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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形成的共识之一，就是要着力教育创新。
教育创新共识的形成，是以对时代发展的新特点的理解为基础的，以对当今世界和我国教育发展的新
趋势的分析为背景的，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任务为目标的，深
刻地反映了高等教育确立“以人为本”新理念的必然要求。
教育创新的首要之义就在于，教育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要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
各类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相适应，努力造就具有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为了达到教育创新的这些要求，高等教育不仅要实行教育理论和理念的创新，而且还要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着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
特别要注重学科与专业设置的调整和完善，形成有利于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和提高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
学科专业和教学内容；要注重人才培养结构的优化，形成既能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各级各类高层次人才
的需求，又能体现和反映高校优秀的办学特色、办学风格和办学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
教育教学创新的这些措施，必然提出怎样对传统意义上的以“学科”、“专业”为主体的教育教学结
构进行整合，并使之与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通识”教育相兼容和相结合的重大问题。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中的“专”、“通”关系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
至于与“专业”教育相对应的“通识”教育的思想，出现得更早些。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与“自由”教育相联系的“通识”教育的思想。
这里所讲的“通识”教育，通常是指对学生普遍进行的共通的文化教育，使学生具有一定广度的知识
和技能，使学生的人格与学识、理智与情感、身体与心理等各方面得到自由、和谐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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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先秦至明清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分作诗骚序曲、大汉文学、魏晋诗赋、南北朝诗文、三
唐诗国、两宋词坛、金元苑曲、明清小说林等八个部分来阐述。
突出的是每个时代最有成就的文体和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以史为经，以作者群或文学流派为纬，把对
文学流变的叙说和精品个案的阐释相结合，脉络清晰、语言流畅，是一本具有特色的中国文学简史教
材。
　　在如此多元悠久的古老文明之中，作为文学的古老样式一的神话与诗歌早就翱翔在中国新石器时
代的上空，只是无法原汁原味地流传下来。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由于人们思维水平的不断提高，作为思想沟通工具的文字的诞生与成熟，以及物
质生产的相对发达，人际交流的日渐频繁，文学渐渐从起初文史哲混沌不分的状态中独立出来，成为
意识形态领域中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
以后经过历代文人作家与是间艺人的共同努力，文学样式愈来愈多，作品的悠久传统的汉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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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诗骚序曲概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漫长时期，史称“先秦”。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前文学史时期。
自公元年2070年起中国历史进入到夏朝；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桀，建立了商朝；公元前1046年，周
武王灭纣，建立了周朝；公元前770年，西周亡于太戎之手，周平王迁都雒邑，历史进入了东周时代。
但是，周天子自此以后失去了对诸侯的驾驭能力，春秋诸假纷争与战国群雄争霸构成了东周的主要内
容。
因此，人们习惯上把周平王东迁半个世纪后的鲁隐公元年（前722）至《春秋》记事的终年鲁哀公十四
年（前221）为“战国”时代。
在夏、商、西周三代中，甲骨文字的成熟对中国古代文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正因为有了文字这样的载体，才使得先民所创造的文明得以著之竹帛，才使得我们这些炎黄的子孙至
今有幸目睹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
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发生于这个时期。
春秋末年，土阶层的出现与活跃是最值得注目的历史现象。
士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初的杰出代表，以自己富于创造性的文化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古代文化事业
的发展与兴盛。
他们为了推销自己的治世方略，创立了不少学派，撰述了大量的著作，诸如《老子》、《论语》、《
孟子》、《庄子》以及《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这些著作虽然是陈述为人处世、兴邦立
业的论文或记录兴衰更替、改朝换代的历史，但其思想和文笔都给予文学以很大的影响。
不过，就本质而言，它们仍是思想家、哲学家或历史学家的著作，与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作品毕竟
有着相当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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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史为经，以作者群或文学流派为纬，文学流变的叙说与精品个案的阐释相结合，以期给人留下清晰
的历史脉络和深刻的审美印象。
学习古代优秀作家的代表作品，了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乃是作为『社会人』文化修养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诗词曲赋，美不胜收。
小说戏剧，各领风骚。
《中国文学简史》旨在帮助读者鸟瞰中国文学走过的历史轨迹，了解中国文学主要样式的兴衰荣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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