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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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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这个生生不息的伟大民族在创造出辉煌

而灿烂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出博大精深的精神文明，中国

文学则是这精神文明宝库中最可贵的财富之一。

中国文学，群星闪耀、波澜壮阔、气象万千，在绵绵数千年

的中国历史中始终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历朝历代多少迁客骚人，

留下了数量浩繁的瑰丽篇章。有古色斑斓的远古歌谣，富有原始

牧歌风味的《诗经》，热情活泼、充满浪漫情调的楚辞，卓绝古

今，宏伟壮丽的《离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民歌，恢

弘大气、洋洋洒洒的汉赋，幽迷奇绝，幻化无穷的志怪小说，风

神洒落，充满智慧和雅趣的笔记小说，姹紫嫣红、气象不凡、美

不胜收的唐诗，情深、境狭、色艳、意执的宋词，自然、质朴、

生动、尖新的元曲，塑造了鲜明人物，刻画了优美环境，讲述了

惊心动魄故事的明清小说。还有那些如耿耿明星照亮中国文学天

空的杰出作家: 屈原、司马迁、三曹、陶渊明、王孟、高岑、李

白、杜甫、王安石、欧阳修、苏辛、李清照、陆游、关汉卿、王

实甫、马致远、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每一个名字都如雷

贯耳，他们的作品都是旷世佳句，经久传唱不衰。再有那些独特

多样、绚丽多彩、风格各不相同却相互依存的文学流派: “建安



2

七子”、“竹林七贤”、“初唐四杰”、“唐宋八大家”、“宋初三

体”、“江西诗派”、“永嘉四灵”、“江湖诗派”、“元曲四家”、

“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浙西词派”、
“阳羡词派”、“常州词派”、“桐城派”、“苏州派”……这些流

派在中国文学百花园里争奇斗艳，交相辉映。他们的作品为我们

展示了伟大中华民族心灵历史的最精彩部分; 凝聚了不同时代的
精神火花，它将永远留传并陶冶后人的情操。当我们今天去认真

品读这些传世佳作时，实际是与世界上最伟大的大文人进行了一
场场精彩的心灵对话。她为我们提供的不仅是艺术审美的享受，

我们更从中获得智慧的启迪和精神的滋养。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中文类专业历史最悠久的核心课程之
一，也是传统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课程的之一。其主要内容是讲

授中国两千多年来文学发展的历史、历代重要的作家作品以及重

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知识。有鉴于现在许多学生在学习 “中国
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时候只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忽视作品的

阅读、理解与赏析，造成了重流轻源、舍本逐末的后果，违背了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规律，使得 “中国古代文学史”

课成了“空中楼阁”。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失; 也为了提高学生

阅读、分析、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更为了培养学生的文学修
养、提升审美能力，启迪文学艺术灵感，我们在前辈、名师的鼓

励和指导下，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秉着严肃认真、专心致

志的态度，编著了这本 《( 新编)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这
本书有着鲜明的特点:

首先是体例明晰。该书以时代先后为序，编选作家、作品，

细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

朝”、“元朝”、“明朝”、“清朝”几个时期来分析讲解作品; 每

个时期又以代表作家为中心来介绍相关作家群体，其内容包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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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生平简介”和“作品选读”两个部分; 每一篇作品又包括
“注释”和“简析”两个部分，做到了如网花纲，有条不紊。

其二是重点突出，几千年的中国古代作品浩如烟海，不可能
一一列举，更不可能逐一分析，故我们根据 “中国古代文学史”

课程教学的需要和教学大纲的要求，侧重选了每个时代最优秀的

作家的最典型的作品，这便于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去粗取精、拨冗
举要。

其三是注释新颖。当前已出版的古籍注释多采用页注、尾
注、篇注、旁批等方式，本书采用了 “句注”这种新的注释形

式，使阅读更加方便; 在注释中，我们始终坚持通俗、准确、详

实、清晰的原则，对难懂的词语进行了古今对译; 对古奥的句子
进行了详细解析; 对难字、僻字一律采用现代拼音注音，以方便

读者认读和理解作品。

其四是作品简析全面精练。作品的简析包含 “写作背景”、
“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名人评介”几个方面的内容，尽

可能为读者理解作品内容，把握作品思想，体悟作家感情，分析
作品艺术风格提供方便。

其五，在讲解每一个朝代作品前都简要地对该朝代的文学发

展轨迹进行了概括的介绍，这有利于学生在阅读作品的时候把握
该时期文学之全豹。

该书从酝酿、策划、编写、校对到付梓，历时两年有余，四

川大学锦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严廷德教授学识渊博、古文
功力深厚，为该书的编写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和具体的要求，书稿

完成后又不辞辛劳地审订，为该书的顺利完稿提供了先决条件。

学院喻克明老师、蒋涛老师、靳丹老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为

该书的编撰费心劳力; 四川大学出版社副总编李航星教授、曾春

宁主任为该书的顺利出版提供了切实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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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著者才疏学浅、水平有限，书中的错

误疏漏一定不少，恳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董小伟

2012年仲夏于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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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学概述

中国文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先秦文学为其源头。所谓
“先秦”，即秦朝统一之前，通常是指从盘古 “开天辟地”以来
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前止。它包括了原始社会时代、奴隶社会时代
和基本形成的封建社会时代。先秦文学主要有诗歌、神话、散文
三种文学样式。

诗歌是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被称为 “中国文学之母”。应
该说，自人类有了语言，诗歌便产生了。《诗经》为我国古代第
一部诗歌总集，原称 《诗》，或称 《诗三百》，共收录诗歌 311
篇 ( 其中 6 篇有目而无辞，实际只有 305 篇) ，编订于春秋时
代。《诗经》按照音乐特点可以划分为 “风”、“雅”、“颂”，其
中“风”为“十五国风”，指“风土之音”; “雅”，又分为 《大
雅》、《小雅》，指宫廷和贵族所享乐歌为正声; “颂”，是指用于
朝廷、宗庙祭神祭祖的乐章，起着歌功颂德的作用。 “赋”、
“比”、“兴”是《诗经》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赋”主要指直
叙其事，平铺直叙、铺叙、白描的描写表现手法; “比”主要指
比喻; “兴”指托物言志。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南方作家的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中国诗歌史上树立的一座新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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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创作了不朽的
作品——— 《离骚》，表达、表现了其 “存君兴国”的美政思想，
深沉执著的爱国感情，以及放言无忌的批判精神和 “独立不迁”
的高峻人格。

神话是古代人民以不自觉的艺术方式集体口头创作的神异故
事，是对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曲折反映和超现实的形象描述，
表现了远古初民的原始理解力，是借想象以征服自然力并使之形
象化的艺术结晶。我国古代神话丰富多彩，只因年久散失，未能
系统、完整保存下来。今天人们看到的一些神话零星片断，散见
于《山海经》、《淮南子》、《列子》、《穆天子传》等古籍中。神
话大致可以分类为: 自然神话，如 《夸父逐日》、《精卫填海》;
创世神话，如《盘古开天辟地》、 《女娲造人》; 英雄神话，如
《鲧禹治水》、 《后羿射日》; 传奇神话，如 《吐丝女》、 《长臂
国》……

先秦散文可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历史散文，是指以叙述历史故事为主的散文。其代表作有:

《尚书》，其字面意义是“上古之书”，是我国第一部古典散文集
和最早的历史文献选辑; 《春秋》，是我国现存编年体断代简史;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
事详赡、完整的编年史，也是优秀散文的典范; 《战国策》，既
称战国 “杂史”，又号 “纵横家言”，不仅是重要的历史著作，
而且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

诸子散文，是以议论为主，有较深哲理的散文。其代表作有
记录孔子及其门人弟子言行的 《论语》，老聃的 《老子》，墨翟
的《墨子》，孟轲的 《孟子》，庄周的 《庄子》，荀卿的 《荀
子》，韩非的《韩非子》等。

总之，先秦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它为我
国封建社会文学的长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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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话

【神话简介】
神话是远古时期一种原始的口头文学样式，是社会生产力水

平极其低下的历史时期的产物，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源
头。神话通过洋溢的激情、神奇的想象、瑰丽的幻想，反映出远
古人类对于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表达了原始人类渴望认识自
然、改造自然的意愿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古代神话丰富多
彩，有自然神话、创世神话、英雄神话、传奇神话等，但因年代
久远，很多都没有系统，也没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在能见到的神
话大都源于后世的传闻，散见于 《山海经》、 《淮南子》、 《列
子》、《庄子》、 《楚辞》等古籍中。原始神话中比较著名的有
《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后羿射日》、《鲧禹
治水》等。

《精卫填海》

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 1)，有鸟焉，其状如乌( 2)，
( 1) 柘 ( zhè) 木: 柘树，桑树。( 2) 乌: 乌鸦。

文首( 3)，白喙( 4)，赤足，名曰 “精卫”，其鸣自詨( 5)。
( 3) 文首: 头有花纹。文: “纹”之古字。 ( 4) 喙 ( huì) : 鸟兽的嘴。 ( 5) 自詨

( xiāo) : 自己叫自己。

是炎帝之少女( 6)，名曰 “女娃”。
( 6) 少女: 小女儿。

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
木石，以堙( 7) 于东海。
( 7) 堙 ( yīn) : 填塞。

《山海经·北山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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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
《山海经》是先秦古籍，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

理书。在众多保存有原始神话的文献典籍中，《山海经》资料最
为丰富。这是一则十分神奇，美丽而动人的神话。这则神话讲的
是溺海而死的少女化而为鸟，用叼衔木石填塞大海的行动来向大
海复仇的悲壮故事。精卫的坚毅不屈、勤奋不息表现了远古人类
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和坚定意志。

《夸父逐日》

夸父与日逐走( 1)，入日( 2)，渴，欲得饮，饮于河、
( 1) 逐走: 竞走，追赶。( 2) 入日: 追到太阳下落的地方。

渭( 3)。河、渭不足，北饮大泽( 4)，未至，道渴而死( 5)。
( 3) 河、渭: 黄河、渭水。( 4) 大泽: 传说中的大湖。( 5) 道渴而死: 在半路上口
渴而死。道，名词作状语，在路上。

弃其杖( 6)，化为邓林( 7)。
( 6) 杖: 手杖。( 7) 邓林: 桃林。

《山海经·海外西经》

【简析】
夸父是神话中理想的巨神形象，他力大无穷，奔跑神速，为

追赶太阳，渴死在求水路上，他的血肉沁润木杖，化成桃林。这
一故事的涵义十分丰富，追赶太阳的原因、目的和意义以及最后
杖化桃林的幻想，都值得细细寻味。总之，我们可以从夸父身上
看到先民们乐于探索、勤于奋斗和勇于牺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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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补天》

往古之时，四极废( 1)，九州岛裂( 2)，天不兼覆( 3)，
( 1) 四极废: 四方支撑天的梁柱毁坏。( 2) 九州岛裂: 九州岛大地塌陷崩裂。

( 3) 天不兼覆: 天不能完全覆盖大地。

地不周载( 4)，火爁焱( 5) 而不灭，水浩洋( 6) 而不息，猛
兽
( 4) 地不周载: 大地不能 ( 把万物) 完全承载。 ( 5) 爁焱 ( làn yàn) : 大火燃烧蔓
延的样子。( 6) 浩洋: 洪水盛大的样子。

食颛民( 7)，鸷鸟攫老弱( 8)。
( 7) 颛 ( zhuān) 民: 善良的人们。(8 ) “鸷鸟”句: 意谓猛禽 ( 用爪子) 抓取年老
体弱的人们。

于是，女娲( 9) 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 10) 以立
四

( 9) 女娲: 传说中的女神名，与伏羲、神农合称“三皇”。 ( 10) 鳌 ( áo)
足: 巨龟的足。

极，杀黑龙( 11) 以济冀州，积芦灰( 12) 以止淫水( 13)。苍
天
( 11) 黑龙: 神话中的洪水神。( 12) 芦灰: 芦苇烧成的灰。( 13) 淫水: 过多的水，
大水，此指洪水。

补，四极正; 淫水涸( 14)，冀州平; 狡虫( 15) 死，颛民
生。
( 14) 涸 ( hé) : 干枯。( 15) 狡虫: 指害人的凶兽猛禽。

《淮南子·览冥训》

【简析】
《淮南子》又名 《淮南鸿烈》、《刘安子》，是我国西汉时期

的一部论文集，由淮南王刘安主持撰写，因而得名。该书在继承
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综合了诸子百家学说中的精华部分。本
文以想象与幻想的形式叙述并赞美了女娲的丰功伟绩———炼石补
天、断鳌足支撑天地、熄灭大火、消除洪水、杀死猛兽恶禽，最
终让人们得以生存下来。这则神话的出现可能与远古时期曾发生
过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灾害以后人们重建家园的活动有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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