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备战 2025 年中考语文一轮复习名著阅读（全国通用）

专题 08：《经典常谈》名著导读与考点精练

朱自清（1898年 11月 22日—1948年 8月 12日），原名自华，号实秋，后改名自清，字佩弦作者简介壹



，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今连云港市东海县平明镇），后随父定居扬州。他是中国现代

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朱自清自幼受到士大夫家庭的影响，逐渐养成“整饬而温和、庄重而矜持”的文人气质。1912 年，他

进入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学习。1916年中学毕业后，他成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7年升入

本科哲学系。在北大期间，朱自清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并加入文学研究会，成为“为人生”代表作家。

朱自清在文学创作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1919 年，他开始发表诗歌，成为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诗人之一。

他的诗作清新明快，在诗坛上显出自己的特色。1921 年，他与叶圣陶等创办了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

——《诗》月刊，倡导新诗。1922年，他发表长诗《毁灭》，引起当时诗坛的广泛关注。之后，他的创作重

心转向散文，写出了《背影》、《荷塘月色》等脍炙人口的名篇，这些作品被誉为中国现代散文的早期代表

作。

朱自清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在学术研究方面也颇有贡献。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致力于古

典文学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同时，他还是一位坚定的民主战士，积极参与各项民主活动，为人民

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然而，朱自清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1948 年初，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朱自清虽然身患重病，

但他依然坚定地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宣言上签名。同年 8月，他因胃穿孔病逝于北平，年仅 50

岁。

选择性阅读

选择性阅读是一种理性的、目的性很强的阅读方式,它往往和阅读者的兴趣、目的密不可分。

概括起来有以下一些情形:①兴趣选择;②问题选择;③目的选择;④方法选择。

选择示例：

1、如果对古代文学感兴趣，可以先读《诗第十二》《文第十三》两篇：

2、如果对历史感兴趣，则可以从《<战国策>第八》《<史记><《汉书>第九》读起。

3、在重点阅读自己感兴趣的部分的同时，也可以注意寻找新的兴趣点，由此扩展到其他部分，进而阅

读整本书。比如在读《文第十三》的过程中，对战国时期的说客产生了兴趣，那就不妨回过头去读对这个

群体有着更详细介绍的《<战国策>第八》。

4、带着某个具体目的去阅读的，直接根据目的去选择书中你最需要的内容来阅读。

比如学过《<诗经>二首》之后、你希望拓展了解关于《诗经》的更多知识，就可以去读《经典常谈》

中的《<诗经>第四》：又如你正在与同学开展以汉字文化为主题的研究性学习，就可以去读《经典常谈》中

的《<说文解字>第一》。

5、为了更好地进行选择性阅读，需要首先对全书的内容和结构有所了解，最简便的方式就是浏览目录。

比如《经典常谈》，从目录就能知道，全书十三篇，每篇谈一种或一类经典，这样就可以根据兴趣或目的加

以选择。

6、但有些书的目录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这就需要先大致浏览全书，了解其概貌，再选择感兴趣的或

读书方法贰



有需要的部分来精读。



【题目解读】

《昆虫记》又译为《昆虫物语》或《昆虫学札记》，堪称科学与文学完美结合的典范，被誉为“昆虫的

史诗”。书中每章节详细、深刻地描绘了一种或几种昆虫的生活，重点介绍了作者所观察、研究的昆虫的外

部形态、生物习性，真实地记录了几种常见昆虫的形态、习性、劳动、繁衍和死亡等；同时记载着法布尔

痴迷昆虫研究的动因、生平抱负、生活习惯等。

《昆虫记》是一部严谨的科学著作，一部关于昆虫的百科全书，同时也是一部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

作者法布尔通过长时间的细致观察，获得了大量关于不同种类昆虫的特征、习性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将昆

虫世界真实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昆虫记》分十卷，每一卷分 17-25 不等的章节，每章节详细、深刻地描绘一种或几种昆虫的生活，

同时收入一些讲述经历、回忆往事的传记性文章。在该书中，作者描述了小小的昆虫恪守自然规则，为了

生存和繁衍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作者依据其毕生从事昆虫研究的经历和成果，以人性观照虫性，又以虫性

反映社会人生。重点介绍了他所观察和研究的昆虫的外部形态、生物习性，真实地记录了几种常见昆虫的

本能、习性、劳动、死亡等。

【创作背景】

《经典常谈》这部书创作完成于 1942年初，此时正值朱自清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期间。

当时的西南联大师生虽处于抗战的艰苦条件下，却始终坚持着学术自由，追寻着科学真理，英杰辈出，

朱自清也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回顾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朱自清的老师胡适先生，曾于 1923 年在北

大《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阐述了“整理国故”的理念，提倡以科学的精神保存国粹，系统地研究

国学。从内在联系以及这部书的精神内涵分析，《经典常谈》这部作品也传承了“整理国故”的思想。

【整体把握】

要点梳理叁



 【作品简介】

《经典常谈》是朱自清在 20世纪 30年代末到 40年代初为中学生撰写的一部介绍我国传统文化经典的

著作。

全书共 13篇，按我国古代经、史、子、集分类法的顺序介绍了《说文解字》《周易》《史记》等经典著



作，并概述了诸子百家、辞赋和历代诗文的情况，以此展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面貌。

【主题思想】 

为了给希望读些经典的中学生做个向导，指点阅读门径，让他们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不至于茫然

无措。

【写作特色】

①内容精辟通俗。全书不夸奇炫博，不故作高深，读起来明快利落。朱自清的传统文化研究，

不只注意到学术的高度和深度，更注意到大众所能接受的广度。他时时留意《经典常谈》是一本

写给中学生看的书，格外重视这本书的普及性和通俗性。

②语言流利畅达，娓娓道来，常有引人入胜之处。书中的语言极其地通俗，而条理又是那样

的分明，留心的读者不仅会感到经典流变的基本脉络，更会学到做学问的一般方法。

【主要内容】

《经典常谈》是朱自清先生创作的一部国学研究专著，旨在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经典的启

蒙读物。该书写于 1942年，是朱自清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期间完成的。全书共十三篇，按照历史

发展的脉络，梳理了包括《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

《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等经典内容。

朱自清先生以现代的、科学的学术观点研究传统典籍，将深奥难懂的古代经典以简练明晓的文字加以

介绍，深入浅出地展现给读者。他的笔触既具有学术性，又兼具普及性，使得这部著作既适合专业人士研

读，又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和学习。

《经典常谈》不仅是一部介绍古代经典的著作，更是一部传承中华文化的瑰宝。它通过梳理古代经典，

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和内涵，从而增进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同时，它也为读者提

供了一把钥匙，引领他们走进古代经典的殿堂，领略其中蕴含的深厚智慧。

自问世以来，《经典常谈》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推崇。它不仅被誉为国学入门书，更被视为传

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无论是对于专业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来说，它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这本书介绍了许多传统文化经典。选择你感兴趣的一种，比如《论语》或李白杜甫的诗，先精读《经

典常谈》中的内容，再选读相关经典中你比较熟悉的部分，看看朱自清所“谈”的对你更好地理解经典有

哪些帮助，并向同学们谈谈你对经典的新认识。

例 1、李白。

他的乐府很多，取材很广；他是借着乐府旧题来抒写自己生活的。他的生活态度是出世的；他作诗也

全任自然。人家称他为“天上谪仙人”；这说明了他的人和他的诗。他的歌行增进了七言诗的价值；但他的

绝句更代表着新制。

我的学习：《峨眉山月歌》，二十八个字中出现了五个地名，精巧地点出行程，既有“仗剑去国，辞亲

专题探究肆



远游”的豪迈，也有思乡的情怀，语言流转自然。《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给予抽象的“愁心”

以物的属性，它竟会随人逐月到夜郎西，诗人想象力非常丰富。《春夜洛城闻笛》，写的是闻笛，但它的意

义不限于描写音乐，还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情真意切，扣人心弦，千百年来在旅人游子心中引发强烈的

共鸣。《送友人》，这是一首情意深长的送别诗，作者通过送别环境的刻画、气氛的渲染，表达出依依惜别

之意。结合《经典常谈》对李白的介绍，我更深入了解了李白和他的诗歌。

例 2、杜甫。

结合《经典常谈》对杜甫的介绍，我对这位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对他的诗

歌被称为“诗史”有了更确切的认知。

    杜甫是儒家的信徒；“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素志。又身经乱离，亲见了民间疾苦。他的诗

努力描写当时的情形，抒发自己的感想。李白用诗来抒写自己的生活，杜甫用来抒写那个大时代，诗的领

域扩大了，价值也增高了。而杜甫写“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

希望与恐惧”，更给诗开辟了新世界。

    他不大仿作乐府，可是他描写社会生活正是乐府的精神；他的写实的态度也是从乐府来的。他常在诗

里发议论，并且引证经史百家；但这些议论和典故都是通过了他的满腔热情奔迸出来的，所以还是诗。他

这样将诗历史化和散文化；他这样给诗创造了新语言。古体的七言诗到他手里正式成立；古体的五言诗到

他手里变了格调。从此“温柔敦厚”之外，又开了“沉着痛快”一派。  

    他又是个有谐趣的人，他的诗往往透着滑稽的风味。但这种滑稽的风味和他的严肃的态度调和得那样

恰到好处，一点也不至于减损他和他的诗的身份。

    我的学习：《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描绘秋夜屋漏、风雨交加的情景，真实地记录了草堂生活的一个片

段，“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抒发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感，表现了作者推己

及人、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至此表现得淋漓尽致。《石壕吏》，这是一首杰出

的现实主义的叙事诗，诗人巧妙地借老妇的口，诉说了她一家的悲惨遭遇。诗中刻画了官吏的横暴，反映

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表现了诗人痛苦的心情。

例 3、韩愈。

有意地将白话的自然音节引到文里去，他是第一个人。在这一点上，所谓“古文”也是不“古”的；

不过他提出“语气流畅”(气盛)这个标准，却给后进指点了一条明路。他的弟子本就不少，再加上私淑的，

都往这条路上走，文体于是乎大变。这实在是新体的“古文”，宋代又称为“散文”——算成立在他的手里。

我的学习：《马说》通篇运用托物寓意的写法，以千里马不遇伯乐，比喻贤才难遇明主。作者希望统治

者能识别人才，重用人才，使他们能充分发挥才能。全文寄托作者的愤懑不平和穷困潦倒之感，并对统治

者埋没、摧残人才的行径进行了讽刺、针砭和控诉。作者通过形象思维来描述千里马的遭遇，提出事实，

省却了讲大道理的笔墨，而且利用了古汉语中的虚词(语助词、感叹词和连接词)，体现出一唱三叹的滋味

和意境。这一点与《经典常谈》中所介绍的“有意地将白话的自然音节引到文里去”“他提出‘语气流畅’

(气盛)这个标准”相符合。这启发了我：结合作者作品来看《经典常谈》，能让我更好地理解和学习经典。

    例 4、柳宗元。他的文深幽精洁，最工游记；他创造了描写景物的新语。



我的学习：《小石潭记》生动地描写出了小石潭环境



景物的幽美和静穆，抒发了作者贬官失意后的孤凄之情。语言简练、生动，景物刻画细腻、逼真，全

篇充满了诗情画意，表现了作者杰出的写作技巧。文中写潭中游鱼的笔法极妙，无一笔涉及水，只说鱼“皆

若空游无所依”，则水的澄澈透明，鱼的生动传神，都各尽其妙。意境之深，令人拍案叫绝。看来《经典常

谈》中对他的介绍“文深幽精洁，最工游记”“他创造了描写景物的新语”非常贴切。

例 5、陶渊明。

从躬耕里领略到自然的恬美和人生的道理。他是第一个人将田园生活描写在诗里。他的躬耕免祸的，

哲学也许不是新的，可都是他从实际生活里体验得来的，与口头的玄理不同，所以亲切有味。    

我的学习：《桃花源记》借武陵渔人行踪这一线索，把现实和理想境界联系起来，通过对桃花源的安宁

和乐、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表现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当时的现实生活不满。桃源人的叮嘱和

故事结尾安排的“不复得路”“规往未果”等情节，虚虚实实，徜恍迷离，似乎与他《饮酒(其五)》这首诗

中“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有着某种微妙的内在联系。《饮酒(其五)》的宗旨是归复自然，凭着它那浅

显的语言、精微的结构、高远的意境、深蕴的哲理，这首诗几乎成了中国诗史上最为人们熟知的其中一篇。

尤其是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句，历来被评为“静穆”“淡远”，得到很高的称誉。《经典常谈》

的说法印证了我的所学，而且让我更加了解陶渊明的生活经历与他的创作之间的关系。

序

本书所谈经典的内容：“小学”（文字学），经史子集。

本书目的重点：启发人们的兴题，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

1.《〈说文解字〉第一》

东汉和帝时，有个许慎，作了一部《说文解字》。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经典和别的字书里的字，

他都搜罗在他的书里，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鲁恭王所得孔子宅

“壁中书”及张仓所献《春秋左氏传》的字体，大概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许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

将九千字分属五百四十部首。书中每字都有说解，用晚周人作的《尔雅》，扬雄的《方言》，以及经典的注

文的体例。这部书意在帮助人通读古书，并非只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汉的字书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

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让后人可以溯源沿流;现在我们要认识商周文字，探寻汉以来字体演变的轨迹，

都得凭这部书。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义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义的，以前叫“小

学”，现在叫文字学。从前学问限于经典，所以说研究学问必须从小学入手;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但要

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还得从文字学入手。《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

径。

2.《〈周易〉第二》从卦爻辞里的历史故事和风俗制度看，我们知道这些是西周初叶的纪录，纪录里

好些是不连贯的，大概是几次筮辞并列在一起的缘故。那时卜筮官将这些卦爻辞按着卦爻的顺序编辑起来，

便成了《周易》这部书。“易”是“简易”的意思，是说筮法比卜法简易的意思。本来呢，卦数既然是一

定的，每卦每爻的辞又是一定的，检查起来，引申推论起来，自然就“简易”了。不过这只在当时的卜筮

官如此。他们熟习当时的背景，卦爻辞虽“简”，他们却觉得“易”。到了后世就不然了，筮法久已失传，

章节梳理伍



有些卦爻辞简直就看不懂了。《周易》原只是当时一部切用的筮书。



3.《〈尚书》第三》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也有记

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数，那记事的几篇，大都是战国末年人的制作，应该分别的看。那些号令多称为“誓”

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

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的那时候这些档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

古了。更稀罕了;汉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

“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着尊信的意味。至于《书》称为“经”，始于《荀子》，不过也是到

汉代才普遍罢了。

4.《《诗经)第四》

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

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唱;一唱三叹的叫别

人回肠荡气。唱叹再不够的话，便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要将劲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

家聚在一起酬神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拿

着牛尾，踏着脚，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越多，虽没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

歌儿，就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适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适的，尽

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

成为定本的。歌谣真可说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了。

5.《“三礼”第五》

从来礼乐并称，但乐实在是礼的一部分;乐附属于礼，用来补助仪文的不足。乐包括歌和舞，是“人

情之所必不免”的。不但是“人情之所必不免”，而且乐声的绵延和融和也象征着天地万物的“流而不息，

合同而化”。这便是乐本。乐教人平心静气，互相和爱，教人联合起来，成为一整个儿。人人能够平心静

气，互相和爱，自然没有贪欲、捣乱、欺诈等事，天下就治了。乐有改善人心、移风易俗的功用，所以与

政治是相通的。

6.《“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

《春秋》可是一部信史，里面所记的鲁国日食，有三十次和西方科学家所推算的相合，这决不是偶然

的。不过书中残阙、零乱和后人增改的地方，都很不少。书起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止，共二百四十

二年(西元前七二二至前四八一);后世称这二百四十二年为春秋时代。书中纪事按年月日，这叫作编年。

编年在史学上是个大发明:这教历史系统化，并增加了它的确实性“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 书

中虽用鲁国纪元，所记的却是各国的事，所以也是我们第一部通史。所记的齐桓公，晋文公的霸迹最多:

后来说“尊王攘夷”是《春秋》大义，便是从这里着眼

7.《“四书”第七》

“四书五经”到现在还是我们口头上一句熟语。“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四书”

按照普通的顺序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前二者又简称《学》《庸》，后二者又简称《论》

《孟》;



有了简称，可见这些书是用得很熟的。本来呢，从前私塾里，学生入学，是从“四书”读起的。这是

那些时代的小学教科书;而且是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因为没有不用的。

8.《〈战国策>第八》

记载那些说辞的书叫《战国策》，是汉代刘向编定的，书名也是他提议的。但在他以前，汉初著名的

说客蒯通，大约已经加以整理和润饰，所以各篇如出一手。《汉书》本传里记着他“论战国时说士权变，

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篇，号曰《隽永》”。大约就是刘向所根据的底本了。蒯通那枝笔是很有力量的。铺

陈的伟丽，叱咤的雄豪，固然传达出来了;而那些曲折微妙的声口，也丝丝入扣，千载如生。读这部书，

真是如闻其语，如见其人。汉以来批评这部书的都用儒家的眼光。刘向的序里说战国时代“捐礼让而贵战

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可以代表。但他又说这些是“高才秀士”的“奇策异智”，“亦

可喜，皆可观”。这便是文辞的作用了。

9.《〈史记〉汉书〉第九》

他在《报任安书》里说他的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自序》里说，

“罔(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王迹所兴”，始终盛衰，便

是“古今之变”，也便是“天人之际”。“天人之际”只是天道对于人事的影响;这和所谓“始终盛衰"都是

阴阳家言。阴阳家倡“五德终始说”，以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克胜，终始运行，循环不息。当运

者盛，王迹所兴;运去则衰。西汉此说大行，与“今文经学”合而为一。司马迁是请教过董仲舒的，董就

是今文派的大师:他也许受了董的影响。“五德终始说”原是一种历史哲学;实际的教训只是让人君顺时修

德。

10.《诸子第十》

春秋末年，封建制度开始崩坏，贵族的统治权，渐渐维持不住。社会上的阶级，有了紊乱的现象。到

了战国，更看见农奴解放，商人抬头。这时候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制度，都起了根本的变化。大家平

等自由，形成了一个大解放的时代。在这个大变动当中，一些才智之士对于当前的情势，有种种的看法，

有种种的主张;他们都想收拾那动乱的局面，让它稳定下来。有些倾向于守旧的，便起来拥护旧文化、旧

制度;向当世的君主和一般人申述他们拥护的理由，给旧文化、旧制度找出理论上的根据。也有些人起来

批评或反对旧文化、旧制度;又有些人要修正那些。还有人要建立新文化、新制度来代替旧的;还有人压根

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这些人也都根据他们自己的见解各说各的，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便是

诸子之学，大部分可以称为哲学。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发达的时代，在中国学术史里

是稀有的。

11.《辞赋第十一》屈原是我国历史里永被纪念着的一个人。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相传便是他的忌

日;他是投水死的，竞渡据说原来是表示救他的，粽子原来是祭他的。现在定五月五日为诗人节，也是为

了纪念的缘故。他是个忠臣，而且是个缠绵悱恻的忠臣;他是个节士，而且是个浮游尘外、清白不污的节

士。“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他的身世是一出悲剧。可是他永生在我们的敬意尤其是我

们的同情里。

12.《诗第十二》



但是真正继往开来的诗人是杜甫。他是河南巩县人。安禄山陷长安，肃



宗在灵武即位，他从长安逃到灵武，做了“左拾遗”的官，因为谏救房琯，被放了出去。那时很乱，

又是荒年，他辗转流落到成都，依靠故人严武，做到“检校工部员外郎”，所以后来称为杜工部。仙在发

中。他在蜀中住了很久。严武死后，他避难到湖南，就死在那里。他是儒家的信徒;“致君尧舜上，再使

风俗淳”是他的素志。又身经乱离，亲见了民间疾苦。他的诗努力描写当时的情形，发抒自己的感想。唐

代以诗取士，诗原是应试的玩意儿;诗又是供给乐工歌妓唱了去伺候宫廷及责人的玩意儿。李白用来抒写

自己的生活，杜甫用来抒写那个大时代，诗的领域扩大了，价值也增高了。而杜甫写“民间的实在痛苦，

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更给诗开辟了新世界。

13《文第十三》

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这只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节的。后来《周易》卦爻辞和

《鲁春秋》也是如此，不过经卜官和史官按着卦爻与年月的顺序编纂起来，比卜辞显得整齐些罢了。便是

这样，王安石还说(鲁春秋》是“断烂朝报”。所谓“断”，正是不成片段，不成章节的意思。卜辞的简略

大概是工具的缘故;在脆而狭的甲骨上用刀笔刻字，自然不得不如此。

１、《经典常谈》是 朱自清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到 40 年代初为中学生撰写的一部介绍我国 传统文化经典 

的著作。

２、《经典常谈》全书共 13 篇，介绍了《 说文解字 》、《 周易 》、《 史记 》等经典著作，并概述了 诸

子百家 、辞赋和历代诗文的情况。

３、朱自清是按照 现代的 、 科学 的学术观念来撰写《经典常谈》的，例如讨论儒家经书

时，破除“ 经书都是圣人所作 ”的传说。

４、《经典常谈》是一本写给中学生看的书，朱自清格外重视这本书的 普及性 和 通俗性 。

５、《经典常谈》也可以看作一本精彩的学术散文集。这本书不“ 板着脸说话 ”，也不平铺直叙 ，而是以

流利畅达的语言娓娓道来。

６、中国文字相传是黄帝的史官 仓颉 造的。东汉 许慎 编写的《 说文解字 》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

７、在人家门头上，在小孩的帽饰上，我们常见到八卦那种东西。讲八卦的便是《 周易 》这部书。

８、《 尚书 》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份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

小部份是君臣相告的话。９、《 诗经 》被称作“诗三百”，现在实存 305 篇。

10、后世所称《礼记》，多半专指 戴圣 所作的《 小戴记 》。

11、《 春秋 》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

12、《 左传 》、《 公羊传 》、《 谷梁传 》合称《春秋》三传。

13、五经是《 易 》、《 书 》、《 诗 》、《 礼 》、《 春秋 》；四书是《 大学 》、

《 中庸 》、《 论语 》、《 孟子 》。

14、“科举是一种竞争的考试制度，考试的主要科目是八股文，题目都出在‘四书’里，而且是朱注的‘四

书’里”句中的“朱注”指 朱熹 的小注。

15、《 论语 

知识快递陆



》是孔子弟子们记的。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

如“ 君子 ”、“ 仁 ”、“ 忠恕 ”，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

终身应用的。

16、 孟子 生在战国时代，他不免“好辩”，他自己也觉得的；他的话流露着“英气”，“有圭角”，和孔子的

温润是不同的。所以儒家只称为“亚圣”，次于孔子一等。

17、“他们凭他们的智谋和辩才，给人家划策，办外交；谁用他们就帮谁。他们是职业的，所图的是自己的

功名富贵；帮你的时候帮你，不帮的时候也许害你。”句中的“他们”指的是 战国策士 。记载他们说辞的

书叫《 战国策 》，是汉代 刘向 编定的。

18、 苏秦 说连横不成，就改说合纵，在策士看来，这正是当然。 张仪 说舌头在就行，说是说非，只要会

说，这也正是职业的态度。

19、《 史记 》创了“纪传体”，叙事自黄帝以来到著者当世，就是汉武帝的时候，首尾三千多年。

20、《 汉书 》采用了《史记》的体制，却以汉事为断，从高祖到王莽，只二百三十年，断代成书。

21、《 史记 》、《 汉书 》，可以说都是“正史”的源头。这两部书都成了文学的古典；两书有许多相同处，

虽然也有许多相异处。

22、《史记》作者 司马迁 ，字 子长 ，是太史令 司马谈 的儿子。他因替 李陵 辩护，被处以宫刑，灰心

失望已极，只能发愤努力希图留个后世名。

23、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他的书“欲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 成一家之言 ”。

24、《史记自序》里说：“罔（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 ， 论考之行事 。”

25、《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 帝王政迹 ，是编年的。十 表 ，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 书 ，记

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 世家 ，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 列传 ，类记各方面人物。

26、《史记》共 一百三十 篇，列传 占了全书的过半数；司马迁的史观是以 人物 为中心的。

27、《汉书》作者是汉代的 班固 ，字 孟坚 。《汉书》的名称从《 尚书 》来，是 班固 定的。

28、孔子以后，儒家还出了两位大师， 孟子 和 荀子 。

29、 孟子 说人性是善的。人都有 恻隐 心、 羞恶 心、 辞让 心、 是非 心；这便是仁、义、礼、智等善端，

只要能够加以扩充，便成善人。

30、 荀子 说人性是恶的。性是生之本然，里面不但没有 善端 ，还有 争夺放纵 等恶端。31、墨家的创始者 

墨翟 ，墨家是有团体组织的，他们的首领叫作“ 钜子 ”，他们不但是打仗的专家，并且是制造 战争器械 

的专家。

32、《墨子》里只讲守的器械和方法，攻的方面，特意不讲。这是他们的“ 非攻 ”主义。

33、《墨子》说天下大害，在于人的互争；天下人都该视人如己，互相帮助，不但利他，而且利己。这是

“ 兼爱 ”主义。

34、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的是 道家 。他们看见时世太乱，难以挽救，便消极起来，对于世事，取一

种 不闻不问 的态度。其代表人物是 老子 和 庄子 。

35、儒、墨、道各家有一个共通的态度，就是 托古立言 ；他们都假托古圣贤之言以自重。孔子托于 文



王 、 周公 ，墨子托于 禹 ，孟子托于 尧 、 舜 ，老、庄托于传说中 尧 、舜以前 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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