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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典籍与小说滥觞》

前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学的研究都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综合发展的新趋势。就文化研
究而言，从条形的分门别类研究向块状的区域文化综合研究的发展，即是一个很好的开拓，且已形成
了一个区域文化研究“热”，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就古代文学而言，与文化的结合研究，是打破封闭
之门，开辟更广阔新视野的主要途径之一，翻检近些年涌现的众多新锐之作，就知道这方面正呈现出
一派“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新气象。这套《齐鲁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就是我们在区域文化
与古代文学结合研究上的一次新尝试。　　中华民族素以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著称于世。唯其悠久，
形成了源远流长、从未间断的中华传统文化；唯其广阔，也造就了绚丽多彩、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
然而，区域文化的发展却不是均衡的、平面的，而是各竞所长、相互激荡的立体式推进的。齐鲁文化
以其丰富博大的内涵和独特的历史贡献在各区域文化中卓然而立，独领风骚。齐鲁是中国“圣人”的
故乡，培育了孔子及墨子、管子、孙子、孟子、苟子等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伟大人物
，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思想文化传统奠基时期——一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时代的文化“重心”，出现过
“诸子大半出齐鲁，百家争鸣于稷下”的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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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齐鲁典籍与小说滥觞》的出版，意在推动山东师范大学的古代文学研究进一步与齐鲁文化的结合，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为地方文化建设做贡献；也是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为加强“区域文化与中国文学”
博士点建设所做的基础工作之一，成果大多是作者在长期学术积累基础上倾力专注的精心之作，既是
齐鲁文化与古代文学结合研究的一次成绩展现，也是今后继续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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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简介第二节 开文言小说结构模式之先河第三节 叙事写人的小说特征第四节 寓言故事与后
世小说第五节 虚拟依托开历史小说创作之先河第三编 齐鲁诸子典籍与小说滥觞第八章 《管子》与小
说滥觞第一节 《管子》的成书第二节 《管子》的文体与后世小说第三节 《管子》的叙事与写人第四
节 《管子》中的神话传说与历史故事第五节 《管子》中的寓言故事第六节 《管子》中的计谋故事第
九章 《论语》与小说滥觞第一节 《论语》简介第二节 《论语》的成书过程第三节 《论语》的内容和
体例第四节 《论语》的叙事和写人第五节 《论语》的诗化特征第十章 《孟子》与小说滥觞第一节 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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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齐鲁经学典籍与小说滥觞　　第一章 《尚书》与小说滥觞　　第二节 伪古文《尚书》与
小说滥觞　　如上所述，先秦文献凡引《尚书》，皆只称《书》而不称《尚书》。《尚书》一名，似
起于西汉。《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言《尚书》，自济南伏生。”①当是今存最早关于《
尚书》书名的记载。至于为何将《书》称为《尚书》，学界向有二说：一说为“尚”者，“上”也，
《尚书》即上古之书。孔颖达《尚书正义》即释之日：“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日《尚
书》。”②一说为“尚”者，尊之也，《尚书》乃对《书》之尊称。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原注即
引郑玄之说，谓《书》为孔子所撰，故尊而命之日《尚书》。今人多从前说。　　在汉代，《尚书》
已有两种版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流行最早的是济南伏生所传的今文《尚
书》。《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
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
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
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③《汉
书·儒林传》同。文帝时伏生已九十余，焚书时亦当年逾知命，所藏之书，肯定是他年轻时所习的先
秦古本，肯定是用古文字写成。也就是说，伏生所传《尚书》，原亦古文《尚书》。及以之教人，则
因时人已不通先秦古文字，故以汉代通行的隶书——今文书写，于是便成了所谓的今文《尚书》。此
史有明载，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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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快不认识烂觞俩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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