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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古代散文史上，汉魏六朝是其重要的演进时期。
这个时期的散文创作吸收先秦散文的丰富营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力求创新。
因此，名家辈出，佳作如林，成就卓越。
　　两汉散文总结历史经验，反映现实生活，关注国计民生，表达作者情思，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文学
成就，表现出大胆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时代特点。
汉初，社会矛盾急需解决，黄老思想占据支配地位。
作家畅所欲言，无所顾忌，发表政论，秉笔直书。
武帝时，经济繁荣，国家强大，儒术独尊。
作家各展才笔。
著书立说，回顾历史，探讨哲理，展现时代，提出建议。
西汉末年，社会动荡，危机加剧，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论争。
刘秀建立东汉政权，阶级矛盾暂时缓和，谶纬盛行，经学神秘化。
因此，作家在难免受到经学思想影响的同时，常常写书作文，借古讽今，同情民生，指责弊端，怀疑
传统，反对迷信。
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政，政治黑暗，统治思想动摇。
于是，暴露现实、抨击时政的文章大量涌现。
一般说来，西汉散文质朴浑厚，语言天然无饰。
不过，由于语言的发展、辞赋的兴盛，人们对于文学的特征有所认识，其问已有不少散文质朴而有文
采，开始注意修辞，透露出西汉文风逐渐转变的信息。
东汉散文与西汉散文不同，更加讲究结构严谨，语言富赡，句式工整，显得典雅庄重。
　　西汉初期，贾谊散文以《过秦论》和《陈政事疏》最为著名。
前者分析秦扫平六国及其灭亡的原因，目的是为西汉统治者改革政治提供借鉴。
后者要求文帝采取措施，规定制度，削减诸蕃，从而实现汉朝的长治久安。
政论中心突出深刻，布局得法精当，气势充沛畅达，语言丰富多彩。
　　晁错文章的代表作有《论贵粟疏》和《守边劝农疏》等，都写得立论精辟，言辞激切。
其中的《论贵粟疏》强调重农抑商，主张人粟受爵。
它议论历史与现实的积蓄不同，对比农夫与商人的贫富悬殊，突出贵粟抑商的重要性，并提出贵粟的
具体措施。
奏疏雄辩有力，语句生动流畅。
　　西汉中叶，刘安《淮南子》是一部杂家著作，其宗旨是究天地之理，通古今之事，备帝王之道。
它糅合儒、法、阴阳五行等诸家观点，主要倾向道家。
书中认为宇宙万物是道所派生的，主张无为而治。
文章奇奥丰腴，笔法圆熟流畅，行文铺张扬厉。
全书善用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来说理，写得生动形象，富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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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魏六朝文选解》从汉魏六朝散文中，选取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古代散文史上，汉魏六朝是其重要的演进时期。
这个时期的散文创作吸收先秦散文的丰富营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力求创新。
因此，名家辈出，佳作如林，成就卓越。
两汉散文总结历史经验，反映现实生活，关注国计民生，表达作者情思，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文学成就
，表现出大胆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时代特点。
汉初，社会矛盾急需解决，黄老思想占据支配地位。
作家畅所欲言，无所顾忌，发表政论，秉笔直书。
武帝时，经济繁荣，国家强大，儒术独尊。
作家各展才笔，著书立说，回顾历史，探讨哲理，展现时代，提出建议。
西汉末年，社会动荡，危机加剧，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论争。
刘秀建立东汉政权，阶级矛盾暂时缓和，谶纬盛行，经学神秘化。
因此，作家在难免受到经学思想影响的同时，常常写书作文，借古讽今，同情民生，指责弊端，怀疑
传统，反对迷信。
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政，政治黑暗，统治思想动摇。
于是，暴露现实、抨击时政的文章大量涌现。
一般说来，西汉散文质朴浑厚，语言天然无饰。
不过，由于语言的发展、辞赋的兴盛，人们对于文学的特征有所认识，其间已有不少散文质朴而有文
采，开始注意修辞，透露出西汉文风逐渐转变的信息。
东汉散文与西汉散文不同，更加讲究结构严谨，语言富赡，句式工整，显得典雅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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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廉颇的大事，三回伐齐，两回伐魏，一回伐燕，传中前后只用三四十个字便算写过，绝不写他如
何作战如何战胜。
因为这些战术战功是良将所通有，不足以特表廉颇的人格。
倒是廉颇怎样的妒忌蔺相如，经相如退让之后怎样的肉袒谢罪”的事“写得十分详细，读之便可以知
道廉颇为人短处在褊狭”，长处在“识大体”（《饮冰室合集》第九册《作文教学法》）。
这些有关廉蔺的部分可以说是作者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的典范作品之一。
　　三个典型故事写出了两对矛盾，一对是外部的秦赵矛盾，一对是内部的廉蔺矛盾。
前者是主要矛盾，后者是次要矛盾。
主要矛盾发展的结果，导致次要矛盾的产生，次要矛盾受到主要矛盾的支配而得以解决。
列传富有变化、逐层推进地描写了这些矛盾斗争的形成、发展、高潮和结局，从中写活了两位历史人
物的声容笑貌和思想性格。
　　完璧归赵的故事写秦赵矛盾。
虎狼之秦咄咄逼人，秦王求璧，志在必得。
他不按外交礼仪接待赵国使者，得璧后更是得意洋洋，丝毫没有以城换璧之意。
蔺相如目光锐利，洞烛其奸，要用计取回玉璧。
于是，他巧妙地提出“璧有瑕，请指示王”的要求。
秦王爱璧心切，很想知道瑕在何处，就把玉璧交给他。
他“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严正指责了秦王的傲慢态度和失约心态。
蔺相如捧璧后退，暂时赢得了一点保壁的时间和空间；靠着柱子，具备了头与璧俱碎于柱的条件；怒
发冲冠，表现出誓死维护赵国利益的坚强决心。
如果不向后退，拉开距离，也不靠着可以使头、璧俱碎的柱子，那么秦王身边众人就会蜂拥而上，完
好无缺地抢回玉璧，蔺相如完璧归赵的计划也就付诸东流。
对突如其来的僵局，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作了让步，并答应斋戒五天的要求。
五天后，秦王在朝廷上安排九宾迎接玉璧的隆重典礼，派人请来赵国使者。
面对秦王，蔺相如慷慨陈词，指出秦国自穆公以来的二十多位国君从未坚守信约，自己担心受骗而辜
负赵王，所以已经完璧归赵。
他强调“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
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
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
他回顾秦国历史，点明秦赵现状，提出先割城再献璧的建议，显出据理力争、不怕牺牲、退中有进、
柔中寓刚。
这就使秦王意识到杀了赵国使者，也还是得不到玉璧，反而破坏秦、赵两国的关系，不如善待对方。
完璧归赵的故事反映了秦赵两国的矛盾斗争，表现出蔺相如惊人的智慧、极大的勇气和为国家利益即
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的精神。
　　渑池之会的故事又写秦赵矛盾。
后来，秦伐赵，夺取石城，复攻赵，杀死两万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秦王派使者告诉赵王，希望与赵国修好，邀请赵王在河西外的渑池会面。
这显然是恃强凌弱，居心不善。
在渑池会上，秦王喝酒喝到畅快的时候，就说：“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
”原先就畏惧秦国，不愿赴会的赵王不得不顺从地弹了瑟。
依计行事的秦国御史立刻走上前来，在史册上记载道：“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
”蔺相如见状，立即上前说：“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缻秦王，以相娱乐。
”面对秦王怒而不许，蔺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
看到“秦王不肯击缻”，蔺相如警告对方，“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
发现秦王侍卫要来杀死自己，蔺相如“张目叱之”，使之“皆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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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很不高兴地敲了一下缻，蔺相如马上回头招呼赵国御史，写道：“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
”至于秦国群臣提出要赵国把十五座城邑送给秦王，作为贺礼，蔺相如更是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要秦国
把国都咸阳送给赵王，作为贺礼。
宴会一直到结束，秦王始终不能占赵国的上风。
渑池之会的故事再现了秦赵两国的又一次矛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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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魏六朝文选解》中许多佳作艺术形象生动典型，题材广泛多样，语言丰富多彩，写法高超奇
妙，风格鲜明独特，富有艺术的独创性和强烈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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