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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学是两汉学术的主流，解经也是汉代重要的著作形态。两汉解经文体类型众多，归纳而言，以论、
传、记、序、章句五体得到最普遍的使用。解经的诸文体是在具体的解经工作中逐渐形成的，在两汉
经学史上，许多学者通过自己的解经文本对解经文体的发展做出有价值的运用和创造。对后世的经学
和文学等一切文章样式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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