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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因历朝历代的文化积累和传

承，形成了特有的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体系，这一体系体现在灿

若星辰的各种传统文化经典中。虽然这些经典与当今时代相去甚

远，但其包含的精神内核和文化意义却根植在每一位国人的血液

里。

纵览这些传统文化经典，我们会发现，传统文化有其平实的底

蕴，充满日常生活的情调，因为它有“晨则省，昏则定”这样琐碎

平实的孝之教导；有“亲戚故旧，老少异粮”这样充满柴米油盐

气息的待客之道；有“心口如一，童叟无欺”这样朴素而永恒的

价值观……

传统文化亦有其高情远致，强调精神的高洁与纯粹，因为它

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有“厚德载物，道济天

下”的广阔胸襟；有“斯世清浊异品，全赖吾辈激扬”这样当仁不

让的慷慨气概……

正因为传统文化有这样丰厚的底蕴，所以，虽然时代飞速变

化，思想观念不停流转，但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赖以安放心灵的精

神家园和价值体系，传统文化不但不会步入没落，相反会在这个价

值观多元化的时代更体现其重要性。它历经千百年，无声无息地渗

透在国人的血脉中，潜藏在每一个人的思想意识的底层，或许你未

Zongxu
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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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留意，不曾发觉，但是我们的举手投足，都深深地暴露了我们属

于中华民族的这一文化密码，每一颗心都在这文化长河里得到长久

而深远的润泽，这也是我们编写这套书的最主要原因。

鉴于传统文化经典与我们隔着漫长的岁月，有些阅读者已经不

能流畅地阅读、准确地把握其中的意义，为了帮助读者扫清阅读障

碍、更好地掌握传统文化，我们做了以下工作：

一、介绍作者及其思想或者本书的流传历程
古语说“知人论世”，为了帮助读者把握传统文化的思想内

涵，我们对每本书作者的生平经历及其思想发展脉络或书的流传

历程进行精要的介绍，让读者在宏观的时代思想背景下去了解作

品，了解传统文化。

二、采取文后注释和翻译的形式，方便阅读
针对学生对古典文学名著的学习需求，以及阅读过程中难点，

本书采取文后注释的形式，对作品里的生僻字词进行注音，对难解

的字词进行解释，同时对作品中出现的一些人物、官职、相关传

说、天文地理知识等进行简要说明。使读者真正地实现无障碍阅

读，理解作品内容。

三、力求内容准确而完整
我们这一套传统文化经典书籍特别注重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完全对照权威版本进行认真核对，基本没有任何删减，并对全

文进行了翻译，力求原汁原味地为读者呈现传统文化典籍的本来面

貌。

四、设置传统文化小知识栏目    

为了弘扬传统文化，让读者了解古典文化的各种小知识，我

们特别开设传统文化小知识栏目，为读者讲解古代礼仪、风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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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服饰、典籍等，这一方面有助于读者阅读原文，另一方面有助

于读者积累知识，增长见识。

五、名句集锦
几乎每本传统文化典籍都有一些名句流传下来，它们至今仍然

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应用，言简意赅地表达着某种思想和看法，流

传千年依然活力无限。我们把这些经典的句子放在每本书后面，有

助于读者记忆和运用。

虽然世易时移，但今天，传统文化仍然在国民道德教育、人格

教育和智力教育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愿通过努力为大

家献上一套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完美的传统文化典籍。希望读者在

阅读中体会传统文化的精深与美好，也愿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更加

枝繁叶茂。当然，我们的书还存在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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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元曲是常常被并举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三个重要组成部

分，对中国人的文化生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三者中，和人民群众关系

最为密切的就是元曲。因为元曲类似于今天的流行歌曲。在元代，无论是才

华横溢的文人士子，还是酒馆茶楼的二八歌女，或是小巷深处的小商小贩，

都会哼上一些曲子。在那时，元曲可以说是一种普罗大众的全民娱乐活动，

浸淫着浓厚的人间烟火气息。

今人所说的元曲主要包括剧曲、散曲两大类。剧曲是元人杂剧中为叙

述故事或抒发人物情感服务的，散曲则和诗词一样可独立成篇。而散曲又分

为小令、带过曲和套数三类。小令是体制短小、可单独成篇的支曲。带过曲

是两支或三支曲子共同组织成篇，因为是前一支曲子连带、统领后一两支曲

子，所以叫“带过曲”，如【雁儿落过得胜令】。套数则是三支或三支以

上的曲子前后连缀成篇，属于“带过曲”的进一步发展，短的三四支，长的

十一二支，而且同一套曲子必须压同一个韵。相对来讲，小令和带过曲比较

稳定和规范，类似于词，而套数比较散漫不定，还经常用衬字。

元曲之所以被称为“曲”，是因为它不是案头文章，而是用来配乐演

唱的，所以它和音乐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宫调”问题。宋元以来南北曲使用的宫调为“六宫十二

调”，六宫为：仙吕、南吕、黄钟、中吕、正宫、道宫。十二调分为：羽

调、大石、双调、小石、揭指、商调、越调、般涉、高平、商角、角调、宫

调。每一种宫调都有各自乐曲上的特点，比如“仙吕调唱，清新绵邈”“南

Qianyan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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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宫唱，感叹悲伤”等，但是从后代看来，宫调的声情和曲词的词情已经没

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宫调和曲子的用韵、换韵还有密切的关系。

其次是“曲牌”问题。元明至今日，人们普遍认为特定的曲牌对应特

定的宫调，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至少有部分曲牌和宫调没有对应关系。因

为同样的曲牌，文词字句和感情差异会非常大，不可能用同样的唱腔、旋律

或调式来演唱，可见同一曲牌并不一定会是同一调式。

元曲的通俗性除了它被各阶层的人配乐演唱，流行性极强之外，还在

于它内容和文字的通俗性。比如元曲写男女相思之情，不会像宋词那样含蓄

委婉，“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而是“海棠开未开？粉

郎来未来？”的大胆直白。写忧国忧民，没有唐诗的沉郁顿挫，“存者且偷

生，死者长已矣”，而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直接鞭笞。尤其是

写乡民邻里之乐，也直接明白，如话家常：“他出一对鸡，我出一个鹅，闲

快活。”因此，初读元曲的作者会觉得它不够风雅，但读下去就会觉得它明

白晓畅，别有一番泼辣、直白的风味。

本书的编选考虑到一般读者的阅读需要和阅读水平，以名家名篇为

主，对张可久、马致远、张养浩这样重要的作家所选取的篇目相对多一些，

但是也尽量兼顾一些产量低的作家，还把一些艺术、思想上乘但是作者不明

的篇目也收录在内，尽量在有限的篇幅里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元曲的全貌。此

外，本书对元曲的作者也作了简要的介绍，并把同一作者的作品排列在一

起，这有助于读者把握每个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总体写作风格。

元曲虽然离现代读者很遥远，但是它浓郁的民间色彩和充满生命力的

内容在今天看来也充满乐趣和艺术生命力，希望读者在这本元曲里窥见那个

时代的日常生活的点滴，体会不同时代艺术的独特魅力。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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