结构，后来成为楚辞的主要句法形式。
　　其次，楚辞的产生与楚国民间&ldquo;巫歌&rdquo;关系紧密。
楚地一向巫风盛行，&ldquo;信巫鬼，重淫祀&rdquo;（《汉书&middot;地理志》），&ldquo;夫（人）
人作享，家为巫史&rdquo;（《国语&middot;楚语下》）。
王逸《楚辞章句&middot;九歌序》说：&ldquo;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
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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