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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秦秦汉篇

1.《山海经》
佚名

汉武帝在位时，曾有人向他进献了一只奇异的鸟。可是不

管朝臣们用什么东西喂它，它都不肯进食。当时东方朔以才气

学识闻名，皇帝就让他来看看这只鸟。结果，东方朔不仅一下

说出了鸟的名字，还说了它是吃什么食物的。朝臣们又把东方

朔说的东西放到那只鸟跟前，它果然开始吃了。汉武帝问东方

朔，他是怎么知道这种鸟的。东方朔说，《山海经》里有详细

的记载。

为什么一只奇异罕见到连见多识广的文武百官们都不认

识的鸟，《山海经》中却有详细的记录呢？那是因为《山海经》

中就记录着形体各异的诡异怪兽。实际上，《山海经》记述的

内容不仅神奇，而且非常丰富，不仅有奇形怪状的异兽，还有

山川河流、花草树木、美食灵药、日月异变以及上古帝王谱系

等等，堪称一本知识庞杂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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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山海经》里面描述的内容涉及天南海北，包罗万象，但

是因记录的大多是光怪陆离之事，历来被斥为荒诞不经，因此

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公之于众。这本书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史

料中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但司马迁也只是感叹：“至《禹

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直到西汉成帝

时，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整理经传诸子诗赋，这本书才真正得

以问世。这之后，围绕此书的内容和成书时间而展开的争论从

未停止过，尤其是关于它的作者是谁 ,至今仍是学术界的千年

未解之谜。

最早的“正统”说法是《山海经》为大禹和伯益所著，后

被人们以“在《山海经》中有发生在大禹、伯益之后的史实”

推翻。隋朝的颜之推虽然坚持旧说，并以“后人羼入，非本文

也”掩饰，但是无法平息后人的种种猜测，各种假说也流传了

下来。如：有人说是夷坚所著，有人说是邹衍所著，有人说是

后人根据炎黄两族的传说所著；也有“巴蜀人作说”“早期方

士作说”等。当代学者袁珂认为，《山海经》非同一时期一人

所著，因此并无一个确定的作者。

流传至今的《山海经》主要由《山经》《海外经》《海内经》

《大荒经》组成。其中《山经》涵盖了山川地理、动植物以及

矿物的分布情况；《海外经》记载了四海之外的东西南北以及

各个国家的奇风异貌；《海内经》主要记载海内发生的奇事、

存在的奇物；而《大荒经》则记载了女娲、黄帝、大禹这一时

期的神话故事，也是中国神话遗存、发展的源头。

《山海经》中保留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如夸父逐日、女娲

补天、精卫填海、羿射九日、鲧禹治水、共工怒触不周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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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都出于此书。还有很多民间习俗

在此书中也有迹可循，比如“为什么晚间要收回小孩子的衣服”

等。

《山海经》不仅仅是神话传说，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一些

史实。例如《大北荒经》里有关黄帝大战蚩尤的记载：“蚩尤

作兵，伐黄帝，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排除神话色彩，我

们可以体会到古代两大部落之间的这场战争的残酷。《大荒西

经》中记载了黄帝的一个谱系：黄帝妻嫘祖，生昌意；昌意降

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

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这与《大戴礼记·帝系篇》

《史记·五帝本纪》以及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的记载有着

惊人的相似。只是基于它浓郁的神话色彩，几乎没有人相信它

在忠实记录以往的真实历史，同时也给真实历史蒙上了一层神

秘的面纱。

神话本身就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和基本特色，其

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也有深远的影响。而《山海经》这部最早

保留大量神话的古籍对后世的影响更是可见一斑。例如《诗经》

《楚辞》中都有古神话的影子，尤其是屈原的《离骚》《九歌》

《天问》等篇，神话色彩具有非常大的冲击力，使文章充满了

浪漫主义色彩。还有吴承恩的《西游记》，郭沫若的《女神》

等，这些以《山海经》为文学母体的天马行空的想象作品更是

不胜枚举。可以说《山海经》是广大读者朋友们了解神话传说，

体会古人的想象力和文学创造力的宝藏。

《山海经》也有一些科学的影子，它记载了一些古代科学

家们的科学实践活动和创造发明，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科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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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科学技术水平。例如《大荒海内经》中记载后稷时开始播

种百谷，叔均时开始用耕牛耕种。在《大荒北经》中记载，叔

均为耕田业的鼻祖，还有《大荒海内经》中记载：巧倕发明了

世间的各种工艺技巧 ……这些都体现了当时手工业的发展水

平。《大荒海内经》中记载：噎鸣发现了木星十二年绕太阳运

行一周的规律。《大荒西经》中记载：帝颛顼命令重托着天用

力往上举，又命令黎撑着地使劲朝下按。于是黎来到地下并生

了噎，他就处在大地的最西端，主管着太阳、月亮和星辰运行

的先后次序。这反映了当时天文、历法的发展状况。像这样的

记载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还有一些对自然现象的观察

记录，如《海外北经》中记载：钟山的山神，名字叫烛阴，他

人面蛇身，全身通红，有一千里那么长，居住在钟山之下。他

睁眼是白天，闭眼是黑夜。所处的地方“积冰”“不见日”“天

白皓皓”“寒凝凝”。这种貌似神灵般的生物其实是先民根据

北极极光塑造出来的形象：将绚烂如长龙般显现在天上的极光

想象成一条巨大的烛龙。这便是古时候关于极光的记载，在其

他古代文献资料中却很难找到。

经过历代学者们对《山海经》的探究、解析，发现它对民俗、

古代历史、文学、科技、地理、文化乃至中外交通等均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山海经》流传至今，由于其浓郁的娱乐性和故事性，有

好多神话故事被印成白话文版本的儿童读物。所以《山海经》

在作为一部研究古文化的古籍的同时，作为一部少儿启蒙读物

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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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礼》
周公

西汉初年，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集到了一批古书，其中

有一部叫《周官》，也就是儒家的经典代表作《周礼》。但此

后这本书一直被藏在秘府中，无人问津。直到西汉末年，刘向、

刘歆父子在校对秘府中的文献时才发现了它。

在西汉年间已经出现的儒家经典，如《诗》《书》《春秋》

等，史料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唯独《周礼》从未被提及。因此，

此书的作者、成书年代等都成了谜。刘歆认为，此书出自周公

之手，记录的是西周的典制。周公是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

的弟弟。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因成王年幼，便由周公辅政七

年。其间，周公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礼乐制度，主要包含嫡长

子的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以及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

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对后世影响极大。刘歆据

此推测《周礼》是周公的作品是很有依据的，后世普遍接受了

这种说法。但除此之外，还有春秋说、战国说、秦汉说、汉初

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两千多年来，史学家们一直为此

争议不断，难有定论。

《周礼》全书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

六篇（冬官篇已经失传），而天、地、春、夏、秋、冬即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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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六合，也就是古人心目中的宇宙。其中，天官主管宫廷，

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

冬官主管营造，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六官中的每一官都

统领六十个官职，全书共计三百六十个官职，形成了一个完善

的官制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隋朝年间开始实行的“三省六

部制”中的“六部”，便是仿照《周礼》中的“六官”设置的，

唐朝又将六部定名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

共同构成了中央政府的主体官制，被此后的历朝历代沿用。

在阐述这种官制体系的同时，《周礼》还建立了一整套礼

的体系，既包含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国家大典，

又包含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

等具体规制，还包含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名

目繁多，内容丰富，为后世所借鉴，也为今人研究这方面的历

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除此之外，书中还包含了丰富的治国思想。天官篇将这些

思想概括为“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

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十大法则，其后各篇

更进一步做出了阐释，既严谨又翔实。比如其中对官员、百姓

采取的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政策，就展现了当时执政者非常

成熟的政治思想与管理技巧，值得此后的历朝借鉴。纵观中国

古代历史上的很多重大政治变革，如西汉的王莽改制、北宋的

王安石变法等，都是从《周礼》中寻求的指导思想。时至今日，

周礼中记录的很多治国思想依然毫不过时，不光能用于治国，

还能用于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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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诗经》
佚名

孔子曾在教育自己的儿子时说：“不学诗，无以言。”孔

子口中的诗就是指《诗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读《诗经》

就不会有优雅的谈吐。众所周知，《诗经》乃中华第一诗集，

它集大俗大雅于一身，用诗歌的形式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其中

不仅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蕴含着唯美的文学修养以及浓厚

的浪漫主义色彩。孔子说，《诗经》每一篇都是一个故事，也

正是缘于此，他才如此推崇《诗经》。

《诗经》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先

秦时称其为《诗》。春秋时期，孔子对《诗》进行了编订，以

合乎礼仪为标准进行删减，保留了三百一十一首诗歌，但其中《南

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和《由仪》六首只有题目，

没有内容，称为笙诗，故实际上只有三百零五首，所以《诗经》

又称《诗三百》或《三百篇》。《诗经》这个称呼在西汉时才

使用，因为它在此时开始被列入“五经”，奉为儒家经典。

《诗经》的作者并非一人，有周王朝的乐官，也有公卿列

士等，另外里面还收集了许多流传于民间的歌谣，且来源地域

非常广泛。相传中国周代历朝都设有采诗官，他们经常深入民

间收集民间歌谣，把一些能够反映民间喜乐、疾苦的歌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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