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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部教材首次出版于1999年，迄今将近十年。
总体来说，这一教材最大的特色是以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此三学古代合称“小学”）内容统领
全书。
这主要基于如下考虑：课程目的的要求，大学课程与中学课程质的区别，以往教学实践的启示和中学
文言文课水平的不断提高。
对“中国历史文选”的课程目的，学术界历来看法不一（这些歧异观点集中反映于两辑《中国历史文
选教学研究》和已出版的各教材之中）。
我们认为，这门课是历史系的语言工具课，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设计这门课程的内容。
无论学习何种语言，最基本因素皆为字词和语法，古汉语亦不例外。
古汉语语法与现代汉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许多古汉语语言现象又非语法所能涵盖，因此古汉语
字词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
以往的教学实践充分表明：对于古汉语特有的语法规律，学生掌握起来比较容易，短时间内就能有较
大提高，而字词方面若想有明显进步，则须长时间积累。
语言大师王力先生曾在《古代汉语的学习和教学》中指出：“我们在研读古代汉语的时候，应该首先
抓哪一方面呢？
我想应该先抓词汇方面，语法方面固然很重要，但是由于语法是比较稳固的，古今差别不大，只消知
道几个粗线条，再学习一些古代虚词，也就差不多了。
至于词汇，它是变化比较快的，所以先抓词汇方面是对的。
”要掌握字词，不外乎形、音、义三个方面。
众所周知，古人对汉字的形、音、义，千百年来已作了极为深入的研究，其成果集中反映于文字学、
音韵学、训诂学当中。
这三项专门之学作为本科生课程，一向由中文系开设，历史系本科生迄今很少有设这些课的。
然而作为历史系的语言工具课：“中国历史文选”的教学，适当引入“小学”的实用部分却完全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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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文选（上册）》突出上述特色的尝试主要体现在如下四方面：第一，知识介绍。
我们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中实用的内容深入浅出地摘编为短文，置于每册书之首，并精选历代
名家关于小学的论述若干篇，附于短文之后。
讲课时，将上述内容适当穿插于各篇课文之间进行讲解（其中易懂者则作为练习让学生翻译）。
这样安排，首先是将“小学”知识摆在课本最突出的位置，以引起学生充分重视。
而更为重要的是切实以这些知识贯穿全部教学始终，以使学生逐步加深理解，从而最终达到能独立运
用这些知识来解决阅读中难题的目的。
　　第二，选篇。
我们所选名篇，多为先秦、两汉之作，如前四史、子书和大部分经书等，这些名篇恰为中国历史上被
后世学者注释最多的篇章。
如《周易》一书，几千年来对其诠释、研究之书竟达三千余种，在这方面古今中外没有哪一部著作可
以与之相媲美，堪称世界之最。
对其他名篇的注释也往往超过原文几倍、几十倍，这些注释是“小学”资料的渊薮，且具有一定的权
威性。
因此选这些篇章，非常便于教师展开讲授“小学”内容。
　　第三，注释。
我们在新教材注释中也注意引入“小学”方法。
如《尚书·牧誓》的第一句为“时甲子昧爽”，其中“昧”为“暗”，学生容易理解，而“爽”为“
明”则不易懂，我们在注释中指出：“爽，会意字，字形像古代窗棂，其空白处表示透进的光。
”与仅仅注“爽”为“明”相比，这样注释显然可使学生对字义的理解深刻得多。
又如《书教下》引《易系辞》的“（易）穷则变”一句，“穷”很容易被误解为“贫穷”。
我们在注释中指出：“穷，身躬于穴，表示无出路之意。
”这样从字形中分析字义，生动形象，可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第四，实习系列。
以往教科书中，仅有几部有练习题，罕有安排实习者。
我们于1994年设立文献实习室，故此次新编教材，首辟实习系列。
该系列前两单元为实习如何使用工具书，后几单元则是实习如何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角度剖
析与理解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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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丰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水师三次获胜两次败挫折  成丰四年十二月三十日附录  实习系列实习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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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字学常识汉字的形体所谓汉字的形体，就是指汉字的外形或体式。
几千年来，汉字的形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由商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金文、籀文和古文变为秦代的小篆；二是由秦代的小篆变为汉代的隶书
；三是由汉代的隶书变为魏晋以后的楷书。
汉字从甲骨文到小篆，可统称为l占文字；隶书以后可统称为今文字。
甲骨文这种文字因刻在龟甲、兽骨上而得名。
又因这种文字主要用于占卜，所以也有人将其内容称为甲骨卜辞。
甲骨文已摆脱了原始的孤立的象形符号，而形成了较完整的文字体系，这是冈为：第一，甲骨文尽管
有些字象形成分很重，但它们毕竟是一种文字符号了。
作为文字，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稳定的宁形、固定的读音和确切的字义。
这些条件甲骨文都已具备了。
第二，从造字方法上看，若暂且抛开转注不论，则其他五种造字方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
假借，在甲骨文中皆已存在。
第三，从数量上看，甲骨文的字数已相当可观。
据《甲骨文编》（1965年新版）统计，共4672字。
而当时的实际数字显然要比这个数字大得多。
金文这种文字因主要是铸刻在钟鼎一类金属器皿上而得名，又叫钟鼎文或铜器铭文。
迄今已发现的铸有铭义的铜器，已超过七千件，其中以西周时期的居多。
金文与甲骨文在形体上十分相似，从历史上讲，二者有直接的承袭关系。
与甲骨文相比，金文形体的特点是笔画顸粗，大小匀称，结构也日趋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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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次教材再版的修订工作主要是由张升与汝企和两位老师完成的。
而在修订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来自许多方面的帮助，特此致谢。
由衷感谢北京大学教授张衍田教授，他在原教材出版后曾认真审读，并将所发现的标点、文字方面的
问题毫无保留地告诉笔者：这种无私的宽广胸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特别要感谢责任编辑李雪洁女士，她为本教材的出版付出了艰苦的劳动！
还要感谢张婷博士，张桩、叶勤硕士高质量的录入和细致的校对，他们的辛勤工作大大降低了本书出
现误字的几率。
在这里还要提到的是参加本书初版编写的诸位先生，他们是：来可泓，张富祥，梁方健，邱居里，周
洪，刘淑英，张升，汝企和：他们共同的辛勤劳动为本次修订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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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选(上册)》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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