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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是上海传统的 !四大名校"之一#

地处宝山区高境镇$其地因庙而得名#据民国时期 %江湾里志&

记载'高境庙$在镇东北殷九图#祀汉陈曲逆侯$"该庙始建于

元朝末年#原在吉浦河东侧#文革时因河流改道而划入校内$

庙毁于文革时期#今为学校花园 !仰晖园"$陈曲逆侯即汉朝开

国功臣陈平#被封为曲逆侯#曾 !六出奇计"助刘邦夺取天下$

司马迁 %史记&称其人 !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

患$"正是在这样一位杰出历史人物的庙墟之上#交大附中走过

了六十多载的风雨历程$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交大附中就以其优秀的理科教学

而闻名沪上#特别是物理学科在当时独树一帜#成为该校的品

牌和特色$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校一方面继续巩固理科的优势

地位#一方面也逐渐重视文科的建设和发展$近几年来#该校

文(史学科的高考成绩始终在区内名列前茅#学生在上海市中

学生作文竞赛(中学生古诗文阅读大赛以及上海市青少年科创

大赛 )社会科学*中也屡创佳绩#我想这与其 !文化立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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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策有直接联系$在学校新一轮的发展规划中#徐向东校

长明确提出 !要通过文化建设丰实办学内涵"的教育理念$他

认为'!学校文化综合体现着一所学校的办学品质和学校成员的

发展状态#因此#要创生卓越品质#我们需要将文化立校作为

一条重要的发展策略$"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套 %中华文化与中

华经典&丛书#就是学校为配合开展中学文化课程系列而精心

打造的校本教材$

该丛书紧扣中华文化与中华经典的核心内容#即以经(史(

子(集为分类传统的 !四部文明"#旨在引导学生阅读经典#培

养兴趣#感知文化#陶冶身心$经部主要是儒家经典著作#如

!四书五经"之类+史部主要收录历史以及政治(地理等方面的

著作#如 %史记& %水经注&等+子部涵盖了哲学(军事(天

文(数学(医学(农业(艺术(工商等各方面的内容#如 %老

子&%庄子&等+集部主要收录总集(别集及其他各种文学作

品$由此可见#!四部文明"不仅仅只是文学和历史#它包含了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甚至还涉及自然科学$与此

相应的是#本丛书也分为四册#曰'中华典故#曰'唐诗宋词拾

趣#曰'前秦诸子导读#曰'四部经典导读$典故大多出自经(

史(子三部#而诗词则是集部之精粹$因此#从读者的角度而

言#学习典故可以夯实基础#阅读诗词可以激发兴趣#而诸子

导读和四部经典的选读则是拓展与延伸#四册读本俨然形成了

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四部典籍基本上都是古代文言著作#

考虑到学生的语言阅读能力#本丛书所选主要以古文和诗词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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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并配以相应的注解和译文$因为古诗文不仅是高中语文的

基本教学内容#而且代表了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

因$我们现在一说话就蹦出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小时候记下的$

语文课应该学古诗文经典#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

下去$"

!百年大计#请从文化始$"我相信#这一套丛书的出版#

必将对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文科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也将

对学生的文化教育和学校的文化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有效作用$

故乐为之序$

彭国忠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6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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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作品中使用典故!以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古人称之为 "用典#!也叫作 "用事#$南朝钟嵘 %诗品&云'

至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上海市高级中学的 %语文学

科教学基本要求&对 "用典#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理解典故

需要把握两点'一是典故本身的内容!二是典故在一定语境中

的表达作用$#! 而在上海市二期课改的语文教材中!也不乏一

些以用典见长的文学作品$其中!既有如辛弃疾 %永遇乐)京

口北固亭怀古&这样的古典诗词!也有像鲁迅 %为了忘却的纪

念&这样的现代散文$因此!在高考中也经常会出现与典故相

关的题目!比如上海高考语文卷中就考到了王维 %晚春严少尹

与诸公见过&诗中用典的情况$由此可见!用典不仅是文学作

品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也是高中语文学习和考查的重要知识

技能$

!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编 %上海市高级中学语文学科教学基本要求 *试用

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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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典故( 如何通过阅读来积累典故(

又应该如何来理解文学作品中使用的典故( 甚至如何在自己的

写作中融入典故( 张林老师编写的这本 %中华典故&!对于高中

生学习典故和阅读典故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本书对于典故的定义,类别,来源,分类等均有简明的理

论阐述!同时又从器物文化,精神追求,起名艺术,典章制度

等角度分类解析了中华传统典故共计二百余则!并对昭君出

塞,女娲补天,勒石燕然等著名典故进行深入研究!考知流

变!体现了一定的学术思考和研究价值$作为 %中华文化与中

华经典&书系之一!本书紧扣 "经典#和 "文化#这两大主

题!在内容和结构的安排上独具匠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

方面'

*!+根植经典$什么是典故( 用国学大师启功先生的话来

说!"典故一词!本是指 -书中的故事.$后来借用它来比喻,

说明另一个问题或论点!被借用来的故事因出于典籍!所以叫

做 -典故.$#*启功 %比喻与用典&+所以!典故并不是一个单

纯的词语或符号!它所牵连的可能是一段文字,一篇文章!

甚至是一部典籍$因此!准确还原典故的原始出处就显得十

分必要$本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准确地提供了每一个典故的

出处和原文!使读者能够尽量接近典故的历史语境!从而更

加深刻地理解典故的内涵和意义$这其实是在提倡一种阅读

习惯!即阅读原典的传统$在这个 "复制粘贴#的信息时代!

我们接收获取的已不再是原始信息!而是经过别人加工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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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后的二手甚至三手信息$我们的阅读也呈现出这样的

"快餐#趋势!不再热衷于原典!而是被 %""说唐诗& %"

"读本&这样的改编本所替代$这样的后果就是 "只知其一

而不知其二#!或者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本书对于每

一个典故的出处!先出具原文!再加以翻译或简介!这样不仅

提供了原汁原味的经典文本!而且可以帮助不同文化水平的读

者理解典故和原文$这其实就是在引导学生多读原文!多读经

典$读者如能坚持下来!认真阅读每一条典故出处!不仅有助

于典故的理解!对于文言文的阅读能力也会有一定的提升$作

家王蒙曾提倡经典阅读!提倡读一些不完全懂的书!本书思路

可谓与之不谋而合$

*#+传播文化$本书的性质并不是语言类工具书!而是通

过典故的学习来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典

故反映中华的器物文化!我们可透过典故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探

究古人的服饰,饮食,建筑以及器物等!进而探求古人的生活

方式和生活内容$#其实!书中典故所涉及的岂止器物文化!

凡举人名地名,典章制度,文学艺术等都与典故有关$在教育

部公布的 %#$!%年普通高考考试大纲修订内容&中!语文学科

在 "古诗文阅读#部分增加了 "了解并掌握常见的古代文化常

识#这一新的要求$阅读典故!无疑是学习古代文化知识的一

种有效途径$比如书中所举的 "卧冰求鲤#"举案齐眉#"破镜

重圆#等典故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家庭伦理!又如 "兰亭会#

"鲈鱼鲙#"陈蕃室#等典故则与古人的饮食起居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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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言简意赅!往往是几个字的成语或俗语!但其所蕴藏的文

化内涵却是极为丰富的$如能熟读记诵书中这二百多个典故!

对于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并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也是大有帮

助的$

*&+回归育人$古人认为人生有 "三不朽#'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左

传)襄公二十四年&+相对于建功立业和著书立说!古人认为道

德的树立显得更为重要$本书编者不仅是语文教师!而且长期

承担校学生处的工作!在教育工作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宝贵

经验!本书是他通过传统文化来践行育人工作的进一步探索!

即通过典故的学习来引导育人工作$因此!本书专门辟出章节

来讨论中华典故与精神追求!如淡泊名利,忠君爱国,诚实守

信,坚守气节,雄心壮志//这些中华传统美德与历史典故的

有机结合!避免了古板的道德说教!取之以鲜活的人物事件!

显然更容易为学生所接受$交大附中作为上海市中小学骨干教

师德育实训基地!始终坚持文化育人的德育理念!即利用一切

有效的文化资源!借助文化独特的育人功能!通过学生对文化

教育资源的有效吸收和文化教育活动的有效体验!唤醒学生主

体道德成长的主观能动性$%周易)贲卦&云'刚柔交错!天文

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0观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文化的力量如此之大!其感化和教育的功能可见

一斑$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是我的母校!也是我曾经短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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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过的地方$张林老师又是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对我

当时接近文学和日后研究文学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我愿意

再当一次学生来认真拜读老师的这本著作!并向广大读者热

忱推荐$

是为序$

倪春军　教师、 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2016年 10月 19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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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华典故

第一节!典故的定义

!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亲屈至尊&降礼下臣&每赐宴

见&辄兴席改容&中宫亲拜&事过典故'(这是最早出现 %典

故(两字的句子'但这里的 %典故(二字只是 %典章制度(的

意思'!辞海#中对 %典故(的定义$!典制和掌故'"诗文中

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典

故的定义为$%诗文里引用的古书中的故事或词句'(本书所谓

%典故(指 %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

第二节!典故的类别

典故简单的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引用历史故事或者神话传

说&简称为事典)二是引用有来历出处的词语&简称为语典'

事典是指曾经实所发生&能够还原和追溯出典故其人其事&

有着明确的故事性内容结构&并且有着明确出处或记载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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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典指那些并非着重强调其故事性内容结构&而仅是一种

较为单纯的话语引用的典故'

第三节!典故的来源

典故的来源大致有三个'第一&来源于民间故事*民间习

俗*神话传说*历史上的著名事件&或是某个地名等'第二&

来源于一些历史书上或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第三&来源

于佛经*圣经等宗教书上的故事*人物等'

第四节!典故运用的分类

典故在古诗词中的运用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种$明用*

暗用*正用*反用*化用和借用'

!"明用

所谓 %明用(就是借其意而明用之&即对典故进行比较简

单的概括或者引述&读者一看就能明白其中的意思'例如$

! 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

非邪+ ,韩愈 !答李翊书#-

%门墙而不入于其宫(典出于 !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

仞&不得其门而入'韩愈化用此语&意在其下二句$不见宗庙之

美&百官之富'谦言没有学问&此是明典'读者即使不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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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也能知道此处在用典'

"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 !蜀相#-

%出师未捷身先死(明用了诸葛亮最后一次率领大军北伐曹

魏&战争尚未结束&却病死军帐的历史故事'杜甫借诸葛亮对

蜀汉赤胆忠心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故事来抒发自己壮志未

酬的极度苦闷之情'

# 虽隙驷不留&尺波电谢&而秋菊春兰&英华靡绝',刘峻

!重答刘秣陵沼书#-

%隙驷(出于 !墨子"兼爱下#$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

譬之犹驷驰而过隙也'喻时间迅速过去'周振甫 !文章例话"

引用#说$%从字面看 .隙驷/是用典&即明典'(

$ 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李白 !梦游天姥吟留别#-

前一句话明用了谢灵运特制木屐的故事$谢灵运经常游山玩

水&并且特别喜欢到高峻幽深的地方'他为自己特制了一种木

屐&木屐底部装有可以灵巧活动的前后齿&上山时就拆掉前齿&

下山时就拆掉后齿'

#"暗用

所谓 %暗用(就是作者把他想要表达的内心的思想感情暗

藏在他所引用的典故之中&了无痕迹&从字面中看不出典故'

!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白 !春夜洛城闻

笛#-

李白在此处暗用了典故& %折柳(原是指 %折取柳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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