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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是战国晚期天才诗人屈原及其后学宋玉所创
造的一种具有楚国鲜明地方特色的新诗体。

楚辞和《诗经》迥然不同，它不是集体的歌唱，而是
个人的创作；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浪漫主义的；不重
自然的写实，而重主观的抒情；不是表现的北国风光，
而是表现的南方景象；不是单一的比兴，而是整体的象
征；句式不是板滞的四言，而是灵动的杂言；篇章不是
回环复沓的短章，而是结构宏大的巨制；风格不是自然
质朴，而是弘博丽雅。

楚辞鲜明的地方特色，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
序》中有经典的概括：“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
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因为楚辞这种新诗体
的代表作，乃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迅《汉文学史
纲要》）的《离骚》，故后人又称其为“骚体诗”。

在中国文学史上往往“风”“骚”并称，以“风”来指
代《诗经》，以“骚”来指代楚辞。考“楚辞”这一名称，最
早见于西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张汤
传》载：“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
事。”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文献，把楚国人屈原、宋玉
所创作的骚体诗和汉代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
忌、王褒、刘向等人所创作的拟骚诗汇编成集，共十六
卷，定名为《楚辞》，从此，“楚辞”遂又成为一部诗歌总
集的名称。

东汉安帝元初初年，王逸给刘向所编的《楚辞》作
注，又加进他自己写的一篇《九思》，而命名全书为《楚
辞章句》，为十七卷。刘向编的十六卷本《楚辞》久已亡
佚，只有王逸的十七卷本《楚辞章句》流传至今，这就是
现存最古的《楚辞》注本。

《楚辞》一书是中国文学的古老经典，在中国古代
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按照传
统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分类法，《楚辞》属于“集
部”，向来被称为“集部之祖”。打开中国古代最大的丛
书《四库全书》，其中“集部”类的第一部书就是《楚
辞》。故四库馆臣称：“集部之目，《楚辞》最古。”由于
《楚辞》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
此研究楚辞的历史绵延悠久，研究楚辞的论著汗牛充
栋，并因此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楚辞学。

作为一种诗歌体式，楚辞源于“楚声”“楚歌”。在
春秋时代，楚国的音乐和民歌被称为“南风”或“南
音”。《左传·成公九年》记载，楚人钟仪在晋鼓琴而操

“南音”，被誉为“乐操土风，不忘旧也”。战国时楚国的
地方乐曲如《涉江》《采菱》《九辩》《九歌》《阳春》《白雪》
等曲目，还都可以从楚辞作品中看到。屈原的《涉江》
《九歌》和宋玉的《九辩》，就是借旧题写的新诗。

屈原以前的楚地民歌，有刘向《说苑·善说》篇所载
楚康王时代（前559年至前545年在位）翻译的越族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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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
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
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悦）君兮君不知！”稍后
数十年，又出现了《孟子·离娄上》所引、传为孔子所闻
的《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浊兮，可以濯我足。”这两首诗歌都使用语气词“兮”，与
后来的楚辞的基本形式相同，乃是楚辞的先导。但这
样的民间小调犹如涓涓细流，倘若不被伟大的诗人屈
原学习和采用，并创造出“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
艳，难与并能”（《文心雕龙·辨骚》）的《离骚》《九歌》《九
章》《天问》等诗作，就不可能形成中国诗歌长河中骚体
诗创作的狂潮，成就“一代之文学”。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屈原的出现，是中国诗坛一次辉煌的日出。

屈原这人，诗人气质很重，多愁善感，富于激情，既
清醒理智，又感性迷狂。他的生活、为人，都是诗化
的。屈原是个完美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而现实却又偏
偏太黑暗，太残酷。“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

“谗人高张，贤士无名。”针对楚国腐败的社会现实，屈
原高唱：“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在正义与邪
恶的较量、生与死的考验中，他无所畏惧，视死如归。
他不讳言死，亦不怕死。“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
未悔。”屈原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美政理想，忠于祖
国、至死不渝的爱国感情，坚持真理、勇于求索的献身
精神，代表着历史的进步要求和民族的精神脊梁，千百
年来哺育和激励了无数的志士仁人和进步作家！“屈原
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是永远值得我们骄
傲的“民族魂”。

屈原是楚辞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也是中华民族
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作品思想深邃，
情感浓郁，构思奇特，想象丰富，意境优美，文辞瑰丽，
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他善于以经天纬地之
才，表现各种矛盾与冲突，如《离骚》中表现的生与死、
去与留的矛盾与冲突，《九歌》中表现的神与人、圣与俗
的矛盾与冲突，《天问》中表现的古与今、明与惑的矛盾
与冲突，莫不惊心动魄，震古撼今。

屈原开创了中国诗歌由民间集体创作到作家个人
创作的新时代。他拉开序幕，即满台精彩。其作品风
格不但不重复前人，也不重复自己，呈现出多姿多彩的
特征。《离骚》波澜壮阔，幽深隽永；《九歌》迷离飘渺，悱
恻绮靡；《天问》恢诡谲怪，瑰丽奇矫；《九章》质朴清新，
直率平实；《远游》高蹈飞升，道骨仙风；《大招》夸张渲
染，立意高卓；《卜居》《渔父》则韵散结合，迹近赋体。

屈原继《诗经》的现实主义之后开创了浪漫主义的
创作方法，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的艺术表现力。他运
用大胆的想象、神奇的夸张，交织以古老的神话、优美
的传说、原始的宗教、民间的风俗，将历史与现实、神界

与人间熔为一炉，创造了一幅幅激动人心的艺术画面，
塑造了高大峻洁的自我形象，表现了诗人的崇高理想，
形成了神奇谲怪的美学风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屈原作品中的意象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人
的意象群，二是物的意象群，三是神的意象群。而每一
类意象群内除了某些中性事物外，又有正反对立的两
组。屈原“寄情于物”“托物以讽”，以此来表现肯定或
否定的意向和鲜明的爱憎，因而他作品中的意象大多
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特别是屈原建构和营造的香草
美人意象，芬芳华美，具有经典意义，滋润和沾溉了后
世无数作家。

屈原乃有心做政治家，而无心当文学家。“愤怒出
诗人”。由于在政治上“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屈原情
不自禁地抒发自己的牢骚与愤懑，遂创作出了震撼千
古的光辉诗篇，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
屈原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他的影响是深远的。王
逸《楚辞章句叙》称：“屈原之词（同‘辞’），诚博远矣。
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
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
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也指出：“其叙情怨则郁伊
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
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
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司马迁《史记·屈
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
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
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宋
玉等人大概只是屈原的后学。

唐勒、景差的辞赋今均已佚。宋玉的作品有许多
篇流传至今。宋玉是继屈原之后，中国文学史另一位
光耀千古的伟大作家。宋玉是一介寒士。这一身份非
常重要。因为屈原是一位大起大落的高官，他传奇性
的生活经历，大多数的人是没有的，后来的追随者硬要
模仿屈原的创作，就很容易变成空洞的抒情。而宋玉
作为一介寒士，他的这一身份和他表现的不平与感伤，
倒是最为普遍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感受。在中国文学史
上，宋玉敏感地发现了自然与人生之异质同构关系，通
过对自然与人生之双重感伤，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伤
春”与“悲秋”主题，表现了“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伤
与哀怨，以及对时代、社会、人生的悲慨。

“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文心雕
龙·时序》）“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文心雕龙·辨骚》）
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宋历来并称，两人均被尊为“中国
文学之祖”。刘师培说：“中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
盛。……而屈、宋楚辞，忧深思远，上承风雅之遗，下启
词章之体，亦中国文章之祖也。”陆侃如说：“谁是中国
文学之祖？我毫不迟疑地说：屈原与宋玉。他们不但
给予楚民族文学以永久的生命，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学
的稳固的基础。”“古代若无屈、宋，则文学史决没有那
样灿烂；而楚民族若无屈、宋，则楚文学也决占不到重
要的地位。所以，凡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尤其研究
古代文学的人——都不可不从屈、宋下手。”由此可见，
屈原和宋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吴广平

春风拂面，柳絮轻扬，满目的油菜花云蒸霞蔚，
将浓郁的春意演绎到极致。在这醉人的五月，我们
迎来劳动者的节日。作为一名普通劳动者，回眸自
己的人生旅程，品味咀嚼“劳动”二字，深感它是一
个惠泽人生、温暖心窝的词。

劳动让我牵手幸福。虽然我并不十分富有，但
我不慕荣华富贵，不求锦衣玉食，唯愿用自己勤劳
的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通过自己的辛勤劳
动，换来生活的祥和与安宁。如今我居有定所，衣
食无忧，夫妻恩爱，家庭和睦。虽然工作辛苦，终日
奔忙劳碌，但有苦就有乐，闲暇时，我品香茗，听音
乐，读闲书，侍弄花草，兴致所至，再温一壶小酒，弄
几个小菜，自斟自酌，知足常乐。作为芸芸众生、普
通百姓来说，这样的生活还能不幸福吗？我之所以
能拥有今天的这一切，完全是劳动的恩赐。唯有劳
动才是幸福的源泉，唯有汗水方能浇开幸福之花。

劳动给了我做人的尊严。我凭自己的诚实劳
动获取应有的回报，金钱来路正当合法，财产受法
律保护。这样睡觉安心，处世宽心，无需提心吊胆，
不用担惊受怕，也不必看人脸色、仰人鼻息，我可以
站直身子说话，挺直腰杆做人。我可以无忧无虑地
享受生活、书写快意人生；可以自由自在地翱翔在
自己的蓝天上、徜徉于自己的园圃里；可以任意驰
骋想象，设计自己的蓝图，憧憬美好未来……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
念物力维艰。”劳动使我懂得了珍惜和节俭，增强了
我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是自
己辛勤劳作得来的，一针一线都浸透了自己的血
汗，应该倍加珍惜。铺张浪费，挥霍无度，暴殄天物，骄奢淫逸，
既是对自己劳动的践踏，也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其结果只能是千
金散尽，竹篮打水。只有珍惜自己的劳动果实，勤俭持家，幸福
才能源远流长。不仅要珍惜物质财富，还有和睦的家庭关系，亲
人间的至爱亲情，夫妻间的恩爱感情，所有这些也都浸透了自己
的心血，要倍加珍惜和呵护。他人的劳动成果同样来之不易，我
们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随意糟蹋。街道洁净，那是环卫工人辛
苦打扫的结果；繁花满树，那是园林工人精心培育修剪的结果
……珍惜、爱护他人的劳动成果，美好家园需要你我共同维护，
和谐社会靠我们每个人从爱护身边一草一木的点点滴滴做起，
人间大爱就彰显在我们每个人的举手投足间……

无疑，劳动是艰苦的。劳动就是付出，它要求我们在肉体
上、精神上付出巨大代价。它需要的不仅仅是汗水，有时候甚至
是泪水乃至鲜血。艰苦的劳动让我经受了“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的历练，而我所收获的除了相应的物质财富外，还有“动心忍
性，曾益其所不能”的丰厚回报。艰苦的劳动磨炼了我坚强的意
志，砥砺了我坚韧的性格，给我增添了克服各种困难的信心和勇
气。经历过艰苦劳动的考验，人生的风风雨雨再多再大我们也
能笑对，并能顶风冒雨坚定地走下去，道路再崎岖，我们也会迈
开脚步，毅然前行！

我要感谢我的母亲。自我幼时起，母亲就给我留下了一个
勤劳俭朴的形象。在我成长过程中，母亲又不断对我进行热爱
劳动的教育。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我早就树立了劳动光荣的思
想，并养成了热爱劳动的习惯。今天，我能够在这个充满挑战的
社会中自食其力，并有尊严地活着，母亲对我的劳动教育让我受
益终生。

记得李大钊有句名言：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
境，都可由劳动解脱。人生在世，难免会遭风雪，遇寒流。那么，
热爱劳动吧！劳动能驱除人生的风寒；劳动能融化生活的坚冰；
劳动能温暖我们的人生！

熊益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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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本咖啡底色、装帧素朴的书
购自哪家书店，已记不真切了，只约略记
得在书店发现它的时候有淡淡的喜悦，
好像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见到了睽
违已久的中学老师或同窗旧友。是的，
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是可令人忆及纯真的
中学时代的，无论多么生性粗疏的人，要
忘掉语文课本里朱先生的名篇都不太可
能。现在想起来，当时就是怀着这样一
份重温十四五岁花季旧梦的心情，将这
本《朱自清作品精选》带回自家书房的。

中学语文课本里收录的名家作品，
至今镌刻在心版上的颇有一些，例如鲁
迅先生带着他沉郁笔调回忆师长的《藤
野先生》，茅盾先生怀着隐忧和深思写养
蚕农民生活的《春蚕》，老舍先生以悲悯
情怀写旧时代洋车夫生存状态的《骆驼
祥子》等等。是名家名篇当然要求背诵
其中重点段落，说来惭愧，一些大师的作
品当时总要熟读无数个清晨和深夜才能
通过，好在也有例外，比如朱自清先生的
文章我感觉比较好背，差不多上过一堂
课，第二天便能轻松过了背诵关。

朱自清先生作品的易于背诵，大约
是《春》《荷塘月色》《背影》这样的作品更
贴近中学时代单纯明丽、多愁善感的心
境吧——春天来了，青春少年谁不曾在
草地上坐过，躺过，奔跑过，折取过一两
朵蓝盈盈的野花？荷塘同样是校园里
常见的景致，虽从未见身边哪位老师在
月下的荷塘漫步过，但我们这样想，也
许是小城荷塘终究比不了朱先生笔下
清华大学荷塘的风致吧，哪一天去了清
华园，自然能见到在曲曲折折荷塘边散
步遐想的老师了。同“父亲”离别时的
怅惘更使我感同身受，朱先生写的是他
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父亲，他又何尝
不是写尽了众多青春叛逆期孩子对父
亲一言难尽的爱！

这本《朱自清作品精选》书页上有多
处作了精读的记号，可见即便告别校园
多年之后，朱先生的作品之于我仍有着
磁铁般的吸引力。

朱先生笔下最动人心弦的，是他以
小知识分子身份道出的对亲朋故旧的深
情。他写与朋友话别的情境：“电灯灭
后，月光照了满院，柏树森森地竦立着。
屋内人都睡了；我们站在月光里，柏树
旁，看着自己的影子；他轻轻地诉说他生
平冒险的故事。”（《怀魏握青君》）本来只

是一次寻常的道别，但作者连分别时的
月光、柏树、捎带着地上的人影都念兹在
兹，这样的情谊不能不令读者心向往
之。他回忆从前在台州教书时妻子儿女
每天的等待：“外边虽老是冬天，家里却
老是春天。有一回我上街去，回来的时
候，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并排地挨着
她们母子三个；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
地向着我。”（《冬天》）每读到这一段，不
知想起了什么，总有泪雾不知不觉模糊
了我视线。

朱先生的山水游记作品亦是我爱喝
的那杯茶。众所周知，游记文章除了记
山水泉石之胜外，总归是有点儿历史、哲
思或心绪才好看，故而作此类文章，非有
深厚文史功底者不能胜任。而朱自清先
生不仅胜任，且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总忘不了《扬州的夏日》里的一段：绿
杨村的幌子，挂在绿杨树上，随风飘展，
使人想起“绿杨城郭是扬州”的名句。里
面还有小池，丛竹，茅亭，景物最幽……

“下河”总是下午。傍晚回来，在暮霭朦
胧中上了岸，将大褂折好搭在腕上，一手
微微摇着扇子；这样进了北门或天宁门
走回家中。这时候可以念“又得浮生半
日闲”了。——朱先生有学问而不大掉
书袋，有文采而不刻意雕琢，是名人却也
懂得领略平民生活乐趣，他的游记文章
能征服今天的读者便是意料中事了。

多读了几本名家经典，灯下赞叹之
余不免呆想：要是能一睹这些名家的风
采，岂非人生快事！又想：倘使他们能活
到今天，是否所有的名人皆平易我拿不
准，但如是朱自清先生与读者见面，那必
是十分愉快的经历。无他，只因朱先生
纯清醇正、古韵典雅的作品风格使我觉
得他本人也应是聪明而宽厚的。

后来他的挚友俞平伯先生的回忆证
实了我的猜想：朱先生不幸早逝。1959
年，俞平伯、叶圣陶等文人以全国人大代
表身份赴江苏省视察，来到朱先生的故
乡扬州时，俞先生显得郁郁寡欢。此时
刚巧有辆便车去南京，他不同众人打招
呼便上了车。这个谜底直到俞先生将新
写的《重游鸡鸣寺感旧赋》给叶先生看时
才揭开，原来，俞是去重访他早年与朱一
同游览过的南京鸡鸣寺，以排遣他对老
友的思念。俞先生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这
位纯正典雅的朋友，他的心情我们多少
懂一些的。

如今在农村，农家书屋已经与农民
生活密不可分。南通以村级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建设为契机，把农家书屋纳入
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和图书馆
总分馆体系，鼓励并支持在村文化爱好
者家中添置书报刊，定期流转。目前，
南通共建成农家书屋1643个，其中，
1619个农家书屋实现与县（市）图书馆
和乡镇分馆通借通还“一卡通”。

新农村建设不仅需要生产发展，更
要打造精神家园，增强农民文化自信。
以往，受各种条件限制，住在农村的农民
常常遇到“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
题，为了满足他们的文化需要，多年来，
南通因地制宜，精准推进农家书屋提升
工程，激发了农家书屋的建管用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从去年开始，南通
农家书屋建设由村村全覆盖向居民集
聚区转变，在农村人口集中区，阅读需
求量较大区域，重点推进星级农家书屋
创建，优化农家书屋阅读环境，注重阅
读体验，建立基层图书配送渠道，提高
图书流转效率，以此扩大农家书屋影响
力，提升农家书屋使用效率。目前，南

通共有省五星级示范农家书屋20个，
市四星级示范农家书屋259个。

阅读不是孤单的兴趣爱好，为了丰
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南通围绕文艺
演出、读书看报、广播电视、电影放映、
文体活动、展览展示、教育培训7个公
共文化服务功能，统筹整合体育服务、
党群服务、行政服务、民政服务、治安服
务5个方面的公共服务功能，并鼓励在
有条件的情况下开设“四点半学校”等
其他惠民服务功能，创新性地提出了南
通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7+5+N”
模式，逐步形成了以乡镇图书馆为核
心、中心书屋为节点、行政村书屋为支
撑、文化中心户书屋和各类阅读空间等
为补充的立体发展格局。

根据全省农家书屋工作会议精神
要求，未来，南通将继续加大农家书屋
财政投入，提升农家书屋出版物供给质
量，丰富农村阅读品牌活动。随着智能
手机的普及，数字阅读成为一大趋势，
因此，农家书屋的数字阅读应用与服务
拓展将成为书屋进行服务功能提档升
级的关键手段。 龚丹

高邮市汪曾祺书房里的童年时光。

【【读典读典】】

楚辞是什么楚辞是什么

【读读写写】

再读朱自清
张 芳

【悦读联盟】

1643个农家书屋遍布江海大地

书香添彩新农村

【书香书影】

《阿尔比恩的种子：美国文化的源与流》从民俗的角度
切入，解答一个重大问题，即美国自由体系的决定因素到
底是什么。作者认为，1629—1775年英国向北美的四波
移民潮深刻地改变了北美大陆，带来了四种不同的不列颠
民俗，并奠定了新世界不同地域文化的基础。这四种文化
在英属北美扎下根基，最终成为英属北美社会的基石。现
今美国人口只有不到20%有英国祖先血统，但从文化意义
上讲，大多数美国人都是阿尔比恩的种子，无论他们的祖
先是谁。本书对北美的民俗各元素进行了详细考证，从宗
教、地域、语言、建筑、群居模式等多个方面厘清了美国文
化的源流，全面呈现了殖民时期美国的文化面貌，阐发了
美国早期四种文化传统所内含的理念、互动融合的过程及
其深远影响。

《美帝国的形成》（第三版）是研究美国霸权史的重要
著作，展现了美国上升到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一个历
史全景，揭示了其加强霸权的各种机制，展现了美帝国形
成的历史，哲学背景。作者基于美国本身的文献，分析了
美国政治领袖和政府首脑虚伪和非法的行动，揭露了美国
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之间的关联以及帝国形成和扩张所
采取的步骤，指出了帝国主义权势的危险性及其各种矛
盾，验证了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这些分
析在全球化年代一点都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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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书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