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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散文史》对中国古代散文的源头、萌芽、成型、发展、演变及其理论建构的历史进行
了梳理，并从本体论视角对纵向历时性发展规律和横向共时性特点进行审视和阐述，对散文学理论和
传统散文创作的经验与教训也作了简明、深刻的总结。
在内容和体例等方面都具有较明显的创新性，对教学和自学有较强的指导性，是多次教学实验、多年
潜心研究的结晶。
　　《中国古代散文史》可供高等学校在校本专科学生学习使用，也可供研究生和广大对古代散文有
兴趣和研究志向的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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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第三节 盛唐的骈文和散文第四节 元结等复古先驱的散文第十二章 韩愈、柳宗元和古文运动第
一节 韩愈及其古文理论第二节 韩愈的散文成就第三节 柳宗元及其散文成就第四节 中唐散文的鼎盛第
十三章 晚唐五代之文第一节 杜牧、孙樵及其他古文作家第二节 李商隐与晚唐骈文第三节 罗隐、皮日
休等与小品文的复兴第四节 五代十国骈文复炽与散文作家第六篇 古代散文的鼎盛（下）概说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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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苏辙的散文第二节 苏轼的思想、理论与散文成就第三节 苏门后学的散文第十六章 南宋散文发
展的新趋向第一节 南渡初散文爱国激情浓烈第二节 偏安后散文崇道讲学向多元化发展第三节 笔记散
文的兴盛第四节 覆亡前后散文的悲壮气节第七篇 古代散文的因袭与迁变概说第十七章 辽、金两代散
文的因唐袭宋第一节 辽代之文第二节 金代之文第十八章 元代散文的因袭与迁变第一节 元混一前后散
文的因袭第二节 大德、延祐占间散文的迁变第三节 虞集、欧阳玄之文的“治世之音”第八篇 古代散
文的探索与理论建构概说第十九章 明代散文的拟古与探索第一节 开国派与明初散文的沉寂第二节 徘
徊中的拟古派散文第三节 李贽与公安、竞陵派的探索性散文第四节 小品文的繁荣第二十章 清代散文
的理论建构与创作第一节 经世致用的清初散文第二节 桐城派的散文理论与创作第三节 超越桐城派樊
篱的散文第四节 龚自珍的觉醒与古代散文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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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各诸侯国为了生存、发展并进而消灭异己力量，取得一统天下的政权，都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
作现实社会斗争的借鉴；都需要描绘统一蓝图，对政治、军事等许多问题作出回答。
例如，夏代尊命，殷代尊神，周代尊礼。
尊天命，则畏敬鬼神；尊神则服事鬼神；而尊礼则定尊卑、重名分、敬天保民。
到战国时，这种天、命、鬼、神的观念并没有完全被否定，但历史让人们认识到，天、命、鬼、神毕
竟不可靠，许多国家和采邑被兼并和消灭，证明了“民”的重要，不仅如此，“民，神之主也”，民
为邦本的思想也产生了。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淫祀无福”（《礼记·曲礼》）。
天命鬼神地位的降低，人事民力进一步受到重视，这就是战国时代人民总结历史教训，在文化和思想
理论上的一大进步。
再如，诸子的学术著作，或总结历史教训，或描绘政治蓝图，实际上也都是围绕统一进程而提出的战
略。
孔子晚年修《春秋》，即是为“拨乱世反之正”。
儒家的“仁政”、“王道”；墨家的“兼爱”、“非攻”；法家的“法、术、势”；纵横家的合纵连
横，乃至道家的“绝圣弃智”、“无为而治”，虽然后者有点迷失方向，但各家都像医师开药方，都
是为了治病，只是有高下之分罢了。
总之，无论历史著作，还是诸子学术著作，虽然到战国时代也都还是为了治化，但作者们认识到，在
诸侯力征、礼崩乐坏的时代，要使自己的学说盛行于世，使自己开发的药方更有效，能成为“万应灵
丹”，就必须言之有“文”，必然强调“辞欲巧”。
这样一来，百家都注重语言的技巧，注重逻辑、修辞，注重谋篇布局，以至千方百计调动形象化的手
段，从而使这些著作多姿多彩，具有了浓厚的文学特色，有了更高的文学价值。
《左传》、《战国策》等在记叙历史事件和人物时，不仅有具体的场面，有人物形象的描写和刻画，
而且情节生动，有个性特点。
诸子著作，除讲究辞采外，为增强论辩效果，还大量运用神话、寓言故事，显示出不同的风格：儒家
的雄辩浑厚，道家的汪洋恣肆，墨家的缜密质朴，法家的犀利峭刻，纵横家的铺张扬厉，这些都是散
文的奇葩异卉，是扎根于时代土壤的佳构。
从春秋末至战国，由治化而学术，由学术而文学，进而追求文学的审美效果，从而涌现出来一大批优
秀的史传散文、学术散文作品，不仅显示出这一时期我国散文水平之高，成就之大，而且对后世散文
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
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
”文章体裁的分类，本来就有历史性和相对性。
由于分类的不同，加上各种体裁之间相互交叉和影响，古今都有不同的分法。
但是从语言形式上看，大抵只是叙述、议论、抒情、描写等几类。
战国时期的散文，虽然比较确定的主要是叙述、议论两类，但抒情、描写也常出现。
所以神话、寓言、赋、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往往能在战国的历史著作和诸子著作中找到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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