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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50 年，我国在中央民族学院创办民族预科班，此后，全国各民族院校先后设立了民族

预科教育。 
少数民族预科教育是解决民族地区人才缺乏问题的重要战略措施之一，是边远地区少数

民族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金色桥梁”。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着重于提高民族学生的文化基础知

识，加强其基本技能的训练，使民族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与提高，是为民族学生在高等院校进行本科专业学习打下良好基础而开设的一种教学制度。

在此教育制度下建构起来的各门课程中，必修课程“语文”，是本科阶段“大学语文”课程教

育前的一种重要的辅助教育，它为民族预科学生进入下一阶段的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做好了充

分的准备，并且能在一年制的预科学习中帮助学生适应高校语文与中学语文学习的不同。 
这本《语文》（普通高等院校民族预科教材）的编写有着以下多方面原因： 
第一，虽然教育部（原国家教委）曾组织编撰过几套民族预科的《语文》教材，但教材

适用的范围有着诸多局限。我国各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的“语文”课程一般都以汉语文为主要

教学内容。由于全国各地区少数民族汉文化普及程度不一样，少数民族学生在接受汉文学的

程度上存在较大的差别（有时，就连同一地域中的民族自治区与非民族自治区之间、城乡之

间的少数民族汉文化普及程度的差别都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些特编的少数民族汉语文教材适

用的范围有着诸多局限。适用于全国性的统编民族预科《语文》教材更是不可能真正地存在。 
第二，民族预科《语文》教材的选订一直是比较尴尬和纠结的事。大多数开设民族预科

教育的高校，在课程教材的选择上有不少仍是高中课程教材的复制版，有些课程甚至直接选

择高考类型的综合复习训练册。这种情况在全国少数民族预科教学中普遍存在。 
第三，民族预科《语文》教材在选择上比较驳杂。由于各少数民族地区在民族分布的地

域上和受汉语文教育程度上的不同，以及各种教材编写适用范围的不同，各高校在教材选择

上既没有统一合适的文本，同时又为避免与本高校在本科教育期间所选用的《大学语文》教

材内容上的重复，民族预科《语文》教材就只好交叉选用一些其他高校编写使用的《大学语

文》《实用语文》等，这更导致了民族预科《语文》教材的不规范性和不可借鉴性。 
第四，教材使用的被动型。我们所在高校的民族预科曾连续三年使用由红旗出版社出版、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教材编写委员会编撰的《大学语文》，这也是一本相对比较

被认可的民族预科《语文》教材，但在第四年即将开学之际，被告知该教材停刊，仓促之间

只得另选教材。 
综上所述，有必要编写一本适合我们这一民族区域以及我们这一类型的高校少数民族预

科《语文》教材，同时，也希望本教材能服务于更多的其他有民族预科教育的高校。 
本教材的编写得力于一个强大的编写团队。编写者都是有着 10 年以上一线民族预科语文

教学经验的教师，他们有各自相应的中文本科教学的专业研究方向，比较熟悉各自承担编写

的章节内容，因此教材的编写是在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和一定的实践操作经验积累的基础上

完成的。 
在各位教师共同努力下，编撰而成的本教材以中国文学作品的选读为重点，分为上下册，



 

共七章，两个附录。七章分别为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五代文学、两宋

文学、元明清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每章的开始均为各时期的文学发展简介。两

个附录为中国古代汉语语法和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的简要介绍。文学作品篇目的选择尽量避开

各高校本科教学开设的“大学语文”中的常见篇目，另外，本教材在各篇目之后有一个“超

级链接”，将古今中外与这篇作品有所关联的诗、文、绘画、舞蹈、戏曲、电影（电视）视频

在内的各种艺术形式进行思维链接，从而拓展学生的思维发展。在作品的选用量上，本教材

也兼顾到了民族预科教育的一年制的需求。 
本教材的编写特点突出表现为： 
第一，新颖性。教材中除少量作品与本科教育期的《大学语文》篇目和高中的《语文》

篇目有重复，绝大多数篇目尽量选择了一些既有知识性，又有新颖性、趣味性的作品，既避

免了学生重复学习的倦怠，又增长了学生知识，还让学生的学习都能做到兴趣盎然。即使存

在部分与高中《语文》重复的篇目，也能让学生体会到大学与高中在语文教学上的不同，为

适应今后大学学习打下基础。 
第二，知识性。教材在选择篇目的过程中，各位编写教师都选择了各个时期的较经典篇

目，每篇作品都设置了“作品简介”“本文导读”“思考”和“超级链接”等栏目，对作品的

各个知识点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增加了知识信息的内容含量。 
第三，文学性。教材在每一章的编写开头都有对应时期的“时期文学简介”，主要是对各

个时期的文学现象、文学特点、文学名家进行综合介绍，让学生了解各个时期的文学发展，

构建一个网状知识结构图，还可以使学生自觉地有方向、有目标地培养自己的文学兴趣。 
第四，延伸性和趣味性。本教材最与众不同的是在每一篇目结束后设有一个“超级链接”。

其目的是：在教师方面，可以使教师的教学不墨守成规，通过“超级链接”对文学作品的弹

射，多方位、多角度地思考每一篇文字，增加知识的延伸性；在学生方面，“超级链接”带来

的“大艺术圈”不仅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而且各个链接内容还能让学生产生浓郁的学习乐

趣，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使教和学都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知识的枯燥叠加。 
总之，这是一本有着自己特色的民族预科教材，它的出现弥补了现存民族预科教材预科

特色缺失的关键点，找到了适合于民族预科教育教材编写的出路。 
本教材为贵州省民宗委与黔南州政府共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民族预科教育项目实施成

果、贵州省重点支持学科“课程与教学论”阶段性建设成果。 
本教材由张玫、叶浪英担任主编，许湘云、侯天庆、郑萍担任副主编，除主编、副主编

外，还有王姣锋、田穗、李馨等老师参编，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章：田穗，第二章：侯天庆，

第三章：王姣锋，第四章：李馨，第五章：叶浪英，第六章：许湘云，第七章：张玫，附录

一：田穗，附录二：郑萍。在此，对所有参编老师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教材是各位老师在

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课余、周末、寒暑假的时间编写而成，水平有限，编写仓促，难免存

在不足之处，敬请各位同行批评指正。 
教育，任重道远，愿少数民族预科教育茁壮成长，愿本教材能“芝麻开花，节节高”。 

 
编  者   

2015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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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先秦文学作品选读 

先秦文学简介 

先秦指秦朝统一中国前的历史时期，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前期。 
上古是文学艺术的起始、萌芽阶段，这时的文学我们通常称为上古文学。上古文学产生

于文字出现以前，包括歌谣和神话两部分。歌谣一般是和音乐、舞蹈融合在一起的，《吕氏春

秋·古乐篇》记载了“葛天氏之乐”载歌载舞的情况，《勾践阴谋外传》所记歌谣《弹歌》则

仅用八个字就概括了从工具制造到射杀猎物的全过程。神话在原始社会已经产生了，它是“在

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马克思语），是浪漫主义

文学的萌芽。流传至今的上古神话主要保存于《山海经》《穆天子传》《庄子》《淮南子》等书

中。其代表作品有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夸父逐日、精卫填海、黄帝战蚩尤、刑天舞干戚等，

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共三百零五篇，奠定了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基础。

汉代传《诗经》有四家：齐之辕固、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苌，简称齐、鲁、韩、毛，

此后齐、鲁、韩三家诗亡，独毛诗行于世。 
晚于《诗经》的先秦诗歌代表作是“楚辞”，是战国时楚人创作的一种新诗体，代表诗人

是屈原，代表作品是《离骚》。 
古代散文产生年代比诗歌稍晚，产生于文字发明以后。早期散文常常夹杂大量韵语，《尚

书》《周易》皆然。先秦散文可分为两大类： 
一、历史散文，主要有：《尚书》《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战国策》

《竹书纪年》等。《尚书》又称《书》或《书经》，是中国第一部古典散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

它以记言为主，现存五十八篇。《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简单概括地记载了鲁隐公元年至鲁

哀公十四年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现存《春秋》是经孔子删定的。《左传》为《春秋》作传，

它较详细地记述了《春秋》所记事件的本末，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国

语》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国别史，记载了周朝及各诸侯国的历史事件。《战国策》记载了战国

时期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历史，主要是谋士们的游说活动，具有纵横家的雄辩特色。《竹书纪

年》是一部有文学特色的编年史著作。在先秦历史散文中以《左传》和《战国策》文学成就

最高。先秦历史散文对后世的叙事文学具有深远影响。 
二、诸子散文，主要有：《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

《论语》是最早的诸子散文著作，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孟子》是儒家学派又一代表作，

记述了儒家学派又一大师孟轲的言行，今存七篇，主要阐述了孟子的仁义思想、民本思想，

全书行文气势磅礴，文辞淋漓畅达。荀况是儒家学派最后一位大师，所著《荀子》共三十二

篇，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老子所著《道德经》（亦称《老子》）五千言，是道家最早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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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著作。《庄子》反映了庄周的哲学思想，极富文采，在先秦及后世散文中都是佼佼者。《墨

子》为墨家学派的代表作。韩非是荀卿的学生，是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所著《韩

非子》为先秦法家的理论著作，全书五十五篇（包括后人滥入者），内容主要是排斥仁爱，主

张功利、法制，文风犀利，能抓住要害问题进行透辟论述。 
先秦诸子散文对后世散文发展影响巨大，历代文章大师多推崇备至，他们在学习甚或模

仿先秦诸子散文的基础上写出了许多文章名篇。 

第一节  《诗经》四首[1] 

 作品简介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诗歌三百零五篇，分风、雅、

颂三部分。风指周南、卫、郑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多为各地民歌，是《诗经》的精

华，对后世影响巨大。雅，即所谓朝廷的“正声雅乐”，分大雅、小雅，其中大雅七十五篇，

小雅三十篇，除“小雅”有一些民歌外，其余多数皆是贵族创作。颂，用于朝廷或宗庙祭祀

的乐章，分周颂、鲁颂、商颂，凡四十篇。 
《诗经》，特别是风及小雅中的部分诗篇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

基本使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四言句为主，语言朴实、自然、准确、优美，采用了多种修

辞方式。赋、比、兴是其主要表现手法，它们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诗经》是我国早期诗歌的经典之作，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  雎 

《诗经·周南》 

关关雎鸠[2]，在河之洲[3]。 

窈窕淑女[4]，君子好逑[5]。 
 

参差荇菜[6]，左右流之[7]。 

窈窕淑女，寤寐[8]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9]。 

悠哉悠哉[10]，辗转反侧[11]。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12]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13]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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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夭 

《诗经·周南》 

桃之夭夭[15]，灼灼其华[16]。 

之子于归[17]，宜其室家[18]。 

桃之夭夭，有蕡[19]其实[20]。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21]。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硕  鼠 

《诗经·魏风》 

硕鼠硕鼠[22]，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23]，莫我肯顾[24]。 

逝将去女[25]，适彼乐土[26]。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27]！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 

三岁贯女，莫我肯德[28]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 

乐国乐国，爰得我直[29]！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 

三岁贯女，莫我肯劳[30]。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 

乐郊乐郊，谁之永号[31]！ 

无  衣 

《诗经·秦风》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32]。 

王于兴师[33]， 

修我戈矛， 

与子同仇[3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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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曰无衣？ 

与子同泽[35]。 

王于兴师， 

修我矛戟， 

与子偕作[36]！ 

 
岂曰无衣？ 

与子同裳[37]。 

王于兴师， 

修我甲兵[38]， 

与子偕行！ 

 注释  

[ 1 ] 选自《诗经》，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关雎》是《诗经》的首篇，也是国风《周南》

的首篇，描写了那时青年男女恋爱的情景。 
[ 2 ] 关关：雄雌鸟的和鸣声。雎（jū）鸠：一种水鸟，即鱼鹰。传说关雎双栖，离散后不另

择偶，忧思不食而死。  
[ 3 ] 河：黄河。洲：水中陆地，三家诗作“州”。 
[ 4 ] 窈窕（yǎo tiǎo）：美丽善良，幽静娴雅。淑：善美，好。淑女：好姑娘。  
[ 5 ] 君子：当时对男子的通称。逑（qiú）：配偶。好逑：好配偶。  
[ 6 ] 参差：长短不齐。荇（xìng）：一种根生水底的可食水草，茎上青下白，浮水面。   

[ 7 ] 流：通“摎”，捋取，和下文的“采”“芼”意近。  

[ 8 ] 寤：醒来。寐：睡着。清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说：“‘寤寐’犹言‘不寐’，谓求此

淑女，至于不寐也。”  
[ 9 ] 思服：思念。思：无意义，语助词。服：思念。  
[10] 悠哉悠哉：形容忧思深长。  
[11] 辗转反侧：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钱钟书《管锥编》有此一说：“《太平乐府》卷一

乔梦符《蟾宫曲寄远》：‘饭不沾匙，睡如翻饼。’下句足以笺‘辗转反侧’也。” 
[12] 琴瑟友之：演奏琴瑟与淑女交朋友。琴、瑟，皆弦乐器。琴五或七弦，瑟二十五或五十

弦。友，亲近。之，指淑女。 

[13] 芼（mào）：择取。  

[14] 钟鼓乐之：鸣钟击鼓，使之欢乐。乐：愉悦。 
[15] 夭夭：形容桃树少壮茂盛的样子。 
[16] 灼灼：形容桃花的鲜艳盛开。华：同“花”。 
[17] 于归：古代女子出嫁称为于归，或单称归。 
[18] 宜：善。室家：指配偶，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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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蕡（fén）：颜色斑驳的样子。形容桃子熟了，红白相间的样子。 

[20] 有：用于形容词之前的语助词，和叠词的作用相似。有蕡即蕡蕡。 

[21] 蓁蓁（zhēn）：树叶茂盛的样子。 
[22] 硕：大。 
[23] 三岁：多年。三，不是确数。贯：侍奉、养活。女：同“汝”。 
[24] 莫我肯顾：“莫肯顾我”的倒文。下章“莫我肯德”“莫我肯劳”均同。 
[25] 逝：同“誓”。 
[26] 适：去、到。 
[27] 爰（yuán）：乃、就。所：处所。 
[28] 德：感激。 

[29] 直：同“值”，价值。一说为职，见王引之《径义述闻》：“当读为职，职亦所也。” 

[30] 劳：慰劳。 
[31] 之：往。永号：长声地高叫。 
[32] 袍：长衣。形如斗篷，行军时白天当衣穿，夜里当被盖。同袍是表示友爱互助。 
[33] 王：秦人对秦君的称呼。于：语助词。兴师：起兵。 
[34] 同仇：共同对敌。 

[35] 泽：通“襗”，贴身的内衣。 

[36] 作：行动起来。 
[37] 裳：战裙。 
[38] 甲：盔甲。兵：兵器的总称。 

 本文导读 

第一首，是“风”之始篇，也是《诗经》开宗明义的第一篇，长久以来为论者所重。《毛

诗序》云：“《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这一说法由于流传

久远，影响至深且大。如果就诗之兴义深入分析，仔细体味诗中真率炽热的感情，则很明显

地看出这是一首热情奔放的爱恋情歌，并非《毛诗序》所云美“后妃之德”的诗作，而是一

首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古老民间恋歌，诗中娓娓抒写青年男子的单相思，其倾慕、爱恋与渴

望，正是亘古以来每一个青年人心中对爱情最深的企盼。《关雎》一诗以“关关雎鸠，在河之

洲”开篇兴起“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正好说明了这个论断之正确性。据《尔雅·释鸟》

所载：“雎鸠，王雎。”郭璞注为：“雕类，今江东呼之为鹗，好在江洙山边食鱼。”李时珍则

认为雎鸠就是江表人所呼之“食鱼鹰”（见《本草纲目》卷二十九）。《关雎》以食鱼鹰兴起“窈

窕淑女”是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的。《诗经》时代，鱼乃“匹偶”或“情侣”之隐语（闻一多

《说鱼》），而“食鱼”则也隐喻“娶妻”。另如《诗经》中之《陈风·衡门》《小雅·白华》等

皆为此例，故君子因雎鸠食鱼之象而唤起内心深处求偶于淑女之愿望。诗之二、三章“参差

荇菜，左右流之”等语，有学者认定此指“女子采荇于河边，君子见而悦之”（出自闻一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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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类钞》）。进而考诸《诗经》之《周南·卷耳》《召南·草虫》《魏风·汾沮洳》《小雅·采绿》

《小雅·采薇》等篇，在表达相思之情时常用此种比兴手法。故“参差荇菜”语当也不脱此比

兴之惯例。因而，就诗之兴义分析来看，《关雎》一诗为恋情之歌说是比较切合全诗本义的。

依据《毛诗》，《关雎》全诗分作三章。首章四句，见物起兴，引发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的咏叹，开门见山，全无顾忌，真率自然，以平和舒缓的音律奠定了全诗的基调；第二章八

句，以急管繁弦之笔写缠绵悱恻之情，淋漓尽致地揭示出追求者追求过程中那种炽热的爱慕

之心与相思之苦；第三章八句，抒写求之已得的喜悦和结成伉俪时载歌载舞、尽兴狂欢的场

面。《关雎》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许多独到之处。比如，切合诗义自然流畅地运用比兴手法，

显现出它意蕴无穷、妙合无限的艺术魅力；又如，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也显得特别鲜明突出：

对君子，分别从其择偶标准、追求态度诸方面着笔刻画，显得十分贴切生动；淑女的美好，

则从外表与内心的美善统一显示出来；再如，《关雎》的结构也颇具匠心，如以“求之不得”

一句承上启下，文势陡起，避免了行文的平板。清人方玉润这样评论道：“求之不得”一句是

“根上‘求’字，忽生出‘不得’一层，文心乃曲”，“通篇精神扼要在此，不然，前后则平沓

矣”（《诗经原始·卷一》）。在用字和协韵方面，《关雎》亦可谓《诗经》的杰出代表：诗中采

用了许多双声（参差）、叠韵（窈窕）及连绵词（辗转），以增强诗歌音调的和谐美与描写人

物的生动性；《关雎》取偶句入韵是其用韵的特色，如鸠、洲、逑协幽部韵……这种偶韵式一

直是中国古代诗歌协韵的主流，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美。 
第二首，是一首贺新婚的诗。诗人看见农村春天柔嫩的桃枝和鲜艳的桃花，联想到新娘

的年轻貌美。通过咏桃，烘云托月地描写了芳龄女郎的婚嫁。其性质就好像新中国成立前的

“催妆词”，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新妇的要求和人民生活的片段。这首诗以咏物见长，如“夭夭”

描绘桃树少盛的形态，“灼灼”形容桃花绽开的艳丽，体物之工，古今称颂。 
第三首，是一首反对过重的剥削、幻想美好社会的诗。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实行一

种叫“履亩税”的方法，即农民除了要出劳役为公田耕种以外，还要交纳私田所产的十分之

一作为实物税。这样的双重剥削，农民实在难以忍受，于是幻想着去寻找一块理想的乐园。

诗中以借喻的手法，将贪婪的剥削者比作田间大老鼠；又以同老鼠讲话的口气，再三呼告恳

求，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怨恨，引起读者的共鸣与同情。章末忽发奇想，向往着有一块无忧无

税的乐土。但末章最后又说：“乐郊乐郊，谁之永号!”对心目中的伊甸园又感到渺茫困惑。一

波三折，语尽意存。 
第四首，是一首秦国的军中战歌。同仇敌忾、慷慨从军、奋勇杀敌的精神充溢全诗；反

映了《秦风》的典型风格。后人评为“有吞六国气象”，并誉之为边塞诗之祖。 

 思考 

1. 背诵四首诗。 
2. 四首诗的“比兴”有什么特点？ 
3. 有人认为《桃夭》是一首祝贺新婚的贺婚辞，也有人说是贵族婚礼歌，你的意见呢？ 

 超级链接 

1. 诗：《诗经·秦风·蒹葭》。 



 

7 

2. 诗：《诗经·卫风·硕人》。 
3. 诗：《诗经·魏风·伐檀》。 
4. 诗：《诗经·唐风·无衣》。 
5. 视频：品读《诗经》赏析（重庆电视台，主持人：祝克非）。 
6. 诗：《西西里亚纺织工人》（德国·海涅）。 

 
 

 

第二节  国  殇[1] 
屈  原 

 作品简介 

屈原（约前 340 年—— 约前 278 年）是楚辞的代表作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有高尚

的情操、进步的政治观点。他留下来的作品有二十五篇：《离骚》《九歌》（十一篇）、《九章》

（九篇）、《天问》《远游》《卜居》《渔父》。其中《离骚》为光照万代的浪漫主义杰作。屈原的

诗作想象丰富，辞采瑰丽，句式多变，大量引用神话传说，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 
“楚辞”是流行于战国时期楚地的诗歌，是一种不同于《诗经》的新体诗。西汉刘向把它

们编辑成书，定名《楚辞》（已佚）。现在流传的是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作品。楚辞作家有

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 
如果说《诗经》作品以现实主义为主，那么《楚辞》主要是浪漫主义诗篇，它们历来并

称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 
 

操吴戈兮被犀甲[2]，车错毂兮短兵接[3]。 

旌蔽日兮敌若云[4]，矢交坠兮士争先[5]。  

凌余阵兮躐余行[6]，左骖殪兮右刃伤[7]。  

霾两轮兮絷四马[8]，援玉枹兮击鸣鼓[9]。  

天时怼兮威灵怒[10]，严杀尽兮弃原野[11]。  

出不入兮往不反[12]，平原忽兮路超远[13]。  

带长剑兮挟秦弓[14]，首身离兮心不惩[15]。  

诚既勇兮又以武[16]，终刚强兮不可凌[17]。  

身既死兮神以灵[18]，魂魄毅兮为鬼雄[19]。 

 注释  

[ 1 ] 选自《屈原赋选》，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2 ] 操：拿着。吴戈：战国时吴国制造的一种特别锋利的戈。被：通“披”，穿着。犀甲：犀

牛皮制作的铠甲。 
[ 3 ] 车错毂：两国双方激烈交战，兵帅来往交错。毂：车轮中心插轴的地方。短兵：刀剑一

类的短兵器。  
[ 4 ] 旌蔽日兮敌若云：旌旗遮蔽了太阳，敌兵像云一样聚集在一起。旌：用羽毛装饰的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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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矢交坠兮士争先：是说双方激战，流箭交错，纷纷坠落，战士却奋勇争先杀敌。矢：箭。 
[ 6 ] 凌：侵犯。躐：践踏。行：行列。  
[ 7 ] 左骖（cān）：古代战车用四匹马拉，中间的两匹马叫“服”，左右两边的叫“骖”。殪（yì）：

缁地而死。右：右骖。刃伤：为兵刃所伤。 
[ 8 ] 霾（mái）两轮兮絷（zhí）四马，意思是把（战车）两轮埋在土中，马头上的缰绳也不

解开，表示要同敌人血战到底。霾，通“埋”。絷：绊往。  

[ 9 ] 援玉枹（fú）兮击鸣鼓：主帅鸣击战鼓以振作士气。援，拿着。枹，鼓槌。  

[10] 天时：天意。怼（对）：怨。威灵怒：神灵震怒。  
[11] 严杀：酣战痛杀。弃原野：指骸骨弃在战场上。  
[12] 出不入兮往不反：是说战士抱着义无反顾的必死决心。 
[13] 忽：指原野宽广无际。超：通“迢”。  
[14] 挟（xié）：携，拿。秦弓：战国秦地所造的弓（因射程较远而著名）。 
[15] 首身离：头和身子分离，指战死。惩：恐惧，悔恨。  
[16] 诚：果然是，诚然。 
[17] 终：始终。  
[18] 神以灵：指精神永存。 
[19] 鬼雄：鬼中英雄。 

 本文导读 

《国殇》是屈原所作《九歌》中的一篇。《九歌》本是古代乐歌的名称，而为屈原所沿用，

并不是实指这组诗的数字。这一组诗，原是楚国南部流传已久的一套民间祭神的乐歌，经过

屈原加工改写，成了独具体裁的抒情诗。 
《国殇》是一首悼念为国阵亡将士的祭歌。所谓“殇”，本指未成年人的夭折，这里指阵

亡的将士，因为他们是为国而死，所以叫国殇。楚国从怀王后期到顷襄王时代，曾经和秦国

发生多次战争，都是秦胜而楚败。楚国人民为了保卫国家，所付出的牺牲代价是相当惨重的。

这可能就是屈原写这首祭歌的背景。 
全诗以爱国精神为灵魂，深沉悲壮，动人心魄，具有强烈的感召和鼓舞力量。诗人运用

了多种多样的描写手法，刻画了楚军战士的英雄形象。诗中既有战士生前操戈披甲死后带剑

挟弓的外貌描绘，又有义无反顾志不可夺的内心世界的刻画；既有短兵相接争相杀敌的正面

描写，又有车马损伤战鼓擂击的侧面烘托；既有原野身首分离的逼真的现实主义写实，又有

敌军若云天坠神的浪漫主义夸张。全诗叙事抒情虽然前后各有侧重，但爱国主义的浓烈感情

始终充溢于字里行间。因此，诗中战士的形象塑造得鲜明生动，真实饱满，再现了一场酷烈

的战斗，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全诗最后以“魂魄毅兮为鬼雄”作结，对国耻的洗雪寄予希

望，反映了作者的爱国思想。 
全诗在艺术表现上与作者其他作品有些区别，与《九歌》中其他乐歌的表现手法也不尽

一致。它不是一篇想象奇特、辞采瑰丽的华章，然其“通篇直赋其事”（戴震《屈原赋注》），

挟深挚炽烈的情感，以促迫的节奏、开张扬厉的抒写，传达出了与所反映的人事相一致的凛

然亢直之美、阳刚之美，在楚辞体作品中独树一帜，读罢让人有气壮神旺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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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 

1. 《国殇》是在什么基础之上加工创造而成的？ 
2. 谈谈《国殇》这首诗是如何把叙事与抒情联结在一起。 

 超级链接 

1. 文：《九歌·少司命》（战国·屈原）。 
2. 视频：电影《屈原》（导演：鲍方，主演：李清、鲍方，1975 年香港凤凰公司出品）。 
3. 视频：《品读〈《屈原》郭沫若〉》（重庆电视台，主持人：祝克非）。 

第三节  登徒子好色赋[1] 

宋  玉 

 作品简介  

宋玉，战国末年著名辞赋作家，生卒年不详。《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

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

谏。”今人多据此认为其活动年间应稍晚于屈原。其生平事迹，史籍虽有零星记载，但多语焉

不详，可能曾仕于楚顷襄王朝，官位不高，很不得意。 
宋玉的作品，对黑暗的现实有所批评，时见不平之气，但多自怨自怜的伤感气息。文风

略近屈原，善于运用排比铺张的手法描摹事物，想象奇特，词藻丰赡。刘勰《文心雕龙·诠

赋》评其作品为“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完成了楚辞到汉赋的过渡。后世常以“屈宋”

并称。《汉书·艺文志》载其赋作凡十六篇，然颇多亡佚和伪托，无争议者仅《九辩》一篇。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2]，短宋玉曰[3]：“玉为人，体貌闲丽[4]，口多微辞[5]，又

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玉曰：“体貌闲丽，所受

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

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6]。”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

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

着粉则太白[7]，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8]，肌如白雪，腰如束素[9]，齿如含贝[10]。

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11]。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12]。登徒子则

不然。其妻蓬头挛耳[13]，齞唇历齿[14]。旁行踽偻[15]，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

有五子。王孰察之[16]，谁为好色者矣。”是时，秦章华大夫在侧，因进而称曰：“今

夫宋玉盛称邻之女，以为美色，愚乱之邪!臣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矣。且夫南楚

穷巷之妾，焉足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17]，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王曰：“试

为寡人说之。”大夫曰：“唯唯[18]。臣少曾远游，周览九土[19]，足历五都[20]。出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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