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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读通中外文学》

前言

也许你的脑袋很平庸，也许你读过的书少得可怜，但事情就是那么奇怪，总有那么一本书，一个故事
，一段话，能让你为之震撼，为之感动，为之共鸣的。当你感动过后，认真而仔细地分析那个让你感
动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时，却很费解，因为它几乎说不上来是个什么东西，或许只是一种内在的精神，
一种只能意会却无法言传的东西。    的确，世上真的有这样一种东西，让你为之感动却又说不清道不
明，它就是文学，一种只能意会无法言传的东西。    对于文学而言，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阐释，也
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唐朝以诗为盛，宋代以词为盛，元代则以曲盛行。世界文学也是如此，每一
段时期都会有一种不同的文学思潮，17世纪是古典主义，18世纪是启蒙运动，等等。    看似十分复杂
，其实没有必要将它想得多么复杂，只简单地把它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思想特色，而文学
的目的就是用一种最好的形式将这种思想记录下来，当它积攒得足够多的时候，就形成了一部文学史
。    狭义上看，文学是作者与读者所进行的一次精神上的沟通。作者通过文学作品将自己的某种精神
传递了出去，有的读者懂了，于是与作者产生了一次精神上的共鸣，读者甚至能通过这种精神上的共
鸣而对人生、对世界或者对自身产生一种新的认识。这种认识可以是同意作者的思想，也可以是反对
，但最终结果就是它对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鲁迅就是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唤起沉睡的中国人；莎士比
亚就是这样赚足了一代又一代莎迷的眼泪。    文学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它是人类心灵的展
现，阅读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可以让你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文学源远流长，不论是中国文学还
是世界文学，当你踏着历史的春夏秋冬，畅游于文学的百草园时，是否能够和着风花雪月、梅兰竹菊
而尽情忘我，是否能够咀嚼着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而感动伤怀？当你的心情随着故事主人公的遭遇而
变得紧张、伤心、激动、大快人心时，你便能忘掉心中的一切烦恼，从而将自己安置在一个契合的精
神家园，而这是你自己的秘密，是任何人都无法将其剥夺的。    没有什么比阅读更明了的，你若还在
纠结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精神世界的话，那么就可能将它错过。拿起你的书本吧，将自己投身于文字
当中，做一个轻松愉快的读者，相信你很快就能理解，你在心底苦苦追寻的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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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上有这样一种东西，让你为之感动却又说不清道不明，它就是文学，一种只能意会无法言传的东西
。对于文学而言，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阐释，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唐朝以诗为盛，宋代以词
为盛，元代则以元曲盛行。世界文学也是如此，每一段时期都会有一种不同的文学思潮，17世纪是古
典主义，18世纪是启蒙运动，等等。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思想特色，而文学的目的就是用一种最
好的形式将这种思想记录下来，当它积攒得足够多的时候，就形成了一部文学史！
    《一本书读通中外文学》为我们介绍的就是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家及其文学作品。
    《一本书读通中外文学》由人文素养丛书编写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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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香草美人话《离骚》：我与河山共存亡    文人自古多悲哀，没有几个能像庄子那样活得潇洒自在，屈
原就是一个典型。    屈原，名平，字原，与楚国王族同姓，身体里高贵的王族血液，让他生出了一种
与楚国同生并荣的使命感，这也是造成他悲剧命运的根本所在。    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为了求存图
强，成为诸侯争霸的王者，都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各种变法，各地能人异士也希望自己能一展宏图报效
祖国。    屈原也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但这与个人利益无关，他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变得更加强大，
让所有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付出了自己的一生。在理想的驱动下，他参与了楚
怀王的治国大业，并为此鞠躬尽瘁，他时常出使各国寻求改革之法，还谏言劝楚怀王下变法的决心。 
  奈何屈原一心为国，但他主张的变法危害到一些权贵的利益，因此受到陷害。楚怀王听信谗言疏远
屈原，两次将他流放，眼看楚国一步步衰退，屈原满腹抱负无法施展，最终含恨跳江，以死明志。这
一天，正是农历五月初五，百姓们怕江里的鱼吃掉他的身体，就纷纷拿来米团投入江中，这就是端午
吃粽子的来历。    屈原以他炽热的爱国之心感动古今，更以华美的篇章美句打动后世。屈原虽然含恨
冤死，但他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除了爱国精神，还有富有“香革美人”之称的楚辞。    楚辞
是屈原所创的文体，后来的《楚辞》便是屈原以及效仿他诗体的后人的作品合集。这种文体的诗语末
通常会加上楚地的方言声韵“兮”作为结尾。这样的语句使得感情的抒发更为奔放，同时也带有着很
浓的地方特色。    当然，《离骚》中开辟一代诗风的还是“香草美人”这种意向的应用。美人和香草
都是一种比喻，美人的意象一般比喻君王，或是自喻。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是
比喻成君王，再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这是比喻成了自己。    屈原在很大程度
上，都是通过把自己比喻成弃妇来抒发愤懑心情的，这样一来，整首诗就有了一种悲愁哀怨，泣诉缠
绵的感觉。他还将夫妇关系比喻成君臣关系，这种比喻不仅形象生动，还符合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
如阴阳五行观念里，就常把君和夫、臣和妇放在一起来比较。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屈原又在此基础上
发扬光大，使他的诗与当时的情境更加契合。    《离骚》中还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香草，屈原以它们为
装饰，与美人意象相辅相成，更丰富了情感。同时，香草与恶草相对，香草所指向的是高尚的人格和
品德；恶草则是隐藏在政治斗争中的另一方。这样一来，以香草美人为意向的比喻系统的形成，使得
诗歌超凡脱俗，生动盎然。    “香草美人”作为一种诗歌象征手法，为屈原所创，成为楚辞中典型的
象征性意象，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它的出现让诗歌内涵更加丰富，艺术魅力剧增，
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一抹亮色。    楚辞    楚辞，是战国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
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宋玉与悲秋伤逝
：文人悲秋从何而始    说到宋玉，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那一篇有名的辩论《登徒子好色赋》。    楚
国大夫登徒子嫉妒宋玉，就故意在楚王面前说他的坏话，他说宋玉生得风流俊美，又十分有口才，还
贪爱女色，允许这样一个人出入后宫实在太危险。楚王听了有理就拿登徒子的话质问宋玉。    宋玉回
答：“容貌俊美，乃上天所赐；善于言辨，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至于贪爱女色，这绝不属臣下所有
。”楚王就说了：“那你怎么证明你不贪爱女色？”宋玉道：“要说天下美女，楚国女子最盛，楚国
美女中，又属我邻家美女最盛。其中，东家那位小姐最美，论身材，增加一分则太高，减掉一分则太
短；论肤色，涂上脂粉则太白，施加朱红又太赤，真是生得恰到好处。静看都这么美了，就别说她一
颦一笑有多么动人了。就这样一位美艳绝伦的女子，趴在墙上窥视我三年，我都没答应和她交往。可
他登徒子呢？妻子蓬头垢面，耳朵挛缩，嘴唇外翻，牙齿参差不齐，弯腰驼背不说，走路还一瘸一拐
，浑身生有疥疾和痔疮，这样的丑妇，登徒子还与她生有五个孩子。请大王明察，我与那登徒子，究
竟谁才是好色之徒呢？”    《登徒子好色赋》以对话的方式结篇，以幽默的语气同君王论辩，显示了
他满腹的才华。然而，这并不是宋玉的全部，同他的老师屈原一样，宋玉其实是一个充满了悲剧色彩
的文人。    他有着善辩的口才，有着炽烈的爱国热情，怎奈楚顷襄王不但贪图享乐，还听信谗言，最
后宋玉被小人所害，逐出宫廷。从此之后，他一直过着穷困而落魄的生活，直到国破之后才死去，享
年七十六岁。    一篇《九辩》写尽了宋玉一生的悲哀，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引领中国文学走
上了一个“悲秋伤逝”的时代。    秋之为气。宋玉把秋景秋物、秋声秋色，与自己的悲惨命运紧密地
结合在一起，让人读起来情景交融、思境和谐，构成一个崭新的悲凉的艺术风气。    秋气之可悲。“
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秋天，是肃杀之景，万物凋零，很容易引起伤感情怀。然而宋玉悲秋是
对夏的憧憬，是带着对楚国兴旺昌盛之景的深深回忆的。“收恢台之孟夏兮，然坎傺而深藏⋯⋯”夏
季树木葱茏，花红柳绿，表现的是一种蒸蒸日上的繁荣之景，这与楚国当年“带甲百万，车千乘，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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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匹，栗之十年”的繁荣相辉映。然而好景不长秋风起，一阵秋风，吹尽了所有繁华，宋玉就以无限
的怀念回顾着已逝的日子。    总之，《九辩》始终凝结着一种泣诉缠绵的哀怨气息，夹杂着冰冷肃杀
的暮秋之象，让人在感喟自然变化的同时，联想起人事浮沉。    从那以后，悲秋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学
永恒的主题。唐代诗人刘禹锡一句“自古逢秋悲寂寥”点出了文人与萧瑟深秋的不解之缘。杜甫也有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李清照的“非干病酒，不是悲秋”；陆游的“虽然亦自重，
未忍悲秋扇”；就连《红楼梦》中，也常有悲秋之色，“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    
赋    赋是由楚辞衍化出来的一种韵文，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类似于后世的散文诗。它讲求文采、韵律
，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侧重于写景，喜欢借景抒情。宋玉的赋于物象的描绘细腻工致，抒情与写
景密切结合，在楚辞与汉赋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P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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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源远流长，不论是中国文学还是世界文学，当你踏着历史的春夏秋冬，畅游于文学的百草园时，
是否能够和着风花雪月、梅兰竹菊而尽情忘我，是否能够咀嚼着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而感动伤怀？当
你的心情随着故事主人公的遭遇而变得紧张、伤心、激动、大快人心时，你便能忘掉心中的一切烦恼
，从而将自己安置在一个契合的精神家园，而这是你自己的秘密，是任何人都无法将其剥夺的。    没
有什么比阅读更明了的，你若还在纠结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精神世界的话，那么就可能将它错过。拿
起人文素养丛书编写组主编的这本《一本书读通中外文学》吧，将自己投身于文字当中，做一个轻松
愉快的读者，相信你很快就能理解，你在心底苦苦追寻的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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