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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文学科本科的教材很多，其中有些使用面还比较大。
但是，这些年高校扩招，本科的培养目标在调整，大多数高校都在压缩课时课量，逐步往通识教育和
素质教育方向靠拢，教材也就不能不作调整。
现有的多种本科基础课教材质量不错，在综合性大学较受欢迎，但对普通高校特别是地区性高校的学
生来说，相对就显得比较深，课时与课量也过大，不太适应教学的需求。
许多普通高校中文系老师都希望能够组织编写一套新的中文学科基础教材。
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很支持这一想法。
近几年每年全国大学中文系本科招生六、七万人（属于前五名的学科），其中综合大学大概还不到一
万人，其他大都属于一般教学型、应用型的大学，包括许多师范学院、地区学院和大专，他们都必选
中文系的七门基础课。
此外，相当多的专科中文系，以及有些相关学科（如外语、新闻、艺术等等）也要求学生选修中文系
的某些基础课程，中文学科每门基础课的教材需求量很大，特别是普及型、应用型的中文基础教材，
仍然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因此，出版这套教材，无论对学科建设还是人才培育来说，都很有必要。
　　这套教材的设计意图主要是：　　（1）第一批主要以本科基础课为主，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现
代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理论、语言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典文献学、外国文学、中国文化
史10种，以后再逐步扩充，继续编写出版选修课教材（总计划大约30种），形成完整的中文系本科教
材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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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文学是大学所有中文本科专业必修的核心课程，它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部
分是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几千年来留存下来的经典文学作品；一部分是对这几千年文学发展变化
之线索的梳理、描述，以及对于其中规律性问题的初步探讨。
这两部分内容，既有区别又密切关联，本教程打破以往的惯例，尝试将其穿插、组编到一起，以利于
实际的教学安排及学生对古代文学的整体性把握。
　　与20世纪相比，中文专业的课程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于“知识爆炸”和社会生活转型提出的新的人才需求的影响，也由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促使本科培
养目标的改变，过去的传统课程在内容与课时方面都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中国古代文学”无疑是首当其冲的调整目标。
但是，无论怎样调整，这门课程都是中文本科专业课程体系中的核心，学好这门课程是这一专业的学
生的最基本专业素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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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上古传说文学第一节　初民的歌谣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的历史源远流长。
“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在人类的童年时期，还没有文字，没有
丰富的文学艺术种类及表现手段，歌唱和舞蹈便是初民天然的表现和抒情方式。
我国古籍中多有对原始歌舞的记载，如：“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
秋?古乐》）；“古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被发而舞”（纬书《河
图玉版》）；“（舜）即帝位⋯⋯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宋书．符瑞志》引《竹
书纪年》）。
这些记载虽然都在文字形成以后，但展现了初民生活的踪影，体现着初民载歌载舞的情状。
不难想到，在文字产生之前的漫长时期，原始歌舞的数量必然是巨大的。
只是这大量的原始歌谣在当时只能口头流传，无法用文字记录下来。
今天所看到的原始歌谣，都是后人辑录的。
不过，这些辑佚所得的原始歌谣，真伪很难论定。
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切实的考古资料（主要是甲骨卜辞）和信实可据的典籍比较考核，清理出
一些歌咏初民特有生活情状、风调简朴的古歌。
它们即使不是原本的面貌，大约也应相去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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