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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重突出了人文知识，在讲文学史的同时向读者传递出人文理念。
所谓人文，最早见于《易·贲》：“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里的人文指诗书礼乐及其教化。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人文一词都包含着“人”和“文”两重含义，即包含着“理想的人性”和“文
化的教化”两方面的内涵。
人文知识即关于人文领域，主要是精神生活领域的基础知识，如历史、文学、法律、艺术、哲学、道
德知识等。
人文知识博大精深，内涵深刻，饱含哲理，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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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章 先秦文学上古神话神话的产生固然很早，但用文字记录下来则较晚。
我国古代缺乏系统地记载神话的专门典籍，但在《山海经》、《庄子》、《楚辞》、《淮南子》、《
列子》等古籍中，或多或少保存了一些神话传说。
虽大多属于片断的记录，不够系统、完整，但内容非常丰富，堪称瑰丽多姿。
按其内容划分，现存中国古代神话主要包括创世神话、自然神话、英雄神话和传奇神话四类。
创世神话对于世界产生和人类起源的探索与解释，构成了创世神话的基本主题。
天地是如何开辟的？
万物是怎样生成的？
人类是从哪里来的？
总之，世界是怎样产生的？
这个最原始、最基本也最重大的问题，是意识发展处于开始阶段的原始人类首先要思考的，难怪它要
成为所有神话中最普遍的主题了。
创世神话的创作者们尽管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但他们那充满幻想的描述却极富魅力。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创世神话虽然形成文字较晚，但仍然特色鲜明，动人心魄。
无论是天地混沌、盘古首生、宇宙开辟的神话，还是女娲造人、炼石补天的神话，都反映了我们的祖
先对宇宙的开端以及人类的诞生这些重大问题的思考、探索和解释。
它们看似荒谬而无道理，却充分反映了我们的祖先认真探索、大胆想象的创造精神。
以下为创世神话依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像，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斡维焉系？
天极焉加？
八柱何当？
东南何亏？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
隅隈多有，谁知其数？
天何所沓？
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
列星安陈？
(屈原《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
(同上)天地亦物也。
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
(《列子·汤问篇》)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监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
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
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淮南子·览冥训》)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
(《淮南子·说林训》)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
(许慎《说文解字》)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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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
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
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
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
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艺文类聚》卷一引徐整《三五历纪》)，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
右眼为月。
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
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
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绎史》卷一《开辟原始》引《五运历年记》)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
(《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
以为夫妻，又自羞耻。
⋯⋯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
今时人取妇执扇，象其事也。
(李冗《独异志》卷下)女娲本是伏羲妇(一作“女娲伏羲妹”)，恐天怒，捣炼五色石，引日月之针、
五星之缕把天补。
(卢仝《与马异结交诗》)第一段画二人，右为伏羲⋯⋯下身鳞尾环绕，向左；左为女娲⋯⋯尾亦环绕
与右相交。
中间一小儿，右向，手曳二人之袖，两脚卷走。
(容庚《武梁祠画像考释》)伏羲一名，古无定书，或作伏戏、庖牺、宓羲、虑羲，同声俱可相假。
伏羲与檗瓠为双声。
伏羲、庖牺、盘古、粲瓠，声训可通，殆属一词。
无问汉苗，俱自承为盘古之后，两者神话，盖同出于一源也。
(常任侠《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自然神话大自然森罗万象，千变万化，威力无穷，神秘莫测
，使得原始人类由迷惑而生畏惧，由畏惧而生崇拜。
在他们看来，大自然如此生机勃勃，富于活力，俨然是有人格、有意志的实体；而风云雷雨、山川鸟
兽，则无不被他们认作神灵。
在这种“万物有灵”观念的启示下，他们通过想象、幻想和联想，以有形的事物去表现无形的自然力
，进而创造出自然神的形象和以这些形象为主体的故事，这便是自然神话。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自然神话颇为出色。
如主宰昼夜明晦、冬夏寒暑的“钟山之神”“烛阴”，“十日所浴”的神树“扶桑”，与日逐走的神
兽“夸父”，衔木石而填东海的神鸟“精卫”等等，都是自然神话中的著名主角。
自然神话多以鸟兽树木之类自然物为主体，它们反映了原始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崇拜、迷惑与解释
，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美好愿望。
以下为自然神话依据：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
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
在无启之东。
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
居钟山下。
(《山海经·海外北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
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长千里，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
是烛九阴，是谓“烛龙”。
(《山海经·大荒北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
在吴西。
(《山海经·海内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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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海扬帆:中国文学简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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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域的传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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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广大青少年和学子休闲阅读的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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