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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作家爱默生曾经说过：“如果你遇到一个有才华的人，应当问他读的是什么书。
”作为精神滋养的书籍，一直以来就是人们才华与智慧的源泉。
从某种意义上讲，读过什么样的书，就会成为怎样的人。
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如何选择书籍就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选哪些书，如何读书，在中国历来是一个千古不衰的话题。
科学的选择和阅读方法，能帮助人们以有限的时问、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从浩繁的书海中获取
对自己有用的知识，以继承和发扬前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前人所留下的精神财富中，有一些经过了悠悠时光的冲刷，光泽却一天比一天璀璨的宝贝，这些被
我们称为经典。
人类灿烂的文化流传至今有非常多的经典著作，这些都是当之无愧的文化精品，在芜杂纷乱的文化市
场上无所适从的时候，选择它们无疑是安全而有效率的。
与那些浅易解说甚或是哗众取宠的歪评相比，只有经典才是真正解读传统的最佳门径。
如果说“经典”是那些经过了时间考验的书籍，那么“大师”就是那些经过了时间考验的人。
被称为大师的人以他们的学识和修养为人们所认知，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着深厚学养，虽然普通
的读者很难在短时间内去深入他们专业的学问，但大师们无疑都有着良好的基础功底，他们对经典文
化或经典本身也都有着比普通人更深入的理解，很多时候，大师们解读经典本身又会成为一种新的经
典。
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他们仍会滋养着我们。
“万卷名家讲谈辑粹”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让读者聆听大师们对经典的解读。
选编的内容主要体现几个方面：首先，解读的内容是经典文化，是历来为人们所关心的东西，也就是
普通读者们需要也愿意了解的内容。
其次，由大师来讲解，依托于大师们全面而深厚的基础，以避免对文本的误读。
第三，文本著述的对象都是普通的读者而非专家，这些文本都是在大师们讲课或针对入门读者所著述
的文字。
最后，这些文本此前就得到了一定时间的检验，称得上经典之作。
因此，这里不是干巴巴的资料堆砌，也绝非八股文式的千篇一律。
只要跟随大师的讲解，就可以轻松地了解相关的领域，也可以将之作为专业学习者初入门径时的指导
图书。
朱自清先生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经典常谈》是一本关于中国传统典籍的图书，是朱先生专门撰写的
一本向青少年介绍中国古典文化精华的小册子，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经典的启蒙读物。
讲解的古代经典包括了《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
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等十三章的内容。
虽然这只是一本小书，但却凝聚了朱自清先生大量的心血，几易其稿才最终付梓。
这是一本针对学生所作的具有教学参考性质的图书。
因此，所有的文字非常注重于通俗流畅，深入浅出。
当时，大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对此书进行了大力宣传。
他认为与那些朱自清在文学上的贡献相比，像《经典常谈》这类谈学问的随笔文字其实更该是代表朱
自清的主要特色的奉献，也像叶圣陶讲的，是“极有用处”的好书。
大有“不读《经典常谈》，就过不了考试关”、“不读《经典常谈》，就当不好国文教师”的意味。
为了让友人及早读到，叶圣陶把一本书拆散，当作信“次第分寄”。
这些都使得这本小书的影响曰渐增强，使之成为中学生和中学教师的必备书。
《经典常谈》本身的价值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更多人接受。
因此，这本书出版后多次印行，有人考证1950年就已经有五版之多。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今天的人们不可能像20世纪40年代一样对传统文化有那么多的了解，这本书
未必就是中学生及中学教育者必读教学指导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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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近年来对传统的回归和重新审视又使得不同年龄段的人来关注中国的传统经典。
《经典常谈》在20世纪80年代后乃至近年来也有出版社重新印行，与之相比，本书在朱自清先生原著
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在朱自清先生介绍中国经典的同时，将相关的原典内容附于书侧，使
读者能够随着名家的讲述来更好地深入经典之中。
愿本书带给读者不再是被动的阅读，相信读者会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对经典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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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自清谈经典》是一本关于中国传统典籍的图书，是朱先生专门撰写的一本向青少年介绍中国古典
文化精华的小册子，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经典的启蒙读物。
讲解的古代经典包括了《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
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等十三章的内容。
 希望《朱自清谈经典》带给读者不再是被动的阅读，相信读者会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对经典的体会。
因这《朱自清谈经典》的导引，去接触古书，就像预先看熟了地图跟地理志，虽然到的是个新地方，
却能头头是道。
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
这是很明达的议论。
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一些古书，培育着咱们的祖先，咱们跟祖先是一脉相承的，自当尝尝他们的营养料，才不至于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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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
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五四爱国运动的参与者，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
受五四浪潮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
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在江苏、浙江一带教中学，并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
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
其作品《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背影》、《荷塘月色》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1931年留学美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
1932年9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宋诗》、《文辞研究》等课程。
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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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叶圣陶：读《经典常谈》序《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
四书《战国策》《电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朱自清谈经典>>

章节摘录

插图：始皇为了统一文字，教李斯作了《仓颉篇》七章，赵高作了《爰历篇》六章，胡母敬作了《博
学篇》七章。
所选的字，大部分还是《史籀篇》里的，但字体以当时通用的小篆为准，便与“籀文”略有不同。
这些是当时官定的标准字书。
有了标准字书，文字统一就容易进行了。
汉初，教书先生将这三篇合为一书，单称《仓颉篇》。
秦代三种字书都不传了，汉代这个《仓颉篇》现在残存着一部分。
西汉时期还有些人作了些字书，所选的字大致和这个《仓颉篇》差不多。
其中只有史游的《急就篇》还存留着。
《仓颉》残篇四字一句，两句一韵。
《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后半七字一句，两句一韵；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
等日常用字，没有说解。
这些书和后世“日用杂字”相似，按事类收字——所谓分章或分部，都据事类而言。
这些一面供教授学童用，一面供民众检阅用，所收约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书。
东汉和帝时，有个许慎，作了一部《说文解字》。
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
经典和别的字书里的字，他都搜罗在他的书里，所以有九千字。
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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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自清谈经典》由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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