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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精解”课程编写的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精解”作为一门提高课，是在学生已学过“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文学
史”及若干中国古代文学专题课的基础上开设的。
本课程不着重于古代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分析，而是以文学古籍的旧注作为学习的内容。
所谓文学古籍的旧注，指的是民国以前的古代、近代学者为有关文学古籍所作的传疏、笺注和评点，
它们是我国古代文学文本阐释的特有方式，也是我国文学发展和传承的重要载体。
通过对它们的具体评述论析，可以了解我国古代、近代学者是如何阅读、阐释作品的，并进而把握他
们研究作家、作品所采取的视角和价值体系，这既有利于扩大学生古代文学的知识领域和学术视野，
也为有志于专攻古代文学的学生指出了读书、研究的必要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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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费振刚，性别：男，出生年月：1935，民族：汉族，辽宁辽阳人。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历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中文系主任。
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编委会委员、秦汉魏晋南北朝分类编写组副主编。
1961年其主编作品《中国文学史》(合作)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特别奖。
2002应邀受聘于广西大学梧州分校中文系（现梧州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史等，多年来与夫人冯
月华教授长驻梧州学院。
常森，山东新泰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副教授。
专著与论集1、《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
2、《先秦文学专题讲义》，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版。
3、《先秦诸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4、《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精解》（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5、《庄子散论》（合著），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
6、《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合著），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赵长征，湖南省湘潭市人，生于1973年6月。
1995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
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博士生。
2001年获得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讲师。
研究领域：中国古代文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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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 荀子及《荀子》   第二节 杨惊《荀子注》   第三节 王先谦《荀子集解》的学术价值   [相关链接]  
梁启雄《荀子简释》第十一章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   第一节 韩非的思想和文章   第二节 《韩非子集
解》的价值和特色   第三节 《韩非子集解》值得商榷之处   [相关链接]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第十二
章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第一节 司马迁《史记》及其特质   第二节 《史记》第一次大规模整理
：三家注   第三节 《史记》第二次大规模整理：泷川资言的《考证》及其基本价值和特点   第四节 泷
川资言《考证》的批评精神   第五节 泷川资言《考证》的缺陷   [相关链接]  凌稚隆《史记评林》   王伯
祥《史记选》第十三章  王先谦《汉书补注》   第一节 《汉书》与颜师古注   第二节 王先谦及其《汉书
补注》   第三节 《汉书补注》的学术价值   [相关链接]  凌稚隆《汉书评林》第十四章  郭茂倩《乐府诗
集》   第一节 先秦至唐代乐府诗简介   第二节 《乐府诗集》在收录作品方面的价值   第三节 《乐府诗
集》在乐府诗歌研究方面的价值   第四节 《乐府诗集》的缺失及版本整理情况   [相关链接]  黄节《汉
魏乐府风笺》第十五章  《文选》李善注和五臣注   第一节 《文选》及其编纂者   第二节 《文选》的价
值   第三节 《文选》李善注   第四节 五臣注《文选》第十六章  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   第一节 徐陵
与《玉台新咏》   第二节 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第十七章  丁晏《曹集诠评》   第一节 曹植及其作品 
 第二节 曹集版本   第三节 《曹集诠评》中的诠释、正误、补脱和集佚   第四节 《曹集诠评》中的评论 
 第五节 《曹集诠评》中的缺失   [相关链接]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十八章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   
第一节 陶渊明及其诗歌创作   第二节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   [相关链接]  逯钦立《陶渊明集》第十九
章  倪瑶《庾子山集注》   第一节 庾信的文学创作   第二节 从宇文迪到倪瑶   第三节 《庾子山集注》的
成就第二十章  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   第一节 王维及其诗   第二节 王集诸本与赵氏《笺注》的出现 
 第三节 《笺注》考异文、解名物典实以及纠谬说的成绩   第四节 《笺注》解读诗歌的理念和特色   第
五节 《笺注》的主要问题   [相关链接]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第二十一章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   第
一节 李白其人其诗   第二节 历代李白集及其注本与王注《全集》的出现   第三节 王注《全集》在载录
异文、集佚、训诂方面的成就和特点   第四节 王注《全集》中的评议   第五节 王注《全集》的总体评
价   [相关链接]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第二十二章  仇兆鳌《杜诗详注》   第一节 杜诗与杜诗
学   第二节 仇兆鳌及其《杜诗详注》   第三节 《杜诗详注》的特点   [相关链接]  萧涤非《杜甫诗选注
》第二十三章  蒋之翘辑注《唐柳河东集》   第一节 柳宗元及其文与诗   第二节 柳集诸本   第三节蒋氏
辑注《柳河东集》的特色和价值第二十四章  《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   第一节 李贺与《李长吉歌诗》
  第二节 《李长吉歌诗》的版本和评注情况   第三节 《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的成就   [相关链接]  叶葱
奇注《李贺诗集》第二十五章  冯浩《玉豁生诗集笺注》   第一节 李商隐及其诗歌创作   第二节 李商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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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笺注情况   第三节 冯浩《玉豁生诗集笺注》的特色   [相关链接]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
集解》第二十六章  《唐诗三百首》和陈婉俊的《补注》   第一节 孙洙与《唐诗三百首》   第二节 陈婉
俊《唐诗三百首补注》   [相关链接]  喻守真和金性尧的注本第二十七章  李壁《王荆公诗注》   第一节 
王安石及其诗文   第二节 李壁《诗注》的版刻系统   第三节 李壁《诗注》的价值和特点   第四节 李壁
《诗注》的问题第二十八章  王文诰注《苏轼诗集》   第一节 苏轼及其诗词创作   第二节 苏轼诗词的注
解本   第三节 王文诰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相关链接]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第
二十九章  任渊《山谷诗集注》、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   第一节 黄庭坚及
其诗   第二节 黄诗三种集注及其撰著者   第三节 黄诗三种集注的价值和特点   第四节 黄诗三种集注的
缺失第三十章  《宋词三百首》   第一节 宋词概说   第二节 朱祖谋和《宋词三百首》   第三节 唐圭璋与
《宋词三百首笺注》   [相关链接]  唐圭璋《全宋词》第三十一章  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   第一节 
金圣叹及其《必读书》简介   第二节 《必读书》选文的特点   第三节 《必读书》评文的特点   第四节 
《必读书》推重的文章写作艺术   [相关链接]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第三十二章  金圣叹评《第
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   第一节 施耐庵及其《水浒传》   第二节 金圣叹对《水浒传》思想倾向的剖
析   第三节 金圣叹对《水浒传》艺术成就的探索第三十三章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   第一节 
《石头记》概说   第二节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的特色和价值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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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文学古籍有许多流传方式，除了搜罗完备的总集、别集外，最有影响的当是历代出现的各种体式
的注释本。
因为它们不仅是后代读者读懂、读通文学古籍的津梁，而且还是存储历代对该作品的具体评价乃至一
个时代文学叫尚、风气、思想的载体，我们要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文学发展，就不能不对之高度重视
。
第一节 古籍注释的演进我国对古籍的注释，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但古籍注释
有较大规模的系统的发展，则是经书注释兴起以后的事。
经，在我国古代文化中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编著的书籍。
它们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成为国家法定的经典，获得了统治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
从此，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以儒家经典的内容为依据，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行为也必须
以儒家经典为指南。
但经书的内容已固定，它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更不能事事处处完全契合后世封建统治集团的
具体需要。
因此，必须按照统治a阶级的现时利益和不同需求作出新的解释，才能使“法定的经典”充分发挥为
现实统治服务的作用。
另外，由于经书毕竟是历史的产物，它的语言文字、它所记录的典章名物和史实，已与后世读者有了
距离。
不理解的东西，人们是无法奉行的。
为了让人们理解、接受经典，也必须对之加以解释和疏通，于是，随着经书地位的确定，经注也就应
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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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精解》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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