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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体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近二十多年来，学者们出版了不少古代文体
方面的论著，这对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中国古
代散文文体的源头问题，即有关殷商西周时期散文文体的研究上，很多论著中存在的缺陷是显而易见
的：或语焉不详，或证据不足。因此，深入审慎地探讨殷商西周时期散文文体问题，就显得很有必要
。
本书主要探讨文本在其发生学意义上的属性，对传统的散文文体作源头性考察，辨析殷商西周散文文
体的类别，探寻殷商西周散文文体的源流。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出土文献（甲骨刻辞、铜器
铭文）和传世文献（今文《尚书》、《周易》、《逸周书》）为基本文本，去伪存真，重视共时描述
与历时比较相结合，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殷商西周时期散文文体的发展演变作系统的考察
，以期有助于先秦文学特别是殷商西周散文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本书采用以功能为标准的分类原则，从发生学意义上探讨文体属性，合乎逻辑地得出“殷商是我国古
代散文文体的萌芽时期，西周是我国古代散文文体的成长时期”的结论。本书扩大了我国古代散文文
体研究的范围，既为探寻古代散文的源头提供了依据，也为研究后世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出发点，在很
多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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