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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讲国学》

前言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
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
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朱自清讲国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
，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
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
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
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
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
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
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
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接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囤
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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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讲国学》

内容概要

《朱自清讲国学》主要内容：国学又可称国故，指中国学。狭义的是指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思想文
化与学术，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广义主要是根据胡适“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说法而拓展外
延和内涵，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
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
化、学术体系，构成了恢弘的经、史、子、集四部。因此，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文化和学术成就，
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术教、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
涉及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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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讲国学》

作者简介

　　朱自清，（ 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
海，五四爱国运动的参与者，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受五四浪潮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1920年毕业于
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在江苏、浙江一带教中学，并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任教，
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其作品《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背影》、《菏塘月
色》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1931年留学美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1932年9月任清
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至昆明，任珏南联大教授，讲授《宋诗》、《文
辞研究》等课程。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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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讲国学》

书籍目录

第一辑 经典常谈序说文解字第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三礼第五春秋三传第六四书第七战国策第八
史记汉书第九诸子第十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文第十三第二辑 诗言志辨序诗言志一 献诗陈志二 赋诗言
志三 教诗明志四 作诗言志比兴一 毛诗郑笺释兴二 共义溯源三 赋比兴通释四 比兴论诗诗教一 六艺之
教二 著述引诗三 温柔敦厚正变一 风雅正变二 诗体正变第三辑 国文漫谈古文学的欣赏论雅俗共赏论逼
真与如画论“以文为诗”再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陶诗的深度什么是宋诗的精华王安石《明
妃曲》《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柳宗元《封建论》指导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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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讲国学》

章节摘录

　　中国文学相传是黄帝的史官叫仓颉的造的。这仓颉据说有四只眼睛，他看见了地上的兽蹄儿、鸟
爪儿印着的痕迹，灵感涌上心头，便造起文字来。文字的作用太伟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
圣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也可以增进人的巧诈。仓颉泄漏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所
以他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人有了文字，会变机灵了，会争着去做那容易赚钱的商人，
辛辛苦苦去种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来让他们存着救急，鬼也怕这些机灵人用文字
来制他们，所以夜里嚎哭；文字原是有巫术的作用的，但仓颉造字的传说，战国末期才有。那时人并
不都相信；如《易·系辞》里就只说文字是“后世圣人”造出来的。这“后世圣人”不止一人，是许
多人。我们知道，文字不断地在演变着；说是一人独创，是不可能的。《系辞》的话自然合理得多。
　　“仓颉造字说”也不是凭空起来的，秦以前是文字发生与演化的时代，字体因世因国而不同，官
书虽是系统相承，民间书却极为庞杂。到了战国末期，政治也在一般意识之中。这时候抬出一个造字
的圣人，实在是统一文字的预备工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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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讲国学》

精彩短评

1、内容很有意思，就是那个封面，经常吓我一跳，午夜惊魂！
2、太专业了不好读⋯⋯不过第一部分还是很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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