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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学经典：赋》：赋之兴，由来久矣。
大夫登高之诗、俳优诙谐之语、游士纵横之言、屈子行吟之辞，综而衍之，乃成此体，自汉兴迄于清
亡，与诗并列文苑，两千余年未曾中辍。
“五四”以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之说甚嚣尘上，于赋之批驳更无以复加，以至百代显学，一
朝烟灭，时至今日，竟成绝学，慎终追远，岂不哀哉！
    赋之弊毋庸讳言，赋之衰毋庸讳言，赋之亡则不可不言。
是有此书之编，不期于振拔斯文于一旦，只求能稍补前人之失，庶免数典忘祖之嫌。
全书分为四编，第一编略述赋之演变历史，以求清其脉络；第二编选辑名家名赋，以求详其枝叶；第
三编介绍赋体常识，以求正其声名；第四编选录近世学者之赋学论文，以求显其学之深广。
    《国学经典：曲》：提到曲，人们一般都认为就是指元曲，实际上在这里谈到的曲是广义的戏曲。
戏曲艺术在中国文学史上乃至整个中华文化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成就并不逊于诗、词和赋
。
    谈及戏曲，人们难免就会联想到一个“俗”字。
当然，这里所说的“俗”，并不是指俗气、鄙陋，它们相对于高雅、雅致的“雅”而言，是指通俗、
质朴。
戏曲不只有俗的一面，同时也有雅的一面，是有雅有俗、雅俗共赏的。
    本套书还有《国学经典：词》、《国学经典：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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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赋之兴，由来久矣。
大夫登高之诗、俳优诙谐之语、游士纵横之言、屈子行吟之辞，综而衍之，乃成此体。
自汉兴迄于清亡，与诗并列文苑，两千余年未曾中辍。
“五四”以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之说甚嚣尘上，于赋之批驳更无以复加，以至百代显学，一
朝烟灭，时至今日，竟成绝学，慎终追远，岂不哀哉！
然而白壁之瑕，不掩其辉。
赋体之长，卓尔可见，其气势之盛大，场面之宏阔，交辞之繁丽，修饰之华美，刻画之细腻，描摹之
精致，可以独步文坛。
而其对于题材的开阔，技巧的深化，字句的锻炼，布局的磨砺以及对于审美视角的创新都对整个文坛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代文人无不从赋中汲取养分，并以赋的创作作为衡量自己才华的最终标准。
赋这一古老的文学体裁绝不是所谓封建幽灵的陈尸，而是摆放在文坛上用以祭祀往圣先贤的国之重器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赋-国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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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