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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优秀作品不计其数，是留给中华子孙和世界人民的一份极丰厚珍贵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将这份遗产择其精华介绍给新一代大学生，使之感受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体悟汉语言文字的艺术魅
力，并将此精华传承下去，是我们编撰这部教材的主要目的。
为了培养学生感受并掌握中国文学独有的语言艺术的能力，我们主张《中国文学》课程应着重讲授中
国各体文学本身，并提倡学生多读和细读经典文学原著。
因此，本教材在编写方面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流行的“文学史”教学模式有所不同，更多地将重点放在
经典作品原文的阅读理解之上，尤其注意选人为其他教材所忽视的辞赋、骈文、小品文以及花间词、
晚唐体、西昆体、永嘉四灵、常州词派、同光体的作品。
相对而言，重在雅文学作品的选读，而减少了俗文学的比重，以期学生得到典雅气质和高雅情趣的熏
陶。
另一方面，本教材的编写也与“历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模式颇有差别，全书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
用于文学史知识和文体学知识的导读，论述历代文学的文化背景、时代思潮，分析各文体的消长演变
，各流派的更替对立，讨论作家文学观念以及评论作品艺术价值。
以文学史的论述为其骨骼，以作品的选注为其血肉，试图让学生既对中国文学有宏观的总体印象，同
时又对具体作品有文本细节的真切感受，这是我们编撰这部教材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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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文学（套装上下册）》立足于培养读者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的亲切
感，引导其体悟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厚底蕴，启迪性灵，润饰文心。
全书以约四分之一的篇幅论述历代文学的文化背景、时代思潮，各体文学的基本样态及消长演变等，
同时更多地著力于经典作品的解读，使读者既对中国古代文学有宏观的总体印象，又对具体作品有文
本细节的真切感受。
全书结构独特，选目精当，行文雅洁，重视启发，既可供高校文科各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课堂教学使
用，又为爱好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中国古代文学精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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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过，班固的说法里也有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赋”作为表达方式的表述。
“不歌而诵谓之赋”，其实透露了“赋”最初是一种音声的表达方式，而并不同于后世“赋者，铺也
”（《文心雕龙·诠赋》）的书写表达手法。
也就是说汉赋早期更多是以音声被听的，而不是写在文本上阅读的。
所以汉武帝欣赏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大概不是捧着竹简阅读，而是作为脚本读来听的。
汉赋是用来听的，在汉代有具体的例子，如《汉书.王褒传》载：“太子喜（王）褒所为《甘泉》及《
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
”至于班固和刘勰都认为的汉赋从楚辞发展而来，有这样两个主要依据：一是司马迁在《史记·屈原
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旧传为宋玉的作品如《风赋》、《神女赋》、《高唐赋》等都为赋体作品。
二是汉代颇为流行的楚辞，在规模结构和风格用语方面对汉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当然，这其中有一个易被忽略的形式关联，那就是楚辞在汉代也主要是以音声来流传的。
《汉书·王褒传》载：“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
公，召见诵读，⋯⋯”据《汉书·朱买臣传》，朱买臣也是因能“言《楚辞》”而被汉武帝召见的。
也正是以音声的娱乐表演，使规模宏大、用语诘屈的汉赋才得以广泛地传播风行。
如楚地流行楚辞，蜀地产生司马相如乃至后来的扬雄和王褒，都不是因外在风气的影响，而是受本地
特定的文化风格和习尚的熏染，这些都是构成汉赋形成一代文学的地域文化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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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文学(套装上下册)》：教育部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文化原典导读与本科人才培养”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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