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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是朱自清先生在六十多年前写的。
　　朱自清先生是现代散文家、诗人，也是研究古典文学的著名学者。
他1898年生于江苏东海，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为自清，字佩弦。
曾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病殁于北京。
　　此书写于1942年，1946年由文光书店刊行。
1980年三联书店重刊，叶圣陶先生专门新写了篇重印序，序中说到：“朱先生所说的经典，指的是我
们文化遗产中用文字写记下来的东西。
假如把准备接触这些文化遗产的人比做参观岩洞的游客，他就是给他们当个向导，先在洞外讲说一番
，让他们心中有个数，不至于进了洞去感到迷糊。
他可真是个好向导，自己在里边摸熟了，知道岩洞的成因和演变，因而能够按真际讲说。
”六十多年来，这本小书广为流传，成为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经典。
　　朱自清先生认为，“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经典训练是一般人文化教育的必要
内容，但我国古代典籍浩繁艰深，为帮助一般人了解古书，他在本书中用十三篇文字，要言不烦地介
绍了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经典作品。
他不囿于陈腐的旧学框架，尽量采择近人新说，以嚼饭哺人、孜孜不倦的精神，用亲切自然、切实而
浅明的文字娓娓道来。
朱自清先生有一个美好的心愿，希望“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
　　叶圣陶先生还认为，“经典训练不限于学校教育的范围而推广到全社会，是很有必要的。
历史不能割断，文化遗产跟当今各条战线上的工作有直接或者间接的牵连，所以谁都一样，能够跟经
典有所接触总比完全不接触好。
”现在，我们再次郑重向所有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推荐这本书。
与此同时，也为的是给大家介绍好文风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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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典常谈》是朱自清先生在六十多年前写的，六十多年来，这本小书广为流传，成为普及中国
传统文化的启蒙经典，全书见解精辟，史笔卓越，通俗流畅，深入浅出，已成为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
化典籍的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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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自清，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其散文以朴素缜密，清隽沉郁、语言洗炼，文笔清丽著称，极富有真情实感。
代表作《荷塘月色》、《背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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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说解文字第一　　中国文字相传是黄帝的史官叫仓颉的造的。
这仓颉据说有四只眼睛，他看见了地上的兽蹄儿鸟爪儿印着的痕迹，灵感涌上心头，便造起文字来。
文字的作用太伟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圣的工作。
但是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也可以增进人的巧诈。
仓颉泄漏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
所以他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
”人有了文字，会变机灵了，会争着去作那容易赚钱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种地的便少了。
天怕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米来让他们存着救急。
鬼也怕这些机灵人用文字来制他们，所以夜里嚎哭，文字原是有巫术的作用的。
但仓颉造字的传说，战国末期才有。
那时人并不都相信；如《易》《系辞》里就只说文字是“后世圣人”造出来的。
这“后世圣人”不止一人，是许多人。
我们知道，文字不断地在演变着；说是一人独创，是不可能的。
《系辞》的话自然合理得多。
　　“仓颉造字说”也不是凭空起来的。
秦以前是文字发生与演化的时代，字体因世因国而不同，官书虽是系统相承，民间书却极为庞杂。
到了战国末期，政治方面，学术方面，都感到统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统一的需要，自
然也在一般意识之中。
这时候抬出一个造字的圣人，实在是统一文字的预备工夫，好教人知道“一个”圣人造的字当然是该
一致的。
《荀子》《解蔽篇》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一”是“专一”的意思，这儿只
说仓颉是个整理文字的专家，并不曾说他是造字的人；可见得那时“仓颉造字说”还没有凝成定型。
但是，仓颉究竟是什么人呢？
照近人的解释，“仓颉”的字音近于“商契”，造字的也许指的是商契。
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
“契”有“刀刻”的义；古代用刀笔刻字，文字有“书契”的名称。
可能因为这点联系，商契便传为造字的圣人。
事实上商契也许和造字全然无涉，但这个传说却暗示着文字起于夏商之间。
这个暗示也许是值得相信的。
至于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始见于《说文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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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部书不是“国学概论”一类。
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
不着别的——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
“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病。
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学”，确是正办。
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
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
不像经、史、子的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
书中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
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
全篇的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局部的，随处分别注明。
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读物和考据的著作不同，是无需乎
那样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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