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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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庞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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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人的血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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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日常生活的调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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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更会在这个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

体现其重要性。它流经千百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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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你未曾留意，不曾发觉，但是我们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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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举手，每一次投足，都深深地暴露了我们属于中华民族的这一文化密

码，我们每一颗心灵都在这文化密码的河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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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畅地阅读和准确地把握、体会其中的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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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对每本书的作者的生平经历及其思想发展脉络进行精要的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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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读者对古典文学名著的学习需求，以及阅读过程中遇到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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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传说、天文

地理知识等进行简要说明。文后的注释简洁明了，能使学生在阅读中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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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上除极个别情况之外没有任何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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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服饰、典



籍等，这一方面有助于帮助读者阅读原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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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愿通过我们的努力为大家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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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AN YAN
前 言

中国是诗词的国度，同时也是一个散文的国度，纵观历史，从先秦到

晚清，绵绵数千载，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代散文典籍。简练明丽的《左

传》《国语》，铺张扬厉、雄辩滔滔的《战国策》……这些散文佳作或典

奥，或质朴，或幽深，或雅健，恢宏瑰丽，蔚为壮观。《古文观止》是自

清代以来最为流行的古代散文选本之一，自清初定稿以来，流传城乡，雅

俗共赏，影响甚广。

《古文观止》是由清初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吴乘权、吴大职叔侄

俩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编选的古文选。吴乘权，字楚材，一生研习古

文，好读经史。康熙十五年（1676）在福州辅助先生教伯父之子学习古

文，后竟以授馆终其一生。除参与选编《古文观止》外，他还同周之炯、

周之灿一起采用朱熹《通鉴纲目》体例，编过一个历史普及读本《纲鉴易

知录》。吴大职，字调侯，也是嗜“古学”而“才器过人”，他一生的主

要经历，是在家乡同叔父一道教书。二吴编撰《古文观止》费时很久。起

初，他们只是为给童子讲授古文而编了一些讲义，后来逐年讲授，对古文

的见解越来越深，讲义越编越精，以致“好事者手录”而去，“乡先生”

读后有“观止”之叹，劝他们“付之剞劂以公之于世”。这样，他们才

“辑平日之所课业者若干首”为一书，二人在书序标明以“观止”作为书

名的用意，即“诸选之美者毕集，其缺者无不备，而讹者无不正，是集古

文之成者也，观止矣！” 

《古文观止》所选之文上起先秦，下至明末，大体反映了先秦至明末



散文发展的轮廓和主要面貌。其中包括《左传》《国语》《公羊传》《礼

记》《战国策》等多部典籍选文以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苏

辙、王安石等人的多篇佳作，入选之文皆有语言精练、短小精悍、便于传

诵的特点，特别适合作为学生学习古文的入门读物。同时，对广大古文爱

好者学习传统文化知识、了解传统文化精髓、提高自身古文素养也有诸多

益处。此处择取亮点，列举一二。 

一是选目精要，能概括地展示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脉络及重要时代作

家的风貌。《古文观止》选目注重文学性，不收《尚书》和先秦诸子散

文，却从《左传》开端，这是因为《左传》往往被后代古文家奉为作文的

楷模。由于同样的原因，《国语》《战国策》和《左传》一起，成为《古

文观止》所收先秦散文的重点。汉代散文重点收司马迁的《史记》，而不

收《汉书》。此外收录“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也构成全书的另一个重

点。重点突出，兼顾不同风格的作家和作品，构成上自先秦下迄明代末期

散文发展的长廊，使读者能领略到古代散文的精粹。 

二是篇幅适中，所选文章大多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便于初学

者诵读。《古文观止》按时代和作家编排，绝大多数是散文，只有少数几

篇是骈文，长篇多达数千言，短者不足百字，叙事论辩，写景抒情，咏物

明志，各体兼备。 

三是编者对所选文章均进行注释串讲，同时“遍采名家旧注，参以己

私”（吴乘权《例言》）。编者既有对字词语句的简要注释和注音，又有

对谋篇布局的点评，更有对史事和人物的评述，颇具识见，持论也较妥

帖，对文章笔法的评析大多得其真髓，发人深省。

本书译注成于众手，难免有不妥之处，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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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伯 克 段 于 鄢
——《左 传》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

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

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

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请京，使居

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

王 之 制 ： 大 都 不 过 参 国 之 一 ， 中 五 之 一 ，

小 九 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

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

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

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

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 于己。公子吕曰：

“国不堪 ，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

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

“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

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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