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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会天然地形成一种非常优势，使得中国文学有可能在足够漫长的时间里创造出
辉煌业绩，给人类文明留下极为丰厚的精神遗存，供我们民族永远怀想受用。
不过，像许多事物都拥载着多元复杂属性一样，如果从对面角度来看的话，则又同时变作某种很沉重
的承传负担。
因为一旦面对这些山聚海积般浩繁汗漫的书册卷章，便立即涌生出接受的困难困惑：你到底应该读些
什么？
究竟怎样读？
而实际上又能够读得了多少？
——局限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制约，社会或个人都难以做到无论巨细差等，皆通体包纳，所以，就必
然性地出现了如何选择乃至精选的问题，并进而牵涉到一系列的判断观念和运作标准。
　　新世纪伊始，直面自然人文等各学科门类的分工日趋专精细密、生活工作节奏紧张快捷、实用功
利目强化而竞争异常激烈严峻的局面，现代中国早已疏离了古代农业社会那种伴青灯明月、细细把玩
体味以穷年皓首的闲散心境与惟求任心适意、不需再计虑效果收益的淡泊无为态度。
那么，已然产生凝定而属于历史的文学作品，怎样才能够跟随不断发展前进的时代步伐，仍成为文明
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融入未来，并由民族走向世界，张扬它永恒的美？
换言之，永远是人们感性的愉悦飞扬和理性上育导教化的绝不能被替代的必需。
　　缘于上述，我们方始编纂这套大型书库，指出了贯通古令、以时代纲领文体的结构框架和精选的
、具载恒久垂范意义的“筝挚”式作品总汇——即通过纵向的历时性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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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中国文学史(1-5)》描述了先秦诸文学现象与作品的生成、表现、价值定位
及其巨大深远的影响，揭示了文学发生的内部外部规律、中国文学特征的形成以及它与早期社会历史
文化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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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中国悠远的历史时空，秦王朝无疑是一颗流星，在倏忽间闪烁，又在倏忽间熄灭，这使它还不
可能把带有非功利色彩的文学放到议事日程上来，何况强悍的性格又使它对之怀有一种先天性的冷漠
。
因此，与政治上的大手笔相比，秦代的文苑却一片荒芜。
经过数年的楚汉之争，亭长出身的刘邦成了中原大地的主宰，这个同样对文人持有偏见的草莽英雄，
后来在谋士的说服下，渐渐意识到文人所具备的而斩将刈旗的军人又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于是叔孙
通、陆贾等人走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前台。
但汉初（汉高祖至汉景帝）毕竟是百废待兴的时期，国家最重要的大事是恢复民生，为了给统治者提
供策略上的参照，政论成了最普遍的写作形式。
与此同时，随着楚人政治上的胜利，楚声短歌也以激越苍凉的音调弥漫于文坛，就连粗疏少文的项羽
、刘邦也有著名的《垓下歌》、《大风歌》传世。
辞赋作为传统的文学形式，一方面踵继楚骚的步武，另一方面又在悄悄地别开生面，大赋的身影已隐
约可见。
到了中期（汉武帝到汉宣帝），由于前期的铺垫，武帝时代政治上如日中天，威加海内，文学也似杂
花生树，夺人眼目。
与大一统局面相配合的大赋，唤起了文人空前的创作欲，在长篇巨制的形式中，透露出虽然过分膨胀
但却不乏真诚的政治热情。
　　隋代的短暂统一，一度透露出轻侧浮艳的南朝诗风向着健康方向转变的气息。
公元五八四年，隋文帝杨坚诏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严禁公文奏章中的华艳之习。
不久，李谔上书指斥南朝文风：“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这些都表现出隋代统治集团里的有识之士已对南朝文风深感不满和革除此种病态文风的决心。
　　隋朝前期，一些长时间生活于北朝的诗人如卢思道、薛道衡、杨素等，曾写过一些清丽流畅、格
调健康的边塞诗。
这些诗以切身体验描写了塞外的荒寒和征戍的艰辛：“绝漠三秋暮，穷阴万里生。
寒夜哀笳曲，霜天断雁声。
”（薛道衡：《出塞》）“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
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
”（杨素：《出塞》）其浑朴苍莽确已同南朝的华艳柔弱划清了界限。
薛道衡的小诗《人日思归》：“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深情委宛，含蓄不尽，更近唐音。
但是，随着炀帝即位后的“大纵奢靡”、尽情荒淫，这一丝清新、健康的气息，很快就被重新扇起的
宫体之风吹得无影无踪。
于是，呈现在唐代诗人面前的依然是一片有待清理的荒秽。
　　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从来晚于政治、经济的变化，而荡涤沿袭数百年的积习并以崭新气象取代
它，更非一朝一夕之举。
因此，对于唐代诗歌的发展来说，初唐就不能不是一个长达九十年的酝酿、准备阶段，一个从“破旧
”之中缓慢“立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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