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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学界关于《大学语文》课程教学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有的学者认为这一课程面临着危
机，教师不愿上，学生不想听；有的高校将其由必修课调整为选修课，甚至取消了之。
难道《大学语文》真的无关紧要，可有可无吗？
事实的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以世界眼光观之，当今国际社会的竞争，究其实质，是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素质的竞争，经
济、政治和军事的角力皆为其表象。
中国要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民族振兴，就应该切实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当代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是传承、创新和发展中华文化的生力军，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是中国具
有战略意义的“希望工程”。
在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对该工程大有裨益，因为它既可以从狭义的文化概念上提高大学生的知
识水平，又可以从广义的文化概念上提高他们的理想、道德、观念和心理诸方面的素养。
其次从我国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在校大学生的语文功底、写作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离社
会实践对大学生的要求相去甚远；在部分学生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导致非理性行为时有发
生。
可见，提高在校大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是高校教育、教学题中应有之义，《大学语文》课程对此“
责无旁贷”。
换句话说，在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决不是无关紧要，而是十分必要。
　　本教材以历史年代为“串珠之线”，精选中外古今经典文章、作品，旨在追求教材的系统性，使
学生对“语文”有一种纵向脉络清晰、横向视域开阔、全面而完整的了解和把握；通过古今中外各种
体裁的文章特别是文学文本，从人类最深沉的情感层次上，让学生对文本中的情感现象进行体验和辨
识，使自己的感性欲望升华为积极健康的社会情感，或限制、或改造、或净化那些属于本能的情感，
将其导向有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向，以丰富和完善学生的内心世界，并使情感通过主体的体验转
换为理想、心理和意志，溶注于对写作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和运用中，升华为一种以“文以载道”创造
文明的力量。
同时也给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开辟广阔的道路，比如，综合运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将课堂讲解、演
示与研讨、练习紧密结合起来，改过去教师对学生的单向解疑释惑为师生互动。
　　本教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由张荣、周海彬、文小妮任主编，负责确定编写提纲和修改统稿。
编写工作的具体情况是：张荣编写第一章、第二章和部分附录；刘汾、贾佳编写第三章；林平乔编写
第四章；文小妮编写第五章；龙永干编写第六章；侯赛军编写第七章；周海彬参与修改和统稿工作。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借鉴、参考并吸收了前人和同仁的研究成果（恕未一一标注），在此谨致谢
忱。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创新的时代，就教育领域来说，观念要创新，教材要创新，教法要创新。
本书是在前人基础上创新的一种尝试，需要完善、提高之处肯定存在，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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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语文》以历史年代为“串珠之线”，精选中外古今经典文章、作品，旨在追求教材的系统
性，使学生对“语文”有一种纵向脉络清晰、横向视域开阔、全面而完整的了解和把握；通过古今中
外各种体裁的文章特别是文学文本，从人类最深沉的情感层次上，让学生对文本中的情感现象进行体
验和辨识，使自己的感性欲望升华为积极健康的社会情感，或限制、或改造、或净化那些属于本能的
情感，将其导向有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向，以丰富和完善学生的内心世界，并使情感通过主体的
体验转换为理想、心理和意志，溶注于对写作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和运用中，升华为一种以“文以载道
”创造文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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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先秦文学概述　　我国西周、东周和春秋时代的诗歌已有了很高的成就，出现了第一部诗
歌总集——《诗经》。
集中305篇作品，代表2500年前约500多年间的诗歌创作。
《诗经》按音乐分类为风、小雅、大雅、颂4个部分，这大约是音乐的分类。
风是乐调，国风就是各国土乐的意思。
雅本是乐曲名，“大雅”“小雅”之分和后世大曲小曲相类。
颂是赞美歌，是祭乐。
风诗很多是民间歌谣，小雅里也有歌谣，歌谣是《诗经》的最重要的部分。
除了民间歌谣，《诗经》里还有出于统治阶级各阶层的作品。
　　《诗经》有抒情的歌唱，也有记事的诗篇，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色，也有各自独具的特色。
《诗经》里的作品，多方面地描写了现实生活，表现了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
其中有许多诗密切地联系着政治，针砭了社会。
有些出于下层的反剥削反压迫的诗，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更本质的现象。
这种现实主义精神被后人十分重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诗经》里大量运用比、兴等修辞手法，获得显著的艺术效果，对后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比”是譬喻和比拟；“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它是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发端。
　　《诗经》中的民歌在结构形式上的最突出的特点是重章叠句。
重章有时表示事物进展的程度和顺序，有时为了加强抒情的效果。
《诗经》里的歌谣表现出人民的巨大艺术创造能力。
《诗经》以鲜明的事实启示后人应该重视民歌。
我国历代有许多诗人受了《诗经》的启示，向民歌学习，‘这就使得诗歌加进新鲜血液，不断向前发
展。
　　战国时期，在文化上不仅是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而且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中也是一个很辉煌灿
烂的时代，它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基础。
像儒、墨、道、法几家的学说，在整个封建社会发生深远影响。
特别是儒家，支配了整个封建时代。
　　战国时代文学，在当时整个的灿烂文化园囿中是一个百花盛开的畦地。
这一时代文学的种类主要是散文和诗歌，此外还有略具雏形的小说，如《穆天子传》等。
散文主要可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历史散文主要是叙事的，诸子散文主要是说理的。
战国时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战国初期。
从春秋末年起，开始有了私人著述事业，诸子书中出现了《论语》《墨子》《老子》等。
历史散文方面出现了《左传》这部史传文学的第一部杰作。
　　第二个时期为战国中期。
这个时期，百家争鸣达到了最盛的阶段。
诸子书中出现了《孟子》《庄子》这样杰出的著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也出现在这个时期，他在采用当时民歌形式的基础上，创造了一
种新的文学体裁——骚体。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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