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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钟不停新世纪已经迅速走过八年，放眼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百年也不过弹指之间。
在中国高校的时间刻度上，教材特别是文科教材的编写历程呈现着极为曲折的发展路线。
近20年，学术背景的大变革首先影响了高校文科教材编写状态：改革开放，学术开放，高校文科教材
编写走出了意识形态统一管理体制下的“统编”时代；出版机构的市场化转型、高校教师晋升职位评
价体系调整又使高校文科教材编写进入“联编”时代；世纪之交，教育部及各地方教委甚至各出版社
纷纷启动“面向新世纪”教材建设、精品教材建设等资助奖励项目，又使高校教材走进“工程”时代
。
这样的发展历程中高校教材编写一直有两种形态：一是“修订”，一是“重写”。
而二者选择大致源于“校本教材本位”、“讲坛本位”、“出版机构本位”等多重原因。
然而，高校教材编写的“时流”中，始终有三种努力：一、国家殷切希望持续保持并逐渐完备一大批
最优秀的教材；二、各层次教学单位和出版单位苦心经营努力建设一套既符合本单位教学实际又有大
面积辐射力度的精品教材；三、站在讲台上的教师则孜孜不倦努力编写出一套最理想的讲义。
应该说，所有这些因素的演变都在积极地推进着中国高校教材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也正是这个积极力量的推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呈献出这一套新编“中国汉
语言文学专业”教材。
流水不腐。
一座大学，本科生教材的编写和修订总是一项必做的常规任务。
就文学院建设的两个本科专业来说，这项常规任务目前又有两个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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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各种文明历来把教育视为神圣事业，夫子所言“诲人不倦”是一种行为，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原
则。
用“披星戴月”、“废寝忘食”描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的教学行为，已经不是修辞手段，而是
写实。
我们的教师不倦于讲坛耕耘，不倦于教学改革，自觉地把人才培养当做第一要务，方式方法虽有不同
，但尽心尽责却几乎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惯性。
不倦的态度表现在教学上是韧性和耐性，我们的教师在教学中不断调整自己，不断充实自己，又不断
地将自我的调整转化为教学实践。
参与新编“中国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材的教师，大多有长期的教学经验，某种方法、某套讲义已经经
过几轮、几十轮的教学尝试，新编教材是我们的教师不倦努力的成果。
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其实全国所有大学的学生）都是几经筛选的优秀学子，不倦地建设、完善教学
各个环节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始终坚守的原则。
教材建设是整个教学事业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必须要根据时代的演变、学术的演变、个人研读的精进
而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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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的根基就立足于先秦时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
先秦文学是先秦文化的产物，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的文学自觉意识，却有蕴涵丰富、形式精致的文学
作品，它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化的精神特征，并在观念和形式上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传统。
第一节文明的产生与文化的发展中国有着非常古老的历史，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对多处史前遗址的发掘考察表明，中华民族的祖先在漫长的史前时代不但在耕猎、器物、建筑等方面
有着伟大的成就，也萌生了丰富的美学观念，并且在劳动和祭祀活动中发明了多种艺术形式。
公元前21世纪，禹子启建立了夏朝，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形态。
中华民族由此走出原始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公元前16世纪，来自东方部落的汤推翻了夏朝最后一个暴君桀的统治，建立了商朝。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始自商朝。
在巫术祭祀仪式中产生的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成熟文字形态。
通过对甲骨文的释读，我们对商朝的历史和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商朝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都与宗教祭仪紧密联系在一起，如《礼记·表记》所云：“殷人尊神，率
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
”他们有着繁复而周密的祭祀仪式，巫师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
陈梦家说：“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
”（《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由于崇尚巫鬼，多行祭仪，商朝歌舞之风颇为兴盛，《墨子·非乐上》
概括为“恒舞于宫，是谓巫风”。
《诗经》中的《商颂》部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是反映了商代祭祀文学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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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与一般的学术性著述不同，文学史教材的编撰归根结底是为教学服务的。
因此，尽管通行的文学史著作已有不少，且观点、体例都不乏可取。
但是随着大学教学的改革。
文学史教材仍有重新编写的必要。
近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及其他一些大学中文学科教改的结果之一。
是课时的大幅度压缩。
往常四个学期的教学量被压缩到三个学期。
课时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
在此情势之下，通行的四卷本文学史便很难在有限的课时内完成．而且使用起来也不大方便，所以我
们便有了重编文学史的想法。
适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出版新编教材的一揽子计划．于是这套中国文学史教材便得以问世。
这套文学史教材虽为新编．却非完全另起炉灶．除了个别章节是重新撰写的之外．大部分内容是
在1996年北师大版《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上进行增删修订的。
我们想，作为教材，又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材．重在基础知识的介绍．原本就不求标新立异。
只要能与现行的教学需求相适应。
尤其是能与学生的需求相适应．就足够了。
本书作者均为北师大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的教师．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编先秦文学由过常宝教授执
笔．第二编秦汉文学由尚学锋教授执笔．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由李山教授执笔，第四编隋唐五代文
学由赵仁琏教授、刘宁副教授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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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中国汉言文学基础课系列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套装全3册)》由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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