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常谈》解读+练习

14.专题探究

  

专题一：和朱自清一起"谈"经典

1.专题要求

这本书介绍了许多传统文化经典。选择你感兴趣的一种，比如《论语》或李白、杜甫的

诗，先精读《经典常谈》中的内容，再选读相关经典中你比较熟悉的部分，看看朱自清所谈

的对你更好地理解经典有哪些帮助，并向同学们谈该你对经典的新认识。

2.探究示例

（1）总说：

示例一：（思想认识）提倡诵读经典，并不是想把我们培养成文坛大家，并不是让我们

每个人都成为文化学者，而是希望经典中的那些真善美，那些仁义敦厚的秉性，高达明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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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那些坚韧无畏的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能够感染每一个人，成为我们为人处世的

一把标杆，学习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示例二：（写作技法）《经典常谈》是学术性的普及读物，全书一共十三篇，每一篇都

是专题研究的成果。它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把中国古代重要文献典籍的基本知识，

用简练明晓的文字加以介绍，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启示我们，要调动写作的积极性，不能

“为赋新词强说愁”，杜绝无病呻吟；要用属于自己的语言来真实的表述，不能一味堆砌辞

藻。

（2）分说

示例一：《<说文解字>第一》，阅读后我了解文字的起源、汉字造字和用字的“六书”

条例，汉字书体的演变过程等。了解汉字的造字方法，就会根据造字规律判断字形，避免写

错别字；了解汉字书体的演变可以积累欣赏书法艺术的经验。

示例二：《<周易>第二》，阅读后我了解了八卦的名称及含义，八卦在民间有何神通之

处，以及《易》的演变过程。这样我们就知道民间流传的《周易》有巫术的成分，而作为儒

家的经典，却体现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

示例三：《<尚书>第三》，我阅读后了解了《尚书》的书名含义、《尚书》的发展历程、

关于《尚书》的“今古文之争”等。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尚书》原先宣扬的是“鬼治主义”，

用上帝和先祖来威慑臣民；但儒家用它来宣扬的是“德治主义”，强调道德人性的重要性。

示例四：《<诗经>第四》，我阅读后知道了《诗经》的来源、《诗经》的内容特色、

《诗经》的发展历程以及《诗经》在古代社会的功能作用，这样就可以找到阅读《诗经》的

正确门径。比如解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等名句中包含着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有教化

作用；读诗要关注诗的开端，因为“兴”的手法蕴含着政教的寓意。

示例五：阅读《四书》内容，了解到了古有大学小学，小学是教的是洒扫进退的规矩，

大学教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阅读《史记》内容，了解到了司马迁“不虚美、不

隐恶”的冷峻历史眼光和良史态度、人类演进的历史、历史政坛上的风云。

示例六：我在阅读《诸子第十》的时候结合我们学过的诸子百家的历史，以及《论语》

相关的内容，去理解文章的内容。朱自清说孔子是第一个开门授徒的人，孔子主张有教无类，

是第一个将学术民众化的人。孔子为了维护日渐崩坏的礼制，推广教育，使得许多平民百姓

都能上学，这令我感动不已。同时，我也要珍惜现在受教育的机会，努力学习。



示例七：读了《经典常谈》中《文》第十三，既能知晓中国文章从上古“卜辞”到清代

“桐城派”的发展脉络，还能懂得各类文体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同时，能够在阅读中掌握

“解”“传”“注”“传奇”等大量的文学常识。

专题二：我向大家介绍经典

1.专题要求

朱自清谦称《经典常谈》中"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并没有自已的观点。其

实，选择什么样的说法介绍给读者，也能显示出作者的学术眼光与功底。选择《经典常谈》

中的一篇深人研读，边读边做好读书笔记，记下重要的事实、主要的观点和自己的心得。根

据读书笔记，向全班同学介绍你研读的经典。

2.探究示例

（1）主要观点

《〈说文解字〉第一》

秦以前：战国末期，由于文字统一的需要，进而出现了仓颉造字的传说。

秦以后：始皇时，文字统一为小篆，又形成隶书；汉末时，隶书由椭圆变为扁方，称作

“汉隶”；魏晋之际，隶书变为“正书”；晋至唐朝，又称为“隶书”，称“汉隶”为“八

分书”；晋代正书简化形成“行书”，晋代也称为“楷书”，宋代又改称为“真书”。

《〈周易〉第二 》

战国末期道家、阴阳学说盛行，儒家借卦爻辞发扬儒家哲学，留存下来的便是《易传》；

此外还有《文言》《系辞》两传；到了汉代，又新发现了《说卦》《序卦》《杂卦》三种传，

后称为《逸易》。

《〈尚书〉第三》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

臣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大都是战国末年人制作。

《〈诗经〉第四 》

春秋时通行赋诗；孔子时代，用《诗》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孔子以后，“《诗》三

百”成为儒家的“六经”之一。

《三礼第五》



汉代学者所传习的有三种经和无数的“记”，三种经是《仪礼》《礼古经》《周礼》；

“记”是儒家杂述礼制、礼制变迁的历史，或礼述之作。汉代的“记”很多，流传到现在的

只有三十八篇《大戴记》和四十九篇《小戴记》。

《〈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

三传为《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传特别注重《春秋》的劝惩作用。三传解释

经文时，常常不顾上下文穿凿附会起来；三传之中，公羊穀梁均以解经为主，左氏却以叙事

为主，参考群籍，详述史事。

《四书第七》

《四书》按照普通的顺序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是《易》《书》

《诗》《礼》《春秋》。《礼记》里的《大学》，本是一篇东西，朱子给分成经一章，传十

章，传是解释经的。《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是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书中所述的

人生哲理，意味深长。《论语》是孔子弟子们记的，能够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道理:

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

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孟子》据说是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的。

《〈战国策〉第八》

战国时期诸国关系紧张，战争随时可起，担负外交的策士开始受到重用。当时各国所重

的是威势，策士所说原不外战争和诈谋;但要因人因地进言，广博的知识和微妙的机智都是不

可少的。汉代刘向在汉初著名说客蒯通整理和润饰的基础上，把这些策士的说辞，编成了

《战国策》。

《〈史记〉〈汉书〉第九》

司马迁早年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

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汉人称为《太史公书》。《史记》体

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

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类记各方面人物。

《史记》以后，续作很多，但不是偏私，就是鄙俗；班彪加以整理补充，著了六十五篇

《后传》。

《诸子第十》

春秋末年，周王室衰弱，礼崩乐坏，在这个大变动当中，一些才智之士“持之有故，言

之成理”。这便是诸子之学，大部分可以称为“哲学”。诸子都出于职业的“士”。“士”

本是封建制度里贵族的末一级，但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士”成了有才能的人的通称。



《辞赋第十一》

屈原是我国历史里永被纪念的一个人。《楚辞》中《离骚》和《九章》的各篇都是屈原

放逐时所作。荀子的《赋篇》最早称“赋”。《赋篇》安排客主，问答成篇，开后来赋家的

风气。《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分赋为四类。东汉后班固作《两都赋》，张衡仿作《二京

赋》，晋左思作《三都赋》。

《诗第十二》

汉武帝立乐府，采集代、赵、秦、楚的歌谣和乐谱，以备传习唱奏。汉末，一般文体都

走向整炼一路；晋代诗逐渐排偶化、典故化，玄言诗兴盛；唐代谐调发展，成立了律诗绝句；

宋初的诗专学李商隐，末流只知道典故对偶；南宋的三大诗家都是从江西派变化出来的。

《文第十三》

春秋时期列国交际频繁，外交言语关系国体和国家的利害更大，也称为“辞”；战国时

代，游说之风大盛；孔子开了私人讲学之风，从此便有了私家著作；记事文也伴随着议论文

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汉武帝时期盛行辞赋；梁昭明太子在《文选》中第一次提出“文”

的标准；后出现佛典和义疏两种新文体；欧阳修和苏轼以后，古文成了正宗；宋代出现了

“话本”；明清八股文盛行。

（2）推荐语

示例一：《经典常谈》是中国现代散文名家朱自清所著的讲述国学经典文化的著作，系

统的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成为启蒙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经典常谈》共十三

篇文章，经由浅明而切实的文字，介绍了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经典作品和重要文体，包括《说

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

《汉书》、诸子、诗、文等经典内容，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史学、哲学等的发展与

历史脉络。全书对经典的梳理与讲解，不仅知识上简洁精辟，文字上更是白话文通俗流畅的

典范，让古文对读者来说更为亲近，是读者概览中国古代重要典籍的不二之选。

示例二：《经典常谈》是朱自清在 20世纪 30年代末到 40年代初为中学生撰写的一部介

绍我国传统文化经典的著作。全书共 13 篇，按照我国古代经、史、子、集分类法的顺序梳理了《说

文解字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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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文第十三》等经

典内容。概述了诸子百家、辞赋和历代诗文的情况，以此展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面貌。全书对

经典的梳理与讲解，不仅知识上简洁精辟，文字上更是白话文通俗流畅的典范；容易激发读者阅读经

典的兴趣，从而亲近经典，了解经典。



专题三：读经典的意义

1.专题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

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读了《经典常谈》，你对于当代中学

生阅读传统文化经典的意义有哪些认识？以《读经典的意义》为题写一篇短文，谈谈你的看

法。

2.探究示例

（1）认识：读经典的意义

①了解古代社会状况：古代典籍中记载着我国文明的发展轨迹，通过阅读古代典籍，我

们可以走近千年文明，了解我国古代社会现实。

②充实精神内涵：通过阅读古代典籍，我们可以汲取先贤的智慧，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③学习语文相关知识：古代典籍中包含了数千年的知识汇总，运用了多种写作手法，体

现了语言艺术之美，如通过《说文解字》可知造字之经过，通过《诗经》可知诗歌艺术之美。

④提升个人修养：古代典籍中记载了许多先贤的言论，从学习、交往、心志等多方面进

行了阐述，阅读古代典籍，我们可以用先人之美德指导自身之素养。

（2）短文

示例一：经典是传统的载体，传统依赖经典得以延续，读经典就是学传统，学传统必须

读经典。个体的精神发育史，是一个人的经典阅读史；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全民族的阅

读品味和阅读经典的水平。《西方正典》中，有一句名言：“没有经典， 我们会停止思考。”

歌德也曾指出：“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 没有不是被前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

重新加 以再思考而已。”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就是“六经”的 时代，就是“诸子”

的时代，就是“孔、孟、老、庄”的时代。二十世纪中国不断出现的国学热和读经运动，正

是这种回顾“轴心时代”的文化冲动的表现，其深层动机就是从中获取重新出发的“精神动

力”，从中获取历久弥新的生命智慧。

示例二：叶圣陶先生评价：“朱先生的《经典常谈》是一些古书的‘切实而浅明的白话

文导言’”。朱自清先生在本书的自序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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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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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

去。”

我认为《经典常谈》最大的阅读价值在于使中学生拥有一把打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殿堂



的钥匙。

其次是让我们学习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我们大多数人习惯生活中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工作学习中弄虚做假，追求虚荣。例如疫情期间，传言“连花清瘟”好，就蜂拥抢购“连花

清瘟”；传言“蒙脱石散”有效，就疯狂囤积“蒙脱石散”。我们不考虑什么症状，什么年

龄段需要用这些药，别人怎么说就信什么。又如，我经常遇到一些编写地方史料的前辈，为

了某种目的，编造历史故事，把传说变成史实。我们不考虑考证，推断，不以事实为准，而

以虚荣为准。

《经典常谈》则给我们提供了严谨治学的典范，对典籍的介绍，有严谨的考证，有深入

的推论。如《<说文解字>第一》，评说“仓颉造字”，介绍《说文解字》，引经据典，细细

剖析。从《易·系辞》《荀子·解蔽篇》《说文·序》《周礼·保氏》《仓颉篇》《史籀篇》

等几十种典籍中寻找依据，严谨考证各种说法的合理性，并得出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看法

的时候，也非常严谨，有深入的推论。如判断“仓颉造字”故事的合理性时，作者说“我们

知道，文字不断地演变着；说是一人独创，是不可能的。《系辞》的话自然合理得多。”

《经典常谈》还有一个阅读价值就是让我们学习朴实本分说话的语言风格。本书虽然是

精彩的学术散文集，但语言上不"板着脸说话”，也不平铺直叙，而是以流利畅达的语言娓娓

道来，引人入胜。例如在《文第十三》中写战国时期的说客:"他们的说辞却不像春秋的辞命

那样从容宛转了。他们铺张局势，滔滔不绝真像背书似的；他们的话，像天花乱坠，有时夸

饰，有时诡曲。不问是非，只图激动人主的心。”

专题探究真题演练

1．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是一个很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

文化。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请谈一谈你在阅读了《经典常谈》后，有

什么收获。

【答案】示例一：阅读这部作品后，我对人们常常提到的“四书”有了全面的了解。知

道“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中《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

示例二：我对历史很感兴趣，所以我重点阅读了《＜史记＞＜汉书＞第九》，了解到除

《史记》《汉书》以外的二十二部“正史”，都采用了“纪传体”的体制，断代为书。

示例三：我了解了汉宇的起源及其演变，了解了我国古代《诗经》《楚辞》以及诗歌的

发展脉络，获益匪浅。阅读《经典常谈》，我们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增强了文化自信。



【详解】本题考查语言表达。围绕“阅读传统文化经典的意义”展开表达，言之有理即

可。

明确：《经典常谈》是朱自清先生对中国一些主要的传统文化经典的梳理和讲解，介绍

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经典的启蒙读物。该书是学术性的普及读物，内容包括《说文解

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

书》、诸子、辞赋、诗、文，共 13个专题，每一篇都是专题研究的成果。它按照传统的经史

子集的顺序，把中国古代重要文献典籍的基本文化知识，用简练明晓的文字加以介绍，真正

做到了深入浅出。

示例：古代典籍中记载着我国文明的发展轨迹，通过阅读古代典籍，我们可以走近千年

文明，了解我国古代社会现实。比如读了《经典常谈》中《文》第十三，既能知晓中国文章

从上古“卜辞”到清代“桐城派”的发展脉络，还能懂得各类文体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同时，

能够在阅读中掌握“解”“传”“注”“传奇”等大量的文学常识。我们阅读经典，不仅能

学习到很多文化知识，而且和经典的关系更加紧密了，对古诗文和其他传统文化的兴趣也必

然得到提升。

2．旅行是身体的阅读，读大千世界的无字书。阅读是精神的旅行，在经典中行走，在行走中

感悟。读了《经典常谈》，你有哪些收获？请结合你所读过的经典作品，谈谈你在思想认识

或写作技法上的收获。（100字左右）

【答案】示例：（思想认识）阅读这些经典篇章可以奠定一个人精神成长的高度，影响

一个人文化人格的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从而更好地传承优秀经典文化。很多

古代的思想，对于现代社会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还可以将书中的思想运用到

具体的实际生活当中，阅读经典作品对于中学生的思想也是一种升华。

【详解】考查名著阅读。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包括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

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等十三篇，系统地介绍了中

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脉络。朱自清先生强调了经典教育的必要性，他说，经典训练的价

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是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了解本国的经典。解答时，结合名著内容，

谈谈你在思想认识或写作技法上的收获即可。

示例一：（思想认识）提倡诵读经典，并不是想把我们培养成文坛大家，并不是让我们

每个人都成为文化学者，而是希望经典中的那些真善美，那些仁义敦厚的秉性，高达明远的

智慧，那些坚韧无畏的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能够感染每一个人，成为我们为人处世的一把

标杆，学习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示例二：（写作技法）《经典常谈》是学术性的普及读物，全书一共十三篇，每一篇都

是专题研究的成果。它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把中国古代重要文献典籍的基本知识，

用简练明晓的文字加以介绍，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启示我们，要调动写作的积极性，不能

“为赋新词强说愁”，杜绝无病呻吟；要用属于自己的语言来真实的表述，不能一味堆砌辞

藻。

3．在《经典常谈》阅读活动中，请你结合对下面这句话的理解，按要求写一段心得体会，参

与交流。

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

（朱自清《经典常谈·序》）

要求：（1）要有书中你印象最深的内容；（2）要写出阅读收获或启迪。

【答案】示例：《经典常谈》中介绍了《诗经》的来源、构成与特色，深入阅读《诗

经》，不仅可以了解先秦人们的生活，从中感悟人生的道理，还可以学习赋、比、兴的表现

手法，学习阅读古代经典的方法。

【详解】本题考查名著阅读体会。抓住《经典常谈》阅读活动中感触对深的一点，结合

相关内容写出自己的收获或启迪即可。

示例：读《经典常谈》丰富了我的古文化常识。先生在书中主要是对《说文解字》《周

易》《尚书》等十三篇经典的渊源、流变做了详细说明，同时文中也自然提及了很多古文化

常识。如在第一篇《说文解字》中，除对这一文字学的古典的内容、体例、作用做了说明，

还对其渊源从仓颉造字的传说、到最早的字书《史籀篇》、再到秦始皇官定的字书《仓颉篇。

爰历篇。博学篇》都做了详细介绍，同时还介绍很多文字学的常识，包括：造字和用字的条

例、文字学发展的逻辑顺序、书体演变的历史等内容。短短 7页内容，使读者对不但了解了

这一经典的概貌，还掌握了很多文字学的常识，也大大的激发了我阅读《说文解字》和了解

中国书法的兴趣。

4．下面是两位同学对《经典常谈》进行选择性阅读后准备的分享文字。请结合自己的阅读收

获，帮助乙同学在横线上填入恰当的内容。

甲同学：我对历史感兴趣，阅读后我知道《战国策》中记录了战国时代“高才秀士”们的

“奇策异智”。

乙同学：我对 ①           感兴趣，阅读后我知道《②           》中③          （具

体内容）。

【答案】     汉字文化     《说文解字》     介绍了“六书”造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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