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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既是一本富于创意的高等学校语文教材，也是一本颇有价值的中外文学简明读本。
编选着眼于高等学校人文教育的需要，紧密联系高等学校语文教学的实际，采用文史脉络与体裁块面相

融合的体例，系统而允当地向教学对象推介了古今中外有定评的文学精品。总体分中国文学（主体）、外国文
学（附属）两大块，中国文学分先秦诗文、汉魏六朝诗文、唐五代诗歌、唐宋散文、宋元词曲、明清诗文、唐至清小
说、现当代诗歌、现当代散文、现当代小说十个单元，体现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发展观。外国文学分
外国诗歌、外国散文、外国小说三个单元，展示了异域文学各类体裁创作的大体风貌。每单元前为文史概况，
后为作品选萃，每篇作品的品赏文字既具提示性，又具可读性，是体现本书编者心智和才情的一大亮点。

这本教材编排科学合理，整体脉络清晰，选文独具只眼，解说精切新颖，既便于教学，又易于自学，不仅可
供不同类型高校非中文专业语文课程教学使用，而且可供广大文学爱好者作文学鉴赏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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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初，诗人苏曼殊说过一句也许偏激的话：一个人，三十岁还没读 《离骚》，是该
死的。有多少国人三十岁以前乃至终生没有读过 《离骚》，如果作一统计，那数目肯定吓人。
我们所处的时代，既让人感奋，又让人叹惋：一面是现代科学昌明，一面是人文精神衰落。

人文精神的衰落，势必导致时代的野蛮。挽救人文精神的衰落，关系到整个人类文明的
命运。作为高等学府，即便是以理工科为主的高等学府，高扬人文旗帜，力行人文教育，责
无旁贷！任重道远！所幸，这一点已经得到高等教育界的广泛认同，大学语文课的普遍开设
就是一个明证。

不过，还有些难以尽如人意的地方。一是大学语文在某些学校实质上被边缘化，二是大
学语文教材建设不能完全适应教学的需要。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有待于相关学校决策层观念
的深度转变；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则要靠我们每一个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的人投注学科建设的
热情。本此一念，我们———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武汉工业学院、武汉东湖学院、武汉生
物工程学院、武汉纺织大学、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六校的部分文科教师———不揣谫陋，编
写了这本 《大学语文新编》。

“新编”之 “新”主要是 “新出”之意，当然，我们也试图使这本教材尽可能具有 “新”
的品质，至少在难以避免的 “大同”中体现蕴涵创意的 “小异”。这本教材有哪些 “小异”
呢？概而言之，有以下几点。

在教材定位上，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文学选本 （大学语文课，理应视为非中文专业的文学
课）。就目前情况来看，各院校大学语文课时极为有限，因而要求大学语文课本承载大学全
部人文教育的使命，在客观上显然不可能。诚然，非文学的文化经典重要，非文学的实用文
体重要，各文体的写作知识也重要……但把这诸多 “重要”的东西塞进一只容量有限的
“筐”里，又显然是不妥的，任何教材都应该保持相当的纯度，而不应该是那种 “百宝箱”
式的文化大杂烩。与其面面俱到，不如守根固本，文学即是大学语文之 “根本”！

在编排体例上，作为主体部分的中国古代文学，既不全然以历史为线分段编排 （其弊是
易造成单元体裁混乱错杂），也不通体按体裁类型分块编排 （其弊是文章彼此时间跨度过
大），而是融合两者之长，把文史脉络与体裁块面较为科学地结合起来，使教材既具宏观的
系统性，又具微观的单纯性。教学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单元文章产生时代相近且体裁尽量统



一，教学才易于进行并可望取得最佳效果。我们相信这种两头兼顾的编选方式，既便于学生
整体把握文史发展轮廓，又便于他们相对集中地比较鉴赏同类作品。

在入选编目上，有这样几点值得提及：一是编选范围大，既重视母语文学，又重视异域
文学，外国作品入选的数量和覆盖面已超过了我们目前所见过的任何同类教材；二是选一流
作品，处于某种文体雏形状态的作品，即使地位如何重要也不选，如诗歌不选远古歌谣，散
文不选殷盘周诰，小说不选志怪志人；三是力避重复，凡是中学语文统编教材上出现过的作
品一般不选 （极少数除外），同时，不重复选同一作家 （即使顶尖级的多面手作家）不同体
裁作品，以使选本尽可能容纳更多的 “新面目”。

在解说文字上，注重审美性和可读性。我们致力于从审美的角度来品味古今中外文学精
品，力求贴近文本实际，道出作品的情韵美、结构美和文辞美，以使学生真正领受到文学之
美的熏染，有效提高审美情趣和文学修养。内中短评多为编者沉潜文本细嚼深味的真切心
得，同时融会了前修今贤含英咀华的宝贵创获，虽不能说篇篇都无可挑剔，但绝不会给人似
曾相识之感。所有短文以１　２００字为度，应该说是最佳选择，过短信息容量不够，而过长则
令人生厌。我们期待本书能满足教学和自学的需要，并窃望它在教学过程结束后仍有类同鉴
赏辞典的保存价值。

以上几点 “小异”，是耶？非耶？让读者去鉴别，让时间去检验。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国著名寓言作家和古典文学研究家黄瑞云先生，他在酷暑中拨冗审

读了本书书稿；郑重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编审和相关编辑，他们为此书的出版破例地
加速审稿及印制流程，使此书得以如期顺利问世。黄教授的赐教和出版社的垂青，是此书的
荣幸，编者的荣幸，也是读者的荣幸！来吧，让我们一起怀着感恩之心走进神奇美丽的文学
王国！

编　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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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早的文学产生于原始社会，但原始社会文学由于年代久远，没有文字记录，多已
亡佚。流传至今的只有少数原始歌谣和原始神话，它们是我国文学的辉煌开端。

春秋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诗经》共收入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诗
歌３０５篇，按照音乐体制分类，共有 “风”、“雅”、“颂”三部分。《诗经》中的篇章大都具
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自西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以及当时
人民多样的思想感情，都得到了真实、生动的反映。《诗经》中灵活运用赋、比、兴三种表
现手法，初步形成民歌创作的艺术传统，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发展的基础。《诗经》之后，
诗坛沉寂数百年。战国后期，以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吸收了民间文
学特别是楚声的形式，创造出一种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的骚体诗。骚体
诗想象力丰富，文采华美，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西汉刘向集屈原、宋玉等人作品为一
集，名为 “楚辞”。屈原的代表作 《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
《诗经》和 《楚辞》，在文学史上并称 “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
义两大文学传统，影响深远，泽被百代。

先秦是中国散文的黄金时代。殷墟的甲骨卜辞、商代和周代的铜器铭文，《周易》中的
卦、爻辞，《尚书》中的殷、周文诰等，是我国散文的萌芽，其中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散
文总集。春秋战国时期，上承商周，下接秦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放异彩的时期。这一时
期，社会特征是礼崩乐坏，诸侯力征；文化特征是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政治上的需要和环
境的驱使，使一大批知识渊博的文士纷纷走上政治舞台，思想空前活跃，各家著书立说，由
此带来了散文的勃兴。先秦诸子散文经历了由简短的语录、对话向长篇专题论文演进的过
程。第一阶段 （战国初期）以 《论语》、《墨子》为代表，基本上属语录体，有结论而少论
证；第二阶段 （战国中期）以 《孟子》、《庄子》为代表，由对话式的论辩文向专题论文演
进；第三阶段 （战国末期）以 《荀子》、《韩非子》为代表，已完全摆脱了对话体的束缚，发
展成为专题论文。诸子散文体裁多样，风格各异：《论语》简朴含蓄，耐人寻味；《墨子》浅
显明白，质朴无华；《孟子》言辞锋利，气势逼人；《庄子》想象丰富，汪洋恣肆；《荀子》
说理严密，结构严谨；《韩非子》思精虑周，语言峭拔。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以记事
记言为主的历史散文。《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行文简约，以严谨著称。而后是
“春秋三传”， 《左传》记事翔实，无论在史学上还是文学上，其价值都高于 《谷梁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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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传》。著名的史著除 《左传》外，还有国别体史书 《国语》和 《战国策》。《国语》文辞
浑厚隽永，而 《战国策》行文铺张扬厉，富于纵横家的气息。先秦散文对后世思想、文学、
史学均影响甚巨：诸子学说尤其是儒道学说影响历代思想界；史传散文的良史精神为后世治
史垂范；汉初政论和唐宋古文运动均导源于先秦；后世各种散文品种体式多滥觞于先秦；不
同散文风格多方面影响后世作家创作；为历代诗文、小说和剧本创作提供了素材。先秦散文
与 《诗经》、《楚辞》一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基石。

秦统一之后，值得一提的文学作品是 《谏逐客书》和 《吕氏春秋》。

东　　山
［１］

《诗经》

《诗经》广泛地反映了诸如经济制度、生产发展、阶级矛盾、风俗民情等当时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作为其精华的民间歌谣对于统治者的残暴和丑行有着深刻的揭露，对人民所遭
受的剥削和痛苦有着真实的反映，洋溢着浓厚的乡土情韵、人伦情感、人本意识，具有 “美
刺”的社会功能。在艺术上，《诗经》有四大基本特点，即四言为主的诗歌体式，赋、比、
兴的表现手法，重章叠句的章法结构，朴素自然的艺术风格。语言优美，韵律和谐，形象鲜
明，寓意深刻，极富艺术感染力。《诗经》关注现实的 “风雅”精神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奠
定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

我徂东山［２］，慆慆不归［３］。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
士行枚［４］。蜎蜎者蠋［５］，烝在桑野［６］。敦彼独宿［７］，亦在车下。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８］，亦施于宇［９］。伊威在室［１０］，
蛸在户［１１］。町畽鹿场［１２］，熠耀宵行［１３］。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１４］，妇叹于室。洒扫穹窒［１５］，

我征聿至［１６］。有敦瓜苦［１７］，烝在栗薪［１８］。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耀其羽［１９］。之子于归［２０］，

皇驳其马［２１］。亲结其缡［２２］，九十其仪［２３］。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注释】
［１］此诗选自 《诗经·豳风》。　 ［２］徂 （ｃú）：往。东山：在今山东境内，周公伐奄驻军之地。　

［３］慆 （ｔāｏ）慆：久。　 ［４］士：通 “事”。行 （ｈéｎｇ）枚：行军时衔在口中以保证不出声的竹棍。　
［５］蜎 （ｙｕāｎ）蜎：幼虫蠕动的样子。蠋 （ｚｈú）：一种野蚕。　 ［６］烝：久。　 ［７］敦：团状，身体蜷
缩成团。　 ［８］果臝 （ｌｕǒ）：葫芦科植物，一名栝楼。臝，裸的异体字。　 ［９］施 （ｙì）：蔓延。宇：屋
檐。　 ［１０］伊威：一种小虫，俗称土鳖。　 ［１１］蟏蛸 （ｘｉāｏ　ｓｈāｏ）：一种蜘蛛。　 ［１２］町畽 （ｔｕ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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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舍旁空地。　 ［１３］熠耀：光明的样子。宵行 （ｈáｎɡ）：磷火。　 ［１４］垤 （ｄｉé）：小土丘。　 ［１５］穹
窒 （ｑｉóｎｇ　ｚｈì）：即 “穹窒”。窒：堵塞。穹：空，空洞，此指鼠洞。　 ［１６］聿：语气助词，有 “将要”
的意思。　 ［１７］敦：指圆的形状。瓜苦：犹言瓜瓠、瓠瓜，一种葫芦。古俗在婚礼上剖瓠瓜成两张瓢，夫
妇各执一瓢盛酒漱口。　 ［１８］栗薪：犹言蓼薪、束薪。　 ［１９］仓庚：黄鹂，又名黄莺，叫声嘹亮。　
［２０］之子：此女，即妻子。于：往。归：嫁。于归：犹言出嫁。　 ［２１］皇：指马毛色黄白相杂。驳：指
马毛色不纯。　 ［２２］此指女方的母亲。结缡 （ｌí）：将佩巾结在带子上，古代婚仪。　 ［２３］九十：言其
多。仪：指结婚的仪式礼节。

【评析】
这首诗通过还乡征人对旅途的孤苦、思家的迫切、夫妇间相互怀念的描写，反映了统治

阶级之间的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痛苦。
全诗叙事抒情以远方征人的心理活动 （渴望归家的心情—悬想家园的境况—悬想孤处的

妻子—回忆新婚的情景）为线索展开。每章开首四句，以叙事和绘景，写出了歌者西归时的
特定环境：阴雨连绵，景色凄然。凄清的环境，烘托了远方征人此时此刻难以言喻的忧伤心
情。故园一别，关山万重；家书断绝，几度春冬，痛苦的岁月，如同滔滔东去的江河之水，
无有尽头。深长的感慨，沉重的叹息，化作了 “慆慆不归”的形象化诗句。千种愁绪、万种
悲叹，溶入了满天的细雨之中，泪雨交织，浑然一体。“细雨织愁”的渲染描写，成为后代
诗人、词人最爱用的抒情手法。

每章后八句叙事、描写、抒情，为抒情诗的主体。
战争平息，回家与亲人团聚，理当格外高兴。然而歌者突然变得忧愁起来：“我东曰归，

我心西悲”，因为他身历战争的险境，亲见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所以担心家乡和亲人是
否出了什么意外，想到这些，不由忐忑不安。“制彼裳衣，勿士行枚”，终于穿上平民的衣
裳，结束了戎马生涯，流露出歌者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对军旅生活的厌憎。首章末四句写悲
喜交集的歌者归途行宿实况，蜷缩成一团眠宿在兵车之下，正像野蚕栖止在野桑叶上一般，
昔日征战的孤苦似乎仍在归途中延续。

次章写离家越来越近，歌者情绪更加不安，脑海里展现出了一幅家园荒败的景象：葫芦
藤蔓延到了房檐下，潮虫在屋子里满地爬，蜘蛛网挂在门梁上，户前屋旁野鹿在奔踏，暗室
里，还有闪闪的磷火在飘荡……然而即使如此，“不可畏也，伊可怀也”，毕竟是自己生活和
成长的故土，即使已经荒芜寥落，也还是值得思念。诗歌经过这样一个反跌，更强有力地表
现出歌者对故土旧庐的怀恋之情。这一章的景物描写被后人推崇为南朝诗人鲍照的 “芜城赋
之祖”。

诗歌由 “怀家”进而 “怀人”。第三章写妻子思念征人的情形：“鹳鸣于垤，妇叹于室”，
用鹳鸣兴起妇叹，因为歌者久征不归，妻子在家必然怀念哀叹。“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是
在遥想中对妻子说的话，适足表现了歌者近乡情切。接着设想妻子洒扫之时，睹物 （结婚纪
念物瓠瓜、束薪）伤情，物在人远，一别三年，如何不叹！“自我不见，于今三年！”语淡而
情深。歌者不从正面直叙对妻子的怀念，而是倒过来设想妻子如何惦记远行在外的亲人，这
样抒情既符合生活真实，又不落俗套，且使 “思情”显得更为深切。

最后，歌者又沉浸在对往昔燕尔新婚的追忆中：春光明媚，黄莺鸣啭，他骑着披红挂彩
的马前去迎接新娘。岳母按照当时的礼俗，亲自给新娘结上佩巾，整个婚礼仪式纷繁隆重。
末章回忆新婚的欢乐，与现实的悲苦构成鲜明对比，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使诗歌主题得
到了更好的揭示。当年新娘美丽可人，经历三年生活的磨难、相思的熬煎，如今不知是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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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了。“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极为生动地写出歌者的心底微澜，隐含着对现实的幽怨：
兵役造成两地分离！战争拆散新婚家庭！

《东山》用丰富的想象、铺叙着色的描写、真挚复杂的感情、生动真实的刻画，成功地塑
造了一个退役士兵的形象，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历史的真实，是我国较早的浪漫主义和现
实主义相结合的完美诗篇。

【习题】
１．参读 《诗经·小雅·采薇》，体会本诗所蕴涵的复杂情感。

２．谈谈本诗每章章首四句复叠歌吟的艺术效果。
３．试分析本诗人物心理刻画的手法和作用。

山　　鬼

屈　原

屈原 （约前３４０—约前２７８），名平，字原，战国后期楚国丹阳 （今湖北秭归）人。他是
楚王同姓贵族，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卓越的政治才能，曾任左徒、三闾大夫，楚怀王、顷
襄王时两度被流放，最终悲愤交加，自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楚辞的
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其作品表现出热爱祖国、追求理想、坚持自我的强烈精神。其主要作品
有 《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屈原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奇妙比喻，
想象丰富、构思奇特、辞藻华美，是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典范，也是中国古代抒情诗真正光
辉的起点。

若有人兮山之阿［１］，被薜荔兮带女萝［２］。既含睇兮又宜笑［３］，子慕予兮善窈窕［４］。乘赤
豹兮从文狸［５］，辛夷车兮结桂旗［６］。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７］。余处幽篁兮终不
见天［８］，路险难兮独后来［９］。表独立兮山之上［１０］，云容容兮而在下［１１］。杳冥冥兮羌昼
晦［１２］，东风飘兮神灵雨［１３］。留灵修兮憺忘归［１４］，岁既晏兮孰华予［１５］！采三秀兮於山间［１６］，

石磊磊兮葛蔓蔓［１７］。怨公子兮怅忘归［１８］，君思我兮不得闲［１９］。山中人兮芳杜若［２０］，饮石
泉兮荫松柏［２１］。君思我兮然疑作［２２］。雷填填兮雨冥冥［２３］，猨啾啾兮狖夜鸣［２４］。风飒飒兮
木萧萧［２５］，思公子兮徒离忧［２６］。

【注释】
［１］若有人：仿佛有人，指山鬼。阿：曲隅。　 ［２］被：同 “披”。带女萝：以女萝为带。女萝：蔓

生植物名。　 ［３］含睇 （ｄì）：含情微视。宜笑：言口齿美好，适宜于笑。　 ［４］子：指山鬼所爱慕的对

方。予：山鬼自称。窈窕：美好的体态外貌。　 ［５］赤豹：毛赤而纹黑的豹。从：随行。文狸：狸毛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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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相杂。　 ［６］辛夷：香木名。结桂旗：结桂枝为旗。　 ［７］遗 （ｗèｉ）所思：送给所思慕的人。

［８］余：山鬼自称。幽篁：深密的竹林。　 ［９］后来：迟到。　 ［１０］表：特出貌。　 ［１１］容容：云出

貌。　 ［１２］杳：深沉。冥冥：昏暗貌。昼晦：白天昏黑。　 ［１３］神灵雨：神灵下雨。　 ［１４］灵修：

本指楚王，这里指山鬼的恋人。憺 （ｄàｎ）：安。　 ［１５］华：荣华，这里作动词用。华予：以我为美。　
［１６］三秀：芝草，芝一年三次开花，故称三秀。於山间：在山间。一说於山即巫山。　 ［１７］磊磊：众石

貌。蔓蔓：蔓延貌。　 ［１８］公子：指山鬼的恋人。　 ［１９］“君思我”句：这句设想对方思念我而不得空

闲前来。　 ［２０］山中人：山鬼自指。杜若：香草名。芳杜若：像杜若般芬芳。　 ［２１］荫松柏：以松柏

为遮蔽。　 ［２２］然：肯定之词，犹言是这样。疑：怀疑。这句设想对方思念自己而自己又信疑交并。　
［２３］填填：雷声。　 ［２４］啾啾：猿鸣声。狖 （ｙòｕ），猿类，即长尾猿。　 ［２５］飒 （ｓà）飒：风声。萧萧：

风吹树木，动摇作声。　 ［２６］徒：徒然。离：同 “罹”。离忧：遭忧。　

【评析】
《山鬼》是 《九歌》的第九篇，是祭山神的乐歌，由巫扮作山鬼，代山鬼抒情。它描写

了山鬼等候恋人的情景和心理活动，表现出她坚贞不渝的纯洁情操。
“若有人兮山之阿”十句写山鬼的出场。前四句山鬼自述外貌体态的美好。诗人善用简

练传神、化静为动的笔墨写人，将山鬼写得空灵缥缈、仪态万方、顾盼神飞、美丽多情。中
间四句自述出行时装饰的华艳，车乘的隆盛和此行的目的。奇兽、芳草、鲜花绕前捧后，更
衬出山鬼的美丽和多情。“折芳馨兮遗所思”，闪烁着青春喜悦的光辉。后两句自述迟到的缘
由：因 “终不见天”而不知早晚，因 “路险难”而欲速不达。山鬼体态苗条，容貌俊秀，她
为了取悦于恋人，赴约时不仅特意盛装艳服，连车子也打扮得分外的华贵。从中可见山鬼对
爱情的专注和执著，她具有善良女性的那种温婉多情的可爱性格，既是女性美的体现者，又
是自然美的化身。

“表独立兮山之上”八句写山鬼的等待。前四句写山鬼等待的举动，她痴痴地站在高山
之巅，为的是让恋人易于发现自己，山下云海翻腾，如同水流奔涌。山中阴暗愁惨，孤寂凄
凉，更兼风雨交加，变化无常，她仍在苦苦地等待。然而，结果是一无所获，这自然增加了
她的别离之思和迟暮之感。后四句写山鬼等待的心情。在凄风苦雨中，她为恋人坚守在约会
地点，心地安然而忘却离去，因为分别的时间已很久了，若是错过这次约会又不知要等多
久。“岁既晏兮孰华予”，蕴涵着 “美人迟暮”的无限哀怨。在等待中，山鬼不觉在满坡乱石
堆积、葛藤纠结的巫山间采集灵芝，因服食灵芝可以长寿、驻颜。以上八句，写出了山鬼对
爱情的专一和性格的善良淳朴。

“怨公子兮怅忘归”九句写山鬼的哀怨。前两句主要写山鬼对恋人负约的猜想。会面无
由使山鬼惆怅不已，竟至忘记离去。“君思我兮不得闲”。“君思我”是一层，说对方并非不
想念她；“不得闲”又是一层，意谓恋人之所以不来相会，是没有空闲的缘故。中间三句写
山鬼对自己的猜想产生了怀疑：自己像杜若那样美丽高洁，情郎怎能随便负约呢？山鬼得不
出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后四句写山鬼在阴森的氛围中的深沉慨叹。“雷填填兮雨冥冥”

三句上呼 “东风飘兮神灵雨”，通过雷吼、猿鸣、风啸来极力渲染环境的恐怖，通过夜色的
降临和落叶的飘零来表现暮夜的凄清。“思公子兮徒离忧”，直接抒情，思念恋人而终不能相
见，空有一腔忧伤而已。“君思我兮不得闲”，“君思我兮然疑作”，“思公子兮徒离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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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山鬼心理变化的三个阶段，千回百折，愈折愈深，尽管在神魂迷惘的绝望境地中，支配她
生命的力量，仍然是爱情。

诗篇主人公山鬼的形象塑造得很成功。她感情专一、心地善良、性格温婉。赴约时，她
着意为悦己者精心打扮；误以为迟到时，她无法消释内心的愧疚；当恋人久候不至时，她作
出善意的推想；希望落空后，她也只有哀怨而已。在她的身上，表现出古代劳动人民美好的
生活理想和严肃的生活态度。诗人屈原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仍然不忘君王，“冀幸君之
一晤”，在山鬼身上，无疑寄托着自己的身世之感和政治愿望。

【习题】

１．分析诗中的山鬼形象，试与 《诗经·卫风·硕人》比较，谈谈两诗形象塑造的不同特征。

２．曲折细腻的内心独白是本诗一大特点，请结合作品作具体分析。

３．联系屈原身世，谈谈本诗借情言政的深刻寄托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秦晋 之战［１］

《左传》

《左传》又称为 《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与 《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为 “春秋三
传”。《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完备的编年体史书，记述了春秋列国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
活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借鉴于当时，垂诫于后世。《左传》善于叙写战争，尤其讲究
谋篇，善于通过一系列具体情节的描写，使所叙述内容故事化，首尾完整，引人入胜。“其
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历史的真实性、思想倾向的鲜明性、语言的形象性三者有机结合，

是 《左传》的重大特色。这些特点对后代的史书及叙事散文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冬［２］，晋文公卒［３］。庚辰［４］，将殡于曲沃［５］；出绛［６］，柩有声如牛［７］。卜偃使大夫
拜［８］，曰：“君命大事［９］：将有西师过轶我［１０］；击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郑使告于秦［１１］，
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１２］，若潜师以来［１３］，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１４］，蹇叔曰：
“劳师以袭远［１５］，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
而无所［１６］，必有悖心［１７］；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１８］。召孟明、西乞、白乙［１９］，使
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 “孟子［２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２１］。”公使谓之
曰：“尔何知？中寿［２２］，尔墓之木拱矣［２３］。”蹇叔之子与师［２４］，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
必于殽［２５］。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２６］；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２７］。必死
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２８］，左右免胄而下［２９］，超乘者三百乘［３０］。王孙满尚幼［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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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之，言于王曰［３２］：“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３３］，入险而脱，又不能
谋，能无败乎？”及滑［３４］，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３５］，遇之。以乘韦先［３６］，牛十二，犒师。
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３７］，敢犒从者［３８］，不腆敝邑［３９］，为从者之淹［４０］，居则具
一日之积［４１］，行则备一夕之卫［４２］。”且使遽告于郑［４３］。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
秣马矣［４４］。使皇武子辞焉［４５］，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４６］。为吾子之将
行也，郑之有原圃［４７］，犹秦之有具囿也［４８］。吾子取其麋鹿，以间敝邑［４９］，若何？”杞子奔
齐［５０］，逢孙、扬孙奔宋［５１］。孟明曰： “郑有备矣，不可冀也［５２］。攻之不克，围之不继［５３］，
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晋原轸［５４］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５５］，天奉我也［５６］。奉不可失，敌不可纵［５７］。纵
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５８］： “未报秦施［５９］，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先
轸曰：“秦不哀吾丧［６０］，而伐吾同姓［６１］，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
之患也。谋及子孙［６２］，可谓死君乎？”遂发命，遽兴姜戎［６３］。子墨衰绖［６４］，梁弘御戎［６５］，
莱驹为右［６６］。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
以葬文公［６７］。晋于是始墨［６８］。

文嬴请三帅［６９］，曰： “彼实构吾二君［７０］，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厌［７１］，君何辱讨焉［７２］！
使归就戮于秦［７３］，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许之。先轸朝。问秦囚。公曰： “夫人请之，
吾舍之矣［７４］。”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７５］，妇人暂而免诸国［７６］。堕军实而长寇雠［７７］，
亡无日矣［７８］。”不顾而唾［７９］。公使阳处父追之［８０］，及诸河，则在舟中矣。释左骖［８１］，以公
命赠孟明［８２］。孟明稽首曰： “君之惠［８３］，不以累臣衅鼓［８４］，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
戮［８５］，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８６］，三年，将拜君赐［８７］。”

秦伯素服郊次［８８］，乡师而哭［８９］，曰： “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
明［９０］。“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９１］。”

【注释】
［１］本文选自 《左传》中的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标题从通行的选本。殽 （ｘｉáｏ）：又作 “崤”，

山名，在今河南省洛宁县北，东接渑池，西接陕西界。有东、西二殽，本文中所说的秦晋之战，发生在东

殽的南北二陵之间。　 ［２］冬：指鲁僖公三十二年 （公元前６２８年）冬天。　 ［３］晋文公：名重耳，“春

秋五霸”之一，曾与秦穆公缔结秦晋之盟。　 ［４］庚辰：晋文公死后的第二天，据推算，为十二月初十。

［５］殡：殡葬。曲沃：地名，在今山西省闻喜县，是晋君祖坟所在地。　 ［６］出绛：（灵柩）运出绛地。

绛：地名，晋国都城，故址在今山西省冀城县东南。　 ［７］柩有声如牛：棺木传出像牛叫的声音。

［８］卜偃：晋国的卜筮官郭偃。使大夫拜：领着众官员向灵柩行礼。　 ［９］君命大事：晋文公发布军事命

令。这是卜筮官借对 “柩有声如牛”现象占卦，从而进行战争动员。　 ［１０］西师：指秦军。过轶：（车

队）越境而过。　 ［１１］杞子：秦大夫名，秦国派驻郑国的监护部队的长官。　 ［１２］掌：掌握。管：钥

匙。　 ［１３］潜师：秘密发兵。　 ［１４］穆公：秦穆公，名任好。诸：之于。蹇 （ｊｉǎｎ）叔：秦国的老臣。

［１５］劳师：使……军队疲劳。袭远：袭击远方的国家。　 ［１６］勤而无所：劳而无功。勤，劳。　 ［１７］悖

心：叛离的心思。　 ［１８］辞：拒听 （劝谏）。　 ［１９］孟明、西乞、白乙：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均

为秦国将领。　 ［２０］孟子：这里指孟明。　 ［２１］入：返回。　 ［２２］中寿：通常理解为中等寿命。　
［２３］墓之木拱：墓旁的树已有两臂合围那么粗了。此是穆公对蹇叔的诅咒。　 ［２４］与师：随师出征。

与：参与。　 ［２５］御：抵抗，阻击。　 ［２６］夏后皋：夏桀的祖父。　 ［２７］文王：周文王。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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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２８］周北门：周天子都城 （洛阳）的北门。　 ［２９］左右：战车上的左右卫士。免胄：摘下头

盔。　 ［３０］超乘：跃而登车。刚一下车又跳上去，是对周天子的无礼举止。　 ［３１］王孙满：周共王的

儿子圉的曾孙。　 ［３２］王：周襄王，当时的周天子。　 ［３３］脱：粗略，此指不谨慎。　 ［３４］滑：原

为姬姓小国，在今河南滑县。本年为秦所灭，但 “殽之战”后为晋所占。　 ［３５］市于周：（去）周的都城
（洛阳）做生意。　 ［３６］乘 （ｓｈèｎｇ）韦：四张熟牛皮。乘：代指四 （每乘四马）。韦：皮革。先：先
（送）。古人送礼，先轻后重。　 ［３７］寡君：对郑国国君的谦称。吾子：对秦帅的尊称。敝邑：对本国 （郑

国）的谦称。　 ［３８］敢：自言冒昧之词。　 ［３９］不腆 （ｔｉǎｎ）：贫穷。腆：丰富、富饶。　 ［４０］淹：停

留，驻扎。　 ［４１］给：军需给养。　 ［４２］卫：安全保卫工作。　 ［４３］遽 （ｊù）告：通过驿车迅速传递

消息。遽：驿车。　 ［４４］束载、厉兵、秣 （ｍò）马：扎束行装、磨砺兵器、喂饱马匹，指做好了战斗准

备。　 ［４５］皇武子：郑国大夫。辞：辞谢，下逐客令，请他们离开郑国。　 ［４６］脯资饩 （ｘì）牵：各
种食物。脯：熟肉。资：粮食。饩：已杀的牲畜。牵：尚在栏内未杀的牲畜。　 ［４７］原圃：郑狩猎之地。
［４８］具圃：秦狩猎之地。　 ［４９］间：通 “闲”，休息。　 ［５０］奔齐：逃往齐国。　 ［５１］逢孙、扬孙：
人名，皆为随从杞子驻郑的秦军将领。　 ［５２］冀：希望 （获胜）。　 ［５３］继：继续。一说指援军。　
［５４］原轸 （ｚｈěｎ）：又名先轸，晋国大臣。　 ［５５］勤民：使百姓辛劳 （指出征郑国）。　 ［５６］奉：送，
给予。　 ［５７］纵：放纵，放跑。　 ［５８］栾枝：晋国大夫。　 ［５９］报：报答。施：恩施，恩惠。死君：
忘记国君 （晋文公）。　 ［６０］不哀吾丧：不为我国君之死而哀悼。　 ［６１］同姓：晋、郑两国国君均姬
姓。　 ［６２］谋及子孙：为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　 ［６３］遽：急速。兴：征调。姜戎：晋国国内的一个
部落。　 ［６４］子：晋襄公，系晋文公之子。因当时晋文公尚未安葬，襄公尚未继位，故称子。墨：黑色。
衰绖 （ｃｕīｄｉé）：白色孝服和麻带。因出征之师着白色服装不吉利，故染黑。　 ［６５］梁弘：晋国将领。
御戎：驾驭兵车。　 ［６６］莱驹：晋国将领。右：副将。　 ［６７］墨以葬文公：穿着黑色的丧服为文公
举行葬礼。　 ［６８］始墨：开始形成着黑色丧服的风俗。　 ［６９］文嬴：秦穆公之女，晋文公之妻，晋
襄公之嫡母。请三帅：请求释放秦国的三个被俘将领。　 ［７０］构：使……结怨。二君：两国之君。　
［７１］厌：同 “餍”，满足，甘心。　 ［７２］君何辱讨焉：您何必屈尊而去处罚他们呢？　 ［７３］就戮于
秦：到秦国受处罚。　 ［７４］舍：同 “捨”，舍弃，放。　 ［７５］拘：捉拿。原：原野，此指战场。　
［７６］暂：仓促，这里指轻易。免：赦免。　 ［７７］堕 （ｈｕī）：同 “隳”，损害，毁坏。军实：战果。长
（ｚｈǎｎｇ）寇雠 （仇）：助长敌方气焰。　 ［７８］亡无日：距亡国的日子不长了。　 ［７９］不顾：顾不上 （在
晋襄公面前的规矩）。一说，顾指回头。　 ［８０］阳处父：晋国大夫。　 ［８１］释左骖 （ｃāｎ）：解下车子左
边的马。　 ［８２］以公命：假托晋襄公的名义。　 ［８３］惠：恩惠。　 ［８４］不以累臣衅鼓：意为 “不把
我等战俘杀死”。累臣：囚臣，孟明自称。衅鼓：古代用牲畜或战俘的血涂抹在钟鼓上的仪式。　 ［８５］寡
君：指秦穆公。之：若，如果。　 ［８６］从君惠：顺从晋襄公的恩惠。　 ［８７］拜君赐：拜谢晋君的恩赐。
言外之意是说，将来定要报复。　 ［８８］秦伯：秦穆公。素服：穿着丧服，这是表示对阵亡将士的哀悼和
对自己的责备。郊次：等候在郊外。　 ［８９］乡师：面对军队。乡：同 “向”。　 ［９０］不替孟明：不曾下
令中止孟明的袭郑之举。替：废。一说此句系作者插叙，非秦穆公的话。　 ［９１］眚 （ｓｈěｎｇ）：眼力障碍，
比喻小过错。　

【评析】
春秋中叶，东周王朝日益萎靡，已无力控制天下。诸侯列强凭借军事实力逐鹿中原，扩

张势力。 之战之所以爆发，根本原因即在于秦晋两国要争夺中原的霸权。文章通过叙述秦
国袭郑、灭滑而还、兵败于 的经过，生动地揭露了秦国企图称霸中原开始东扩的野心，并
揭示了其失败的原因。

从开头到 “秦师遂东”为第一部分，主要交代秦国兴师袭郑的原委，包括文公出殡、杞
子密报、穆公拒谏、蹇叔哭师等情节。秦师袭郑是触引秦晋之战的导火线，文章却由晋文公
出殡写起，以 “卜偃传命”暗示秦晋两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晋对于秦的用心和行动早有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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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并抱定了针锋相对的抗击方针。穆公拒谏是秦国失败的主要原因，蹇叔力陈秦师袭郑
“师劳力竭”（对秦而言）、“远主备之”（对郑而言）、“其谁不知”（对晋而言）等诸多不利因
素，告诫冒险出兵必然招致覆灭的严重后果，并预言了兵败于 的结局。

从 “三十三年春”到 “灭滑而还”为第二部分，主要写秦郑的纠葛，包括王孙满议师、
弦高犒师、皇武子逐客、灭滑而还等情节。蹇叔从战略上看，认为劳师袭远凶多吉少，王孙
满则从师气上看，认为骄兵无谋必败无疑。紧接着弦高假托郑君名义犒劳秦军，有意造成一
种郑国已知秦军行动的假象，一面赶快派人回郑报警，蹇叔 “远主备之”的估计即成事实。
郑国得到信息，立即果断行动，逼走驻扎在郑国的秦军。袭郑的秦军统帅看到郑国已有戒
备，“潜师”偷袭的计划化为泡影，同时意识到劳师袭远将陷入 “攻之不克，围之不继”的
狼狈境地，于是灭了滑国便引军而还，以掩盖秦师东来的真正意图。

从 “晋原轸曰”到结束为第三部分，写秦晋的冲突及其结局，包括先轸论战、晋国发
兵、秦军惨败、文嬴请释、先轸问囚、孟明谢赐、穆公郊迎等情节。先轸论战从三个角度说
明 “必伐秦师”：从天命迷信的角度说明天赐良机，“违天不祥”；从两国关系的角度说明秦
无恩义，已为晋敌；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说明一日纵敌，数世之患。而 “秦违蹇叔”，又呼应
“卜偃传命”，说明他对秦国的内部情况掌握得是多么清楚！正如蹇叔所预计的那样，秦军在
山大败，三个主帅沦为俘虏。后面的情节充满了戏剧性，文嬴徇私情求儿子释放三帅，先
轸怒斥晋襄公不该纵虎归山，阳处父追人不着反被奚落，秦穆公向师而哭深深自责。

全篇以 “蹇叔哭师”这条暗线贯穿，笔锋先由晋而起，引出秦国；由秦而郑，引出晋
国；由殽之战，引出释囚，最后收笔于秦，首尾完整，叙事错综，脉络分明，浑然一体。

略述战争过程而详写战争胜负因素，是 《左传》战争描写的重要特征。本文对 之战的
经过和结局不多费笔墨，战事仅用 “败秦师于 ”一语带过，晋国善后的失误与补救的落
空，秦帅的遁逃和穆公的悔悟，着墨也不太多。而对战前各方的活动，如秦国的决策失误、
傲慢轻敌，郑国的弦高缓兵、应对举措，晋国的出战舆论、发兵行动，则作了颇为详细的交
代，以此突出秦军必败。

本文虽以记事为主，但人物个性鲜明。如蹇叔的忠贞耿介、见识深远；秦穆公的刚愎自
用而勇于认错；先轸的老谋深算、耿直暴烈；弦高的深明大义、机警善变，都得到了出色的
刻画。文中外交辞令，尤其妙不可言，弦高犒师、皇武子逐客、孟明谢赐的三段言辞，均委
婉得体而曲折尽意。

【习题】
１．以本文为例，谈谈 《左传》战争描写的特色。
２．谈谈本文记事的条理性与生动性。
３．体会文中外交辞令绵里藏针、意在言外的特点。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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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谖客孟尝君［１］

《战国策》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是战国时代各国史官记录策士言行的史籍，经汉代刘向
辑录定名为 《战国策》。书中着重记载一些策士谋臣在诸侯争斗中所进行的游说活动，尤其
注重记叙纵横家的游说活动和斗争方略，以反映他们在这一历史时代中所起的作用。《战国
策》兼有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的特点，善于分析形势，指陈利害，又常常采取迂回战术，极
善擒纵；表达上有意饰言巧辩，表现出铺张扬厉的风格；文思开阔，情理并茂，善于条陈铺
叙，行文酣畅淋漓。《战国策》的文学特色，为 《史记》以及后世的文学、史学著作的写作
开了先河。

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２］，愿寄食门下。孟尝君曰：“客何好？”
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

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３］。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 “长铗归来乎［４］，食无
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鱼客［５］。”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
来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君曰： “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于是乘其车，
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６］！”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
为家！”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
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于是冯谖不复歌。

后孟尝君出记［７］，问门下诸客： “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８］？”冯谖署曰：
“能。”孟尝君怪之，曰： “此谁也？”左右曰： “乃歌夫 ‘长铗归来’者也。”孟尝君笑曰：
“客果有能也！吾负之，未尝见也。”请而见之，谢曰： “文倦于事，愦于忧［９］，而性
愚［１０］，沉于国家之事，开罪于先生。先生不羞［１１］，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冯谖曰：“愿
之。”于是约车治装［１２］，载券契而行［１３］，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１４］？”孟尝君曰：“视
吾家所寡有者。”

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券遍合［１５］，起，矫命以责赐诸民［１６］，因烧其
券。民称万岁。

长驱到齐，晨而求见。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 “责毕收乎？来何疾也？”
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冯谖曰：“君云 ‘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
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１７］；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孟尝君曰：
“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子其民［１８］，因而贾利之［１９］。臣窃矫君命，以
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说［２０］，曰：“诺，先生
休矣！”

后期年，齐王谓孟尝君曰［２１］：“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２２］。”孟尝君就国于薛［２３］。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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