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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文学五千年（新版插图中学生文学之旅）》是为青少年朋友写的一部中国文学史。
它以暑假期间爷爷给孙子讲故事的形式，分五十天，以五十讲对文学史上的主要作家、作品、事件等
做了系统介绍。
　　针对青少年的心理和学习特点，《中华文学五千年》一改严肃高深的讲堂风气，突出重点，深入
浅出，运用简洁流畅的口语，穿插大量文学掌故，趣闻轶事，旨在使他们初步领略祖国优秀文学遗产
，提高进一步学习文学的兴趣，并且是学好学校语文、历史等课程的一个很好辅助教材。
　　五千年中华文学精粹，全在其中，生动活泼的教益启示，尽含其里！
不但是青少年朋友的良师，也是一切文学爱好者的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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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这是个多么浪漫而夸张的故事！
读了这则寓言，人们仿佛也跟着进入一个辽阔宏大的境界中。
    庄子有些寓言，至今对我们仍有启发意义。
譬如在《秋水》这篇文章的开头，庄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秋天来了，百川归人黄河，黄河水面宽阔
，连河对岸的牛马都分辨不清啦!黄河之神河伯因此得意起来，以为这一下老子天下第一啦。
他驾着滚滚波涛来到大海，往东一望，哪儿看得到头啊!河伯于是转过头，向海神叹口气说：“俗话说
：‘懂得道理一百样，以为谁也赶不上！
’这话简直就是说我哪！
我要是不到您这儿来亲眼看看大海的的广博无边，那可就悬了。
我这么自高自大下去，非让有见识的人笑话我不可呢！
”一一庄子讲这个故事，另有他的用意。
不过我们却能从中受到这样的教益：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狂妄门大、盲目骄傲，是最要不得的。
    我们熟悉的《庄严》寓言还有“庖（pāo）了解牛”和“邯郸学步”。
前者通过一位宰牛师傅 的经验之谈，说明人们要学会顺应自然，別硬碰蛮干，不然的话，你那把人生
的刀非崩刃不可！
“邯郸学步”说一个小伙子听说邯郸人走路的姿势很美，就专程去学；结果“邯郸步”没学会，自己
原来怎么走路也忘掉了，最终只好爬着回家去。
这故事够有讽刺意味的。
对我们的学习，也很有启 发意义。
    庄子不但故事讲得生动，他的论辩才能也挺高明。
《秋水》篇就记载了他和惠子在河边的一场有名的辩论。
    庄子看到河里的游鱼，感叹说：“看这小白鱼，从容自在多快活！
”惠子马上反驳：“您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活呢？
”庄子反问：“您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活？
”惠子说：“对呀，我不是您，本不会了解您，同样道理，您不是鱼，因此您也全然不知鱼是否快活
！
”庄子说：“咱们还是从头儿上说起吧，您问‘您怎么知道鱼快活呢？
’这是说您已经知道我了解鱼快活才问我的。
（既然您可以了解我，我当然也可以了解鱼喽），我就是在这河边上知道鱼快活的呀！
”    这场辩论陸有意思的，两人绕着弯子说话，各讲各的理儿，越辩越玄妙。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庄子的机变和口才。
    九先秦诸子中，庄子散文的成就是最高的。
他的文风汪洋恣肆，恢宏奇诡。
有人评论说，庄子的文章“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正像他笔下的大鹏鸟，扶摇而上，不知所止！
    至于说到哲学思想，庄子跟老子一脉相承，共同构成老庄哲学的体系。
一一老庄的道家、孔孟的儒家以及外来的佛教，在后来的中国文化中形成三大哲学派别。
他们之间有竞争也有融合，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哺育了中国的文人。
    除儒、道之外，墨家也值得一提。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di)(约前468一约前376)是战国时期鲁国人。
他出身微贱，有人猜测他的先世大约是做苦工的囚犯一类，因为那类囚犯就叫“墨”，后来拿这当了
姓氏。
    墨子的主张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中心就是“兼爱”和“非攻”。
兼爱是说一个人不单要爱自己，还要爱众人。
至于诸侯们侵略别的国家，那是损人利己的行为，不合“兼爱”的原则，因此要起来反对——这个又
叫“非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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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兼爱、非攻其实是一回事。
    墨子是非常讲究实践的。
为了反对侵略战争，他经常在各国间奔波，头发全秃了，脚也磨破了，可这全然不能动摇他的信念。
有一回，有个能工巧匠叫公输班的——就是后世木匠师傅供奉的祖师爷鲁班，为楚国打造了一种奇妙
的云梯，楚王准备用它攻打宋国。
墨子一听说，连夜赶去见公输班。
    墨子故意对公输班说：“北边有个人欺侮我，我给您带来了干金厚礼，求您帮我除了他吧!”公输班
脸色大变：“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可是从不杀人的!”墨子抓住这话，马上反问：“听说您帮楚国
打造云梯，准备攻打宋国。
您不肯杀一个人，却要去杀成百上千的人，这不是糊涂吗?”公输班哑口无言，只好答应墨子的要求，
带他去见楚王。
    墨子先给楚王讲故事：“有个人，家里放着画有花纹的好车子不坐，偏要偷邻家的破车子；家里有
锦绣衣服不穿，偏要偷邻家的粗麻短袄；家里有白米肥肉不吃，偏要偷人家的糠窝窝。
这个人到底怎么啦?”楚王随口回答：“一定是有偷窃的病啊!”    墨子马上说：“如今楚国方圆五千
里，宋国只有五百里；楚国的川泽中满是犀牛、麋鹿、鱼鳖之类，宋国连山鸡、野兔、小鲫鱼都没有
；楚国的名贵树木连成片，宋国呢，一棵大树也见不着。
大王如果执意攻宋，不是跟那个家里很阔绰、却偏稀罕别人家破烂儿的人差不离了吗?”楚王这下子没
话说了!    接着墨子又摆出宋国的实力，说明宋不可攻的道理，楚王终于打消了攻宋的念头。
——墨子的一席话，胜过了千军万马，他的讲演，真可谓一字千钧啊!    墨家还主张省吃俭用，反对办
丧事时铺张浪费、礼节繁缛，这跟儒家正相反。
另外，墨家还相信上帝和鬼神，这是下层社会的旧信仰。
说起来，儒家和墨家都是守旧派，只不过一个是守上层社会之旧，一个是守下层社会之旧。
——墨子的言论，全都收在《墨子》一书里。
全书原为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其中一部分是他的弟子所作。
    在诸子百家中，也有不守旧的派别，那就是法家。
法家其实是由儒家派生出来的，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约前280一前225)，是儒家大师荀子的学生。
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
当时韩国国力衰弱，韩非便多次上书，提出富国强兵的主张，都没被国君采用。
    韩非有个口吃的毛病，不善    辞令。
他便发愤著书，写了十几万字的著作。
有人把这些著作编辑起来，便是《韩非子》。
书传到了秦国，秦王非常欣赏，于是发兵攻打韩国，点着名儿索要韩非这个人。
韩王没法子，只好让韩非人秦。
         韩非有个同学叫李斯，刚好在秦国做官。
他的学问不及韩非，生怕韩非压倒自己，于是在秦王面前说了韩非不少坏话。
结果韩非不但没有被重用，反而下了大狱；后来竟被李斯害死在狱中!    (《韩非子》共五十五篇，书
中总结了法家的一整套理论。
法家反对不切实际的复古学说，主张帝王应当运用势、术、法来统治国家。
势就是君主的权威；术是指驾驭臣下的手段；法是法令制度。
法家的学说非常实用，很受君主们的重视和偏爱。
虽然韩非本人命运不济，可他的学说却被历代帝王们研究、实践了两千多年哩!    《韩非子》的文章条
理分明，逻辑严密。
他还是一位讲寓言故事的能手，有个和氏璧的故事就非常有名：一个名叫卞和的，得到一块璞一就是
含着玉的石头。
他把璞拿去献给楚厉王。
楚厉王的手下说：“这不过是块石头!”厉王认为卞和有意欺骗他，便砍掉卞和的左脚。
后来厉王的儿子武王继位，卞和又去献璞，人家依然认为他在骗人，又砍去他的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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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王死掉了，文王继位。
卞和抱着璞在山根下哭了三天三夜。
文王派人问他：“天下砍了脚的人多着哪，怎么单单你哭得这么伤心啊?”卞和回答：“我不是因砍了
脚而伤心，我伤心的是：明明是宝玉，非说是石头；明明是诚实的人，偏说是个骗子!我是为这哭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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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中华文学五千年(古代部分)》是一本写给孩子的书。
    本书自1992年初版以来，先后印刷七次，印数近六万册。
1995年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1998年被收入“希望文库”。
本书还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
作为《文学五千年》系列的第一部(此外尚有《中华文学五千年（近现代部分)》及《世界文学五千年
》），本书在受到读者欢迎的同时，还被教育部课程规划署列入“中华文史知识课程内容与教学指导
书目”。
一一十年一回首，作为作者，颇感慰藉。
    本书之所以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惠爱，大概与其定位及特点有一点关系。
我在初版后记中曾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写书是要看对象的，若要给孩子们写书，就必须像跟孩子们说
话一样，“弯下腰去，平视着孩子的眼睛，尽量拣他们听得懂的字眼儿，小心选择他们能理解的句式
，慢慢地讲”。
而本书的风格，也便定位于此。
    书中采用爷孙对话形式，是要营造一种夏夜闲谈的轻松氛围，以消解一般人对教科书式刻板讲解的
抵触情绪。
行义语言也尽量采用口语模式，以期拉近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增加亲切感。
总之，一切都基于对读者的尊重，哪怕他们是孩广！
为此，作者曾下过一番功夫，如每写一节都要录成磁带、反复谛听；还要放给孩子们听。
如果效果不佳，便要重新改写，直到满意为止。
一一当然，孩子们喜欢读，不等于大人就不爱看，因为书中的内容即便对一位成年人（尤其是没受过
中文专业教育的），也称得上新鲜有益。
十年来，这方面的良性反馈信息，不胜枚举。
    不过随着出版业的革命性发展，本书最初的版式设计，已稍显落伍，书中的内容，也有需要增删改
进之处。
有文无图的形式，尤其令人感到遗憾。
而此次再版，便想在这些地方作一些弥补。
如给每天的讲述增加小标题，以期使各节内容更为醒目；行文中插入图片，以增强书的主动性、可视
陸。
修改还包括内容的增删移易，如删去一些略嫌枝蔓的作者及作品，使之更为精炼。
增加了一些典故趣闻，使之更为生动。
为了使结构更加合理，还适当移置了部分内容。
文字上也作了加工润饰，务求使读者的阅读过程变得更加轻松顺畅、乐在其中。
    当本书再版之际，我不能忘记审阅本书并予以肯定的著名学者张中行先生，不能忘记为本书题写书
名的著名学者、书法大师启功先生，也不能忘记为本书的首发付出心血的原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审岳凤
翔先生。
在此表示深深谢意！
    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审杜惠玲、周平女士，她们为本书以全新面貌再版付出丁辛勤的劳动。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宋成，她是本书的最早读者，为本书的撰写及修改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
。
这本书里，也包含了她的许多心血。
本书的写作初衷，是因女儿沛沛而起。
在修改本书时，想起孩子的成长历程，良多温馨之思。
                                                                           作  者                                                                         200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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