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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II
先秦至秦汉 

（一）先秦 

1.《先秦文学史》褚斌杰谭家健 

2.《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先秦卷郭预衡 

3.《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常森 

4.《中国文学史·先秦汉代》韩兆琦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5.《山海经注》晋郭璞清毕沅注（四库丛刊） 

6.《中国古代神话》袁珂校编商务印书馆 

7.《中国神话通论》袁珂巴蜀书社93年 

8.《中国神话史》袁珂上海文艺88年 

9.《山海经校注》袁珂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0.《中国神话研究ABC》茅盾 

11.《淮南鸿烈集解》汉淮南王刘安编冯逸、乔华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 

12.陈子展《诗经直解》，上海古籍出版社 

13.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 

14.周振甫《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2 

15.余冠英《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6.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17.费振刚《诗经类传》，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18.朱熹《诗经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19.聂石樵主编，《诗经新注》，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 

20.赵沛霖《兴的源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21.《毛诗正义》 汉毛亨传，郑玄笺 中华书局影印本 

22.《春秋左传集解》（十三经注疏本）（晋杜预参考汉魏间贾逵、许淑、郑众、王肃等今文观点，作集解三十卷，为现存最早最权威之古注，在全部

十三经注疏中也是较好的旧注本）孔颖达正义。 

23.《春秋左传读本》王伯祥选注，选文较多，注释稳妥详细，多用旧注，为了解左传全貌之初读本. 

24.《左传选注》朱东润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选材体例以国别事件为主，侧重文学角度，每段后有评述性说明。 

25.《左传注译》杨伯峻有序文介绍左传，有并行的译文。 

26.《国语》三国吴韦昭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7.《战国策》东汉高诱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8.《战国策选注》原北京师范学院牛洪恩、邱少华、孙悦春选注，天津古籍出版社，为较好之普及本。 

29.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 

30.（汉）刘向集录、高诱注《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1.《尚书大传》 汉伏胜撰，郑玄注 四部丛刊本 

32.《尚书正义》 汉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 中华书局影印本 

33.《国语》韦昭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34.《国语选》傅庚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35.《国语全译》黄永堂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6.《论语集解》，魏何晏集解，唐孔颖达疏证（见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 

37.《论语集注》，朱熹注中华书局 

38.《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 

39.《老子校释》，朱谦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40.《论语集解》，程树德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41.《墨子校释》,王焕镳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42.《墨子间诂》,清孙诒让撰,中华书局重印商务本 

43.《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后汉赵歧注，宋孙爽弦疏证。 

44.《孟子集注》（《四书集注》本），宋朱熹中华书局 

45.《孟子正义》，清代焦循注，为清人注《孟子》最完善者，严谨且有见地。中华书局 

46.《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杨注多取赵、朱，自注少，多以译代注。中华书局 

47.《庄子集释》清郭庆藩，中华书局 

48.《庄子今注今译》今人陈鼓应，中华书局 

49.《庄子浅注》曹础基 

50.（清）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51.《国语全译》黄永堂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2.中华书局《荀子》，唐杨倞注，为古注中最早而较好者。 

53.《荀子集解》，王先谦，辑杨谅及清代卢文绍、王念孙、郝懿行、俞樾多家之注，个人见解也多有精到者，卷首有资料考证，荀子生平，可省许多

翻检之劳，为研究荀子之重要参考书） 

54.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55.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56.《荀子新注》北京大学中华书局1979年版 

57.《荀子全译》蒋南华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8.《韩非子集解》王先谦中华书局 

59.《韩子浅解》梁启雄中华书局1982年版 

60.《韩非子选》王焕镳中华书局1965年版 

61.《屈原集校注》，金开诚，中华书局 

62.《楚辞补注》，宋洪兴祖，中华书局 

63.《楚辞校注》，闻一多校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有独到见解。古籍出版社 

64.《屈原赋校注》，姜亮夫校注，常用甲骨文金文材料解说文句词语。人民文学出版社 

65.《楚辞注疏长编》，游国恩主编，这套书共分《离骚纂义》、《天问》、《九歌》、《九章》、《招魂》五编。每编辑录从西汉至晚清学者的旧

注，两句一节，后列各家注释，引书计一百六十多种，每节后还有编者自己的看法。其中王注录全文，其他多家择善录之。中华书局 

66.《楚辞选》，马茂元选注，为楚辞入门之善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67.《屈骚探微》，赵逵夫著，博采慎辨古代文献，利用考古出土资料，解千古疑案，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推重。甘肃人民出版社。 

68.《楚辞诗学》，杨义著，挖掘楚文化背景，深入探究诗人心灵世界，颇多理论创新。人民文学出版社。 

69.（宋）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二）秦汉 

1.韩兆琦主编《中国文学史·先秦汉代》，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秦汉史》，吕思勉上海古籍出版社 

3.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 

4.《先秦两汉文论选》,张少康盧永璘 

5.《吕氏春秋选注》，王范之，中华书局1981年版 

6.《吕氏春秋校释》，陈奇猷，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 

7.《淮南子校释》，汉淮南王刘安编，张双棣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8.（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9.《汉赋通论》万光治著巴蜀书社，1989 

10.《汉魏六朝赋选》瞿蜕园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 

11.龚克昌《汉赋研究》（修订版），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 

12.龚克昌《全汉赋评注》，华山文艺出版社，2003 

13.余冠英《乐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14.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5.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 

16.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7.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18.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9.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12、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20.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 

21.韩兆崎《史记选注集说》，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22.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 

23.北大中文系《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 

24.王伯祥《史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25.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82 

 

 

 

 

 

魏晋隋唐至宋 

（一）魏晋 

 

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3.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4.韩格平注译《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5.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6.王运熙王国安《汉魏六朝乐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7.葛晓音《八代诗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8.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 

9.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 

10.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 

11.张少康编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2.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13.黄节《魏武帝魏文帝诗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14、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15、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6、陈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17、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18、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9、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0、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 

21、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22、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23、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2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25、汪绍盈校注《搜神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2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27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28、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29、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30、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 

31、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32、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 



 

33、李泽厚《美的历程•魏晋风度》。 

34、尚学锋《道家思想与汉魏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二）南北朝 

1、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 

2、余冠英《乐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 

3、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4、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5、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6、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中华书局1955年。 

7、逐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 

8、严可均《全上古三代两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 

9、刘义庆《世说新语》中华书局 

10、颜之推《颜氏家训》（王利器集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1、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 

12、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13、曹道衡《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4、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乐府诗选》、《三曹诗选》人民文学出社 

15、葛晓音《八代诗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6、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 

18、北大《中国小说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20、北大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2 

21、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22、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东方出版社，1997 

23、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4、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1994 

25、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 

26、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 

2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三）隋唐宋 

1、人民出版社《中国通史》（五）（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续集） 

2、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宋词部分。 

3、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马茂元《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5、余冠英等《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6、萧涤非《杜甫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 

7、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中华书局，1979 

8、韩成武《杜诗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9、詹瑛《李白诗文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0、詹福瑞等《李白诗全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11、顾肇时、周汝昌《白居易诗选》，作家出版社，1962 

1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3、黄云眉《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齐鲁书社，1980 

14、钱冬父《唐宋古文运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5、马茂元《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6、贝运辰《柳宗元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7、杜维沫、陈新《欧阳修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8、王水照、王宜媛《苏轼散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9、陈幼石《韩柳欧苏古文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20、王琦等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1、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 

22、胡云翼《宋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3、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4、钱钟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2002 

15、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6、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中华书局，2005 

17、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18、四川大学中文系《宋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9、迟乃鹏《苏轼诗词选》，巴蜀出版社，2000 

20、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1、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2、陈祖美《李清照诗词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3、朱东润《陆游选集》、《陆游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4、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5、邓广铭《辛弃疾传—辛稼轩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6、龙榆生《唐宋词格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7、夏承焘《唐宋词欣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28、北大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9、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 

30、黄昭寅《唐宋词史论稿》，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31、叶桂刚等《中国古代十大传奇赏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 

32、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 

33、石麟《话本小说通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 

34、石麟《传奇小说通论》，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35、张兵《宋辽金元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6、岑仲勉《隋唐史》 

37、施鸿葆《读杜诗说》 

39、复旦大学《李白诗选》 

40、王琦注《李太白全集》 

41、苏仲翔《元白诗选》 

42、苏寅恪《元白诗笺证稿》 

43、白居易《白香山集》 

44、蒋之翘《柳河东集》 

45、缪铖《杜牧诗选》 

46、安徽大学《杜牧诗选》 

47、辛文房《唐才子传》 

48、胡云翼《宋词选》 

49、四川大学中文系《宋文选》 

50、陈迩冬《苏轼诗词选》 

51、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 

元明清部分 

（一）元代 

1、《宋元戏曲考》王国维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2、《中国戏曲通史》张庚郭汉城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 

3、《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周贻白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4、《中国戏曲史漫话》吴国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5、《中国戏曲史话》彭隆兴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6、《中国古代曲学史》李昌集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7、《元代文学史》邓绍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8、《录鬼簿新校注》马廉校注文学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 

9、《录鬼簿·录鬼簿续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10、《中原音韵》周德清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11、《太和正音谱》朱权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12、《元曲家考略》孙楷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3、《元曲纪事》王文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4、《诗词曲语辞汇释》张相中华书局1953年版 

15、《诗词曲语辞例释》王瑛中华书局1980年版 

16、《戏曲词语汇释》陆澹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7、《元曲释词》顾学颉王学奇中国社科出版社1983年版 

18、《小说戏曲论集》戴望舒著吴晓玲编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19、《关汉卿戏剧人物论》黄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0、《西厢论稿》段启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1、《南戏新证》刘念兹中华书局1986年版 

22、《元人小令格律》唐圭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3、《元曲选》臧晋叔中华书局1979年版 

24、《元曲选外编》隋树森中华书局1980年版 

25、《全元散曲》隋树森中华书局1964年版 

26、《中国戏曲选》王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27、《元明清散曲选》王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28、《集评校注西厢记》王季思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29、《元本琵琶记校注》钱南扬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30、《元诗选（全三册）》顾嗣立中华书局1987年版 

31、《全元文》李修生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二）明清近代文学 

1、郭英德：《痴情与幻梦──明清文学随想录》，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 

2、郭英德《明清传奇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3、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4、《明代小说史》齐裕昆浙江古籍版1997年版 

5、《漫话明清小说》文史知识编辑部中华书局1991年版、 

6、《中国古代小说论集》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年版 

7、《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3年版 

8、《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9、《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第2辑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5年、1986年版 

10、《三国演义新论》刘知渐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 

11、《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 

12、《三国演义简说》李厚基林骅上海古籍版1984年 

13、《古典小说欣赏》周先慎北大出版社1992年版 

14、《水浒传资料汇编》朱一玄刘毓忱编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15、《水浒新议》欧阳健萧相恺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16、《水浒争鸣》第1、2、3、4、5辑长江文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1987年 

17、《西游记资料汇编》朱一玄、刘毓忱编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18、《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19、《宋明理学与文学》马积高湖南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 

20、《金瓶梅资料汇编》朱一玄编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21、《金瓶梅研究资料续编》周均韬编北大出版社1991年版 

22、《金瓶梅考证》朱星百花文艺版1980年版 

23、《金瓶梅论集》徐朔方、刘辉编人民文学版1986年版 

24、《金瓶梅之谜》刘辉、杨扬主编书目文献版1989年版 

25、《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巴蜀书社1987年版 

26、《论金瓶梅》胡文彬、张庆善编文化艺术版1984年版 

27、《金瓶梅新论》李时人学林版1991年8月 

28、《金瓶梅西方论文集》徐朔方编上海古籍版1987年版 



29、《话本小说概论》胡士莹中华书局版1980年版 

30、《话本小说史》欧阳代发武汉大学版1994年版 

31、《通俗小说的历史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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