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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源远流长、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中，有两个要项值得关注：一是体裁，一是题材。
体裁关乎形式，题材关乎内容。
诗、词、文、赋、小说、戏曲等，属于体裁的范围；而送别思归、边塞征旅、山水田园、咏史怀古、
才子佳人、负心婚变、神仙道化、英雄传奇、神魔志怪、世态人情、公案侠义等，都属于题材的范围
。
体裁与题材又是紧密相关、相互为用的。
一方面，独特的题材往往会导致旧体裁的变易，甚至新体裁的产生；另一方面，特定的体裁也必然会
对其所表现的题材形成制约，并影响其风格特点。
　　无论是体裁，还是题材，受不同时代文化精神、美学追求的影响，都有一个发展流变的过程，并
在某一历史时段达到顶点，成为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和主题。
先秦时期，四言诗、骚体赋和散文独步文坛；两汉以还，散文、乐府、五七言诗与各体赋代有变化；
发展到唐宋，诗与词成为最受人瞩目的文体样式。
降及元明清，戏曲与小说勃兴，双峰并峙，平分秋色。
近人王国维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
，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宋元戏曲考?序》）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在中国文学演进的历史过程中，伴随着体裁的变化，各类题材也日渐成熟、丰富，几乎涉及社会、政
治、人生、自然的各个方面。
而每类题材，不仅各有其鲜明的特点，还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
以诗、词而论，边塞征旅诗在盛唐时期最为昌盛，咏史怀古诗则在中晚唐大行其道，北宋时期的词作
多吟唱情爱相思，到了南宋，抒发悲愤壮烈的爱国情怀便成了词作的一大特点。
就总体来看，“诗庄词媚”则可视作诗词两种文体风格的基本分野。
而如果变换视角，调整思维，就可以发现：题材与体裁、风格、时代不仅紧密关联，而且各类体裁、
题材都是可以作为专题展开论述，构成若干部文学小史的。
而从文学的体裁和题材人手，也不失为一种了解各体各类文学特点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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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教材首章为导论，描述先秦两汉散文题材的分类及演变，末章是文体概论和名篇导读。
全书主体部分共七章，分别以世道沧桑、战争风云、外交景观、恩怨情仇、隐逸高蹈、病里乾坤、梦
幻世界为题，对七类题材的作品进行选讲。
前三类属于重大题材，侧重于社会的兴衰治乱、历史变革；后四类属于普通的生活题材，着眼于人自
身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各章都有对每类题材作品的总论，在具体选讲过程中注重对代表性作品的解析。
　　本书可供高校用作中文系和校级通识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一般文史爱好者了解赏析先秦两汉散
文的普通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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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世道沧桑　　先秦两汉经历过漫长的历史时段，在此期问出现了多次的改朝换代。
三代有夏、商、周之别，周代有西周、东周两个王朝，东周又分春秋、战国两个阶段，两汉则有西汉
、东汉，战国和西汉之间还有短命的秦王朝。
先秦两汉散文和历史的渊源关系极深，有的本身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作品，因此，反映世道沧桑
就成为这个时期散文的重要内容。
　　从《尚书》开始，对于世道沧桑就已经有所反映，涉及夏、商、周三代的一些故事。
《尚书》重在记言，因此，它在叙述世道变迁时还比较简略，是粗线条的。
尽管如此，把世道沧桑作为散文的题材，《尚书》有开创之功。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期，处于动荡之中，作为史传文学奠基之作的《左传》、《国语
》成书于这一时期，继踵其后的《战国策》在这个阶段初步成稿。
《左传》、《国语》所反映的世道沧桑主要有四条线索：一是周王朝兴衰史，二是诸侯争霸史，三是
宫廷内乱史，四是家族荣辱史。
这四条线索纵横交错，构成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
《战国策》是战国历史的艺术写照。
战国虽然和春秋同属社会转型期，但它和春秋时期存在很大的差异。
对此，陈祖仁《战国策校注序》写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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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文学分类选讲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先秦两汉散文分类选
讲》可供高校用作中文系和校级通识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一般文史爱好者了解赏析先秦两汉散文的
普通读物。
“中国古代文学分类选讲”系列教材，力图兼顾时代、体裁，尤其是题材，以“分类”和“选讲”的
形式，讲解中国文学的类型特点及其源流变化。
　　《中国古代文学分类选讲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先秦两汉散文分类选
讲》按体裁分类，选择先秦两汉的散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对其历史传承、发展流变、艺术特点等予
以专章讲说，由此形成一个个文学专题，借以细化、深化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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