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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统经典 伴你一生
1. 本套丛书为全本。所收书目是经史子集中*为经典的著作，以权威版本为核校底本，约
请业内专家进行注释和翻译。注释准确简明，译文明白晓畅。
2. 内部结构上题解、原文、注释、译文各部分自然结合，版式疏朗清新，美观大方。装
帧设计采用布纹面精装，明快典雅，适合各阶层富有精神品位之人士捧读收藏。
3. 低定价。 

内容简介

我国最早的辞赋总集
《楚辞》是西汉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而成的一部诗歌
总集，它作为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我们以《楚辞》注本的集大成之作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为底本，约请专家注释疑
难词句及典故名物；逐段翻译；每篇前的题解，考证写作时间，概述诗歌主旨。在校对
文字、注释及作品辨伪、评析方面尽可能汲取先贤时彦的*研究成果。
本书版本权威，注释简明，翻译晓畅，硬面精装，装帧高雅，是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者的
案头必备书。
  楚辞源远流长、深厚博大，引起历代文人的高度重视，以致使《楚辞》出现了众多的
注本和篇目不同的文本，但始终以东汉王逸的《楚辞》篇目为流传最广、以宋代洪兴祖
的《楚辞补注》为最常见之注本，本书即以学界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汲古阁刊本《楚辞
补注》作为底本。我国最早的辞赋总集 《楚辞》是西汉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
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而成的一部诗歌总集，它作为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
，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我们以《楚辞》注本的集大成之作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
为底本，约请专家注释疑难词句及典故名物；逐段翻译；每篇前的题解，考证写作时间
，概述诗歌主旨。在校对文字、注释及作品辨伪、评析方面尽可能汲取先贤时彦的*研究
成果。 本书版本权威，注释简明，翻译晓畅，硬面精装，装帧高雅，是热爱中国传统文
化者的案头必备书。  楚辞源远流长、深厚博大，引起历代文人的高度重视，以致使《
楚辞》出现了众多的注本和篇目不同的文本，但始终以东汉王逸的《楚辞》篇目为流传
最广、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为最常见之注本，本书即以学界通行的中华书局点
校汲古阁刊本《楚辞补注》作为底本。  本书每篇均包括题解、注释、译文三部分。题
解以简要且能概括全诗内容及艺术特征的语言勾勒出篇章概要。注释包括注音和释词两
部分，难认的字在字后括注拼音，难理解和多解的字词和文化常识等一并出注。注释语
言力求简明准确，极为重要的地方列举多家不同见解，并择其最善者而从之，为读者能
更广泛地借鉴和选择留下思考的余地。对于较长的篇目，采用分段注释，以便于读者能
对照注释迅速参透诗文蕴意，帮助理解诗词的妙处，体会诗篇遣词造句的艺术风格。译
文力求直译，不妄加改动、随意增减，保持诗歌的原生态，或晓畅通达地传达原文喻意
，便于读者更清晰地理解诗作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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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
  【题解】
  关于“离骚”的解释自古以来就歧义迭出，大致分为以下九种：
  一、遭受忧患说。汉刘安《离骚传序》称：“离骚者，犹离忧也。”此说为司马迁采
纳，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用刘安《离骚传序》的内容，并称：“故忧愁幽
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又“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汉班
固《离骚赞序》称：“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后世如颜师古、朱
熹、钱澄之、段玉裁、王念孙、朱骏声等均持此说。
  二、离别的忧愁说。汉王逸《离骚经序》称：“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
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明汪瑗《楚辞集解》、姜亮夫《重
订屈原赋校注》亦持此说。
  三、散去的忧愁说。宋项安世《项世家说》卷八称：“《楚语》伍举曰：‘德义不行
，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韦昭注曰：‘骚，愁也；离，畔也。’盖楚人之语，自
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其后词人仿之，作《畔牢愁》，盖为
此矣。畔谓散去，非必叛乱也。”王应麟《困学纪闻�左氏传》卷六亦同此说。
  四、离为卦名，代表火与光明。明周圣楷《楚宝》称：“离，明也；骚，扰也。何取
乎明而扰也？离为火，火在天则明，风则扰矣。”
  五、牢骚。清戴震《屈原赋注初稿》称：“离骚，即牢愁也，盖古语，扬雄有《畔牢
愁》。离、牢，一声之转，今人犹言牢骚。”游国恩同此说。
  六、楚古曲名，即《劳商》曲。游国恩《楚辞概论》称：“《大招》云：‘楚《劳商
》只。’王逸曰：‘曲名也。’按‘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古音劳在‘宵’部，
商在‘阳’部，离在‘歌’部，骚在‘幽’部，‘宵’、‘歌’、‘阳’、‘幽’，并
以旁纽通转，故‘劳’即‘离’，‘商’即‘骚’，然则《劳商》与《离骚》原来是一
物而异其名罢了。”郭沫若《屈原研究》、何剑熏《楚辞拾沈》赞同此说。
  七、远离忧愁说。钱钟书《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一八则》称：“‘离骚’一词，
有类人名之‘弃疾’、‘去病’或诗题之‘遣愁’、‘送穷’；盖‘离’者，分阔之谓
，欲摆脱忧愁而遁避之，与‘愁’告‘别’，非因‘别’生‘愁’。”
  八、骚为楚地名，即蒲骚说。李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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