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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值得我们每个人引以为豪。在中
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数不胜数的奇人、奇事、
奇物，它们经纬交织、互为表里，形成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
年的灿烂文明。

本套丛书共分１６册，包括《奇案》《名人名画》《建筑殿
堂》《民间艺术》《古代典籍》《历代兵书》《著名战争战役》
《军事名家》《锦绣山河》《古代农业》《古代教育》《古代陶
瓷》《古代服饰》《古代诗歌》《民族语言》《帝王》。它以中华
民族的灿烂文明为主要内容，以旅游的形式带领读者全方
位地感受中国，用最生动的文字抒写最特别的人物、讲述
最经典的故事、描绘最别致的事物，让读者轻轻松松就可
了解我国历史，足不出户就可欣赏中华美景。

本套丛书除正文外，还设有“请跟我来”“我是擂主”
“挑战擂主”“幸运擂台”四个版块，它们可以帮助读者多角
度解读作品，引导读者在短时间内掌握作品的精髓。“请
跟我来”文字简练，提纲挈领，它以导游讲解的形式让读者
了解本章要讲述的内容，给读者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阅读通
道。“我是擂主”“挑战擂主”“幸运擂台”三个版块具有拾
遗补漏之用，是对正文的拓展和补充。它们让读者既见树
木，又见森林；既享受了历史所带来的审美快感，同时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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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到历史中隐藏的智慧。
为了充分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便于读者更轻松地理

解作品，本套丛书配有大量精彩的图片，做到了图文并茂。
相信并希望本套丛书可以成为读者们的好帮手和好

朋友。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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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经

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将为大家讲解一下

我国古代典籍，首先要向大家介绍的是《诗

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作为我

国悠久诗歌传统的光辉起点和不尽源头，《诗

经》以其伟大的文学成就光耀史册。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

年至春秋中叶大约５００多年的诗歌３０５篇。《诗经》里的

内容，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因此，按照音乐

划分，《诗经》可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

《风》又称“国风”，是西周时期各国的民间歌谣，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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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１５组，分别包括周南、召南、邶、 、卫、王、郑、桧、齐、

魏、唐、秦、豳、陈、曹等１５个地区的乐歌，共１６０篇。国风

是《诗经》中的精华，是我国古代文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

它多为劳动人民所创，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同时也深刻

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诗中既有对残酷剥削、压迫

人民的统治阶级的不满和讽刺，也有对美好生活和爱情的

向往和追求，生动地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中华书局版　《诗经》封面

《雅》是周王京畿的乐歌，因周人将周王京畿又称为

夏，古代雅、夏通用，故有此称。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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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人人都能听懂的典雅音乐。《雅》分为《大雅》和《小

雅》两部分，共１０５篇，其中《大雅》３１篇，《小雅》７４篇。

《雅》多为朝廷官吏或公卿大夫所作，只有一小部分是民

歌，其内容也多涉及政治，或歌功颂德，或讽刺时政。

《颂》是统治者祭祀宗庙时的乐歌，多是一些祭祀鬼

神、赞美先人的乐曲，演奏时通常配以舞蹈。《颂》分为《周

颂》《鲁颂》《商颂》三部分，共４０篇。其中《周颂》３１篇，《鲁

颂》４篇，《商颂》５篇。

　
《诗经》有哪些特色和影响？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诗经》以抒情诗为主流，叙事诗极少，奠定了我国

文学的发展传统，为我国后世的诗歌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诗经》中绝大部分诗歌反映了人们的现实生活，

涉及到社会政治、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等方面的内容，后世

的文学受到《诗经》这一特点的影响，多以现实和日常生活

为创作素材。

三、《诗经》具有浓厚的政治和道德色彩，有许多批判

弊政和不良风气的诗歌，体现了人民对于现实的不满，包

含着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的意愿。后来的诗歌受《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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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也多关注政治和道德，注意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

　
《诗经》是谁编纂成书的呢？

《诗经》中的诗歌不是由哪一个人创作的，也不是在很

短的时间内创作的，它们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是人民共同创作的结果。那么，究竟是谁将这些诗歌编纂

成书的呢？迄今仍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观点认为是孔子删诗，把孔子看成是《诗经》的编

纂者。这种说法起源于汉代，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古

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

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颂之音。”《汉书·艺

文志》上也记载：“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

五篇。”

另一种观点认为是王者采诗。据《汉书·食货志》记

载：“孟春之月（阴历正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

路，以采诗。”刘歆在《与扬雄书》上也说：“诏问三代、周、秦

轩车使者，迪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

都指出了由天子指派官吏坐车去全国各地采集诗歌，以便

“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诗经》是由周朝太师编定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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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鲁语下》中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的

记载，正考父是宋国的大夫，献《商颂》于周王朝的太师，而

现存《诗经》的《商颂》只有５篇，可能是周朝太师在１２篇

基础上删定的结果。因此，有人认为《诗经》应当是周朝太

师编定的。

　
大开眼界

《诗经》自成书后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后世也涌现

出不少研究、传授《诗经》的学派，其中比较有名的是“齐之

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４个学派，简

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

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

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东汉以后，毛诗逐渐兴盛，并得

到官方的承认，而前三家却逐渐衰落，到南宋时完全失传。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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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书

大家好，在这一节，我将为大家介绍我国

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

作的汇编———《尚书》。《尚书》原称《书》，汉代

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相传由孔子编撰

而成，

《尚书》是儒家经典之一，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

包括虞、夏、商、周四代，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下至春

秋时的秦穆公。书中所收录的，是虞、夏、商、周各代典、

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商代的部分文献是根

据传闻而写的，可信度较低。“典”是对重要史实或专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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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记载；“谟”专门记录君臣谋略；“训”是大臣对君主进

行开导的话语；“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

的誓词；“命”是君主发布的命令。另外，书中文章的标题

各样，有以人名为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情为标

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

《洪范》《无逸》。这些文章都以记言为主，属于散文性质。

不过也有专门叙事的，如《顾命》《尧典》等。汉代时，《尚

书》开始受到重视，名称也由战国时的《书》，改为现在的

《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从此以后，《尚书》的地位

越来越高，被视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成为历

代帝王的教科书，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尚书》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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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尚书》在流传过程中大量佚失，

是儒家所传的五经中残缺最多的一部书。现在通行的是

《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即《今文尚书》与梅氏所献的古文

《尚书》的合编本，共５８篇，即《虞书》５篇、《夏书》４篇、《商

书》１７篇、《周书》３２篇。

《尚书》因为记录了我国上古时期的历史，因此成为研

究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周奴隶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如

《尧典》记载了尧、舜、禹的“禅让”故事，反映了上古时期的

权位继承情况。《禹贡》记载了我国上古时期的地理情况，

是研究我国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

　
《尚书》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

影响？

就文学而言，《尚书》是我国古代散文形成的标志。其

文章结构渐趋完整，层次逐渐鲜明，开始注重命题的确立，

对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书中

对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的记录，也直接影响了秦汉

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奏章的写作。刘勰在编写《文

心雕龙》的过程中，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

对”“书记”等文体时，也参考了《尚书》里面的内容。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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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中部分文章具有一定的文采，一些话语中也流露出

诚恳真切的态度，虽然在语言方面被后人认为“佶屈聱

牙”，但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吸取到一定的经验，促进

了自身散文的发展。

　
《尚书》有哪些版本？

历史上有关《尚书》的真伪、聚散，历来颇多争议。据

传说，先秦时《尚书》有１００篇，其中《虞夏书》２０篇，《商书》

《周书》各４０篇。秦朝初期，秦始皇下令焚书，《尚书》遭到

毁坏，到西汉初年，仅存２９篇，传自专门研究《尚书》的秦

博士伏生。因为是用汉朝时通行的隶书抄写的，所以伏生

传下来的《尚书》又被称为《今文尚书》。西汉前期，鲁恭王

从孔子故宅的一段墙壁中发现一部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

写的《尚书》，这部《尚书》比《今文尚书》多１６篇，又因其是

用前代文字所写，所以又称《古文尚书》，后来由孔安国献

给了朝廷，不过并没有得到普及。东晋元帝时，梅颐向朝

廷进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的《尚书传》。这部《古文尚

书》比《今文尚书》多出２５篇。以后，关于《尚书》真伪的争

论一直没有停止，直到清代，著名考据学家阎若璩才考证

出《古文尚书》和孔安国的《尚书传》都属伪造。现在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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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看到的《尚书》是《今文尚书》和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

的合编本，原本《尚书》早已失传。

　
大开眼界

“尚书”一词，在我国古代不光是书名，同时还是一种

官名。

尚书在战国时也被称作掌书，当时的齐国和秦国都设

置了这一官职。秦朝时，尚书属少府，是一种低级官员，负

责在殿中发布文书，与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等并称

“六尚”。汉武帝时，因担任尚书一职的人多为近臣，因此

尚书的地位越来越高。汉成帝时，设置尚书五人，秩六百

石，分掌三公曹、常侍曹、二千石曹、户曹、主客曹，权利开

始增大。东汉时尚书的权利更大，“东汉政悉归尚书台”，

各曹尚书的地位也更加重要。当时的尚书虽分掌各曹，但

官名只称尚书，还没有冠以某曹名义。汉灵帝时，梁鹄被

任命为选部尚书，开始使用曹名。魏有五曹，晋增为六曹。

后来尚书台改名尚书省，曹改称部，各部尚书地位煊赫。

隋以后尚书统管六部，成为六部长官。官阶在隋、唐时为

正三品，明代时为正二品。清末增设外务、邮传等部，主官

也称尚书。宣统三年，改尚书为大臣，尚书名称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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