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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家教委高教司指出，大学语文课，是普通高校面向文（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理、

工、农、医、财经、政法、外语、艺术、教育等各类专业开设的一门素质教育课程。课

程设置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汉语语言文学方面的阅读、欣赏、理解和表达能力。这是大学

生文化素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从 2000 年起，成都艺术职业学院就面向全校各专业学生

开设了“大学语文”必修课，至今已有万余名学生参加了学习。通过学习，许多同学不

仅提高了对本国语文的理解与表达能力，而且在为人处事、性格气质等方面也发生了可

喜的变化。事实说明，大学语文教学是一门培育大学生综合性民族文化素质和提高本国

语文阅读与表达能力的重要课程，它给学生的是一笔伴随其一生的宝贵财富。 
当前琳琅满目的大学语文教材，针对独立学院和高职专科学生来说，稍显高难度。

编定一本合适独立学院和高职专科生适用的大学语文教材，对于提高大学语文教学质量，

加强大学语文课程建设尤为重要。可到底该如何编写本教材有很多争论，有强调人文性

的，有强调工具性的，有强调审美性的，还有强调应用性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们认为：教材怎么编，应以课程的目的而定。大学语文课程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发挥

大学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的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

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因此，大学语

文课程应是集工具性与人文性于一体、通过学习品味语言来提升学生精神境界和终极关

怀的一门通识教育课。倘若脱离了工具性，便失去了这门课的基础；倘若脱离了人文性，

便失去了这门课的方向，而大学，则更应强调人文性。母语水平和人文素养是大学语文

课的两大支点，也是我们编写教材时关注的重心所在。 
一、本教材注重独立学院和高职高专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大纲及该课程教学

的实际状况，以人文性为主导思想，以经典性、人文性、审美性、时代性、实用性为选

编标准。在篇目选择上，本教材注重选择文化经典、名家名篇；在编写体例上，将文体

类别和作品的时代先后有机地结合起来，每一部分按照“概述”、“原著文本选读”、“注

释”、“同步综合练习”进行编写，力求使学生比较系统、深入地理解文学经典和文化精

髓。 
二、本教材编写的目标没有将固有的一些分析与观念加入其中，而是立足在更新人

才培养观念和教学理念、以学生的需要为中心，把培养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提高表达

能力有机统一起来，强化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探索课堂教学的多元化模式，

充分发挥多媒体辅助教学功能，以增强教学效果。选择针对性较强的大学语文课程内容，

突出引导性和示范性进行发挥与讲解，提高思考能力，方便提高学生学习水平，充分发

挥大学语文应有的育人功能。我们尽量跨越过去大学语文内容陈旧的误区，选文方面注

重学生人文精神内涵的培养，同时兼顾大学语文教材的特点，避免编入中学已学过的文

章，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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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书第一章至第三章由吴朝彦老师编写，第四章至第七章、附录部分由徐敏老

师编写，全书由徐敏老师校对、修订、统稿、定稿。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成都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刁纯志教授、教务处处长陈

怡教授、公共教学部主任吴青松老师的大力支持，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

尤其是编辑谢应成老师的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

也就没有这本教材，对他们的支持与帮助我们表示真挚的谢意。同时，我们在编写本书

时选用了一些作家的作品，借鉴了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也参考了诸多同行的教材，

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语文的学习是终身的，我们希望，这本书是课上的教材，课下的读物，课上教学与

课下自学能令读者终身难忘。可是，由于时间紧迫，在编写中难免有疏漏之处，与我们

的初衷难免不一。恳请广大读者及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将不断努力，

加以改进。 
 
 

编  者 
2013 年 8 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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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文学 第一章 

第一章  先秦两汉文学 

第一节  先秦两汉文学概述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处于萌芽状态的上古文学及其后的周代文学，是中国文学

的源头和最初发展阶段，一般统称为“先秦文学”。 
文学起源于劳动。原始的文学表现为劳动者的一些口头创作，由于年代久远，当时

又没有文字记录，大部分作品已经失传，只有少数歌谣和零星的神话保留在晚出的文献

之中。最早的文字作品，当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和作为历史文物的青铜器上的铭文。 

产生于集体劳动的原始歌谣并非单纯的文学创作，而是一种与音乐、舞蹈相融合的

综合性原始艺术活动的产物。这些歌谣，有的是劳动过程中的回忆，有的是生产意识的

延续和生活欲望的扩大。例如，见于《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的《弹歌》，是反映渔

猎时代人民生活的一曲狩猎之歌；而《礼记·郊特牲》中所记载的《蜡辞》，则是一篇含

有原始宗教意识的祝词——与其说是先民对自然界的祈祷，不如说是他们对自然灾害的

诅咒。 
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原始人还不能解释和征服某些自然现象，于是，“在

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马克思语）——神话

作品出现了。那些关于自然神、英雄神和其他异人异物的神奇故事，表达了我们的祖先

企图征服和支配自然力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种良好的愿望。其中比较著名的篇章有

见于《山海经》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黄帝战蚩尤》、《鲧禹治水》和见于《淮

南子》的《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之山》等。神话所表现的那种追求

理想、不畏艰险和强暴的英雄主义正是中华民族伟大性格的艺术概括。其积极的浪漫主

义精神和奇幻的艺术表现手法给后世作家以很好的启示，并成为历代诗歌、小说和戏剧

赖以滋生的土壤。 
周代的主要文学成就是诗歌。春秋以前有《诗经》，战国后期有《楚辞》。散文从《周

易》中的“卦爻辞”和政府文告式的《尚书》，到春秋以后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都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有西周至春秋约五百年间的诗歌 305 篇。

按“风”、“雅”、“颂”分类，主要是由于音乐的不同——“国风”是京都以外各地方的

俗乐；“大雅”和“小雅”是周天子王城一带的正统之乐；而“周颂”、“鲁颂”和“商颂”

则是祭神祭祖所用的舞乐。就其思想性而言，《诗经》中最具有价值的是“国风”和“小

雅”中的一些民歌：或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如《新台》、《黄鸟》；或反抗剥削和压迫，如

《伐檀》、《硕鼠》；或展示劳动场面，如《芣苢》、《十亩之间》；或描写爱情生活，如《关

雎》、《静女》；或表现民族意识，如《载驰》、《无衣》；或反映徭役、兵役带给人民的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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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如《东山》、《何草不黄》等等。《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显示了中国历史

的悠久，开创了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并以其民歌作品的巨大成就确立了民间文学

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其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对后代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

远的影响。 
甲骨卜辞和青铜器上的金文是商、周时代奴隶劳动所创造的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可

视为中国散文的萌芽。历史散文以《尚书》为开端。其中比较可信的“今文尚书”是周

初至春秋前期的历史文献。《牧誓》、《多士》、《无逸》等周初的作品已能在叙事中表现人

物的情致、口吻；至于末篇《秦誓》，记秦穆公悔过自责之举，更加入理传神。现存最早

的编年史《春秋》由鲁国史官编成，据说还经孔子修订、整理过。该书行文简洁而不失

章法，用语朴素、精确，记录将近 250 年的历史大事，仅用 16 000 余字，又能寓褒贬于

记叙之中。从《尚书》到《春秋》的进步，给我们描绘出散文初期发展日渐成熟的轨迹。

此后，又有两部春秋史相传为春秋左丘明一人所作，而实际上分别成书于战国初期：一

部是号称“春秋三传”之一的《左传》，编年体；另一部是国别史，即《国语》。两书都

记载了周王朝和诸侯各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描写了各种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

和结局，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残暴，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这种斗争给社会带

来的灾难，也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反抗精神，刻画了一些优秀历史人物的形象，颂扬了他

们可敬可爱的品质和可歌可泣的行为。《左传》叙事富有故事性和戏剧性，尤其以描写战

争场面见长。《国语》以记言为主，善于通过人物对话交代故事情节和刻画人物性格。《战

国策》是另一部国别史料汇编，非一人一时所做，作者不可考。书中有传记、有故事、

有论辩、有书信，与各国的时事相关而以策士们的权谋为中心，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政治

斗争都从中得到了反映。该书文笔生动，清新流利；故事结构完整而情节曲折，场面描

写以渲染气氛为主；说明事理善于运用比喻和寓言。《左传》是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也

是中国散文史上最重要的一座里程碑。代表战国时期散文发展水平的《战国策》则长期

影响着后代辞赋和散文的发展。 
与历史散文双轨并行的是先秦“诸子”的哲学著作。其学派众多，百家争鸣。作品

流传至今的，儒家有《论语》、《孟子》、《荀子》，墨家以《墨子》为代表，道家以《庄子》

为代表，法家以《韩非子》为代表。作者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政治

主张也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杰出的有识之士，其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积极的进步

意义。从写作技巧来看，他们各有特色。成书较早的《论语》，明白如话，简练而警策，

赋予哲理性和启发性；《墨子》语言质朴，逻辑严密，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说明道理；《孟

子》长于辩论，语言明快而有气势，鼓动性强；《庄子》极富浪漫主义色彩，行文汪洋恣

肆，仪态万方；《荀子》组织绵密，文辞繁茂，风格浑厚；《韩非子》说理透彻，语气专

断，笔锋犀利，文风峻峭。这些文章的共同优点是善于运用比喻和寓言来说明事理。其

中的寓言故事，无论采自民间的，还是自己创作的都饶有趣味，意义深远，显示出高度

的文学价值。上述几家是先秦论说文的代表，标志着“诸子”散文发展的三个阶段：从

语录体的《论语》和半语录体的《墨子》，到对话体的《孟子》和接近专题论文的《庄子》，

是一次飞跃；再到《荀子》和《韩非子》，实现了第二次飞跃，从而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

议论散文的成熟阶段。比较而言，《庄子》一书的文学成就最高，其风格技巧给后代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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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家和小说家以无穷的教益。 
楚辞是战国时期继《诗经》的四言诗之后产生在南方楚国的一种新诗体。它的奠基

者和代表作家是楚国的屈原。屈原和楚辞的出现，使沉寂了大约 300 年之久的诗坛复苏

起来，而且以其迷人的光彩开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其时，正值秦国“远

交近攻”，而楚国亟待“富国强兵”之际。屈原是一位明于治乱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刚正

不阿的爱国志士。他与苟安误国的贵族集体进行顽强的斗争，完全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一篇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是诗人第二次被放逐江南时所作。

全诗通过对斗争历史的回顾和对未来道路的展望，抒发了诗人深沉而真挚的爱国情怀，

表现了他对进步理想的执著追求和对腐朽势力的彻底批判，也表现了他宁死不屈的战斗

精神。《九歌》中的《湘君》和《湘夫人》是优美动人的恋歌，而《国殇》则是对为国捐

躯的烈士们的礼赞；《九章》中的《橘颂》是诗人的早期作品，可视为他的人生理想的“自

白”；《天问》一诗，以一连串逼人的质问，表现了诗人对一切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批

判。楚辞的另一位重要作家是宋玉，他的传世之作有长篇政治抒情诗《九辩》。屈原是中

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开辟了文学家个人独立进行文学创作的新时代。楚辞

是中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足见其艺术成就

之非凡。 
秦汉是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转关时期，政治与文化结束了纷争和林立的多元状态，

进入了融汇、总结、建立新的社会文化体系的发展阶段。秦祚较短，因为政治和文化的

近乎暴力的极端行为，它的文化建树并没有来得及形成稳固、较成体系的发展局面。此

时文学创作空前冷落，留下了的作品不多，故《文心雕龙·诠赋》说“秦世不文”。不过

也不是任何成果也没有，由吕不韦及其门客集体撰写的《吕氏春秋》，体系完整，思想驳

杂。李斯的《谏逐客书》差不多是秦代留下来的唯一的文学精品，排比铺陈，文势纵横，

颇有文采，反映了相当的水平。 
汉鉴秦弊，对文化的发展显得宽容和开放很多。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汉初的政论文

比较发达，如贾谊《过秦论》理明辞畅，《论积贮疏》切中肯綮，《治安策》居危思安，

显示了贾谊敏锐的思想和急欲施展抱负的心愿。 
汉武帝时期有震撼性影响的文化大事是司马迁《史记》的编写，这是文学史上的大

事。此外，汉武帝时还设立了汉乐府机关。乐府诗的采集整理也确实带来了汉乐府诗的

兴盛，这虽没有直接带动西汉文人诗的繁荣，但东汉中后期逐渐兴盛起来的文人五言诗

却绝对是以汉代乐府诗的发展为前提的。东汉的诗歌发展成绩很大，一方面是乐府诗的

发达，现存汉乐府多为东汉时期作品，一则可以看出它们在生活中比较兴盛，一则也可

以看出统治者依然比较注意它们的收集整理。另一方面，以《古诗十九首》、“苏、李”

诗为代表的文人五言诗在东汉中后期开始兴盛，这尤其和上述东汉社会人群结构发生变

动有关联，以“党锢之祸”为典型，以内廷政治势力为核心的上层统治者对外廷士大夫

势力进行打击，致他们很多都脱离上层，委身畎亩，而借机而起的不以经学为务的才艺

之士——他们多来自世俗社会空间，则带着自身的文化特征进入国家官僚体系，即所谓

上层，身份及文化倾向的升降起伏给文化的激荡置留了足够发生变化的空间，带有俚俗

色彩的五言诗就是这样开始兴盛起来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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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汉大赋的发展高峰出现。汉大赋不遗余力地铺排、陈述、夸诞和宣扬，

东方朔、司马相如等都是这一时期极为著名的人物。除了标志汉大赋高峰的《子虚赋》、

《上林赋》，司马相如还有《哀二世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等。东汉的大

赋，以京都赋为代表，如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班固的《两都赋》针对

的是东汉初定都长安还是洛阳的现实问题而发。《二京赋》通过对西京豪奢淫靡生活的描

写和否定，对东都城市、宫殿建筑及上层礼仪、典制予以肯定，突出君主崇尚懿德、整

饬礼教的作为。《二京赋》以其规模宏大而被称之为京都赋之极轨。总的来说，东汉大赋

与西汉相比没有大的改变，但已和西汉大赋初发生时的社会氛围有所不同，渐渐向显示

作者才华和非凡创造力方面发展。 

第二节  文 本 选 读 

文选一 

女 娲 补 天[1]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2]，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3]，水浩洋而不

息[4]。猛兽食颛民[5]，鸷鸟攫老弱[6]。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7]，

杀黑龙以济冀州[8]，积芦灰以止淫水[9]。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

民生[10]。 

【注释】 

[1]本文出自《淮南鸿烈集解·览冥训》，刘文典撰，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西汉刘向校定时名之“淮南”。刘安《淮

南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仿秦吕不韦著《吕氏春秋》集体撰写的一部著作。

刘安是汉武帝刘彻的叔父，刘安撰作《淮南子》的目的是针对初登基帝位的汉武帝刘彻，

反对他所推行政治改革。原书内篇二十一卷，外篇三十三卷，至今存世的只有内篇，“说

林、说山、人闲诸篇多纪古事”。这部书的思想内容接近于道家，同时夹杂着先秦各家

的学说，故《汉书·艺文志》将之列为杂家类。 
女娲氏是五氏之四，和伏羲同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中华大地经过三皇的辛勤努

力，但人们的生活依然艰难。这时，伟大的各种神祇人物应运而生，出现了下列五氏：

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女娲时代，随着人类的繁衍增多，社会开

始动荡了。两个英雄人物，水神共工氏和火神祝融氏在不周山大战，结果共工氏因为大

败而怒撞不周山，引起女娲用五彩石补天。 
[2]复：通“覆”，覆盖。 

[3]爁焱（làn yàn）：形容火势蔓延的样子。 

[4]浩洋：形容水势浩大的样子。息：停止。 

[5]颛（zhuān）：善良的。 

[6]鸷（zhì）鸟：凶猛的鸟。攫：抓捕，扑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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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断：砍断。四极：天的四个角。 

[8]济：救济。翼州：中原大地。 

[9]“积芦灰”句：通过堆积草木灰，来吸收并阻止泛滥横流的洪水。 

[10]平：安定。生：生存繁衍。 

文选二 

夸 父 逐 日[1] 

夸父与日逐走[2]，入日[3]；渴，欲得饮[4]，饮于河、渭[5]；河、渭不足，北饮大泽[6]。

未至[7]，道渴而死[8]。弃其杖，化为邓林[9]。 

【注释】 

[1]本文选自 《山海经·海外北经》，陈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一般认为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物产、巫术、

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有些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单是神话，

而且是远古地理，包括一些海外的山川鸟兽。《山海经》全书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

“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共约 31 000 字，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2]逐走：赛跑。逐：竞争。走：跑。 

[3]入日：追赶到太阳落下的地方。 

[4]欲得饮：很想能够喝水解渴。 

[5]河、渭：黄河、渭水。 

[6]大泽：传说中的大湖，纵横千里，在雁门山北面。 

[7]未至：没有赶到。 

[8]道渴而死：半路上因口渴而死去。 

[9]邓林：桃林。又为地名，位于现大别山附近的河南、湖北和安徽三省交界处。 

文选三 

《诗经》[1]选读 

（一）黍    离[2]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3]。行迈靡靡，中心摇摇[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

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5]！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6]。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注释】 

[1]《诗经》原本叫《诗》，共有诗歌 305 首，因此，又称“诗三百”。《诗经》是中国

最早的诗歌总集，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汉朝毛亨、毛苌曾注释《诗经》，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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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毛诗》。《诗经》中的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其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黄

河流域，西起山西和甘肃东部，北到河北省西南，东至山东，南及江汉流域。 

[2]《黍离》出自《诗经·王风》，《毛序》：“《黍离》，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

于宗周，过故宗廟宮室，尽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后来，

“黍离”便被用做感叹亡国之语。今人多以为是流浪者抒写忧愁之詩。王：王畿之简称，

即东周东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在今河南北部一帶。黍（shǔ）：农作物名，一年生草本作

物，子实称为黍子，去皮后称为黄米，性黏，可用来酿酒。 

[3]离离：形容植物生长茂盛的样子。稷（jì）：农作物名，高粱。王念孙《广雅疏证》：

“稷，今人谓之高粱。” 

[4]行迈：行走不止，远行。靡靡：迟缓的样子。中心：心中。摇摇：心神不宁。 

[5]悠悠：辽阔遥远。《毛传》：“悠悠，远意。” 

[6]噎（yē）：咽喉蔽塞。 

（二）秦风·蒹葭[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2]。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3]。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4]。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5]。所谓伊人，在水之湄[6]。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7]。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8]。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9]。所谓伊人，在水之涘[10]。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11]。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12]。 

【注释】 

[1]《秦风·蒹葭》是《诗经》中历来备受赞赏的一首抒情诗。全篇流溢着诗人对“伊

人”的真诚向往、执著追求以及追寻不得的失望、惆怅心情。意境朦胧、含蓄不尽是这

首诗的主要特点。《毛诗大序》云：“《蒹葭》刺襄公，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也。” 
蒹葭：芦苇。 
[2]伊人：那个人。一方：一边，指对岸。 
[3]溯洄：逆流而上。从：跟踪追寻。阻：难。 
[4]溯游：顺流而下。宛：仿佛。 
[5]凄凄：通“萋萋”，茂盛的样子。晞：干。 
[6]湄：岸边，这里指高岸。 
[7]跻：登高。这里指地势渐高，难以攀登。 
[8]坻：水中小块陆地。 
[9]采采：众多，茂盛。未已：没有全干。 
[10]涘：水边。 
[11]右：迂回曲折。 
[12]沚：水中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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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雅·采薇[1]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2]。曰归曰归[3]，岁亦莫止[3]。靡室靡家[4]，玁狁之故[5]。不遑

启居[6]，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7]。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8]，载饥载渴[9]。我戍未定

[10]，靡使归聘[11]。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12]。曰归曰归，岁亦阳止[13]。王事靡盬[14]，不遑启处[15]。忧心

孔疚[16]，我行不来[17]！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18]。彼路斯何[19]？君子之车[20]。戎车既驾[21]，四牡业业[22]。岂

敢定居？一月三捷。 
驾彼四牡，四牡骙骙[23]。君子所依，小人所腓[24]。四牡翼翼，象弭鱼服[25]。岂不日

戒？玁狁孔棘[26]！ 
昔我往矣[27]，杨柳依依[28]。今我来思，雨雪霏霏[29]。行道迟迟[30]，载渴载饥。我心

伤悲，莫知我哀！ 

【注释】 

[1]《毛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难。

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世说新语·文学》：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薇：豆科野豌豆属的一种，学名救荒野豌豆，现在叫大巢菜，种子、茎、

叶均可食用。 
[2]作：指薇菜冒出地面。止：句末助词。 
[3]曰：句首、句中助词，无实意。莫：通“暮”，也读作“暮”。本文指年末。 
[4]靡（mǐ）室靡家：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靡，无。室，与“家”义同。 
[5]玁（xiǎn）狁（yǔn）：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名。 
[6]遑（huáng）：闲暇。启居：跪、坐，指休息、休整。启，跪、跪坐。居，安坐、

安居。古人席地而坐，两膝着席，危坐时腰部伸直，臀部与足离开；安坐时臀部贴在足

跟上。 
[7]柔：柔嫩。“柔”比“作”更进一步生长，指刚长出来的薇菜柔嫩的样子。 
[8]烈烈：炽烈，形容忧心如焚。 
[9]载（zài）饥载渴：则饥则渴、又饥又渴。载……载……即又……又…… 
[10]戍（shù）：防守，这里指防守的地点。 
[11]聘（pìn）：问，谓问候。 
[12]刚：坚硬。 
[13]阳：农历十月，小阳春季节。 
[14]靡：无。盬（gǔ）：止息，了结。 
[15]启处：休整，休息。 
[16]孔：甚，很。疚：病，苦痛。 
[17]我行不来：我不能回家。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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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常：常棣（棠棣），植物名。 
[19]路：高大的战车。斯何，犹言维何。斯，语气助词，无实义。 
[20]君子：指将帅。 
[21]戎（róng）：车，兵车。 
[22]牡（mǔ）：雄马。业业：高大的样子。 
[23]骙（kuí）：雄强，威武。这里的骙骙是指马强壮的意思。 
[24]小人：指士兵。腓（féi）：庇护，掩护。 
[25]弭（mǐ）：弓的一种，其两端饰以骨角。象弭，以象牙装饰弓端的弭。鱼服，鱼

皮制的箭袋。 
[26]棘（jí）：急。孔棘，很紧急。 
[27]昔：从前，文中指出征时。 
[28]依依：形容柳丝轻柔、随风摇曳的样子。 
[29]霏（fēi）霏：雪花纷落的样子。 
[30]迟迟：迟缓的样子。 

（四）卫风·木瓜[1] 

投我以木瓜[2]，报之以琼琚[3]。匪报也[3]，永以为好也[4]。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注释】 

[1]《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

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 
[2]投：投赠，赠送。 
[2]琼：赤色玉；亦泛指美玉。琚（jū 居）：玉佩。琼瑶：美玉。玖（jiǔ）：黑色的玉。

按：三章中“琼琚”、“琼瑶”、“琼玖”皆泛指美玉，变换是为了谐韵。 
[3]匪报也：（美玉）哪能算回报。匪，通“非”。 
[4]好：相爱。 

（五）墉风·载驰[1] 

载驰载驱[2]，归唁卫侯。驱马悠悠[3]，言至于漕[4]。大夫跋涉[5]，我心则忧。 
既不我嘉[6]，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7]。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尔不臧，

我思不閟[8]。 
陟彼阿丘[9]，言采其蝱[10]。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11]。控于大邦，谁因谁极[12]？ 
大夫君子，无我有尤[13]。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注释】 

[1]《毛诗序》云：“《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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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

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许穆夫人是卫宣姜之女，嫁于许。周惠王十七年

（公元前660年），卫为狄人所灭，宋桓公迎卫遗民渡过黄河，立卫戴公（许穆夫人之兄）

于漕邑（卫邑，今河南滑县）。事见《左传·闵公二年》。 
[2]载：乃也。 
[3]悠悠：遥远貌。 
[4]言：句首助词。 
[5]大夫：许国大夫。为劝阻许穆夫人返卫而赶来。 
[6]既不我嘉：即既不嘉我。既，尽管；嘉，赞许。《礼记·杂礼》：“妇人非三年

之丧，不逾封而吊。”据此，许穆夫人归卫之举非礼。 
[7]远：迂阔。 
[8] ：壅蔽。 
[9]阿丘：丘之一面偏高者。 
[10]蝱：通“莔”，即贝母，一种药用植物，古人以为可以治忧闷之疾。 
[11]芃芃：茂盛貌。 
[12]因：亲近。极：至。 
[13]无我有尤：即无有尤我。有，语助词。 

（六）邶风·击鼓[1] 

击鼓其镗[2]，踊跃用兵[3]。土国城漕[4]，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5]，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6]？爰丧其马[7]？于以求之[8]？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9]，与子成说[10]。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11]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12]，不我信兮。 

【注释】 

[1]邶（bèi）风：周灭殷商后，周武王“以商治商”，封纣王之子武庚于今汤阴县城

邶城村，号邶国。《诗经》中的《邶风》即为产生、采集、流传于邶国大地的古老而至今

仍荡人心弦的诗篇。 
[2]镗（tánɡ）：鼓声。其镗，即“镗镗”。 
[3]踊跃：双声联绵词，意思为鼓舞。兵：武器，刀枪之类。 
[4]土国：在国都服役。漕：城池名。 
[5]孙子仲：即公孙文仲，字子仲，邶国将领。 
[6]爰（yuán）：句首语气词，无实际意义。爰居爰处：（我却）身在何方，身处何地？ 
[7]丧：丧失，此处言跑失。 
[8]于以：于何，意为到哪里。求：寻觅。 
[9]契阔：聚散。契，合；阔，离。 
[10]成说：誓约。 
[11]于嗟：即“吁嗟”，指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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