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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目”，适当补充了中国诗歌史、散文史上的名家名篇，依照

教育部确定的中小学阶段应该掌握的诗文难易程度，并参照

作者年代先后顺序按照“小学编”“初中编”“高中编”的次

序予以排定，以期在不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基础上宏观准确

地勾勒出中国古典诗歌散文的概貌。同时，辅之以当代书法

名家的艺术演绎，使读者在体悟诗歌意境之美、炼字之美的

同时品味书法气韵之美、字体之美，更加形象直观地感受中

华文化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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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永龙（1943.6— ），

广西荔浦人。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

字学（含书法）教授，博士生导师，

艺术与传媒学院美术与书法系原主

任，书法专业学术带头人。方正启

体作者。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

北京书法家协会艺术顾问，清华大

学百年树人文化促进基金、清华校

友总会文化艺术工作坊特聘公益书法艺术名家。

秦永龙先生长期从事古代汉语、汉语文字学和中国书法学的教学与研究。

著有《西周金文选注》《书法常识》（合著）《书法精品》《楷书指要》《汉

字书法通解（行草）》《书法》（合著）等。书法师承启功先生，精于楷、行、

草，兼通篆、隶。对历代重要的碑帖作过广泛的临摹与研究，善于博采众长、

融会贯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作品多

次参加国内外的大型书展，广为报刊征用和公私收藏。所书写的“方正启体”

行楷字模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应用。为弘扬中国的汉字和汉字书法文化，

曾应邀赴韩国、美国的多所大学讲学和演示。

2007 年 7 月，秦永龙先生捐献人民币 30 万元，以启功先生书斋“坚净居”

为名设立“坚净奖学金”，用以奖励北京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品学兼优的学生。

在启功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设立这一奖学金，不仅是为了向恩师启功先生

表达敬意，而且希望新一代书法艺术传承者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启功先生的学

术精神，勤勉努力，发愤图强，积极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秦永龙先生热心公益文化传播事业，2011 年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

秦永龙先生与欧阳中石、沈鹏、金庸、莫言等著名书画及文化艺术名家一起参

加了 “清华大学百年树人名家主题书法艺术作品创作展示活动”，并以捐助

作品的形式支持清华大学文化建设，秦永龙先生同时也是“清华大学继续教育

文库（传统文化艺术卷）丛书系列创作出版活动”的文化艺术顾问、主创嘉宾。

书法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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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宝剑，北京师范

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教

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出 生 于 河 北 宣 化。 毕

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获文艺学专业博士学位。毕

业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书法专

业做博士后研究，之后留校

任教。致力于美学和书法史

论的研究，著有《玄理与书

道—— 一种对魏晋南北朝书法与书论的解读》。书法作品被北京人民大

会堂、中央档案馆等机构收藏，出版有《北京师范大学书法专业教师作品

集·邓宝剑卷》。

邓宝剑老师热心公益文化传播事业，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曾与

欧阳中石、沈鹏、李铎、金庸、冯其庸、莫言等文化艺术名家一起，应邀

参加了“清华大学百年树人名家主题书法艺术作品创作展示活动”，并以

捐助作品的形式支持清华大学文化建设，为清华大学百年树人文化促进基

金、清华校友总会文化艺术工作坊特聘公益书法艺术名家， 同时也是“清

华大学继续教育文库（传统文化艺术卷）丛书系列创作出版活动”的主创

嘉宾。



沈莉， 女，1955 年

生于北京。毕业于首都师范

大学书法本科和书法研究生

主要课程班。现为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北京书法家协

会理事，金帆书画院朝阳分

院副院长，北京朝阳区书法

家协会主席，北京朝阳区青

少年活动中心书法学校校长。

其作品刊入《北京书法书鉴》《国际书画作品集》《第七届、第八届

全国中青展作品集》《第八届全国书法大赛作品集》《中国书法协会第二

届德艺双馨会员作品集》《首届兰亭奖作品集》。《北京书法报》《北京

娱乐信报》《羲之书画报》均刊载过专题介绍文章。作品被中国美术馆、

抗日战争纪念馆、日本成田山美术馆收藏。培养的学生在国际、国家级、

市级书法比赛中有 2000 余人获奖。

沈莉老师热心公益文化传播事业，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曾与欧

阳中石、沈鹏、李铎、金庸、冯其庸、莫言等文化艺术名家一起，应邀参

加了“清华大学百年树人名家主题书法艺术作品创作展示活动”，并以捐

助作品的形式支持清华大学文化建设，为清华大学百年树人文化促进基金、

清华校友总会文化艺术工作坊特聘公益书法艺术名家， 同时也是“清华

大学继续教育文库（传统文化艺术卷）丛书系列创作出版活动”的主创嘉宾。



张梦龙（1953— ），生

于贵州铜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贵州铜仁地区书协名誉主席，第

六届贵州省文联委员。曾任贵州

铜仁地区书协第二、三、四届主席，

清华大学百年树人文化促进基金

发起人、荣誉理事，清华大学百年

树人文化促进基金、清华校友总

会文化艺术工作坊特聘公益书法艺

术名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张梦龙

先生的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及省、

区各类书法展并屡获大奖；其作品

被社会各界广泛收藏，并与沈鹏先

生等名家的作品一起被用于文化场

馆、旅游景区、商号店铺的牌匾碑帖；

其作品曾入编《中国当代书法家大词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等典籍，

是清华大学传统文化艺术丛书《中华楹联精选》等书的书法作者。

张梦龙先生热心公益文化传播事业。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曾与

欧阳中石、沈鹏、李铎、金庸、冯其庸、莫言等文化艺术名家一起，应邀参

加了“清华大学百年树人名家主题书法艺术作品创作展示活动”，并以捐助

作品的形式支持清华大学文化建设。张梦龙先生同时也是“清华大学继续教

育文库（传统文化艺术卷）丛书系列创作出版活动”的主创嘉宾。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文库（传统文化艺术卷）系列丛书出版活动，是清华大

学百年校庆“百年树人名家主题文化艺术作品创作展示交流活动”的延续，由

清华校友总会、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等联合主办，由

清华校友总会文化艺术工作坊、北京百年厚德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承办，出

版活动得到了来自中央文史馆、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清华大学

国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高等文化研究中心等机构和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大

力支持。该丛书包括 ：

系列一 ：照耀人类灵魂的经典（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系列）

系列二 ：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家园（华夏名胜古迹系列）

系列三 ：全世界最美丽的作品（中华传统诗词文赋系列）

系列四 ：清华园里读国学（经典诵读多媒体音像系列）

系列五 ：在清华园，讲述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国学文化素养系列）

系列六 ：清华公益书画艺术名家主题文化作品集系列

以上系列一至三为书法艺术卷，由清华、北大知名专家学者领衔，分别从“四

书五经”、《金刚经》《道德经》等儒释道传统文化核心经典中，从四大书院、大

儒故居、古代官衙、商号大院、三清福地、十方丛林等文化名胜古迹中，从唐

诗、宋词、清对联、元典成语、格言散文等传统诗词文赋中，撷取精华、解惑

释义，同时定向邀请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书法教育家、德艺双馨的文化艺术名

文化经典·传统丹青·名家释义·公益传播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文库（传统文化艺术卷）出版活动简介

（代总序）



流以及社会各界实力派爱心公益书画名家

创作墨宝 ；系列四“清华园里读国学”（经

典诵读多媒体音像系列），选取《论语》《孟

子》《大学》《中庸》《道德经》《金刚经》

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经典以及“孝弟

三百千”等蒙学名篇，由专家精要注音注

解，邀请具有崇高国学情怀的朗诵艺术名

家、播音主持名人、国学文化名师以及来

自清华、北大等高校的有朗诵专长的师生、

校友、国学艺术社团成员等担纲诵读。文

化经典、传统丹青、名家释义、公益传播

四位一体是本丛书的突出特色。

作为清华师生校友、继续教育学员课

程辅助教材，本丛书将向海内外公开发行，

并由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百年树人文化促

进基金监督，携手社会各界爱心组织和个

人，以公益捐赠助印、艺术品收藏或冠名

传播等形式，向清华等高校学生及全国中小学，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校

定向赠送 ；在丛书出版的同时，作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校友总会文化

艺术工作坊、清华大学团委国学经典文化传播协会还将联合清华大学文科图书

馆、校内学生社团及广大师生、校友，发起组织“清华大学公益艺术名家主题

文化作品展览”“国学经典诵读交流比赛”“清华学堂传统文化名家大讲堂”等

系列文化传播活动。

以书画等艺术形式，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文库（传统文化艺术卷）系列丛书出版活动不变的宗旨。

                                                                                            丛书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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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杨汝清（杭之）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诗歌寄托了中华民族的精魂，传承了中

华文化的命脉。《尚书·虞书》记载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

律和声。”“诗言志”是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特征与传统。《诗·大

序》对这一传统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

心为志，发言为诗。”简而言之，诗歌是内心思想的抒写和表达。

宋代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也写道 ：“诗者，吟咏性情也。”同

样强调诗歌是用来抒发思想感情的。无论《诗经》所反映的现实

世界风土人情与世道人伦，还是屈原在《离骚》中抒发的诗人内

心忧愁幽思与胸怀抱负，都不离于“诗言志”的传统。

早期的诗歌是与音乐、舞蹈合而为一的。比如《诗经》“三颂”

中所记载的诗文，在宗庙祭祀过程中要通过歌咏的方式并配合庄

严肃穆的舞蹈对天地先祖进行赞美。首先，诗与歌密不可分，《尚

书·虞书》所记载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就明

确了诗歌与声律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诗·大序》中还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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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表达的是思想和性

情，这种表达最常见的形式是击节吟哦、一唱三叹 ；进而是放声

歌唱、手舞足蹈。这种形式在后世的文人雅集、诗酒唱和中十分

常见，并进而演化出乐工、乐府等专业的人员和机构负责歌舞的

创作与表演。这种风气到唐宋以后尤甚。唐代薛用弱在其《集异记》

中所记载的王之涣、王昌龄、高适“旗亭画壁”之事可见其一斑。

直到五代出现了词，元代出现了散曲小令，作为诗歌的延伸，承

载了表演与娱乐的功能，诗歌与音乐舞蹈的关系才渐渐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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