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常谈读书笔记第六章内容(大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
有需要的朋友。

经典常谈读书笔记第六章内容篇一

朱自清的《经典常谈》：10月份读完的第一本书。

自9月份开始翻这本书，前后翻了两遍，今天终于看完了。这
是一本古代文学的入门书。主要是朱自清对一些古代文献典
籍的简介。它们串在一起刚好是古代文学的发展史。书中的
内容更像是一个大学教授讲古代文学的讲义。

读这本书相当于重温了一下大学讲台，把当年在课堂上没听
懂的知识自己弄清楚。像这本书里后面讲的诗词赋文等文体，
要是能举一些例子来具体讲解就更好了。

这本书诚心推荐给中学语文老师读，三星推荐吧。

因为它实在是太浅显，太概括。这样的内容一般的大学教授
都能讲。这本书里没有任何自己的.见解，也没有自己的发挥。
只是写作背景、书的作者、书内容的简介。点到为止，而又
浅尝辄止。不解渴。

经典常谈读书笔记第六章内容篇二

朱自清这部书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传统的“四书五
经”，“十三经”等着作。囊括了经，史，子，集四部的一
些最广为流传，最为经典的著作。在朱自清的这本书的书目



编排顺序上依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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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第，
文第。书中自序中说“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
序，并按照传统的已经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所以这
样一个比较循序渐进的次序也让读者能更好地来理解该书的`
宗旨。朱先生也说，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史，子，集
就必须先从理解字义开始，所以他选择把《说文解字》放在
第一位，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恰可以为一些刚接触这些着作，或者即将接触这些着作的人
提供了一个更为客观、更为辩证地来了解、认识这些着作的
渠道。(.)

朱自清的这本书虽然称作为“经典常谈”，但在我看来其实
这本书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经典常谈”，更深远地来看，
其实还包含着“经典导读”这更深一层次的含义。众所周知，
在国际化程度不断地深入每个人生活时，我们的生活也充斥
着许多新生文化，以至于年轻一代对我们华夏文化的关注越
来越少，面对日益增多的“泊来”文化，已经很少在有家庭
再给孩子接受“传统教育”了。所以能以这样的方式来为我
们的古代文化做一个诠释、代言，一定程度上也能让我们的
华夏文化得以更好地流传。

经典常谈读书笔记第六章内容篇三

读完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它不仅仅是所谓的经典常谈，更是
一本对于经典著作的导读。

纵观世界，现在全球一体化已经深入我们的内心，世界市场
也已经初具规模，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种新的文化，
作为新时代的我们，已经越来越少的在关注我国的传统文化，
越来越少的`家庭会给自己的孩子接受最传统的教育，越来越
少的孩子了解我国古代还有如此精妙的作品，当然这也包括
我自己。在读《经典常谈》这本书之前，我只知道我国古代



有一段时期百家争鸣那段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但我
并不了解它们，直到我读了这本书我才知道，我国古代的作
品，是我国历史上最璀璨，也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虽然，我们目前无法改变这些我国的传统文化正在走向没落
的现状，但我相信就目前而言经典是不会消失的。如果我把
经典比作一个景点，那么这一景点一定需要一个向导，而朱
自清先生的这一本书正好充当了这一角色，他在这本书中详
细介绍了何谓经典，更介绍了这些经典可以流传千古的原因，
在这本夹叙夹议的书中，我了解了我国古代经典的博大精深。

经典常谈读书笔记第六章内容篇四

学校国文教室的黑板上常常写着如下一类的粉笔字：“三礼：
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公米传，穀梁传，左
传。“学生看了，就抄在笔记薄本。

学期考试与入学考试，国文科常常出如下一类的测验题
目：“史记何人所作》资治通鉴何人所作》？”“什么叫四
书？什么叫四史？”“司马相如何代人？杜甫何代人？他们
有哪一方的著作？”与考的学生只消写上人名、书名、朝代
名就是。写错了或者写不出当然没有分数。

曾经参观一个中学，高中三年级上“中国文学史”课，用的
是某大学的讲义《中国文学史要略》，方讲到隋唐。讲义中
提及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杜佑的《通典》，王通的《中
说》等，没有记明卷数，教师就一一写在黑板上，让学生一
一抄在本子上。在教室里立了大约半点钟，没听见教师开一
声口，只看见他写的颇为老练的一些数目字。

书籍名，作者名，作者时代，书籍卷数，不能不说是一种知
识。可是，学生得到了这种知识有什么受用，咱们不妨想一
想。参与考试，如果遇到这一类的测验题目，就可以毫不迟
疑地答上去，取得极限的分数，这是一种受用。还有呢？似



乎没有了。在跟人家谈话的当儿，如果人家问你“什么叫四
史？”你回答得出“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你的脸上自然也会有一副踌躇满志的神色。可惜实际上谈话
时候把这种问题作话题的并不多。

另外一派人不赞成这种办法，说这种办法毫无道理，不能叫
学生得到真实的受用。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他们主张，学
生必须跟书籍直接打交道，好比朋友似的，你必须跟他混在
一块，才可以心心相通，彼此影响，仅仅记住他的尊姓大名，
就与没有这个朋友一样。这个话当然也没有错。可是他们所
说的书籍范围很广，差不多从前读书人常读的一些书籍，他
们主张现在的学生都应该读。而且，他们开起参考书目来就
是一大堆，就说《史记》罢，关于考证史事的有若干种，关
于评议体例的有若干种，关于鉴赏文笔的有若干种。他们要
学生自己去摸索，把从前人走过的路子照样走一遍，结果才
认识《史记》的全貌。这儿就有问题了。范围宽广，从前读
书人常读一些书籍都拿来读，跟现代的教育宗旨合不合，是
问题。每一种书籍都要由学生自己去摸索，时间跟能力够不
够，又是问题。这些问题不加注意，徒然苦口婆心地对学生
说：“你们要读书啊！”其心固然可敬，可是学生还是得不
到真实的受用。

现代学生的功课，有些是从前读书人所不做的，如博物、理
化、图画、音乐之类。其他的功课，就实质说，虽然就是从
前读书人学的那一些，可是书籍不必再从前人的本子了。一
部历史教本就可以摄取历代史籍的大概，经籍子籍的要旨。
这自然指编撰得好的而言；现在有没有这样好的教本，那是
另一问题。试问为什么要这么办？为的是从前书籍浩如烟海，
现代的学生要做的功课多，没有时间一一去读他。为提现代
切用的一些实质，分散在潜藏在各种书籍里，让学生淘金似
的去淘，也许淘不着，也许只淘着了一点儿。尤其为的是从
前的书籍，在现代人看来，有许多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先
秦古籍更有脱简错简，传抄致误，清代学者校勘的贡献虽然
极大，但是否定全恢复了各书的原样，谁也不敢说定；现代



学生不能也不应个个劳费精力在训诂校勘上边，是显而易见
的。所以，为实质的吸收着想，可以干脆说一句，现代学生
不必读从前的书。只要历史教本跟其他学生用书编撰得好，
教师和帮助学生的一些人们又指导得法，学生就可以一辈子
不读《论语》、《庄子》却能知道孔子、庄子的学说；一辈
子不读《史记》、《汉书》，却能明晓古代的史迹。

可是，有些书籍的实质和形式是分不开的，你要了解它，享
受它，必须面对它本身，涵泳得深，体味得切，才有得益。
譬如《诗经》，就不能专取其实质，翻为现代语言，让学生读
“白话诗经”。翻译并不是不能做，并且已经有人做过，但
到底是另外一回事；真正读《诗经》还得直接读“关于雎
鸠”。又如《史记》，作为历史书，尽可用“历史教
本”“中国通史”之类来代替；但是它同时又是文学作品，
作为文学作品，就不能用“历史教本”“中国通史”之类来
代替，从这类书里知道了楚汉相争的史迹，并不等于读了
《项羽本纪》。我想，要说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理由应
该在这一点上。

还有一点。如朱自清先生在这本《经典常谈》的序文里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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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
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
论。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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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古书，培育着咱们的祖先，咱们跟祖
先是一脉相承的，自当尝尝他们的营养料，才不至于无本。
若讲实用，似乎是没有，有实用的东西都收纳在各种学科里
了；可是有无用之用。这可以打个比方。有些人不怕旅行辛
苦，道路几千，跑上峨睸金顶看日出，或者跑到甘肃敦煌，
看一窟寺历代 的造像跟壁画。在专讲实用的人看来，他们干
的完全没有实用，只有那股傻劲儿倒可以佩服。可是他们从
金顶下来，打敦煌回转，胸襟推广了，眼光深远了。虽然还
是各做他们的.事儿，却有了一和新的精神。这就是所谓无用
之用。读古书读的得其道，也会有类似的无用之用。要说现



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这是又一个理由。

这儿要注意，“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万不宜忽略“学
生”两字跟一个“些”字。说“学生”，就是说不是专家，
其读法不该跟专家的一样（大学里专门研究古书的学生当然
不在此限）。说“些”，就是说分量不能多，就是从前读书
人常读的一些籍也不必全读。就阅读的本子说，最好辑录训
诂校勘方面简明而可靠的定论，让学生展卷了然，不必在一
大堆参考书里自己去摸索。就阅读的范围说，最好根据前边
说的两个理由来选定，只要精，不妨小，只要达到让学生见
识一番这么个意思就成。这本《经典常谈》的序文里
说，“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
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他们的结论；一
面将本文分段，仔细地标点，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释。每
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现代学生要
读些古书，急切要用这样的读本。口口声声嚷着学生应该读
古书的先生们，似乎最适宜负起责任来，编撰这样的读本。
可是他们不干，只是“读书啊！读书啊！”的直嚷；学生实
在没法接触古书，他们就把罪名加在学生头上，“你们自己
不要好，不爱读书，教我有什么办法？”我真不懂得他们的
所以然。

朱先生的《经典常谈》却是负起这方面的责任来的一本书。
它是一些古书的“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谁要知道某
书是什么，它就告诉你个什么，看了这本书当然不就是变了
古书，可是古书的来历，其中的大要，历来对于该书有什么
问题，直到现在为止，对于该书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都可
以有个简明的概念。学生如果自己在一大堆参考书里去摸索，
费力甚多，所得未必会这么简明。因这本书的导引，去接触
古书，就像预先看熟了地图跟地理志，虽然到的是个新地方，
却能头头是道。专家们未必看得起这本书，因为“这中间并
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序文
中语）；但是这本书本来不是写给专家们看的，在需要读些
古书的学生，这本书正适合他们的理解能力跟所需分量。尤



其是“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序文中语），近
人新说当然不单为它“新”，而为它是最近研究的结果，比
较可作定论；使学生在入门的当儿，便祛除了狭陋跟迂腐的
弊病，是大可称美的一点。

这本书所说经典，不专指经籍；是用经典的二字的广义，包
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共十三篇。把目
录抄在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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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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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第十三；前头十一篇都就书讲；末了“诗”“文”两篇却
只叙述源流，不就书讲，“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
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
详论”（序文中语）。

经典常谈读书笔记第六章内容篇五

近日读完了朱自清先生的这本《经典常谈》，该书主要是介
绍讲解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书的自序上也说这本
书是学习传统文化的典籍，也可以称作为“国学入门书”。
既然能够称得上“国学入门书”，其分量可谓不言自喻。这
本书的出现也为各个阶层的人群翻阅史籍做了一个很好的指
引。

朱先生这部书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传统的“四书五
经”，“十三经”等著作。囊括了经，史，子，集四部的一
些最广为流传，最为经典的著作。在朱先生的这本书的书目
编排顺序上依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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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第，
文第。书中自序中说“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
序，并按照传统的已经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所以这
样一个比较循序渐进的次序也让读者能更好地来理解该书的
宗旨。朱先生也说，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史，子，集
就必须先从理解字义开始，所以他选择把《说文解字》放在



第一位，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纵观通篇，朱先生不但对每一本著作都做了精辟的解释，并
且在对某些著作的阐述上也加有了他自己的一些认识。比如在
《礼》第五中，朱先生说道：“天生万物，是个很古的信仰，
但最普遍的还是祖先的信仰，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信仰
还是很有力的，但大部分可以说是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
有一些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在《尚书》中，朱先生对
几千年来关于《尚书》的真伪也做了自己的考证，确定伏生的
《尚书》为最原始的真本，但即便如此，朱先生还是建议我
们对这29篇要分别看，因为中间也有一些文章是战国时人托
古之作。所以，这样严谨的态度也恰恰可以为一些刚接触这
些著作，或者即将接触这些著作的人提供了一个更为客观、
更为辩证地来了解、认识这些著作的`渠道。

朱先生的这本书虽然称作为“经典常谈”，但在我看来其实
这本书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经典常谈”，更深远地来看，
其实还包含着“经典导读”这更深一层次的含义。众所周知，
在国际化程度不断地深入每个人生活时，我们的生活也充斥
着许多新生文化，以至于年轻一代对我们华夏文化的关注越
来越少，面对日益增多的“泊来”文化，已经很少在有家庭
再给孩子接受“传统教育”了。所以能以这样的方式来为我
们的古代文化做一个诠释、代言，一定程度上也能让我们的
华夏文化得以更好地流传。毕竟，我们的华夏文化还是需要
下一代来传。

最近读了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一书，自朱自清先生逝
世已62年，看了这本书，书中字里行间都闪现出他嚼饭哺人
孜孜不倦的精神，使人追怀不已，并为其短暂的生命而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