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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全解古文观止》

前言

前言古文是五四以前的文言文的统称，一般不包括“骈文”。而与骈文相对的，是散体文，因此，古
文通常又指古代散文，为我国古代的主要文体之一。从先秦至唐宋，再至明清，古文名家辈出、佳作
如林，各种选本可谓浩如烟海。先秦时期的《尚书》是我国最早的散文集。春秋战国时代，学术领域
百家争鸣，精彩纷呈的诸子散文随之出现，《左传》与《战国策》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秦汉时代，
出现了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等人一同发起了声
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宋时，由于欧阳修力倡古文，再加上苏氏父子相应和，古文日渐占领文坛。元明
清时期的古文继承并发展了唐宋古文运动的精神，其中明代出现了以“前七子”和“后七子”为代表
的复古派，主张“性灵说”的公安派等，清代影响最大的古文派别则是桐城派。在众多的古文选本中
，《古文观止》堪称最有影响的一部。它最初由清人吴楚材、吴调侯选定，入选之文上起先秦，下迄
明末，包括《左传》34篇、《国语》11篇、《公羊传》3篇、《礼记》6篇、《战国策》14篇、韩愈
文24篇、柳宗元文11篇、欧阳修文13篇、苏轼文17篇、苏辙文3篇、王安石文4篇⋯⋯共222篇。《古文
观止》中的“观止”二字，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国的公子季札在鲁国赏周乐，至《韶》
舞，赞叹道“德至矣哉！大矣”，认为周乐无美不具，遂言“观止矣”。书名为“观止”，意为尽善
尽美，无以超越。其所录文章大都是各个时代的名作选段，通常出于名家之手，多为语言精练、脍炙
人口的佳作，既有长篇大论，又有精美短文。体裁以散文为主，兼顾骈韵二体，囊括史传、策论、赠
序、游记、诏书、奏章、檄文、墓志、祭文、论辩、书信等，全面反映了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概貌和
辉煌成就，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古文观止》以时代为纲，以作者为目，将同一作者的各类作品集萃
于一处，方便查阅。因此，自问世以来的三百多年间，《古文观止》一直被作为私塾、学堂的古文启
蒙读本，风行海内，有时甚至到了家家一本的程度。时至今日，《古文观止》的影响仍然很大，仍被
视为普及性古文选本的首选。为了帮助广大古文爱好者更好地理解《古文观止》一书，编者特意在原
著基础上精选编目，并编写了大量译文和评析，以期读者能更好地感受古文的典雅风采。著名学者金
克木（1912～2000）曾说：“读《古文观止》可以知历史，可以知哲学，可以知文体变迁，可以知人
情世故，可以知中国的宗教精神和人文精神，几乎可以知道中国文化的一切。”在此，编者也衷心希
望读者能够通过本书，理解古文的内涵和精义，领略古代文人超凡的才华和深邃的思想，继而为中华
文化的博大与精深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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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版文化经典》编委会由几十位出版社资深编辑及策划人组成，是一支庞大而经验丰富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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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
，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
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当初，郑武公娶申国之女武姜为妻，武姜为郑武公生庄公和共
叔段。因庄公出生时脚先出，故而使武姜受惊，所以武姜为庄公取名寤生，也因此对他十分厌恶。相
反，武姜十分喜爱小儿子共叔段，想要立共叔段为太子，且多次请求郑武公，却均遭拒绝。待庄公即
位后，武姜又请求庄公封制邑给共叔段。庄公回答说：“制邑地势十分险要，之前虢叔曾在那里丧命
。倘若您选择其他地方，我一定答应。”于是武姜就请庄公把京邑封给共叔段，庄公应允，使共叔段
居于京邑。国人因此称共叔段为“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
，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
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
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
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
及。”大夫祭仲进言道：“假若分封的都城城墙超过三百丈，就会成为国家的隐患。先王例法：大都
邑的城墙不能超过国都城墙的三分之一，中都邑的城墙不能超过国都城墙的五分之一，小都邑的城墙
不能超过国都城墙的九分之一。现在，京邑的城墙不合法度，有违先王例法，如不更正，将会置您于
不堪的境地。”庄公答道：“武姜想要如此，我如何才能避祸呢？”祭仲回答道：“武姜的欲望哪里
有满足的时候！不如早做打算，以防止事态恶化。假若事态蔓延下去，到时就难以控制了。蔓延的野
草尚且难以根除，何况您的爱弟？”庄公说：“不公正不合理的事情干多了，必然自取灭亡，姑且静
待事情发展吧。”不久之后，太叔将郑国西部和北部边境地区暗中归于自己管辖区内。公子吕对庄公
进谏说：“国家无法容忍一地二主情况的存在，您打算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假如您想让位于太叔，那
么请允许我去侍奉他；假如您不打算让位，那么就请您想办法除掉他，以防止百姓心生二意。”庄公
却说：“用不着，他会自取灭亡的。”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
。”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
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
共。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
。不言出奔，难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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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众多的古文选本中，《古文观止》堪称最有影响的一部。它最初由清人吴楚材、吴调侯选定，人选
之文上起先秦，下迄明末，包括《左传》34篇、《国语》11篇、《公羊传》3篇、《礼记》6篇、《战
国策》14篇、韩愈文24篇、柳宗元文11篇、欧阳修文13篇、苏轼文17篇、苏辙文3篇、王安石文4篇⋯
⋯共222篇。    为了帮助广大古文爱好者更好地理解《古文观止》一书，《白话全解古文观止》(作者
吴楚材、吴调侯)编者特意在原著基础上精选编目，并编写了大量译文和评析，以期读者能更好地感受
古文的典雅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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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全解古文观止》

精彩短评

1、此书为大字版，字大清晰，纸张印刷佳好毋庸置疑！结构为原文，译文，赏析。然而，作为古文
观止这样的书，虽有原文，译文，赏析，但没有对原文字义，字音的标注，实在是个缺憾。它不如同
类的那几部名著还 有生字生词方言的标注。书还是值得一看！平心而论！安康艺灵林学馆花
2、刚收到刚收到
3、爱读书，爱读好书
4、果然大字
5、good, good.
6、书本边缘切割不整齐，太难看！
7、白话全解古文观止
8、字体很大，这是我很看重的。但是遗憾的是，只有对全文的全解，没有对个别字词的注解
9、为眼睛买了大字版，不错
10、字很大，看的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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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全解古文观止》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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