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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史的研究，先贤已有很多成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种是通史，另一

种是断代史和专门史。通史体量庞杂，内容全面而连续，作为工具书使用很方便，但

却不便携带；而断代史和专门史，相对来讲，一般体量要小，虽然携带上方便了一些，

但又不够全面和连续。如何做到既能保留通史全面连续的优点，又能吸收断代史和专

门史精干而有侧重的特点，集两者于一书，既便于携带和阅读，又能做到年代线条清楚，

历史脉络明晰，整体轮廓清晰，这便成了编写本书的初心和动力。

文学史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展开的，主要有纪传体和编年体两种体裁。纪传

体的空间与时间意识是以若干个焦点（作家）为坐标，对文学史流程的把握注重大体

判断。其优势在于，常能略其玄黄而取其隽逸，对时代风会的描述言简意赅，达到以

点带面和红线串珠的境界；缺点是往往不得不忍痛割爱地加以取舍，而在取舍中又往

往遗珠。与纪传体相比，编年体的优点是，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

得了极大自由；其不足是，在对时代风会的描述和大局判断上，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

和简洁，往往容易出现“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景象，因而难以将珍珠全部串起。纵观

以往，编年体较纪传体要弱一些。

为汲取编年体和纪传体各自优势，而又避其所短，本书在三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一：

合理断代分章，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其二：在每个断代部分下，

均设引言，并适当区分阶段，以概括和描述时代风会和总体轮廓；其三：基于文学的

发展与政治、经济、军事及思想文化等均有密切联系，特别是与思想文化的联系更为

内在，更具全局性和深刻性，因而书中对文化政策、文化生活及文化经典相关资料给

予重点收录。换言之，在编年体中探讨重点作家和重要事件，包括重要的文学政策和

团体等，犹如在一条长河中去捡拾贝壳和珍珠，或者是在某一河段去沙里淘金，这种

左顾右盼、兼容并蓄的方法不失为研究文学史的一个新尝试。

在突出文学史发展整体轮廓方面，相对于传统做法，本书从体例、断代和内容诸

方面特意作了适当调整和编排。

体例上，参照历史年表，大体以年代为序，以朝代分节，并依据文学自身发展规

律适当合并。其中，明末清初比较特殊，这一阶段和清代有个时间交叉。为解决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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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本书以清军入关为界，之前并入明代，之后并入清代，藉此以厘清，打破文学

史上通常将明末清初作为独立部分的传统，这和一般历史划分亦有些微不同；另外，

从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至公元1919年五•四运动的八十年，是中国历史的近代史阶段，

这一时期的文学通常称为近代文学，因其主要处于清末，故又称为晚清文学。为避免

交错，将公元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前放在清代（基于其特殊性，仍独立设章），公元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至公元 1919 年五•四运动时期，放在现当代文学部分。现当代部

分自中华民国始，内部分章叙述，并考虑了历史衔接。

断代上，总的大抵分为周秦、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代、明代、

清代、现当代九个部分。其中，周秦部分为公元前 1046 年至公元前 207 年，汉魏部分

为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264 年，两晋南北朝部分为公元 265 年至公元 589 年，隋唐五

代部分为公元 590 年至公元 959 年，宋辽金部分为公元 960 年至公元 1278 年，元代部

分为公元 1279 年至公元 1367 年，明代部分为公元 1368 年至公元 1643 年，清代部分为

公元 1644 至公元 1911 年，现当代部分为公元 1912 年至公元 2000 年。为解决公历和农

历纪时的矛盾，现当代以前部分为公历纪年农历纪月，以后部分年月均为公历。

内容上，主要记载了各个阶段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

重要作品及各种争鸣、论辩等。同时，因面临文献资料浩如烟海与年代愈久所存资料

愈少且较为模糊的矛盾，故只能披沙拣金，去粗取精，以期达到叶落知秋、管中窥豹

的效果，这也是本书谓其“摷微”之缘故。另外，各部之下设简短引言，简要勾勒本

部文学概貌。与各章关系密切的人物、典故及关联问题，不再单设引言，一般自然安放，

而不刻意拆并。每章年、月下的内容集中排列，多条内容则以分号间隔。所涉名家及

作品无明确年代标记者，一般附于生卒年或活动较为集中的相邻年代。文中征引部分，

旨在呈现文学史事实，为省篇幅，通常略去相关著述来源。重要作家的代表作一般不

录原文，仅提供查阅线索，以方便深入探究。

其间，出于使用便宜计，尽可能俚化专业语言，在自成体系前提下，力求深入浅出。

同时，为免佶屈聱牙及掉书袋之嫌，只要不影响解意，除非必须，尽量删减引号标识。

除此之外，虽然另有诸多美好设想，也已竭尽全力，但囿于自身才疏学浅且浮云遮目，

仍不免捉襟见肘，疏漏百出。何以解嘲，惟有恳请方家给予指正之馀，权博一哂罢。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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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秦

古代文学是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人们在劳动和祭祀活动中，发明了多种艺术形

式，也丰富了文学内容。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启建立夏朝，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形态。公元前十六世纪，

商朝建立，开始有文字记载，甲骨文出现。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建立，周公制礼作乐，

完备礼乐制度，中国文化由宗教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产生一

批哲学家和思想家。

周秦时期，《诗经》《离骚》《春秋》《左传》《战国策》以及诸子散文在中国

文学史具有极高地位，开创了许多文学形式的源头。李斯是秦代唯一有成就的作家，《谏

逐客书》为其名篇。

四书五经是周秦时期十分重要的典籍，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

《中庸》的庸是用的意思，中庸就是从中处用之；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

和《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

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作“六经”，《乐经》后来亡佚了，就只剩下五经。

其中，《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

《春秋》以道义，所以后世有关公夜读《春秋》一说。

现存四书五经中有个别内容已经过后代修订。经历代修订，五经中《礼经》一分

为三，分别为《仪礼》《周礼》《礼记》，《春秋》一分为三，分别为《左氏传》（左

式指左丘明，鲁人）《公羊传》（公羊名高，齐人）《榖梁传》（榖梁名赤，鲁人），

再加上《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共称十三经。

《易经》有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文心雕龙》对先秦经典多有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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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周武王元年到周幽王十一年
（公元前 1046 年—公元前 771 年  共 276 年）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文章缘起》：六经素有歌、诗、诔、箴、铭之类。盖为秦汉以来，圣君贤士著

为文章名之始。

公元前 1046 年

一月

二十一日，武王在殷都祭社而登天子位，西周王朝建立。

公元前 1044 年

箕子朝周，感殷宫室坏而作《麦秀之诗》。

公元前 1039 年

周公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周公摄政四年，援武王分封之例，大事封建。

公元前 1037 年

周公制礼作乐，作《周礼》《誓命》，主持制作《大武》乐舞。周公为西周历史

上一位重要人物，很多重大事件和文章都与其有关。

公元前 1033 年

周公卒。成王葬于毕，告周公而作《亳姑》。

公元前 1015 年

西周时代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吕尚卒。吕尚即姜太公（字子牙），其

有“仁”的思想。与其相关的传说很多，尤其小说《封神榜》，更是将其神化。

昭穆：典由周昭王及其子周穆王，后衍化为宗法制度对宗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规

则和次序。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之左方，称昭。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云：昭，

绍遥反，说文作佋（音绍，继也）；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始祖之右方，称穆。坟

地葬位的左右次序也按此规定排列。泛指宗族关系及排列次序。

《说文古籀补》专门用于研究钟鼎文。籀即大篆。

周是羌人，分为两支，一是姬姓，一是姜姓，姬姓同姜姓联姻，他们都以羊为图腾，

羊加男人为羌，羊加女人为姜，古人认为人和动物可以交合（其他古国也有），产生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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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动物通常为图腾，类似于神，那时神也是有淫欲的。

公元前 880 年

楚子熊渠伐庸、杨粤，至于鄂。封其长子于庸，更名曰伯庸，是为《离骚》所言

屈氏之祖，或为楚的由来。

在文学上，自古就有“发愤抒情”之说，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屈原放逐，著《离

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

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可以看出，要想做出好文章，必须出自真情，并且往往发自

郁结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具有悲天悯人的天性。为文时，应力戒无病呻吟，

不为应景、帮闲、功利之作。

一个地域和时代的文章与该地域、时代的风气关系密切，而风气又和地理状况以

及由此生发的风俗、经济和生活方式紧密相连，这种关系几乎在所有文章中都可以找

到痕迹，《诗经》的“风”即为明证。“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

震于下者也”。（《文心雕龙•时序》）

我国文章的句法由《诗经》的四言开始，然后是五言、七言为大宗，间之以杂言，

渐渐演化为长短句，散文化。

孔子曰：“草创之，讨论之，修饰之，润色之。”孟子曰：“不以文害辞，不以

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以上皆是千古为文之大法也。

对古代少数民族的称谓，通常东方的叫夷，西方的称为戎，南方的称作蛮，北方

的叫狄。

中国的历史先有神话，再到传说，进而再到历史。

这一时代的重点作品有《诗经》。《诗经》在文学史，特别是在诗史上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其对后世的文章写作也产生很大影响，例如以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

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等，

又如重沓舒状，嵯峨、葳蕤等，而这还仅是从修辞一个角度来看。

《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

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诗经》六义：风、赋、比、兴、雅、颂。风、雅（大雅、小雅）、颂谓为四始，

小雅，诸侯之乐也，大雅，天子之乐也，但风雅颂的分界并非绝对。

《诗经•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诗经•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诗经•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诗经》影响：《颂》之典则，《雅》之正大，《小雅》之哀伤，《国风》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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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文明，长于讽喻。

三代（夏商周）时期的作品多见于出土的簋、鼎和皿上，最早的为簋。重要作品

在这些器物的铭文上多有记载，每一铭文多为记载一重大事件，如史官记武王克殷的

过程兼及善后之举而作《克殷》，即为簋上的铭文。

公元前 875 年

召穆公作《民劳》，警同列以戒王。召穆公：名虎，也作邵公，他是周厉王、周

宣王两朝的重臣，也是宣王中兴的第一功臣，同时也是西周末年的重要诗人，围绕在

他周围的尹吉甫、张仲、南仲等，诗歌体裁相近，风格也相近，以召穆公为核心，形

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团体，影响巨大。

公元前 844 年

召穆公谏厉王弭谤，文中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者宣之使言”的卓

越见解。

古时的祭祀分为春祠、夏礿、秋尝、冬烝。

公元前 841 年

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自是

年起，中国历史始有确切纪年。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其国为周卫州共城县，

其子为周宣王。共和元年之前，逢有大事或讽谏，常作簋铭，也有少数鼎铭，从共和

元年以后才见诸于文。

郑笺：汉代郑玄所作《〈毛诗传〉笺》的简称。郑玄兼通经今古文学，其以《毛传》

为主，兼采今文三家诗说，加以疏解，也泛指对古籍的笺注。郑玄为马融门下，多次被征，

皆不就，后袁绍与曹操相拒于官渡，逼郑玄随军，病笃而卒。

公元前 827 年

流民自述辛劳而作《鸿雁》。朱熹《诗集传》云：流民以鸿雁哀鸣自比而作此歌也。

这首作品可以看作是最早“思乡”意象的源头；宣王燕群臣嘉宾而有《鹿鸣》之作。《诗

经•小雅》首篇即为此作。

周宣王是第一个能诗的君王，作品《鹿鸣》。周厉王暴虐，“国人”围攻王宫，

召伯虎把太子靖藏匿在家，而以自己的儿子替死。厉王死后，拥立太子靖继位，即周

宣王。召伯虎用儿子换下宣王，并亲自教育，召伯虎能诗，自然影响到宣王。宣王中

兴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召伯虎和南仲都是佐周宣王成中兴大业的重臣，他

们在安定社稷、平定四裔的同时，留下了武功烈烈的诗篇。

公元前 816 年

从军征伐玁狁（猃狁，战国以后称匈奴）的士兵在归家之时，感时伤事而作《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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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中所集多为此际作品。

美刺：即赞美和讽刺，这是古代文章中常常表达的两种思想。

正史是以周朝为线索来表述各诸侯国的。

史伯为周之太史，其和郑桓公的对答，尤其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谐思想，

对古代“中和美”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公元前 782 年

天子视学，太学之士乐君子之育材而作《菁菁者莪》；妇人被弃，而有《黄鸟》《我

行其野》之作。

《竹书纪年》：战国时书，被埋葬在梁襄王墓中，后散失。明朝重编的称作《今

本竹书纪年》，清朝及民国王国维重编的称为《古本竹书纪年》。

公元前 776 年

征夫苦其行役，而作《何草不黄》。

中国自秦始皇开始称皇帝，以前称为王，公、君并不等同于王。

古诗都是能唱的，《诗经》《楚辞》和汉乐府，凡是带“行”的，都可以唱，譬如《东

门行》《长歌行》，包括后来曹操的《苦寒行》等。唐诗中律诗的律，指的就是音乐。

公元前 771 年

申侯与缯人、犬戎杀幽王、王子伯服及郑桓公，西周亡。此事之前有典“烽火戏

诸侯”。

西周之后是东周，东周主要包括春秋、战国两个阶段。西周终止于周幽王，东周

开始于周平王。

关于春秋时代，古代只有春和秋两个季节，因此常以春秋代指历史。另外，孔子

著鲁国历史《春秋》一书也代指这一阶段，年代大致为东周的前一时期。

中国古代建都，多在西安、洛阳、开封。长安在西，洛阳在东，后世通常称为西

都长安，东都洛阳，相关朝代的东西划分也多受此影响。几地均在北纬 35°线上，它

们建都时皆是中国南北统一时，并正处在全国的中央部位。其它故都则不同，通常为

中国分裂时建都，但北京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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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周平王元年至周贞定王十五年
（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454 年  共 317 年）

《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鸟兽草木虫鱼之名。

《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论语•季氏篇》：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

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也是文学价值最高的作品就是《诗三百》，简称《诗》，

约是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始称为《诗经》。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诗

经》的精华部分在于《风》，主要是民歌，风指声调；《雅》分《大雅》《小雅》，

主要是朝廷乐歌；《颂》主要是宗庙乐歌。

《诗经》的《国风》部分，着实经典，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

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发乎性情，多用

比兴，和于声气，故微婉敦厚，优柔不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自然天成，不假雕饰，

成为诗歌源头。另外，雅颂以赋为主，重在义理，斋庄严密，成为说理文和庙堂文的源头。

风可从一地的风衍化，如风声、风俗、风化、风格、风情、风衍等，和当地的腔调关

系密切。

风者，王畿列国之诗，美刺风化者也。雅颂者，朝廷宗庙之诗，推原王业、形容

盛德者也。故风则比兴为多，雅颂则赋体为众；风则微婉而自然，雅颂则斋庄而严密；

风则专发乎性情，而雅颂则兼主乎义理：此诗之源也。

孔子说，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也就是说，诗是言志的，乐是抒情的，

文是达意的。当然，三者是相通的，因为人的志、情、意本来就不可分。反之，如果

将诗乐文融会贯通，那做起文章来就会更高一筹。值得一提的是，乐并非单指能作乐，

而是指欣赏，能深刻理解音乐的内涵，这种内涵可以多样，并不一定是一种情绪，也

不可能和作者或演奏者完全一致。但也有例外，比如《高山流水》伯牙鼓琴，钟子期

善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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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与音乐的关系密切，如果写作是在某种音乐营造的氛围（还包括心境、环境）

中进行，可能会影响甚至延伸整部作品的格调，比如创作《大水汤汤》时的乐曲“白狐”

等。但一篇作品最多不要超过两支曲子，即使是同类的，否则便会因情绪凌乱而不得

要领。当然，其他因素，如通假字、使动词、意动词等古文知识对于理解经典也非常

重要。

公元前 770 年

春秋时代是从周幽王被犬戎所杀（合法的太子伯服一并丧命）之后，平王即位，

迁都洛邑（东周）开始，出现了“二王（平王、携王）并立”的局面。周室渐衰，诸

侯相并。齐、楚、秦、晋始大。春秋时代开始，春秋文学亦滥觞。

古时任命官员要有锡命礼，锡命礼又称册命，要作命辞行礼诵读。相互结盟要盟誓，

盟誓也要有誓辞。命、誓均为先秦时期重要的应用文体。

公元前 765 年

秦地民风强悍，轻生乐死，故秦诗有矫厉猛起之气，这也符合《诗经•风》的传统；

郑风淫：郑武公为避周幽王被杀之祸，东迁至溱、洧流域，其地土狭而险，其人山居谷汲，

男女亟聚会，恂吁且乐，故有《郑风》之情歌。郑之溱洧、卫之桑间濮上、宋之桑林，

皆为男女相会之地。

公元前 763 年

秦国有《石鼓文》，以纪秦文公将兵东猎之事。鼓十枚，刻铭十篇。十首为一什。

继承了西周文化。

公元前 760 年

晋文侯杀携王，“二王并立”结束。这一事件导致天子对诸侯的依赖和倚重，对

春秋文学也有很大影响，使文学创作的内容更多地指向洛阳以外的邦国，地域性的政

治事件、风俗等成为文学关注的焦点。应用文体中大量涌现的外交辞令、讽谏语代替誓、

命、训、诰，成为春秋文学的特征。

春女悲，秋士怨，感其物化也。

卫大夫石碏谏卫庄公，提出六逆、六顺之说。六逆：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

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

公元前 740 年

卫人作《绿衣》而悼念亡妻，此为最早的悼亡诗（词）。后来较为著名的悼亡诗

还有潘岳《悼亡》、元稹《遣悲怀》三首、苏轼《江城子》等。只有悼念亡妻的诗才

叫悼亡诗，其余悼诗不能称为悼亡诗。

司马相如《长门赋》义本于《诗经•终风》，后世抒发幽怨思旧多取义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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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不得祖诸侯，乃以王父之字为氏。

古时有赐族之礼，即赐姓氏，赐姓命氏是建立封建制度的手段之一。死后赐予称呼为谥。

公元前 725 年

管仲约生于此年，其思想对战国诸子多有影响。

公元前 722 年

鲁隐公元年。编年体史书《春秋》《左氏春秋》记事始于是年。

《诗•召南》的《采蘩》《采萍》中的忠、信后来成为儒家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

公元前 717 年

周桓王时，周、郑交恶，王师罚诸侯，周之失信于诸侯于此时始。

古人年五十而称伯仲。

古代贵族有重要活动，比如宴会，都要有燕（宴）享礼，礼仪中要奏乐歌诗、舞蹈，

有的是演奏，有的是演唱，《诗经》的好多篇章即为所用。

春秋时期的文学作品记述了很多诸侯间的事件，重要的如《左传》。《左传•僖

公十五年》是一篇经典辩辞。

周宣王时，中兴大臣召武公、召昭公父子为《诗》的首次编辑人。

公元前 712 年

孔子所倡之恕，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语出《论语•卫灵公》。公元前 640 年

鲁大夫藏文仲言“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盖为孔子恕之所源。

周初所封诸侯国主要有管、蔡、鲁、卫等十六国，皆文王之子，晋、韩等四国，

亦为周初所封诸侯国，蒋、茅等六国为周公旦之后受封的诸侯。以上为最早的封建制，

后周成王逐步完成封建。

公元前 709 年

“非礼”既是春秋时期评判政治行为的标准，又是评价赋诗、歌诗及用乐宜否的

标准，其中包含着善与美统一的文艺思想。

古人以服示礼，故德与服相称方为合礼。儒家讲君子文质彬彬、表里如一，亦与

此相关。

弦高解郑之围，《左传》彰其大义，遂成为后世文学作品中爱国商人的典型形象

和重要素材。

《九歌》即歌九德之功也。六府（金、木、水、火、土、谷）三事（正德、利用、

厚生），义而行之，谓之德、礼。

《论语》言：君子朋而不党。

明堂称谓始于西周，然其起源更早，古又称太室、世室、重屋、辟雍等，为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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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朝会、祭祀之所。

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

史克是春秋时代的一位重要作家，其思想大部为儒家提倡，父义、母慈、兄友、弟恭、

子孝，更为儒家伦理思想之渊薮。

讴：即讴歌，为即兴创作之诗歌。

周公是鲁人之祖先，其思想对孔子影响很大，影响中国历史文化两千多年。

口实为含，天子（下葬）含实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玑，士以贝，庶人以谷实。

三代：指夏、殷（商）、周。

《史记•赵世家》中的“赵氏孤儿”，出自春秋时晋国，程婴与公孙杵臼智斗屠岸贾，

救下赵氏孤儿赵武，此事成为后世小说和戏剧之重要题材。

南音：即南方之音乐。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古代巫、医不分。

商周庙堂颂诗，歌舞乐齐作。器铭，则是凝固形态的颂诗。颂诗重在用颂神侑神

的方式祈福求佑，器铭则在祭祖的同时表示生者意欲将功业传之不朽的意识，这体现

了从三代（夏、商、周）到春秋时代人们宗教思想的变化。

子产：名侨，字子产，郑国著名政治家、改革家，长于辞令，也是春秋时代卓越

的散文作家。《子产不毁乡校》出自《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故事包涵着典型的公

共关系思想。

“七月流火”中的流火，约是指火星西流，天气转凉。古代金木水火土五行各有

正司之，殷商以大火为祭祀主星，考察祸败之兆多缘于火星运行，古人以为掌握了火

星运行规律便是掌握了天道。现在很多人以“七月流火”形容天气热，显然犯了常识

性错误。

公元前 683 年

臧文仲引述禹汤罪己之事，论宋人知礼，言其知礼必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

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桑林》：殷天子乐名。《吕氏春秋》载，汤时大旱七年，汤以身祷于桑林。故

地在今安徽亳州谯城区境内，传在城北偏西处，亳州汤陵公园内有碑记。

春秋以降，各国相互征伐，由于一国力量弱，必然与他国联合，由此产生相应的

文学。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文学即人学，其内容离不开人在具体社会环境下的活动。

“让”为礼之要义，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对让的歌颂。礼的另一个要义是“秩序”，

即长幼尊卑以及维护这种秩序的相应规则。

师旷：字子野，为春秋时期晋国主乐太师。习于前代礼乐制度及掌故，知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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