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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学，简言之就是中国的学术，就其一般概念而言是指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集成和总汇。
国学和文化的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国学属于精神文化中的典籍部分。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国，我们的古圣先贤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是中华民
族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文化宝藏。
继承和发扬这份优秀的文化遗产，作为建设现代文化的基石，并用来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是
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
　　国学包含了哪些具体内容？
国学如何分类？
古往今来有着各种不同见解和主张，从汉代刘歆的“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
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起，到清代以永珞和纪昀为主编的《四库全书》（包括经、史、子、集）
止，其间有着不同分类。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编纂者的不同见解，不仅分类的名称不同，而且在各类中所包含的内容也有差异。
本书所列的“十讲”，基本上是以《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为基础，但为了照顾学者的特点和
需要，突出了以诗文为主，并增加了“中国经典文化源流概述”和“蒙养教育与蒙养教材”两讲，以
便给读者以整体的概念，以及由浅入深的学习阶梯，逐步由“升堂”到“人室”。
下面就是“十讲”的具体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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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学十讲》是黄济先生于望几之年所作。
先生自幼习学国学，对国学经典有着独特而深刻的理解。
《国学十讲》共分十讲，从蒙学读物到四书五经，从诸史到诸子。
从诗词文章到谜语对联，都有涉及。
先生着眼下普及，各讲都以简明通俗为务。
同时。
辅以先生丰厚的生活阅历及多年来的思号，文中常有发人深省的论述和独辟蹊径的解读。
为了方便热心国学的读者找到学习的门径，先生特于书后附义数篇。
以期有益于读者。
有意于国学者，完全可以以此书作为探求国学精义的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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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济，原名于鸿德，山东即墨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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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魏到周、齐，在文化上继续发展；晋朝南迁，文化南移，接着是宋、齐、梁、陈四朝的更替，
江南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汉化与胡化的相互融合中，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新发展。
五、隋、唐时期隋代由于时间较短，隋文帝统一南北，于581年建立隋朝，传隋炀帝，至618年隋亡，
还不到40年。
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文化的发展上不及前代，但有一点是值得提出的，就是建立起科举制，取代了
从汉代起到魏晋大盛的察举制，打破了门第传承之风，扩大了人才选拔的途径。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大创举，被西方誉为中国的“五大发明”之一。
　　一提到科举制，自然就会联想到清代末年“废科举”的斗争和“八股文”的流弊。
实际上，科举的建制，打破了原有的世袭制度的旧习和察举制的流弊，初步体现出为学和为官方面的
公平竞争，在当时对促进文化的发展和人才的选拔，起了极为积极的作用。
无怪乎唐太宗在端门看到新选的进士鱼贯而出的时候，欣喜地大呼：“天下英雄尽人吾彀中矣！
”关于对“八股文”的评价，这个问题留待后面去讲。
　　察举制与科举制，在历史上曾轮换使用或兼用，一直影响至后世。
今天的考试和推荐还保留着它的一些痕迹。
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下面着重讲讲唐代在文学方面的突出贡献：　　（一）唐诗：唐诗、宋词、元曲，成为唐、宋、
元三朝的主导文学。
诗的发展到唐时大盛，而且已形成了句式、平仄、押韵、对仗等严格的格律形式，即所谓“律诗”，
一直沿用至今。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学十讲>>

编辑推荐

　　《国学十讲》共分十讲，从蒙学读物到四书五经，从诸史到诸子，从诗词文章到谜语对联，都有
涉及。
先生着眼于普及，因此各讲都以简明通俗为主。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学十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