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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屈原既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
本书既论述了屈原光辉的文学业绩，又着重从政治观、天道观、人生观、审美观、爱国思想等方面，
分析了屈原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突出贡献，更以其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论证了他在传统文化史
上的重要地位。
本书为给屈原作出历史定位，较详细地分析了屈原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其思想分析则较多与先秦
诸子的学说作对比，从同异中发现屈原思想的时代共性和独特内涵。
二千多年来，研究屈原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一些问题异说纷纭，迄无定论。
本书对于屈原的生平事迹、作品真伪等问题，多用介绍众说并加分析的方法，避免勉强作出结论，目
的是为读者提供较丰富的参考资料，以便进一步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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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维森，祖籍安徽省毫县，1931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
195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现为该系教授。
著作有《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全集译注》（合作）《中国辞赋发展史》（合作）等，并主
编有《古代文化知识要览》、《中同文学史话》等书。
曾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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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史学家都认为春秋、战国之交是社会剧烈变化的时期。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过：“战国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
”现代史学家或以此时为封建领主制转换为封建地主制，或以为是奴隶制转向封建制。
由于战国史料相当匮乏，年代记载又比较紊乱，不少问题尚无确切的结论，所以我们也只能做到概况
式地了解。
至其社会性质，地区发展并不平衡，似不必统一定性。
战国较之春秋，生产有较大发展，生产技术也有很大提高。
人口大量增加，春秋时城市周围不过三百丈，所容住户不过三千家，而战国时期，“千丈之城万家之
邑相望也”（《战国策·赵策三》）。
著名的大都市，如齐国的临淄，就有七万户人家，“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战国策·齐策》），
有各种娱乐活动，是一个典型的商业都市。
又如宋国的定陶，是“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
春秋末年，越国范蠡就曾在此“三致千金”。
又如“楚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
战国时代货币广泛流通，商业经济相当发达。
《楚辞·招魂》、李斯《谏逐客书》写了各地有代表性的特产，《吕氏春秋·本味》也说到各地著名
的食品。
可见各国物产通过商业渠道得到了广泛流通。
作为商业的基础，手工业也很发达，尤其盐、铁业最具规模，楚国宛地（今河南南阳）冶铁最著名，
所造“宛钜铁锈，惨如蜂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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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屈原评传》曾荣获我国出版领域最高奖项“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荣获首届“中国文化产业创新
奖”，规模最大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国家重点图书选题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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