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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海扬帆》丛书是面向广大学子和青少年编辑的一套跨越历史、地理和文化的业余读物。
包括人类各阶段、各地与的传统、历史、战争、文化、文学、和文明的状况和发展，介绍了一些影响
世界和历史的名人、事件，是广大青少年和学习休闲阅读的佳品。

崔建林主编的《中华名著简读》精选了中国历史上名气最大、价值最高、影响最深、流传最广的名著
近二百部，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军事、医学、科技等方面。
从?同角度和层面分析作品，讲述名著背后的故事，捕捉作品中的点睛之笔，让便于读者在较短时间内
跨越鸿篇巨制的障碍，领略名著的风采，同时也为读者以后深入学习和研究这些经典提供帮助。
通过对这些经典的品味，让广大青少年读者更好地领略中国文化的博大和精深，为我们祖先的智慧而
骄傲。

读者只要打开《中华名著简读》，徜徉其中，带来的是美的享受，也是对心灵的洗礼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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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名著概要    《山海经》是先秦古籍，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
它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
除此之外，《山海经》还以流水帐方式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
。
  说起《山海经》，国人大都知道这是一本风格独特的奇书、怪书。
此书分《山经》五卷和《海经》十三卷，虽仅有三万一千余字，但就其叙述的内容而言，从天文、地
理、神话、宗教，到民族、动物、植物、矿产等，天南海北，包罗万象，堪称我国古籍中蕴珍藏英之
最者，实为研究上古时代绝好的宝贵资料。
然而，由于它所述多奇诡怪异，常被人斥为荒诞无经，所以，《山海经》的书名虽最早见之于《史记
》，但司马迁观之却叹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因此，直到约百年后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校勘整理经传诸子诗赋，才将此书公之于众。
    《山海经》主要包括：中篇新故事、聪明人的故事、城乡奇闻、惊险故事、家庭悲喜剧、亲历故事
、清官故事、幽默与讽刺故事、民间传奇、茶馆趣闻录、妙联巧对故事、民间奇案、海外奇闻、伤心
女子故事、宫廷密闻、三教九流的故事、谜语故事。
    《山海经》全书18篇，约31000字。
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
《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
全书内容，以五藏山经5篇和海外经4篇作为一组；海内经4篇作为一组；而大荒经5篇以及书末海内经1
篇又作为一组。
每组的组织结构，自具首尾，前后贯串，有纲有目。
五藏山经的一组，依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节，前一节和后一节又用有
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使篇节间的关系表现得非常清楚。
    该书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
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再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
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
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
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山海经》的地域范围：《南山经》，东起浙江舟山群岛，西抵湖南西部，南抵广东南海，包括今
浙、赣、闽、粤、湘5省。
    《西山经》，东起山、陕间黄河，南起陕、甘秦岭山脉，北抵宁夏盐池西北，西北达新疆阿尔金山
，《北山经》，西起今内蒙、宁夏腾格里沙漠贺兰山，东抵河北太行山东麓，北至内蒙阴山以北。
《东山经》，包括今山东及苏皖北境。
《中山经》，西达四川盆地西北边缘。
也有一说山海经中所述之处很多不在今天的中国境内。
    《山海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奇书之一。
它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山海经》为述图之书。
    据说《海经》部分是图在先、文后出，因而“以图叙事”的叙事方式，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已形成一
种文化传统。
《山海经》的母本可能有图，它（或其中一些主要部分）是一部据图为文（先有图后有文）的书，古
图佚失了，文字却流传了下来，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山海经》。
《海经》的荒诞色彩和神话色彩，与这本书的特殊来历息息相关，这本书的来历在古代典籍中是独一
无二的，简单地讲，这本书是述图之作，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海经》，先有图，后有书，书
中的内容是对一幅图画中内容的写照。
《山海经》中的文字多静态的刻画，而少动态的叙述，多记空间方位，而少间时间进程，其述图特点
可谓一目了然，其实，前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宋代学者朱熹，但前人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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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上都有同一个误解，即认为整部《山海经》包括《山经》都是有述图的。
实际上，像《山经》那样包罗万象的博物学知识是不可能在图中画出来的，更何况其中还记载了很多
动物的声音、习性等等，这些内容又如何能用图画表现出来呢？
除非古时候已经有了现在这样的多媒体技术。
不过，《海经》所凭借的图画早就佚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中都有插图，怪怪奇奇，琳琅
满目，那只是后人根据书中的内容想象增补的。
    第二，《山海经》保留了大量远古时期的史料。
    《山海经》历来被大多数人认为“荒诞不经”。
连敢于打破《尚书》束缚，将中国上古史推至炎黄二帝的史学家司马迁都说“至《禹本纪》、《山海
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形成这种看法的原因似乎与《山海经》由图到文字的成书过程有关。
例如《海外东经》记载“工虫在其北，各有两首。
一日在君子国北”。
根据《山海经》先有图后有书的成书过程推测、，《山海经图》上在君子国的北方画有一个彩虹的“
虹”字，表示该地经常见到彩虹。
当时的图像文字应该类似甲骨文的虹字，是彩虹的图像，两端有首。
而后来古人根据《山海经图》著《山海经》时，时间已经过了几百年，而著者并不见得一定是文字学
家，这时彩虹的虹字已经成为“工虫”的样子，因此将彩虹描述为工虫，并望文生义将其描述为“各
有两首”，使后人无法知道到底叙述的是天边的彩虹呢，还是描写一只有两个头的怪物。
所以就连司马迁也说“余不敢言之也”。
    也正因为《山海经》的所谓荒诞不经，几千年来该书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因而也很
少被后人改动，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书的风貌和许多珍贵的远古资料和信息。
    第三，《山海经》与东方夷族有关。
帝俊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一个谜一般的神秘人物，他的事迹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只见
于《山海经》之中，尤其集中反映在“大荒”、“海内”两经之中。
究其神系渊源与脉略，显不属于炎帝世系，也不隶属于黄帝世系，是与炎、黄两大神系并存的第三神
系。
“关于帝俊在中国古代诸神中的地位，今天众说纷纭，然一般认为帝俊当是上古时代东方民族的祖先
神，这种看法是一致的，因为《山海经》记载的帝俊活动地及其子孙之国大多在东方”。
《山海经》中的某些史料特别是反应帝俊神系事迹的人文历史地理资料来自东夷伯益或者伯益的族团
应该无大误。
    第四，《山海经》由两部分组成。
《山海经》至今流传，其中《山经》和《海经》各成一体；《海经》又可分为两组，一组为《海外四
经》与《海内四经》，一组为《大荒四经》与《海内经》。
这两组的记载是大略相同的，它们共就一种图画作为说明书。
所以可以说是一件东西的两种记载”。
现代研究同意这一观点，王宁在“《山海经》的分篇问题”中说“《大荒四经》其实就是另一个版本
的《海外四经》。
因此，在考证《山海经》地望时，《大荒东经》和《海外东经》可以相互印证。
    第五，《山海经》地理描写的顺序与现实的顺序不同。
    《山海经》的顺序是南、西、北、东，这可能与古人“天南地北”的习俗有关。
也就是说，古《山海经图》与现在的地理图在方位上不同。
以《海外东经》的汤谷地望为例：“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
一日在竖亥北，为人黑首，食稻啖蛇，其一蛇赤”。
    上述记录明确说明《山海经图》中，黑齿国在图的上方（南方），而汤谷在黑齿国的下方（北方）
。
这为《山海经》地望考证提供了方向上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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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崔建林主编的《中华名著简读》精选了中国历史上名气最大、价值最高、影响最深、流传最广的名著
近二百部，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军事、医学、科技等方面。
    本书通过对中国经典名著的思想精髓、内容主旨的阐释，帮助读者在最短时间内把握中国名著的梗
概，为深入阅读提供有益的指导。
    本书力求做到常识性、通俗性和趣味性并举。
以常识介绍为主，不作专门的学术研讨，只作常识性的叙述，努力提高趣味性，力求让广大青少年读
者在休闲中求知，在求知中获得阅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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