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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文学悠悠三千年演变发展的历程，早已汇集成一条起伏蜿蜒、波澜宏阔的漫长河流；而它各体兼
备，于世间万物众象无不包纳涵盖、尽收之笔端眼底的复杂构建，也显示出一种气象恢弘、异常绚丽
丰繁的巨大空间容量。
所以，力图描述其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与承传生新、消长盛衰的进化现象，探究那凸显的外在形式和深
层潜注贯通的艺术特质，以给出较切实恰当的审美与社会文化层面上的价值评判，由之认定它在寻觅
、确立民族一国家的灵魂或自我精神面貌上的标志性意义，换言之，即尝试着为文学编写撰作总结性
的“史”的工作也相应而生：这同样可谓是渊源久长且古老，因为中国本来就有浓厚的历史情结、强
烈的历史意识，是一个拥载了悠远史学传统的国家。
不过，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固然也汲纳兼融了一些中国传统的文化一文史因素，但本质却是近
代文学、科学和思想的产物，于学理观念、把握方式方法与目的关怀等诸方面，主要接受并实践着由
日本转道而来的西方理论。
难怪那第一部的“中国文学史”竟然出自西洋人翟理士、顾路柏和东洋人古城贞吉之手，而不是中国
人自己。
之后由二十世纪初迄今，继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国文教习林传甲与东吴大学国文教授黄人的两部同名《
中国文学史》开山，国人的文学史研究热情方才高涨。
近百年间踵起迭出，分别立足于各自视点取向及不同题材、文体、断代、民族，而详略简繁歧异的著
作，已陆续面世达千余种之多，蔚成学术文化界的一派盛景大观，实亦无甚不可理解者。
不待赘言，作为中国史学宏大叙事的重要构建成分，文学史在张扬“文学必须独立，与哲学、史学及
其他科学可以并立，所谓纯文学也”的本体意识之际，已同时认定了它的期望和追求：根基于特殊学
科品格。
就那些已然是历史存留的过去文学现象予以考辨清理、去伪存真，经过重新编排分析，描述出其时空
中的发展嬗变过程，最后再进行意义阐释与价值论断；或者说是在外部社会历史文学环境的观照里，
来复原文学的真实生存状况，揭示那种识别自我的审美性标记和它相互间交流、浸染而成互动的复杂
局面，却绝非只是一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并民俗风物等的平面铺陈表叙。
总之，所有这些都只存活在鲜明生动的文学历史画卷上，又因这画卷而获得蓬勃热情的生命动力。
当明白了上述或许带着几分学究气息的基本原理以后，下一步要解决回答的便该是形而下的两个具体
问题，即面对已然问世的纷纭浩繁的“中国文学史”之林，我们这部新的书还想写些什么？
到底又该怎样写？
这里先来说说第二个问题。
在许多研究家的心目中，文学史应该是一项精深专门的学术课题。
而于诸般可见可知的文学现象背后，准定隐伏、贯穿着某些很难加以明示的，抽象的，但又确实起到
决定性影响及支配作用的深层规律，他们的任务当然是发现与揭示真相，进而阐明意义。
那么，因为学术性使然，相关著作有些奥博乃至趋于枯燥的证论风格就不可避免，甚或是必然的了。
上述认识无疑有道理。
不过，本书所关注的却是最广泛的读者大众，那便需要别样与之相适合的把握尺度与叙述方法，为其
认同，也能够增加阅读乐趣。
所以说，中国文学史不能仅是历朝历代作家作品的析论和时代背景、相互关系的评介。
在我们眼中，它同时甚至首先还是一个悠久美丽的故事，由若干个饶有兴味的话题编织成，现在的书
名已预先清楚地提示出这层构想命意：并通过畅朗流利、简洁生动的文笔从容讲述出来，轻浅而不浅
薄，深厚却不深奥晦涩。
大致而言，中国文学经历了由泛杂而转向专纯、自混沌渐进入自觉的演变发展过程。
其间产生与存留的篇章多得不可胜数，简直如烟海般浩渺无垠，任何文学史著作也很难做到巨细无遗
皆尽鉴评，所以必然要善加选择，确立自我的价值取向标准，才能使它们成为被研究、讨论的对象，
这其实就是相对与绝对的双向互补，主观认知和固有事物或个人意图与客观公论的协调交融的结果。
不过，这一切却都是根源立足在文学首位的本质特征：审美之上，以文学最重要的审美愉悦功用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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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从“文学性”出发并最终归宿于此。
按照这种要求，我们便只能精选那些最具价值的优秀作家，以及他们那些耀动着恒久创造精神的优秀
作品来论述。
因为这才是导引漫长曲折的中国文学历史之河奔涌前行的主流，是描绘出斑斓华美的中国文学历史图
册的最炫目色彩，是层垒代积成的中国文学历史大厦的辉煌标志，这种“并非意在面面俱到”，而力
求“更具完整、均衡的组织性”的情形，借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约翰·
玛西的话来说，便是本书“就如同一幅内容并不细致的素描，合乎条理地勾勒出了风景的整体轮廓。
这一整体印象犹如从掠过风景上空的飞机上鸟瞰，进入我们眼帘的是那些显著的特征，是高耸的峰峦
和广阔的草原。
我们无法停下来精确测量一下山峰的高度，仔细眺望广阔的草原。
在莎士比亚那里我们只停留了十五分钟：尽管真正理解他也许要花上十五年甚至五十年”。
下面再回过头去说说第一个问题，即文学史究竟应该包含些什么，有怎样的内容？
说到底，它与第二个问题是紧密关联，不宜截然分割而互为因果的。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话头，给横向的断面研究提供了理论
，因此，划分时间阶段便是一项最基础的结构范式，以往的许多种中国文学史也惯常据朝代作为叙述
单元。
确实，不同朝代都自有代表了其最好文学业绩的体裁样式，例如汉之赋、六朝之骈文、唐之诗、宋之
词、元之曲（散曲、杂剧）、明清之小说等，早已为大众所耳熟能详，它们再与当时的其他诸文学现
象共同构起了复杂而独特的时代风貌，展示出自己那片绚烂的文学天地。
但是，这样做往往会使得各种独立的文体也随之割裂为几个区段，而一总给综合到相应的共时性断面
上，因此被消解掉本身生成、发展、繁盛乃至衰歇或变异的完整形态，那样对本书的旨趣、意向就显
得不太适合了。
所以，我们才另从纵深线形的审察观览角度，取用了历时性条向的结构范式和叙述方法；换句话说，
即是以文体为本位来建构起中国文学史的框架大纲：从对特定文学体裁样式全部生发嬗变过程的描述
和相互间的参比映照中，清晰简要地勾绘出那些错杂交织的主流脉络，因以再现其全幅历史图景。
由是也确定了本书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史传文学五卷一体的编撰内容。
具体地看，如果用人类整个生命途程去作譬喻的话，那么，中国诗歌则经历过孩童、少年、青年、壮
年至暮年的五个不同阶段。
先秦孩童时期，民众集体吟唱的《诗经》，与文士首次个体独立创作的《楚辞》作为文化一文学原典
，以及两汉的乐府民歌可谓源头，共同哺育着文人诗，使之成为其后勃勃生长的催化剂。
魏晋南北朝属于少年形成期，在文学自觉进程的推动之下，走出了苦苦求索的艰辛磨难，中国诗歌终
于寻觅到内容与形式的协调发展之路，确立起自己的审美理想与艺术精神，并为通往唐诗的极顶辉煌
作出不可或缺的准备。
那耀动着永远的生命活力、充满激情和朝气而最为开阔健朗的盛唐气象，则是中国诗歌的青春期，它
所陶铸出来的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与李白、杜甫等大诗人。
都是后世所永远难以企及，也无法踵继再造的艺术巅峰。
壮年时期表现了中国诗歌的转折和极度成熟。
先是中唐因盛极难踪而开始谋寻变通，以求奇尚俗为新创，再发展至有宋一代的多种美学理想追求，
最终建构成与“唐音”并称楷模的“宋调”：另外是由于音乐的介入而出现的传统诗歌变体别制的词
和曲，因其高度繁荣发达，竟分别成为宋、元文学胜境的象征。
已步入暮年时期的明清两代，长久笼罩在对过往的回顾、总结里。
它每常徘徊游移于宗唐宗宋之间，但无论怎么花样翻新，也还是未能超越唐宋这两种审美范型。
至此，都显示着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热情已消耗殆尽，剩下所唯一能够做的，便只有等待“五四”新
文学大潮为之带来的涤荡与重生了。
接下来再谈中国散文的发展道路。
遥远的商周时代的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为其肇端，属初步形成期，就业已约略镌刻了先民们最早的情
感波澜与心灵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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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是哲理散文的黄金时期，诸子勃兴，涌现出主张各异的众多思想流派，却也造就
着缤纷灿丽的不同风格面貌，遂一并凝结成为中国的文化一文学原典，垂范百代。
秦至西汉，是中国散文诸体渐趋完备的成熟时期，气势恢弘昂扬、词句华艳夸饰的大赋代表了那一代
文学的光辉。
另一现象是，从秦及汉魏，于逐渐苏醒而趋强化的自觉意识的推动下，形成了刻意讲求对偶、用典、
音调、辞藻而兼纳对称和谐之美和诗歌韵律的骈文：殆到六朝，骈文已独霸文坛，充分体现出那个时
代的文章纯美价值取向与艺术风尚。
中唐和北宋中期是中国散文的鼎盛阶段。
它以“八大家”为标志，其间韩愈、柳宗元所领导的古文运动以复古为革新在先，鼓吹彻底颠覆骈文
，恢复先秦散文明白畅达的传统，振兴儒道；欧阳修、苏轼等则承继光扬于后，更具社会优势也取得
更广泛的成就，从此散行文字的“古文”便确定了它再未被动摇的主流地位。
明清两代的中国散文仍在变创中继续前行。
晚明的“童心”、“真趣”说促发了形式自由、手法多样的小品文风行，它确也最适宜性灵意趣的表
露和自我个性的张扬；进入清代后期，近代传媒报章的发达，冲决开士大夫“雅”的观念，使古典散
文语言转向大众化、通俗化，终结了两千余年的言文分离状况。
时势使然，随后便该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登场独胜了。
说起中国戏曲，历经干余年的孕育，产生过许多包含戏曲因素的艺术样式，至元杂剧始骤然耸作顶峰
，形成高度繁盛的局面。
而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戏曲文学，就严格意义上，只是为戏曲演出所创作的剧本样式，其出现已经是
元杂剧形成后的事情了。
所以，在时间上比作为综合艺术表演形式的戏曲要晚许多，而且也仅仅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构组部分
。
至于另外结构部分的诗歌、散文、小说等文体的产生当然也远远早于戏曲文学，但是，戏曲文学却兼
纳并取了它们的精华与诸多优长，故其开端便是一个新的文学高峰的展露，同时昭示着俗文学大发展
且成长为文学主流的新时代的到来。
元杂剧因以北方音乐曲调歌唱而称名“北曲”，是多民族文化交融互动的产品。
当它盛行之际，原生江南本土的用南方音乐曲调演唱的“南戏”也已成熟，元亡后更是蔚然勃兴，后
来即演化为“传奇”。
明清两代便是戏曲文学的传奇兴盛时期，面貌已与元代迥然各异了。
如果说，中国戏曲文学在元代还只是下层失意文士、书会才人们的创作专利，那么，明清的士大夫文
人阶层亦有意于此，甚至不少的皇亲贵戚、达官显宦乃及地方官员都多所染指。
于是，戏曲由市井民间升堂入室，跻身庙堂艺术行列里：而戏曲文学也呈现出名家名作不同风格、流
派的纷彩竞艳、众美汇集的盛况，并归纳出多种理论。
总之，中国戏曲文学凭借它非常宏阔多元的视野，表现了十分广泛的题材内容。
既有直面现实人生的反映，也有借古讽今的历史故事：又诸如英雄侠义、清官断案、爱情婚姻、伦理
道德、世情风俗、神魔鬼怪等，不烦枚举。
关于中国小说，外在形式上就有文言与白话通俗、短篇与长篇之分，包括了神话、寓言、逸事、志怪
、传奇、话本、章回等各种类别，可谓繁复纷杂，而且源远流长，经过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三千余
个春秋的洗礼，才逐步走向成熟，造就成那一派辉煌。
先秦两汉的漫长时期，只是孕育、萌生并明确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基本内涵。
到了魏晋南北朝，才开始显现出其日益清晰的面貌和特色，初具规模，即含有“志怪”、“志人”二
类的笔记小说。
唐宋两代是重要的形成、演变时期。
一是文言小说中“传奇”的勃兴，唐传奇代表着中国小说的独立文学品格的完成与自身的高度成熟。
二是出现在唐说经、俗讲基础上的白话小说，从此两大系统如春兰秋菊，各具不同的风貌情味，分流
并驰。
宋代白话小说更加通俗化、市民化，而以“话本”为最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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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和清代前期进入到中国小说的高潮极盛时期。
明代白话小说的长篇章回与短篇皆堪称空前繁荣，前者的标志是作为“四大奇书”的《三国演义》、
《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体现着历史、英雄传奇、神魔、世俗人情等题材类型的小说
所可能臻达的最高境界；后者则有“拟话本”的“三言”和“二拍”，显示了这方面的最好成绩。
清代前期又是双峰屹立，《红楼梦》突起，高耸出白话小说再也无法超越的极巅，然后便逐渐走向衰
落；《聊斋志异》自属文言小说继唐传奇以来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次高潮，或许还更加灿烂多彩。
其他再如《儒林外史》，它以众多相对独立的短篇故事连缀而成长篇的特殊结构形式出现，意味着讽
刺小说的正式成形。
清中期再至晚近，尽管数量繁多、流派纷呈，诸如狭邪、杂家、谴责等品类也间出杰作，然而，都不
能解救中国小说日过中天之后业已无可挽转的倾颓走势，这情景恰似黄昏时节犹存的那抹晚霞斜晖，
只供聊慰长夜的寂寥落寞而已。
最后言及史传文学。
实际上，无论是采用前面诗歌、散文、戏曲文学、小说的传统四分法，抑或按照抒情文学、叙事文学
、戏剧文学的三分法，它都不能算做一种同等级的真正独立文体。
若以宏通发展的目光去看，史传文学以历史为内涵，表现为文学的形式，是实虚交会，或者说兼纳文
史两端于一身，并由文学和历史两方面互融衍生出来的准文体。
这样一个跨界的边缘性质文体，竟又同时具载散文与小说的因素特征，而且它只经历了从先秦到魏晋
的生长、演进过程，生命轨迹既古老也相对短促。
但史传文学的影响非常深远久长，虽然作为准文体的外在形式已经消歇了，但其内在艺术精神却始终
活跃、融汇于后世文学的多个体裁样式之中，另有一部分质素则分流到史学里。
要之，在从杂文学到纯文学的发展嬗变道路上，史传文学因其文体的特殊性，凸显出由混沌的不自觉
而渐至自觉意识苏醒张扬的转化过程，这标本意义是为别种文体所不能取代的。
现在我们将回到史传文学本题上来。
商周时期出现的《尚书》记言、《春秋》记事是为其最初萌芽，文学色彩还相当淡薄幼稚。
但随之进入了战国的空前繁荣和第一次高潮时期，这以《左传》、《战国策》的面世为标志。
史官们虽坚守历史真实，却也不乏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故而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注意故事的情节渲
染与细节描写：于刻画历史人物时，突出其音容举止等个性化特征。
总的说来，史传文学在强调录实求真的原则和现实主义的史学品格的同时，再引入想象、细小处虚构
等文学手法，力求生动形象，使理性认知与感性激发并重兼具。
史传文学作为经典，一直被后人所借鉴继承。
汉代是史传文学的最后一个辉煌发达时期，主要是产生了高耸极顶的绝唱之作《史记》。
它于结构体式上锐意创新，突破先秦史传以事件叙述为中心的编年体格局，而改变为以人物为中心去
叙述历史事件。
以成熟的纪传体通史形式开辟了新纪元，并且达到高度典型的文学性和历史科学的有机完美统一。
其次则是纪传体断代史、“包举一代”的《汉书》，但它已开始显露着消解弱化文学色彩而朝历史学
靠拢认同的倾向，而且之后的列朝正史皆沿袭《汉书》的体制。
魏晋或可视做史传文学的终结期，尽管还间有杰作面世，然文学与史学分割剥离的趋势渐强愈炽，乃
至终成为定局共识，结果是文学走向独立，史学也返原回归，两者歧途而各行其道。
从严格意义上说，自此后便不复存在真正的史传文学了。
只不过其余波犹未消歇，如杂传散传文学随之继兴，皆沽溉浸润着史传文学的艺术传统和美学理想，
至于在散文、戏曲文学、小说诸文体的成长演进过程中，更一直起伏流贯着它的形影精神。
通过前面的述论，我们基本上沿循时间的脉络，以纵向俯瞰的角度极简约地描画出了中国文学巍峨大
厦的结构图卷与整体轮廓，并特别提示了那些最重要的梁架节柱，而这恰正是它辉煌光彩形象的支撑
和根本。
其实，放大些来看，本书又何尝不如此？
换个说法，因为主流的腾涌喧荡，才导引注定了中国文学长河的指向走势和壮观景况。
另一方面，相关的梁架节柱或主流，也时时给人开启一扇扇窗口与新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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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饱览各样艳丽缤纷的美好风光，触发起您继续详细了解、深入探索的兴味。
那么，我们也许就会不再因为这幅素描图卷的粗枝大叶、浅尝辄止而感觉遗憾抱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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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话题中国文学史：写给大家看的文学故事书》不想精雕细刻，只想截取文学长廊中那些耀眼的
片段，来给中国文学史一个写意。
就像从飞机上乌瞰，我们会看到很多巍峨的高山和广袤的草原，对此我们无法停下来去测量山峰的精
确高度，无法仔细游览广袤无垠的草原，我们能够领略的只是个大概。
文学史上的巨人就像这些巍峨的山峰，我们不能仔细回味，只能粗略浏览，这也是《话题中国文学史
：写给大家看的文学故事书》和其他文学史书籍的最大区别。
比如在李白、杜甫那里我们仅仅能停留半个小时，而要彻底领悟则要花上五年甚至五十年。
一部精细的文学史，就像一幅精致的工笔画。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话题中国文学史>>

作者简介

乔力，山东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著作有《二十四诗品探微》等多种，在国家级及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论文百篇，个人著述约300万字
，主编《文学与文化》兰大世纪工程等多套丛书30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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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诗歌卷品读诗歌，回味历史——诗歌故事引论／3第一章  诗歌的孩童时代／6一、《诗经》：
呱呱坠地的灵性／6二、屈原：首位独具个性的诗人／11三、乐府：从民间巷陌到文人案头／14四、文
人诗：从讲故事中学会抒情／18第二章  诗歌的少年磨难／24一、两晋：成长中的困惑与超越／24二、
陶渊明：用心灵感悟自然的诗人／27三、六朝：突然寻找到成长道路／31四、隋代：在兼容并蓄中自
立／34第三章  诗歌的青年意气／39一、初唐：姹紫嫣红的青春气息／39二、盛唐：叱咤风云的开阔襟
怀／42三、李白：谪仙一样的傲岸诗人／46四、杜甫：历尽沧桑的人生书写／50第四章  诗歌的壮年情
怀／56一、中唐：学会了通达与权变／56二、晚唐五代：在唯美与写实中徘徊／61三、北宋：另辟蹊
径的发展方向／64四、南宋：更新自我的艰难创新／70第五章  词曲与诗歌的一段纠葛／76一、晚唐：
歌舞欢宴中生发的曲子词／76二、北宋：文人的豪放和婉约／80三、南宋：在多舛的命运中高歌／85
四、元曲：酒肆里的通俗声音／90余话：诗歌的暮年情形／95第二篇  散文卷峰回路转，光景常新——
散文故事引论／101第一章  遥远时空的思想记录／105一、卜辞铭文：龟甲青铜的古老变奏／105二、
《老子》、《论语》：简约醇厚的永恒经典／109三、《庄子》：逍遥奇幻的人生写意／114四、《墨
子》、《孟子》、《荀子》、《韩非子》：逻辑论辩的不祧之祖／118第二章  夸饰华丽的辞赋家族
／122一、在铺陈中娓娓道来／122二、用文章来修饰政治／124三、和谐与典雅的艺术追求／128四、
浸染诗律的唐代辞赋／132第三章  繁花似锦的中古骈文／137一、简明扼要说骈俪／137二、士族生活
的华美书写／141三、返璞归真的时代与艺术／147四、回光返照式的惊艳结局／149第四章  散文与儒
道的聚散离合／153一、韩愈：用古文阐儒道／154二、柳宗元：以古文抒情怀／157三、欧阳修：拿散
文当艺术／161四、苏轼：用散文写人生／165第五章  抒写性灵的晚明散文／171一、性情童心的灵动
表达／172二、追慕秀逸的“公安三袁”／175三、追求灵气的晚明小品／177第六章  古典散文的涅檠
之路／185一、桐城派：用总结替代创新／186二、清代骈文：在复古中寻求出路／190三、近代散文：
惊雷响处闪新光／195第三篇  戏曲卷博采众家，博大精深——戏曲故事引论／203第一章  中国戏曲的
诞生过程／206一、鱼龙百戏千年相传／206二、东海黄公悲壮激烈／208三、《踏摇娘》与歌舞戏种种
／209四、从“优孟衣冠”到参军戏／211五、目连救母杂剧真是杂／213六、《西厢记》代代演变
／215第二章  戏曲发展的里程碑／218一、杂剧第一大师关汉卿／218二、高明：南戏之祖／221三、昆
曲第一戏与梁辰鱼／223四、汤显祖与沈璟为何而争／225五、“花雅之争”与徽班进京／228第三章  
戏曲旨在演唱现实／230一、僧祖杰终被处死／230二、“衙内”是什么人？
／232三、万里寻亲说时事／234四、从《鸣凤记》开始／236五、市民伟男儿的赞歌／238第四章  历史
剧意味深长／241一、急切里倒不了俺汉家节／241二、汉元帝在诉说什么／243三、有仇不报非男儿
／245四、狂鼓一曲骂权奸／246五、“钗合情缘”叙史鉴／248六、桃花扇底说兴亡／250第五章  爱情
剧绚丽多彩／252一、李千金大胆追求幸福／252二、倩女真情超越生死／254三、玉箫女两世姻缘
／256四、女贞观里话情爱／258五、生生死死杜丽娘／260六、风流李渔其剧如其人／262第六章  清官
断案令人钦敬／265一、包拯断案铁面无私／265二、张鼎审案一身正气／268三、钱大尹明察秋毫
／270四、王倚然褒奖贤母／271五、李圭为民做主／273六、况钟辨析十五贯／274第七章  英雄侠义救
人危难／276一、赵盼儿义救姐妹／276二、莽李逵大闹梁山泊／278三、林冲被逼上梁山／280四、武
松侠义感天地／282五、风尘女侠美名扬／283六、义勇双全尉迟恭／285第八章  神鬼妖怪本是现实的
折射／288一、万花丛中马神仙／288二、柳毅传书张生煮海／291三、男鬼女鬼报冤仇／294四、桂花
仙子情义深／296五、《西游记》浪漫新奇／297六、雷峰塔下的蛇仙／299第九章  道德伦理的赞颂
／302一、看陈母如何教子／302二、“东堂老”诚信可靠／304三、死生交范张鸡黍／306四、杨氏贤
惠杀狗劝夫／308五、《五伦全备记》说五伦／309六、“一人永占”讽世情／311第十章  民众世俗情
趣多／314一、《虎头牌》演绎女真风情／314二、桃花女婚嫁礼俗多／316三、守财奴贾仁／318四、
东郭齐人与乌有先生／320五、佛门子弟原来如此／321六、荆钗深情立标杆／323第四篇  小说卷记述
历史，反映民生——小说故事引论／327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志人志怪，各领风骚／330一、
志怪小说：张皇鬼神，称道灵异／330二、志人小说：记叙逸事，品评人物／333第二章  唐宋传奇：小
说奇葩，走向成熟／337一、唐宋传奇是什么／337二、唐代传奇：寄托盛世的浪漫情怀／338三、神怪
主题的唐代传奇／339四、爱情主题的唐代传奇／341五、豪侠主题的唐代传奇／343六、宋代传奇：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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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古事，示垂诫之意／344第三章  宋元话本：白话小说，粉黛登场／347一、宋元以前的白话小说
／347二、什么是宋元话本／349三、宋元时期的小说话本／350四、讲史话本和说经话本／352第四章  
明代小说：空前繁荣／跻身正统／355一、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无法被超越的开山之作
／357二、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绿林豪杰的忠义悲歌／369三、神魔小说：《西游记》，神魔
世界的百态万象／384四、世情小说：《金瓶梅》，文人独立创作，暴露现实人生／393五、明代的拟
话本：“三言”和“二拍”／404第五章  清代小说：登上巅峰，逐渐衰落／414一、文言小说：《聊斋
志异》，花妖狐魅，多具人情／416二、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腐儒丑态与真儒风雅／424三、世
情小说：《红楼梦》，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432四、四大才学小说：论学说艺，数典谈经／447
五、侠义公案小说：清官断案，侠客仗义／453六、狭邪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的末流／459七、清末“
四大谴责小说”：抨击时政，救亡图存／464余话：小说是精神的后花园／471第五篇  史传文学卷文学
与史学的完美交融——史传文学引论／475第一章  《尚书》和《春秋》：文学对历史的原初浸染／478
一、《尚书》：“佶屈聱牙”的记言始祖／478二、《春秋》：“简而有法”的记事先驱／482第二章  
《左传》、《国语》、《战国策》：情节与人物解绎的文史经典／487一、《左传》：以故事耸立起来
的丰碑／487二、《国语》：以事引言的语言汇编／503三、《战国策》：以人带事的洋洋大篇／507第
三章  《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吴越春秋》、《越绝书》：想象触入史实／519一、《穆天子
传》：带有虚构成分的传记作品／519二、《晏子春秋》：集逸事、传说、趣闻于一体的典范／523三
、《吴越春秋》：“尤近小说家言”的古代典籍／528四、《越绝书》：“纵横曼衍／博奥伟丽”的辑
录／532第四章  《史记》：昂首天外的极顶之作／537一、司马迁：纪传体的开山鼻祖／537二、极具
吸引力的叙事史诗／541三、匠心独运的人物刻画／544四、瑰玮奇肆的语言艺术／548五、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551第五章  《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由文而史回归的契机／554一、
《汉书》：中规中矩的样板／554二、《三国志》、《后汉书》：走向纯史学的领军者／560第六章  史
传文学的影响与渗透／570一、与散文的脉脉温情／570二、对小说、戏剧的孕育滋养／572余话：用故
事架起通往后世的桥梁／577参考文献／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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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诗经》是按风、雅、颂编排的。
这既体现了诗的来源，也代表了诗的风格。
风有十五国风。
有诗一百六十篇，是按照地理区域划分的。
如“周南”、“召南”就是收集周南、召南之地的民乐；“豳风”是收集豳地的民乐；“王风”收集
的是东周洛邑的民歌，说法类似于今天的京腔、京戏之类。
除此之外，像“卫风”、“郑风”、“陈风”、“秦风”、“魏风”等也都是作为地理的大致的概念
，并非和当时的封国完全对应。
因为，当时的歌是合乐的，收集起来的必然是各地具有代表性的曲目，而这些民歌并非仅在某一国度
内传唱。
例如，今天我们的民歌中还有河南小调、湖北小调、广东音乐等。
戏曲中也有京剧、豫剧、越剧、川戏等，它们的演唱区域相对集中而不是和行政区划必然对应的。
十五国风所收集的很有可能是当时各地的流行歌曲或者代表民歌。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当时有些大国的音乐那么少，而有些小国则又那么多。
由于十五国风采自不同地域，是各地民歌的代表，又常常以比兴开篇，所以其情感自由奔放，风格千
差万别。
它们是《诗经》中最有诗情和诗味的作品。
雅分“大雅”、“小雅”。
“小雅”有诗七十四篇。
另有六篇有目无诗的“笙诗”；“大雅”三十一篇。
雅就是“正”、“标准”的意思，当时称王畿方言为“雅言”，朝廷中使用的音乐叫雅乐，所以，这
里的雅应该是朝廷用乐。
是与国风相对而言的。
为什么会有“大雅”和“小雅之Z别？
也有不同的说法，司马迁说政有大小，“大雅”多赞颂性的史诗，“小雅”多记贵族宴饮和士大夫怨
刺。
朱熹说“大雅”是朝会之乐，“小雅”是燕享之乐。
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从时代上看，“大雅”最晚的《瞻印》、《召曼》出于周幽王，而“小雅”最早的诗歌不过周宣王
，晚者至于东周初年，所以也有可能是先后编订的雅，分别以大小称之。
雅虽然也有一些优美的篇章，但其更多关注于朝政得失和贵族生活，铺陈有余而个性不足，可以作为
了解周文化的窗口。
颂诗共有四十篇，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
关于颂的争论也很多，朱熹、阮元、王国维等都提出他们各自的见解，但莫衷一是。
从内容来看，颂中多是祭礼或者礼仪用诗，有的是记述祖先的功德，有的是描述歌舞和祭祀场面，还
有些是娱神的片断描写。
因此，从文学角度来说，颂雍容典雅，但稍显木讷笨重，其中蕴涵了丰富的史料信息，但文学价值不
高。
那么《诗经》是如何形成的呢？
根据《汉书·食货志》和《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记载，这些诗歌是“采诗官”采来的。
每年春天到来，朝廷便安排一些孤寡老人，敲着木梆子到民间收集奴隶、平民演唱的歌谣，然后献给
朝廷管音乐的太师，配好音律，演唱给天子听。
这样天子就知道民间疾苦和百姓心声了。
这些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没有经过专门的收集，来自那么多地域的民歌也不可能得以整理保存
，更不可能形成琳琅满目的十五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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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由于采诗，《诗经》中保存很多原生态的民歌，它们甚至可以看做是各阶层人民的劳动号子和
生活写真：耕植、采摘、渔猎、爱情、婚姻、行役、战争以及风俗等，都成为诗歌吟唱的题材。
还有一种“献诗”说，根据《国语》的“周语上”、“晋语六”等史料的描述，天子听政，常常让官
员献诗讽谏。
这些诗歌有的是官员自己搜集整理的，有的则是自己或者他人创作的，内容多以反映贵族生活、士大
夫的政治见解为主。
这类诗歌应当是大、小雅的主要来源。
这类诗歌是介于民歌和文人诗之间的创作，说它们是民歌，是因为模仿民歌采用了合乐歌唱的形式；
说它们是文人诗，是因为他们并不是在传唱中逐渐形成的，而带有创作者个人的某些气质和特征。
不可否认，采来的诗歌和献上的诗歌，有些还要经过乐官的整理。
在他们对最初审订的诗集进行整理的过程中，有的诗歌可能就被删除了，那么今本的《诗经》可能就
没有它们了，但这些诗歌还在一定程度上流传，这就是我们在其他先秦典籍中见到的“逸诗”。
司马迁说孔子曾经删过《诗经》，这种说法却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
孔子肯定整理过《诗经》，究竟整理到什么程度，现在很难作出判断；但我们应当注意到《诗经》中
的重章叠句中，有时并不能完全呼应。
如果《诗经》确实经过朝廷乐官整理，而且演奏给天子听，成为政治、外交场合演奏的曲目，成为乐
工的教材，是不应当出现如此多的断章失句的现象的，所以这一问题还要全面考察。
有些作品不断附益润色，用来祭祀和娱神，它们就成了颂中的一些篇章。
但这些作品很少，商、周、鲁三国祭祀用诗才四十篇，而且仅限于对祖宗业绩的追述和对国运的祈祷
。
这就说明，中国诗歌在形成之初，就摒弃了过于浓厚的神灵祭祀色彩，而是将注意力关注于自然的人
，形成了那些摇曳生姿的爱情篇章；将注意力关注于社会，形成了那些充满家国忧虑的讽喻诗；将注
意力关注于整体的国和家，形成了具有雍容气度的雅音和颂歌。
这种重视民生、以人为本的诗歌形态奠定了中国诗歌整体的叙述风格，使吟咏性情、伤怀、忧国、念
祖成为古典诗歌最为集中的叙述内容，而这些正是风、雅、颂分别侧重的叙述主题。
《诗经》对诗歌的影响还在于它采用的赋、比、兴的手法，开创了中国诗歌在意境中叙述、用意象寄
托、用想象抒情写意的表达习惯。
赋就是铺陈。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中说是“铺采摘文，体物写志”，就是用大量优美的文字来铺陈出一个真实可
感的艺术境界，或者叙述出一段复杂丰富的故事流程。
明人谢榛说《诗经》中，赋有七百二十处，兴三百七十处，比一百一十处，赋法平均每篇两处有余，
可见它是《诗经》建构篇章的重要手段。
这种“叙物言情”的手法，不仅成为后代辞赋叙事、咏物的重要手段，更是诗歌形成意境常用的方式
。
汉魏六朝诗歌就充分运用赋法来铺陈场景、描述山水、表述玄理、刻画人物，足见赋法所起到的关键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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