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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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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倢伃

捣素赋

扬雄

逐贫赋

张衡

归田赋

赵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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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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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赋

王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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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桢

大暑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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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行记

李孝光

大龙湫记

麻　革

游龙山记

宋　濂

游钟山记

刘　基

松风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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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龙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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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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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桭臣

宁古塔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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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枚

游桂林诸山记

姚　鼐

登泰山记

游媚笔泉记

洪亮吉

游天台山记

恽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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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信

哀江南赋序

王勃

滕王阁序

陈子昂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李白

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苏预

秋夜小洞庭离宴序

梁肃

周公瑾墓下诗序

韩愈

送孟东野序

送李愿归盘谷序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张中丞传后叙

李翱

题燕太子丹传后

白居易

荔枝图序

柳宗元

送薛存义序

愚溪诗序

送僧浩初序

送诗人廖有方序

皇甫湜

顾况诗集序

杜牧

太常侍奉礼郎李贺歌诗集序

皮日休

读司马法

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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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氏文集序

新五代史伶官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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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薛公期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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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石昌言北使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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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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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

黄楼赋序

黄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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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家弟幼安作草后

跋王荆公禅简

题东坡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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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格非

书洛阳名园记后

李清照

金石录后序

陆游

题跋三则

跋李庄简公家书

跋花间集

跋傅给事帖

朱熹

送郭拱辰序

文天祥

指南录后序

元好问

送秦中诸人引

吴澄

送何太虚北游序

钟嗣成

录鬼簿序

宋濂

送东阳马生序

归有光

周弦斋寿序

茅坤

青霞先生文集序

汤显祖

牡丹亭记题词

徐光启

甘薯疏序

袁宏道

叙小修诗

冯梦龙

序山歌

张鼐

题尔遐园居序

宋应星

天工开物序

张岱

陶庵梦忆自序

张煌言

奇零草序

叶燮

密游集序

蒲松龄

聊斋志异自序

方苞

送左未生南归序

郑燮

题跋二则

题画·竹

靳秋田索画

刘大櫆

海舶三集序

姚鼐

左仲郛浮渡诗序

汪中

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序

龚自珍

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王拯

媭砧课诵图序

严复

译《天演论》

章炳麟

革命军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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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

宫之奇谏假道

子罕以不贪为宝

子产不毁乡校

《国语》

邵公谏厉王弭谤

叔向贺贫

王孙圉论楚宝

范蠡论持盈定倾节事

《战国策》

邹忌讽齐王纳谏

陈轸止昭阳攻齐

鲁仲连论用人之长

江一对荆宣王

庄辛说楚襄王

触龙说赵太后

吴起论山河之险不足恃

季梁谏攻邯郸

《老子》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三十辐共一毂

其安易持

天之道

《论语》

学而（节选）

为政（节选）

述而（节选）

子罕（节选）

先进（节选）

子路（节选）

季氏（节选）

子张（节选）

《墨子》

兼爱·上

非攻·上

《晏子春秋》

晏子对景公问

晏子使楚

灵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

《易传》

系辞（节选）

《列子》

杞人忧天

愚公移山

施氏与孟氏

九方皋相马

《孟子》

揠苗助长

天时不如地利

弈秋

鱼我所欲也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庄子》

逍遥游（节选）

不龟手之药

庖丁解牛

秋水（节选）

痀偻承蜩

运斤成风

马蹄（节选）

《荀子》

劝学（节选）

马骇舆

天论（节选）

东野毕之驭

宋玉

对楚王问

《韩非子》

和氏之璧

喻老（节选）

观行

大体

外储说左上（节选）

自相矛盾

《礼记》

苛政猛于虎

教学相长

博学

诚意

《吕氏春秋》

察令

察传

贾谊

（服＋鸟）鸟赋

《淮南子》

子发求士

塞翁失马

刘向

晏子治东阿

赵王鼓瑟

叶公好龙

反裘负刍

扬雄

解嘲（节选）

范缜

神灭论

韩愈

原毁

师说

杂说（四）

刘禹锡

陋室铭

儆舟

李翱

国马说

柳宗元

种树郭橐驼传

临江之麋

黔之驴

永某氏之鼠

陆龟蒙

蠹化

罗隐

辨害

宋祁

舞熊说

欧阳修

杂说三首（其二）

朋党论

周敦颐

爱莲说

刘敞

说犬马

王安石

伤仲永

苏轼

日喻

杨时

言默戒

张耒

讳言说

说爱

郑刚中

人面竹说

罗大经

能言鹦鹉

姚镕

蜀封溪之猩猩

戴表元

豢夸二氏戒

邓牧

名说

宋濂

商於子驾豕

申屠敦献鼎

刘基

狙公

卖柑者言

薛瑄

河崖之蛇

马中锡

中山狼传

何景明

说琴

张元忭

遗子说

钟惺

夏梅说

黄宗羲

怪说

王夫之

论梁元帝读书

俞长城

罢弈文

全镜文

戴名世

醉乡记

袁枚

黄生借书说

纪昀

丁一士

河中石兽

钱大昕

弈喻

崔述

冉氏烹狗记

沈起凤

壮士缚虎

管同

记鸽

刘开

问说

刘蓉

习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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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

桃花源记

杨衒之

白马寺

洛阳大市

李华

中书政事堂记

韩愈

画记

燕喜亭记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蓝田县丞厅壁记

柳宗元

捕蛇者说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

刘禹锡

救沉志

白居易

庐山草堂记

孙樵

书何易于

王禹偁

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范仲淹

岳阳楼记

欧阳修

丰乐亭记

醉翁亭记

真州东园记

泷冈阡表

苏舜钦

沧浪亭记

苏洵

张益州画像记

木假山记

钱公辅

义田记

曾巩

墨池记

道山亭记

越州赵公救灾记

王安石

伤仲永

苏轼

喜雨亭记

超然台记

放鹤亭记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苏辙

黄州快哉亭记

武昌九曲亭记

洪迈

稼轩记

何耕

录二叟语

朱熹

记孙觌事

周密

观潮

王若虚

焚驴志

谢翱

登西台恸哭记

马祖常

石田山房记

宋濂

阅江楼记

刘基

苦斋记

高启

书博鸡者事

崔铣

记王忠肃公翱三事

归有光

项脊轩志

先妣事略

寒花葬志

沧浪亭记

徐渭

豁然堂记

袁宏道

畜促织

识张幼于惠泉诗后

魏学洢

核舟记

张岱

柳敬亭说书

张溥

五人墓碑记

黄淳耀

李龙眠画罗汉记

施闰章

就亭记

汪琬

周忠介公遗事

林嗣环

口技

戴名世

数峰亭记

方苞

狱中杂记

全祖望

梅花岭记

袁枚

书鲁亮侪

蒋士铨

《鸣机夜课图》记

姚鼐

袁随园君墓志铭

梅曾亮

记棚民事

龚自珍

病梅馆记

薛福成

观巴黎油画记

徐珂

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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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西京杂记》

画工弃市

东方朔设奇救乳母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

匡衡勤学

韩嫣金弹

秋胡戏妻

干宝《搜神记》

董永

干将莫邪

韩凭妻

二华之山

嫦娥

宋定伯卖鬼

李寄

刘义庆《世说新语》

登龙门

管宁割席

身无长物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新亭对泣

七步成章

庾子嵩作《意赋》

东床坦腹

小儿辈大破贼

悬河写水

举却阿堵物

击壶为节

三横

王仲宣好驴鸣

传神阿堵

杖头挂百钱

雪夜访戴

郝隆晒书

渐至佳境

望梅止渴

咄咄怪事

王蓝田性急

谢无奕性粗强

华亭鹤唳

简文不识田稻

王敦初尚主

魏甄后惠而有色

卿卿我我

刘饣束《隋唐嘉话》

隋炀帝嫉才杀薛道衡

李靖武略

文德皇后贺主圣臣忠

阎立本视张僧繇旧迹

虞监论书

贾嘉隐巧对

娄师德论唾面自干

刘肃《大唐新语》

李昭德奏罢武承嗣左相

李适之性简率

耻居王后，愧在卢前

张宣明富词翰

元夕诗三人为绝唱

张由古无学术

李肇《唐国史补》

兖公答参军

王积薪闻棋

李廙有清德

崔膺性狂率

任迪简呷醋

崔昭行贿事

故囚报李勉

近代宰相评

叙时文所尚

段成式《酉阳杂俎》

僧一行天文异事

范阳山人水画

宋青春运剑

飞天夜叉术

天翁张坚

蚁

道政坊宝应寺

慈恩寺

沈括《梦溪笔谈》

赫连城

刘晏掌南计

范文正荒政

合龙门

滉柱利弊

范祥钞法

乘隙三例

陈秀公焚地图

何承矩守瓦桥关

雄州北城

正午牡丹与猫睛

以大观小

活版印刷

土气有早晚

种世衡数出奇计

苏轼《东坡志林》

记承天寺夜游

游沙湖

记游庐山

记游松风亭

儋耳夜书

养生难在去欲

记与欧公语

范蜀公呼我卜邻

刘凝之、沈麟士

庄季裕《鸡肋编》

货环饼者不言何物

各地岁时风俗

迪功郎

陕西谷窖

“省记条”推“几乎赏”

三觉侍郎与三照相公

世有自讳其名者

南北雨泽各异

沈念二相公、王三十太尉

俚语见事

陆游《老学庵笔记》

东坡食汤饼

叶梦锡守常州

殿前司军人施全

黄金钗投之江流

汉子

僧行持

尚书二十四曹

孙王交情

白席

士大夫家法

虏官

马从一

周去非《岭南代答》

钦州博易场

蛮刀

食槟榔

桄榔

象

蛮马

春虫

斗鸡

周密《癸辛杂识》

健啖

送刺

故都戏事

大父廉俭

文山书为北人所重

梨酒

白蜡

周密《武林旧事》

元夕

西湖游幸

观潮

岁晚节物

王恽《玉堂嘉话》

鄂王岳飞谥忠穆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岳鄂王

妻贤致贵

朱国祯《涌幢小品》

往役

张岱《陶庵梦忆》

氵仆仲谦雕刻

于园

金山竞渡

柳敬亭说书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

刘乙斋驱鬼

老媪乞药

真山民

伏虎

鬼悲歌

人情狙诈

侠妓

刘拟山掠问小女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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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

曹刿论战

烛之武退秦师

秦晋殽之战

《国语》

召公谏厉王弭谤

敬姜论劳逸

勾践灭吴

《战国策》

苏秦约纵

冯谖客孟尝君

鲁仲连义不帝秦

《史记》

鸿门宴

垓下悲歌

屈原列传

淳于髡传

《列女传》

珠崖二义

《汉书》

苏武传

东方朔传

《三国志》

诸葛亮传

《后汉书》

张衡传

韩愈

圬者王承福传

柳子厚墓志铭

柳宗元

梓人传

《新唐书》

李白传

《资治通鉴》

党锢之祸

火烧赤壁

淝水之战

王安石

许主簿墓志铭

苏轼

方山子传

苏辙

孟德传

袁宏道

徐文长传

张溥

五人墓碑记

方苞

左忠毅公逸事

龚自珍

海门先啬陈君祠堂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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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毅

报燕王书

邹　阳

狱中上梁王书

司马迁

报任安书

杨　恽

报孙会宗书

朱　浮

为幽州牧与彭宠书

马　援

诫兄子严、敦书

李　固

遗黄琼书

孔　融

与曹公论盛孝章

曹　丕

与吴质书

曹　植

与杨德祖书

嵇　康

与山巨源绝交书

刘　琨

答卢谌书

陶渊明

与子俨等疏

范　晔

狱中与诸甥侄书

鲍　照

登大雷岸与妹书

沈　约

答陆厥书

陶弘景

答谢中书书（节选）

丘　迟

与陈伯之书

吴　均

与宋元思书（节选）

与顾章书

王　绩

答刺史杜之松书

骆宾王

与博昌父老书

王　维

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李　白

与韩荆州书

韩　愈

应科目时与人书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答李翊书

答窦秀才书

与陈给事书

柳宗元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与萧翰林俛书

与李翰林建书

李　翱

寄从弟正辞书

李商隐

上河东公启

欧阳修

与高司谏书

曾　巩

寄欧阳舍人书

王安石

答司马谏议书

答姚辟书

苏　轼

上梅直讲书

答李端叔书

与谢民师推官书

苏　辙

上枢密韩太尉书

陆　游

谢葛给事启

唐顺之

答茅鹿门知县二

宗　臣

报刘一丈书

李　贽

又与焦弱侯

袁宏道

与丘长孺书

与丘长孺书

顾炎武

与人书

侯方域

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

夏完淳

狱中上母书

郑　燮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洪亮吉

与孙季逑书

出关与毕侍郎笺

林则徐

又复苏鳌石

林觉民

与妻书

精彩试读

白马寺

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①。佛入中国之始。寺在西阳门外三里②，御道南③。帝梦金神，长丈六，项背日月光明。金神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时白马负而来，因以为名。

明帝崩，起祗洹于陵上④。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图焉⑤。寺上经函，至今犹存，常烧香供养之。经函时放光明，耀于堂宇。是以道俗礼敬之，如仰真容。

浮屠前，柰林、蒲萄异于余处⑥，枝叶繁衍，子实甚大。柰林实重七斤，蒲萄实伟于枣，味并殊美，冠于中京。帝至熟时，常诣取之。或复赐宫人。宫人得之，转饷亲戚，以为奇味。得者不敢辄食，乃历数家。京师语曰：“白马甜榴，一实直牛。”⑦

【注释】

①汉明帝：刘庄，光武帝刘秀之子（公元58年至75年在位）。

②西阳门：当时洛阳城西面由南数起的第二座城门。

③御道：皇帝的车道。

④祗洹（qíhuán音齐环）：中印度摩伽陀国王舍城的“祗树给孤独园”的简称，是“圣林”的意思。印度佛教圣地之一，园中建有精舍，如来佛在其中说法。这里指用来修行佛法的禅房。祗，也作“祇”。

⑤浮图：梵文Buddha（佛陀）的旧译，通常作“浮屠”，是“佛”的全称。但也有把佛塔的音译误译作“浮屠”，因此称佛塔为“浮屠”、“浮图”的。此处即指佛塔。

⑥柰林：果木名，俗称花红，亦名沙果。蒲萄：即葡萄。

⑦榴：指柰林果实。古以石榴为柰属。一实直牛：一个果实值一头牛的价钱。

【今译】

白马寺，是汉明帝建立的。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端。白马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的南面。当时，汉明帝梦见一尊金神，身高一丈六尺，颈项和背部闪耀着太阳、月亮的光芒。这尊金神号称是佛。于是，汉明帝派遣使者到西域去求取，才得到了佛经、佛像。当时用白马驮着佛经回来，因而以“白马”给寺命名。

明帝驾崩后，在他的陵墓上建起了一座修行的禅院。从此以后，百姓的坟上，有的也建筑佛塔。白马寺盛佛经的木匣至今还在，人们常常烧香供奉着它。经匣不时大放光明，照亮了整个殿堂屋宇。因此，僧人和世俗人都来虔诚地礼拜它，就像瞻仰佛的真容一样。

佛塔前，柰林、葡萄都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枝叶繁茂，果实很大。柰林的果实重达七斤，葡萄比枣还大，味道都非常鲜美，在洛阳是最好的。果实成熟的时候，皇帝常常派人去摘取。有时还赏赐给宫女，宫女得到了，又转赠给亲属，当作珍奇的美味。得到的人舍不得立刻吃掉，辗转相赠，竟经过好几家。京城里流传的谚语说：“白马甜榴，一实值牛。”

洛阳大市

出西阳门外四里①，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东南有皇女台②，汉大将军梁冀所造③，犹高五丈余。景明中④，比丘道恒立灵仙寺于其上⑤。台西有河阳县⑥，台东有侍中侯刚宅⑦。市西北有土山、鱼池，亦冀之所造，即《汉书》所谓“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者⑧。

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有刘宝者，最为富室。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十匹。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

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⑨，家藏金穴⑩。宅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

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为《壮士歌》、《项羽吟》?。征西将军崔延伯甚爱之?。正光末?，高平失据?，虎吏充斥，贼帅万俟丑奴寇暴泾、岐之间?，朝廷为之旰食?，诏延伯总步骑五万讨之。延伯出师于洛阳城西张方桥，即汉之夕阳亭也?。时公卿祖道，车骑成列。延伯危冠长剑，耀武于前，僧超吹《壮士》笛曲于后，闻之者懦夫成勇，剑客思奋。延伯胆略不群，威名早著，为国展力，二十余年，攻无全城，战无横阵，是以朝廷倾心送之。延伯每临阵，常令僧超为《壮士》声，甲胄之士莫不踊跃。延伯单马入阵，旁若无人，勇冠三军，威镇戎竖?。二年之间，献捷相继。丑奴募善射者射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恸，左右谓“伯牙之失钟子期?，不能过也”。后延伯为流矢所中，卒于军中。于是五万之师，一时溃散。

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酿酒为业。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季夏六月?，时暑赫晞?，以罂贮酒，暴于日中，经一旬，其酒味不动，饮之香美，醉而经月不醒。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名“骑驴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鸿宾赍酒之藩?，路逢贼盗，饮之即醉，皆被擒获，因此复名“擒奸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

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alt车为事?。有挽歌孙岩，娶妻三年，妻不脱衣而卧。岩因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毛长三尺，似野狐尾。岩惧而出之。妻临去，将刀截岩发而走，邻人逐之，变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后，京邑被截发者，一百三十余人。初变为妇人，衣服靓妆?，行于道路，人见而悦近之，皆被截发。当时有妇人着彩衣者，人皆指为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此?，至秋乃止。

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神龟年中?，以工商上僭，议不听金银锦绣。虽立此制，竟不施行。

【注释】

①西阳门：当时洛阳城的正西门。

②皇女台：《水经注·穀水》：“应劭曰：‘明帝永平五年，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外平乐观。今于上西门外无他基观，惟西明门外独有此台，巍然广秀，疑即平乐观也。’又言：‘皇女稚殇埋于台侧，故复名之曰皇女台。’”

③梁冀：东汉顺帝梁皇后之兄，官至大将军。奢侈骄横，把持朝政近二十年。后为桓帝所杀。

④景明：北魏宣武帝（元恪）年号（500—503）。

⑤比丘：梵语，佛教指出家修行的男僧。道恒：后秦时的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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