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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文明似一条汤汤大河，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具有极强的历史承袭性。
故一切人文学术之研究，必先能述旧而后才能翻新；一切个人之学业，必先得习古而后方可精进。
　  步入中国文学殿堂，名儒大道，自树一帜；文人墨客，各领风骚；诗词曲赋，绚丽多姿；经史子
集，卷帙浩繁。
且一代有一代之所长，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若连峰迭起，绵延不绝。
《诗经》，记录着&ldquo;先民的歌唱&rdquo;；《论语》，被誉为&ldquo;国人的圣书&rdquo;；《孟子
》，堪称&ldquo;儒者的良知&rdquo;；《老子》《庄子》，记载着先哲们对天地人的思考，被誉
为&ldquo;哲学的天籁&rdquo;。
更有&ldquo;泽畔的悲歌&rdquo;《楚辞》，以其华美辞章、真挚情感，传之后世；《史记》《汉书》
立中国史传文学之典范，史笔昭世，文韵流芳；魏晋文学，则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一个思想启蒙、变
革创新的时期。
其后。
唐诗、宋词大放异彩，佳作林立，名家辈出，绘成中国文学最壮美的画卷；元曲、明清小说，更是将
中国古典叙事文学推向巅峰。
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变革、文化维新，中国文学为之一变，白话写作蔚然成风，现代汉语文学成文
坛主流，实现了中国语言文学的现代转型。
遍观世界各国，绝少有如此完整、丰沛而精致的文学遗存：身为华夏子民，在自豪之余，理应自觉充
当一个文化研习者和传承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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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诗歌的源头，为儒家六经之首，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亦是中
国文化的元典。
《诗经》原称为《诗》，或称《涛二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描述了周代及春秋中叶的社会风貌，全方位地展示了那个古老时代的风土人情及宗教礼仪、
文化及当时的社会生活，她表现出周代社会纯朴的民风，透露出华夏民族青春的气息和对生活的极大
热情。
她代表r周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诗经》以其独特的魅力，享有崇高的地位。
　  《诗经》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长达五个世纪里，产生于我国黄河流域及江汉流域的305篇
诗歌作品，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划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内容。
风，其意为乐调，为民间土乐，《诗经》有十五&ldquo;国风&rdquo;，是当时各诸侯国所管辖区域的
带有地方色彩的土风歌谣，十五国风依次为周南、召南、邶风、都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
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等，共160篇；雅．其意为&ldquo;正&rdquo;，是周天子直接统辖
的王畿附近的正统乐歌，即朝廷正声雅乐，大多出自士大夫之手，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共105篇；颂，
其意为&ldquo;容&rdquo;，是朝廷祭祀祖先和神灵的乐舞，以歌颂祖先的功业为主要内容，包括周颂
、鲁颂、商颂，共40篇。
　  那么，这部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伟大诗集，历时五百年，遍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诗篇，是如
何编集起来，又是如何整理成书的呢？
关于《诗经》的收集自汉代以来有献诗说、采诗说、删诗说等说法。
　  一是&ldquo;献诗说&rdquo;，先秦古籍中就有记载，《国语&middot;周语》：&ldquo;天子听政，使
公卿至于列曩献诗&rdquo;。
由此可见，周朝曾有让士大夫献诗的制度，其主要目的就是用诗歌的方式对统治者进行讽谏或赞颂，
以表达士大夫阶层对政治的批评，体现出中国上大夫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政治责任感，这也奠定了《诗
经》时代&ldquo;主文谲谏&rdquo;的文化传统。
大雅和周颂中的政治美颂诗和讽喻诗便是由此而来的。
　  二是&ldquo;采诗说&rdquo;，源自汉代学者班固，据《汉书&middot;艺文志》记载：&ldquo;古有采
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rdquo;可见采诗的目的多为政治所需，而《汉书'食货志》记载：&ldquo;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
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故日：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rdquo;认为孟春之月，人们开始四散到田间劳作，那些&ldquo;行人之官&rdquo;到民间采诗，然后献
给掌管音乐的太师，太师将其润色之后，进献给天子，天子则用来&ldquo;观风俗，知得失，自考
正&rdquo;。
《诗经》国风中的大部分诗歌都是采集而来的作品。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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