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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学是什么？
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学问。
因此，国学不仅包括数千年来积累流传下来的经典，比如“四书五经”、《老子》、《庄子》、《孙
子》、《史记》、《汉书》、唐诗、宋词，也包含研究中国人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乃至娱
乐方式的各种学问。
广而言之，国学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文献，也包括实物；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非物质文化
遗产，包括我国各民族的建筑、服饰、饮食、音乐、绘画、医药、戏曲等等。
国学是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学问。
上面说的从“四书五经”到唐诗、宋词就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近代以来，国学的研究范围还在不断地扩大，比如，敦煌学、甲骨学，是随着有关文物的出土而兴起
的；比如红学，是随着文学理论和学术风气的发展变化而兴起和发展的。
随着时间推移和学术进步，必将有更多的学问被纳入国学研究的范围。
数千年来，中国人做学问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比如思想理论、史学理论、文学理论，以及
训诂学、考据学、音韵学等等。
但这些理论和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比如，在史学研究领域，由于地下文物的出土，王国维等人提出了所谓以地下文物与传世文献相补充
互证的二重证据法。
近代以来，西风劲吹。
国人主动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学问，王国维借鉴尼采的哲学等研究中国的文学戏剧，胡
适以杜威的实验主义研究中国的“国故”。
国学从来没有拒绝外国学问的介入，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改造，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佛学、因明学；
自明朝末年西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的天文学、数学等就已经融入了西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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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这是伟大的诗人陶渊明读了《山海经》后所引发的赞美与感叹。
    《山海经》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巫术、宗教的知识，以及古史、医药、民俗等方面的内容，
并保存了大量的神话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上古历史、地理、风俗等方面的情况。
    《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两部分，其中《山经》共五篇，记载山川地理，动植物和矿物
等的分布情况。
《海经》中有《海外经》四篇，记载海外各国的奇异风貌；《海内经》四篇，记载海内的神奇事物；
《荒经》五篇，记载黄帝、女娲和大禹等许多重要神话资料。
《山海经》为后世的文学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创作素材和写作方法，可以称为“中国文学的宝矿”
。
    《山海经》编者给读者提供了准确、直观的解说，为《山海经》做出准确、翔实的译注，并配以精
彩的版画插图。
《山海经》还精心为读者增加了名家批注，例如郝懿行、郭璞等著名学者对山海经的精辟解读，让读
者的阅读体验更上一层楼。
此外，《山海经》参考各家研究成果，为原文做出最准确的注释。
在译文方面，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以流畅的白话文再现《山海经》中的神奇世界。
    由此可以看出，这本书对《山海经》做出了详尽的阐释和准确的解读。
通过图文配合，达到赏心悦目的阅读效果；通过名家批注，提升阅读体验；将注释、译文与原著有机
融合，从而把《山海经》的精髓呈现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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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歆，（约公元前四六年至公元后二三年）字子骏，汉哀帝时为应谶纬而改名秀，字颖叔。
刘向少子，西汉皇族，沛（今江苏沛县）人。
西汉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西汉古文经学的真正开创者。
是中国儒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颇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刘歆少年时通习今文《诗》、《书》，后又治今文《易》和《谷梁春秋》等。
以能通经学、善属文为汉成帝召见，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受诏与其父刘向领校“中秘书”（内秘府藏书），协助校理图书。
刘向死后，继承父业。
哀帝时，刘歆负责总校群书，在刘向撰的《别录》基础上，修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
《七略》。
　　自西汉晚期开始，古文经学的振兴是与刘歆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
他在长期校理中秘书籍的过程中，接触到大批外人无法看到的古文经籍，从而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
，并做出了空前的成绩。
具体地说来，有以下几点。
　　刘子骏集第一，重新排列了六艺的次序，把《易》经提到首要的地位。
同时，协助刘向将内朝秘藏中发现的《古文易经》校对当时通行的《易经》各种隶书本，把费氏《易
》定为古文经典。
自孔子以来，六艺次序总是以《诗》、《书》为先，然后一般是《礼》、《乐》、《易》、《春秋》
。
刘歆认为，“六艺之文，⋯⋯《易》为之原”。
他对《易》颇有研究，认为《易》经由上古伏羲、中古文王、下古孔子三位圣人才完成的，故曰“《
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因此，六艺之首当推《易经》。
从此以后，历代志书和目录关于六艺的次序，均以刘歆的说法为准。
至于《易》的流传，西汉施氏、孟氏、梁氏、京房、费氏《易》、高氏《易》等等，都是隶书的抄写
本子。
刘向、刘歆父子发现了战国遗存的古文本，用来校对各种隶书本，结果只有费氏《易》与古文本相同
，于是确定费氏《易》为古文经典。
　　第二，首次披露了《古文尚书》和《逸礼》的来历，将秘藏的古文经本传出内朝，使更多的士人
有机会学习。
鲁恭王从孔子旧宅中发现了古文《尚书》与《逸礼》，后由孔安国献给朝廷，藏于秘府。
向、歆父子整理时，发现古文《尚书》比今文本多出十六篇，并对欧阳氏、大小夏侯氏三家今文本作
了校核，发现了一些脱字之处。
刘款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首次披露孔壁古书的事实，使朝野士人都知道还有《古文尚书》与《
逸礼》的存在。
这对推动古文经典的广泛流传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首次把《毛诗》归于古文经典。
刘歆少时通习今文《诗》学，后来才读到《毛诗》。
他根据内朝秘府的资料，知道“又有毛公之学，在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汉书
·艺文志》）。
第四，首次把《周官》称为“经”，列入古文经典。
《周官》名称，始见于《史记·封禅书》，原来不称“经”，与儒家经典没有什么关系。
刘向、刘歆整理时，开始归入“六艺略”礼类，称之为《周官经》六篇。
第五，重新整理《左氏春秋》，探求全书的义理。
从汉初直到汉成帝时，传习《左氏春秋》的有北平侯张苍、贾谊、赵人贯公、张禹、尹更始及其子尹
咸、翟方进、房风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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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访而已。
”刘歆校“中秘书”时，看到《左氏传》古文本“大好之”。
遂向丞相翟方进和亟相史尹咸学习《左氏春秋》，质问大义。
史称，“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汉书·刘歌传》）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决不能理解为刘歆开始附加上解经的评论（如历代某些
今文经学家所认为的）。
其实，《左氏春秋》流传至战国末期，已逐渐地加上“礼也”、“非礼也”、“君子曰”、“仲尼曰
”之类评论。
至于《左传》中所谓五十凡例，也是原有的，并非刘歆伪造。
这就是说，刘歆改变了过去只注意文字训诂的局面，进而着重“发明”即阐发全书的微言大义；不仅
件”章句”，而且讲“义理”。
这样，《左氏传》经由刘歆的引传解经，“章句”与“义理”皆备，成为汉代《春秋》学的一家，可
与《公羊传》和《毅梁传》相抗衡。
刘歆还强调左丘明这个传说人物的可靠性，说他“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
”（《汉书·刘歆传》）这当然没有什么真实的根据，不过是用来抬高《左传》在六艺书中的地位罢
了。
　　刘歆对“五经”古文经典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特别爱好且最有研究的是《左传》。
汉哀帝即位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
哀帝下沼征询臣下对立《左传》博士的意见，同时让刘歆去跟今文经博士们讨论经义。
今文博士“不肯置对”，拒绝设立古文经博士的建议。
这使刘歆十分恼火，写了一篇驳斥太常博士的书文。
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是汉代经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
它首先肯定了孔子与六艺的关系，认为孔子正乐、《雅》、《颂》，修《易》，序《书》，制《春秋
》，“以纪帝王之道”，“夫子薨而微言绝，经历战国和暴秦”，“道术由是遂灭”。
汉兴七八十年间，虽然经书颇出，广立学官，建置博士，但是，“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接着，书中披露了孔壁古文《尚书》与《逸礼》发现的事实，介绍了秘府所藏左丘明撰的《春秋》古
文本，指责太常博士们“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
”最后强调指出，根据汉宣帝广立《毅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的成例，“义虽相
反，尤并置之”，应当将古文经列为学官。
“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嫉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汉书·刘歆传》）。
刘歆的言辞甚切，引起太常博士们的怨恨。
大司空师丹大怒，“奏歌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
”尽管汉哀帝袒护刘歆，以为“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
”（《汉书·刘歆传》）但刘歆终究得罪了当权大臣，又为今文博士们所讪谤，被迫离京去当地方官
，数年后以病免官，居家不出。
　　汉平帝即位，王莽操纵朝政，重新起用刘歆。
王莽自比周公，号“安汉公”，追封周公和孔子的后代，追溢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在这些活动的背后，包藏着王莽篡汉的祸心；而刘歆成了王莽政治阴谋的追随者。
《汉书·儒林传》载：“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网
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但这时倡导古文经学，已经丧失了学术意义，成为王莽政治阴谋活动的一个部分。
壬莽篡汉建立“新”朝后，刘歆成为国师，号“嘉新公”。
王莽改制时，始称《周官》为《周礼》，根据《周礼》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专念稽古之事”，如
班固所揭露的：“莽诵六艺以文奸言”。
同样，刘歆以古文经学服务于王莽的改制活动，建置《周官经》博士，也就无学术价值可言。
当时，左将军公孙禄对王莽说：“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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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王莽传下》）　　刘歆陷入政治旋涡后，又想极力挣脱。
他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刘歆的著作大多已亡散，其《移让太常博士书》今保存在《汉书·刘歆传》中，其《七略》今基本保
存在《汉书·艺文志》中，其《三统历谱》在《汉书·律历志》中也尚存梗概。
此外如《尔雅注》、《钟律书》等均佚。
明代人曾辑有《刘子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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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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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
    鲁迅    当时中国学者在对人种起源问题的论证上，都利用了《山海经》、《穆天子传》及其他许多
古文献上的神话、传说资料。
    钟敬文    《五藏山经》在《山海经》全书各部分中最为平实雅正，尽管免不了杂有一些传闻、神话
，基本上是一部反映当时真实知识的地理书。
    谭其骧    “地理学”一词始见于我国《易经·系辞》和古希腊埃拉托色尼《地理学》，我国最古的
地理书籍有《禹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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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海经(插图本)》为“品读国学经典家藏四库丛书”之一，将原著内容更直观形象地呈现给读者。
图文配合，精选历代学者所绘《山海经(插图本)》插图约二百幅，与原著相得益彰，带给您赏心悦目
的视觉享受。
选字注音，生僻字和异体字分别注音，使读者诵读经典畅快淋漓。
专家注释译文，使原文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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