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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术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有了前人的成果，后人才能有发展的基础。
如果没有前人的成果，后人不得不重复前人的研究，而且未必能达到前人的高度，&ldquo;广陵绝
响&rdquo;是人类学术史上经常不得不面对的千古遗恨。
要是人类的学术研究成果始终能得到传承，人类能取得的进步肯定要大得多。
　　秦始皇时代，多数儒家经典被付之一炬，或者被禁止传播。
博士伏生将《尚书》藏在墙壁间，秦汉之际的战乱过后大部分已经遗失，只剩下二十九篇。
伏生就以此为基础，终身传授《尚书》。
在他九十余岁时，汉文帝派晁错去他家学习。
此时伏生已口齿不清，由他女儿转述才大致完成传授。
尽管由于双方所操方言的差异，导致晁错的一些误解，但基本内容还是得以流传。
&ldquo;薪尽火传&rdquo;，靠的是火种不灭。
中华文明能够长盛不衰，并发扬光大，靠的就是一代代的火种。
　　印刷术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书籍的流传，但人为的破坏还是会使有些书籍从此毁灭，往往
使一门学问后继无人。
而且，对严谨的学者来说，总会有一些研究的心得或某项具体成果来不及整理成文，或者因种种原因
没有发表，只能靠口耳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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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术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有了前人的成果，后人才能有发展的基础。
如果没有前人的成果，后人不得不重复前人的研究，而且未必能达到前人的高度，&ldquo;广陵绝
响&rdquo;是人类学术史上经常不得不面对的千古遗恨。
要是人类的学术研究成果始终能得到传承，人类能取得的进步肯定要大得多。
　　秦始皇时代，多数儒家经典被付之一炬，或者被禁止传播。
博士伏生将《尚书》藏在墙壁间，秦汉之际的战乱过后大部分已经遗失，只剩下二十九篇。
伏生就以此为基础，终身传授《尚书》。
在他九十余岁时，汉文帝派晁错去他家学习。
此时伏生已口齿不清，由他女儿转述才大致完成传授。
尽管由于双方所操方言的差异，导致晁错的一些误解，但基本内容还是得以流传。
&ldquo;薪尽火传&rdquo;，靠的是火种不灭。
中华文明能够长盛不衰，并发扬光大，靠的就是一代代的火种。
　　印刷术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书籍的流传，但人为的破坏还是会使有些书籍从此毁灭，往往
使一门学问后继无人。
而且，对严谨的学者来说，总会有一些研究的心得或某项具体成果来不及整理成文，或者因种种原因
没有发表，只能靠口耳相传。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浦江清讲中国文学(近代学术名�>>

作者简介

　　浦江清（1904-1957），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出生于江苏松江（今上海松江区）。
家境清寒，聪颖好学。
1922年，入东南大学，1926年经吴宓推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陈寅恪助教，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文学
院，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教授。
1948年朱自清病逝，由他继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代理主任。
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1957年因病逝世。
主要论文有：《八仙考》、《花蕊夫人宫词考证》、《词的讲解》、《词曲探源》、《屈原生年月目
的推算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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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八仙考词的讲解评王著《元词斟律》词曲探源词曲探源(续录)屈原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谈端午节
李绅《乐府新题》及其他论小说说《三国演义》小说杂记古文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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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当时秦国最强，尤其有侵略的野心。
楚威王曾经加入&ldquo;合从&rdquo;联盟，以阻遏秦国。
到了怀王即位，忽而伐魏、伐齐，忽而做六国盟长，没有固定的外交策略。
秦惠王用张仪为相，决心要破坏六国联盟，并且派兵攻下了蜀国，在西边和北边两面威胁楚国。
屈原是坚决主张和齐、魏联好以抵制秦国的；唯有这样，才可以保障楚国的安全。
　　这三点都很正大。
怀王一朝是楚民族兴亡、成败的转折点，关系重大。
可惜屈原空有远大的政治理想、敏锐的政治眼光，他得到怀王的信任，时期极短。
他遭到同僚的嫉妒，贵族党人的仇视，敌国间谍的离间，终于被迫去职了。
　　《史记》上记载这样一件故事：有一位上官大夫妒忌屈原的才能，要夺取他的草稿，屈原不肯给
他，他在怀王面前进了谗言，激起怀王的愤怒，把屈原疏远不用了。
事实怕不是这样简单的，论屈原的才能和地位，未必就为了一件事情便站立不住；当时尖锐的斗争存
在于他和&ldquo;党人&rdquo;之间。
他说，&ldquo;众女嫉余之娥眉兮&rdquo;，可知仇视他的不止一人。
他要求国王修明法度，任用贤能，必定要和当权的贵族冲突。
他所说的&ldquo;党人&rdquo;，就是指当时贪婪专权的贵族和国王左右的佞臣那内外勾结的一党。
当时公族三姓之中，要数楚昭王之后的昭氏，对王室亲近，权势也最盛；在宣王朝有煊赫一世的昭奚
恤，在怀王初年总揽军政大权的是上柱国令尹昭阳，和屈原同朝的有昭睢①、昭过、昭鼠等。
公族中间的宗派主义是存在着的，照我们推测，排挤屈原最厉害的就是昭氏贵党。
到秦国派张仪来楚，施用离间计，昭睢和张仪密切勾结，对立的形势更其显然。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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