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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长河里的波澜壮阔
——《中国古代文学史》读后感

□ 卫彦琴

履卦
是《易经》
的 第 十
卦 。《序 卦
传 》 说 ：

“ 物 畜 然 后
有 礼 ，故 受
之 以 履 ”。
这是说，物资
蓄积丰富后，
就 要 定 立 礼
制 ，用 以 管 理
社 会 ，所 以 小
畜卦后是履卦。

履 卦 阐 释
的是实践理想，
履行责任应当遵
循的原则。寓含
履踩虎尾，独善其
身的智慧。

《 说 文 》讲 ：
“履，足所依也。”古
时 鞋 叫 履 ，有 一 个
成 语 叫 “ 削 足 适
履”；又可引申为走，
行走，如成语“如履薄
冰”；再引申就可解释
为实践、实行、践行、
履行、履历等意。

“ 履 ”又 可 解 释 为
“礼”，礼与履谐音，礼仪
必须人来履行。礼又与
理相通，有了道理也就
有了礼仪，有礼仪就会有
道理。这样，“履”就有两
层意思：一是指礼与理，这
是 内 在 的 。 二 是 指 践 与
行，这是外在的。内在的
礼与理，是外在的实践与行为的准则，无论去实践
什么，履行什么，必须合于礼与理。这就是表与里、
内与外的统一。

每一个人在人世间，无论于国于家，还是于公于
私；无论是个人成长，还是所干的事业，都应该有一
个理想信念。什么是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指人们
向往、追求和奋斗的人生目标，是一个人对人生观、价
值观和世界观的一种选择和持有，是人们的政治立场
和世界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反映，更是一个人进行
各种行为的支撑和动力。理想信念是价值观的核心形
态，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大凡正当的理想信念，都
是一种有目标、有计划、有规范的行为；人们要想实现理
想信念，要想有目标、有计划、有规范地办成事业，必须履
行一定的责任，即履行一定的职责和任务。

所以，履卦象辞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安
民志。”上卦乾是天，下卦兑是泽，天在上，泽在下，这是宇
宙人间的正道，也是大自然的客观法则。人们必须遵循这
一法则，履行责任。这里的“辨上下”，即是明礼义，懂礼制，
尊重客观规律，恪守人世正道，只有这样，才能“安民志”，使
人民各安其位，各守其志，安居乐业。这样上刚下悦，泽济
天下，才能和谐安定，国泰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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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年来迷上了文学，一些诗歌散文陆续登上
报纸杂志，更激发了我的阅读兴趣。作为一个非文
学专业的文学爱好者，在不惑之年又拿起《中国古
代文学史》，一下就被其中的内容吸引。津津有味
地品读学习后发现，那一个个人名不再冰冷，而是
一些鲜活的生命，他们的一篇篇作品也不再古奥，
而是那么精致优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
小说，如文学天空中的璀璨星辰，光照千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文学艺术更是
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内容在
世界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追求
和审美趣味的独特标识。早在远古时代，原始人
的艺术活动就主要是一种生产行为的再现和劳动
过程的回忆。比如原始歌谣是劳动内容的韵语描
绘，原始音乐是劳动音响的再现，原始舞蹈是对某
种劳动生产动作的模仿和对某一劳动过程的重
演。这些重演和回忆表达了原始人类生活欲望的
扩大和生产意识的延续，在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
活动中逐渐出现了通过幻想来表达征服愿望的形
式——神话。从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到夸父逐
日和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这些美丽的传说代表了
原始人类特有的意识形态，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
的最早源头。

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文化创
新的根本目的是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社会实践
和文学创作是源与流、根与叶的关系。《诗经》作为
中国古代文学的光辉起点，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真
实反应，开创了中国文学的写实传统，形成了中国
古代诗歌抒情性强的重要特色。难怪有人说“不
读诗，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不足以感天地
草木之灵；不读诗，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越
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在《诗经》优美繁密的字句
中穿梭，遥望先古河流两岸的男女，他们的欢笑与
泪水、幸福与怨恨，让我们动容。如果没有战争，
阡陌尽头的那个古朴小村，有鸡鸣狗吠，也有男女
谈情说爱的身影……战事来了，便有了建功立业
的希冀与驰骋沙场的雄姿，不过也便有了思妇望
穿秋水的悲凉，那一个个翘首盼望征人归来的故
事在遥远的年代不停地演绎着。

《春秋》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的写法，形成了独

特的春秋笔法，和《尚书》一起代表了先秦历史散
文的雏形。《左转》《国语》《战国策》，开启了我国叙
事文学的优良传统。先秦诸子散文不仅是古代文
章的典范，而且也是理论探索的结晶，思想斗争的
记录，不仅丰富了古汉语词汇，发展了古代语言的
表现力，流传到后世形成成语，大大增加了汉语语
言的光彩，为我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成为我们民族精神财富的宝库。《楚辞》与作为
中原文学代表的《诗经》相对，代表着南方文化和楚
地特征，长于抒情，开创了诗歌史上的写意传统。
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开创了诗歌领域的浪漫
主义传统，开创了诗歌由民间集体创作向作家个人
创作的新时代，丰富了文学艺术的表现力。

自秦汉以来，建立了统一文化，形成了中华民
族两千年来多民族大家庭的历史格局，汉代散体
大赋的恢宏气度，极大开拓和扩展了中国文学的
传统主题和题材，体现了整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时
代风貌。由于古代帝王一向重视历史经验的总
结，故历史散文一直得以持续发展。《史记》，在历
史题材的提炼和组织、人物性格的描写方面积累
了丰富经验，标志着我国传记文学这种文学题材
的成熟，那些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紧张的故
事情节，层次错落的文学语言，成为后世散文的典
范，鲁迅誉之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而
汉乐府，是汉代劳苦大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
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现实生活最集中、
最突出的体现，标志着我国叙事诗的成熟。

文学在乱世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美丽，社会
政局的混乱，朝代更替的频繁，使得统治者很少有
精力顾及思想文化领域，给文人作家的创作提供
了较为广阔的空间，建安三曹七子的诗歌“以情纬
文，以文被质”意境宏大、笔调明朗，形成一种悲凉
慷慨、刚健有力的“建安风骨”；魏晋名士“竹林七
贤”用自己独特的人格，塑造了文人在乱世中追求
个性回归的“魏晋风度”，陶渊明更是为后世士大
夫树立了一个梗介正直、孤高伟岸的人格典范，具
有相当动人的示范力量，他找到的精神家园直到
今天也是文人墨客心中理想的灵魂栖息地。

经济政治决定文化，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繁荣发展的鼎盛时期，形成了
文学发展的肥沃土壤，再加上政治上统治者提倡以
诗赋取士，滋养了唐诗的“盛唐气象”。涌现了一大
批风格各异的杰出诗人，他们怀着宏伟的理想和抱
负，以蓬勃的生气和热烈的感情，去表现那个时代
种种激动人心的生活。其中有高亢、自信、雄壮、飘
逸，也有低抑、苍凉、孤独与悲怆，即使是悲唱中也
包蕴着忧世救世的仁者情怀、傲对权贵的抗争精
神、超脱痛苦的自由意愿。这种盛世之音，发之于
诗，便形成了雄浑悲壮的盛唐气象。其中无论是率
真豪放的诗仙李白，用灵魂绘出自我表现的主观浪
漫色彩，还是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用血泪写成安
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的“诗史”，都是紧贴时代脉
搏，唱出了一个时代的最强音。

韩愈和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就是一次
对古代散文文风和文体的改革，使散文发展冲破
了形式对内容的束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
段。魏晋以来，骈体取代散体统治文坛，骈文的出
现，反映了散文在发展过程中由朴而华，逐渐重视
自身审美的历史趋势，然而，其本质是形式限制内
容的文体特征，又由于它在发展过程中日益走向
固化，导致了内容对形式的反抗和形式的自我否
定。 韩柳从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出发，重视散
文的实际社会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韩愈
的散文具有充沛的逻辑力量和情感力量，形成特
有的雄奇恣肆、浩荡奔放的气势。柳宗元则风格
幽深峭洁，完美展示了他的个性。

人民群众是文化创作的主体，人民群众波澜
壮阔的生活是文学创作的素材库。文学只有真正
在民间时，才有鲜活的力量，而当它脱离了民间，
往往就会枯萎。当诗在唐代发展到鼎盛时期，就
成了文人士大夫的专利，离民间越来越远。于是
在民间又逐渐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
词。词起先是诗的附属形式，慢慢独立出来来，，成了成了

与诗分庭抗礼的文学体材，李煜让词从民间走向文民间走向文
人士大夫阶层，经历了唐五代到宋代达到成熟到成熟。。

“诗庄词媚”，诗词各有适合表现的题材，诗
歌在表现家国情怀方面掷地有声，词则在抒发
个体情感方面细致深刻。加之，宋朝是一个自
由但也任性、开阔但也禁锢、舒适但也离乱的
朝代。在宋朝的花园里，凝霜含露，最美的一
朵情花莫过于宋词。她占尽园中风情，将尘世
的浮名、仕途的追逐、江湖的杀气、女子的娇
艳、爱情的甜美，都汇集在词人们的笔下，凝结
在一首首的词作中。没有人能够给宋代的飘
忽找到合适的注脚，如果非要选择一个具体
的意象，那么恐怕也只有宋词了。在宋词中
体味其千娇百媚的世间万象，也在缕缕宋词
的芳香中，深味人间悲欢离合的爱憎。

元曲是元代文学的光辉代表，是元代
社会的一面镜子，是元代文学的灵魂，也
给中国古代文学史开创了一个新的、以叙
事文学为中心的历史时期。

元朝一批不能跻身仕途的下层知识
分子，出于为自己的一技之长谋出路的
目的，就与书会结合起来，替他们编写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讲唱文学脚
本，自然地成为群众思想的代言人，既
反映出了时代的脉搏，又倾吐出自己
的悲愤，使元曲这种新的文学样式，
成为了元代文学的主流。从此以后，
新的有情节有人物形象并以叙事为
主的戏曲和小说越来越成为文学的
正宗。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进
入总危机的时代，又是新兴市民阶
层、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开始萌芽
和成长的时代，也是社会矛盾、思
想斗争，包括文学领域各种流派
和思想斗争特别尖锐、复杂的时
代。元末农民起义，使汉族从蒙
古族的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
大批下层文人进入文坛，文学
之间的雅俗界限开始打破，使
戏曲小说得到前所未有的重
视。同时反对理学对文学的
桎梏，追求文学的独立性和
主体性，要求文学表现真情、
肯定自我，追求个体意识和
欲望的表达。到了清朝，完
成了国家的统一，奠定了我
国领土疆域的基础，在思
想领域，由于启蒙主义和
民主主义思想的高涨和学
风的改变，清代传统文学
样式呈现繁荣复兴的局
面，在叙事性文学中，写
实 的 文 学 观 念 大 为 加
强。闻名于世的四大名
著《红楼梦》、《西游记》

《水浒传》《三国演义》
就是明清小说的杰出
代表。

读《中国古代文
学史》犹如在古代文
学的长河中遨游，了
解古代文学的发展
脉络，就像站在历史
这面镜子前，看不
同时代各色人等的
生存状态，去反观、
审视，然后不断地
调整、拯救。那些
古代文学巨匠留
给 我 们 的 宝 贵
文学遗产，能为
我们注入精神
上 的 钙 质 ，胜
过人间无数山
珍海味，是民
族 文 化 的 火
炬 ，值 得 一
代又一代人
不断地学习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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