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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文学史（第2版）（第1卷）》倡导文学本位，并将文学置于广阔的
文化背景之中，翔实地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作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考证和论述。
各章均有详细的附注，以介绍各家之说，各卷之后附有研修书目，为读者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具
有鲜明的开放性、前瞻性，以及较大的信息量。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文学史（第2版）（第1卷）》适合作为高校中文系的通用教材，亦
可供古代文学爱好者、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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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行霈，江苏武进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文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
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1982年晋升为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
1982年4月至1983年3月任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教授；1992年7月至1993年9月以及1998年任新加坡国立大
学客座教授；1997年9月至12月任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2004年9月至11月任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2005年9月开始兼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与北大联聘)
。
此外，还先后在日本爱知大学、美国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华盛顿、夏威夷等大学以及香港大学、
台湾大学讲学。
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
第九、十届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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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卷总绪论第一节 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第二节 中国文学的演进第三节 中国文学史的
分期第一编 先秦文学绪论第一章 上古神话第二章 《诗经》第三章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第四章 《
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第二编 秦汉文学绪论第一章 秦及西汉散文第二
章 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第三章 司马迁与《史记》第四章 两汉乐府诗第五章 东汉辞赋第六章 《汉书》
及东汉散文第七章 东汉文人诗第二卷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绪论第一章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第二
章 两晋诗坛第三章 陶渊明第四章 南北朝民歌第五章 谢灵运、鲍照与诗风的转变第六章 永明体与齐梁
诗坛第七章 庾信与南朝文风的北渐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与散文第九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第
四编 隋唐五代文学绪论第一章 南北文学的合流与初唐诗坛第二章 盛唐的诗人群体第三章 李白第四章 
杜甫第五章 大历诗风第六章 韩孟诗派与刘禹锡、柳宗元等诗人第七章 自居易与元白诗派第八章 散文
的文体文风改革第九章 唐传奇与俗讲变文第十章 晚唐诗歌第十一章 李商隐第十二章 词的初创及晚唐
五代词第三卷第五编 宋代文学绪论第一章 宋初文学第二章 柳永与北宋前期词风的演变第三章 欧阳修
及其影响下的诗文创作第四章 苏轼第五章 江西诗派与两宋之际的诗歌第六章 周邦彦和北宋中后期词
坛第七章 南渡前后词风的演变第八章 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第九章 辛弃疾和辛派词人第十章 姜夔、吴
文英及宋末词坛第十一章 南宋的散文和四六第十二章 南宋后期和辽金的诗歌 第六编 元代文学绪论第
一章 话本小说与说唱文学第二章 关汉卿第三章 王实甫的《西厢记》第四章 白朴和马致远第五章 北方
戏剧圈的杂剧创作第六章 南方戏剧圈的杂剧创作第七章 南戏的兴起与《琵琶记》第八章 元代散曲第
九章 元代诗文第四卷第七编 明代文学绪论第一章 《三国志演义》与历史演义的繁荣第二章 《水浒传
》与英雄传奇的演化第三章 明代前期诗文第四章 明代中期的文学复古第五章 明代杂剧的流变第六章 
明代传奇的发展与繁荣第七章 汤显祖第八章 《西游记》与其他神怪小说第九章 《金瓶梅》与世情小
说的勃兴第十章 “三言”、“二拍”与明代的短篇小说第十一章 晚明诗文第十二章 明代的散曲与民
歌第八编 清代文学绪论第一章 清初诗文的繁荣与词学的复兴第二章 清初戏曲与《长生殿》、《桃花
扇》第三章 清初白话小说第四章 《聊斋志异》第五章 《儒林外史》第六章 《红楼梦》第七章 清中叶
诗文词多元发展的局面第八章 清中叶的小说戏曲与讲唱文学第九编 近代文学绪论第一章 龚自珍与近
代前期诗文词第二章 近代前期的小说与戏曲第三章 黄遵宪、梁启超与近代后期诗文词第四章 近代后
期的小说与戏曲后 记第二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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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绪论第一节 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文学史与文学史学 文学本位 史学思维 文化学视角 文
学史著作的当代性 文学史史料学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早已注意到文学的发展与变迁，并作了许
多论述。
这些论述散见于史书、目录学著作、诗文评、文学总集或选集的作家小传中；在一些序跋、题记及其
他文章中也有所涉及。
就现在所能看到的资料而言，史家的记述是比较早的。
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不但为屈原、贾谊这两位文学家立传，而且笔墨涉及宋玉、唐勒、
景差等屈原之后贾谊之前的辞赋家，已经算是有了文学发展过程的初步描述。
此后，（东汉）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对司马迁《史记》以前史官之文的发展过程有简单的
追述；齐梁时的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回顾了南朝宋以前诗歌的发展历程，可以看成是关
于诗歌史的比较详细的论述。
（南朝宋）范哗撰《后汉书》，始创《文苑传》，将22位文学上有成就的人的传记合在一起，按时代
先后排列，提供了文学发展的线索。
此后，一些正史中的《文苑传》或《文艺传》，大都沿袭《后汉书》的体例。
在目录学著作方面，班固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撰成《汉书·艺文志》，其中的《诗赋略论》对诗
和赋的发展有初步的描述。
此后，一些目录学著作，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大都继承
《汉书·艺文志》的传统，在著录书目的同时考辨源流。
（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算是这类书中的集大成者。
在诗文评方面，（梁）刘勰《文心雕龙》中《明诗》以下20篇论及许多文体的形成过程，《时序》等
篇也有关于文学发展的精彩论述。
（梁）锺嵘的《诗品序》，对文学的发展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
此后，在一些诗话、词话，以及诗纪事、词纪事之类的书中，也有关于诗词发展的论述。
此外，（东汉）郑玄《诗谱序》追述诗歌的起源，历数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以至懿王、夷王、厉
王、幽王时政治的变迁与诗歌的关系，从政治的角度对诗歌的发展作了较细致的描述。
（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从文体流变这个新的角度，论述了文学的发展。
（唐）自居易的《与元九书》对《诗》、《骚》以来诗歌发展的历程作了总结。
（宋）李清照的《词论》追述了词的发展概况。
（元）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为398位唐代诗人作传，问有评论，从中可以看出唐诗发展的因革流变。
（明）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题辞，已经勾勒出汉魏六朝文学发展的脉络。
（清）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对时代诗人1600余家作了评述。
清代所修《全唐诗》，为唐代诗人逐一作了简介，从中可以看到唐代诗歌的发展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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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学史(第1卷)》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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