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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诸子时代不仅是对哲学史、文学史上一个时代的称谓，更是对一个伟大的文化时代的称谓。
这是中国文化的承担者由诗人集团转向以士阶层为主体的智者集团的伟大年代，这个时代杰出的文化
成果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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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群，男，1972年生，山东曹县人。
文学博士。
现为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已公开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
，为《不可不知的百部中国经典》（齐鲁书社2008年版）的撰稿人之一。
目前正在参加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中国赋论史》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早期小说生成史》的研
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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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从诗到思：文化视野里的诸子散文　　一个民族最初的文化往往是诗性的，从文化的意
义上来看，诗不仅是文学，而且也是原始文化的载体。
中国原始文化经历了原始宗教文化即巫卜文化和礼乐文化两个发展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偏重于感性
表现的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周代礼乐文化的繁荣甚至催生了中国最早的诗集——《
诗》。
《诗》由于生动鲜明地反映了诗性的原始文化的状况而成为这一文化在文学上的体现和代表，所以我
们不妨称原始文化时代为诗的时代或诗人时代。
　　散文作为理性文化的文学载体，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进行审视与思考的产物。
它的成熟和繁荣不仅在文体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一个民族走向理性思维、告别原始文化的
标志。
自西周末年开始，特别是春秋以来，日益繁复的社会生活和周王朝由盛转衰、由治而乱的政治现状以
及由此带来的诗性的礼乐文化的日益式微，促使思想家逐渐冲破宗教的迷雾和等级制度的束缚，由个
别智者的思考逐渐扩展为一个智者文化集团的思想探索。
早期的智者文化集团由西周末年以来致力于理性思考的史官群体构成，他们对哲学进行的早期探索虽
然没有导致体系化的哲学的创立，但对诸子哲学的产生却深具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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