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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研究中心要推出一套“汉文化研究丛书”，郑先兴同志请我作序，我非常高
兴。
因为，作为专门从事秦汉史研究的学者，最高兴的就是看到新人新著的涌现；而且，这一套丛书的作
者，大多是我的学生，或者是多年来一直跟随我学习研究秦汉史的教师；更何况，这套丛书的三审都
是由我来进行的。
我想谈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汉文化研究的学科性质。
　　如果把汉文化研究作为学科来看，大概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从一个层面来说，汉文化研究属于断代史，即属于汉史的研究范畴。
汉代是中国统一集权制国家形成后，出现的第一个文化高峰。
汉代人所创造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学等方面的成就，可谓博大精深，永远是中国历史、中
国文化史研究中的重点问题。
但汉文化研究也有地域广狭的区分，有南阳汉文化、河南汉文化、中国汉文化，当然也有江苏汉文化
、四川汉文化等等。
本书的重点是研究南阳汉文化、河南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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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西汉后期的文学和儒学》包括：论汉代的乐府制度和哀帝罢乐、论西汉后期的辞赋创作、论
汉代的小说观念和西汉后期的小说等。
《论西汉后期的文学和儒学》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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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楚也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楚地歌舞十分发达，这在屈原和宋玉作品中已有充分的体现，在后人的
记载以及许多年来出土的楚地文物上也可得到充分印证。
在汉武帝即位之前的六十多年问，楚地歌诗是朝廷和民间很盛行的乐种。
汉武帝即位之后，大一统的汉文化居于主流，这时以皇家乐舞《郊祀歌》和鼓吹乐为主，楚歌的元素
实际已经融合在大汉文化之中，而在某些诸侯王那里，楚歌还是他们喜欢的诗歌样式。
　　现存的楚歌大多数都产生于西汉，如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鸿鹄歌》，赵王
刘友的《幽歌》，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都产生于汉初。
汉武帝时有他本人的《秋风辞》、《瓠子歌》，刘细君的《悲愁歌》，李陵的《悲歌》，燕王刘旦的
《归空城歌》，华容夫人的《发纷纷歌》，广陵厉王刘胥的《欲久生歌》以及广川惠王刘去的《背尊
章歌》与《愁莫愁歌》（广川惠王刘去是汉武帝之兄刘越的孙子，刘越死后，刘去也是汉武帝下诏让
他继承王位的，其时代去汉武帝亦未远）。
此后，只有东汉末年汉灵帝刘宏的《招商歌》和汉少帝刘辩与其妃子的两首楚歌。
上述楚歌，除了项羽的《垓下歌》与李陵的《悲歌》之外，其余都是汉朝帝王与皇室成员所作。
可见，楚歌的兴盛主要在汉初到汉武帝这段时间，而且主要流行于汉朝宫廷当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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