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言古籍中的大字探究
<p>文言古籍中的“大”字探究</p><p><img src="/static-img/fRJy
SEXtjQo6gFdxw6BkkGtwsY6LrW0h1iW-sRlgHCWYLjU_Ld57ZILD
P0-4qAxV.jpg"></p><p>在语文课堂上，一个哭着说太大的语文课代
表，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古代汉语中的“大”字。这个字，不仅是大小、
宽广的象征，更是深远意义和丰富内涵的载体。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
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大”的含义，并揭示其在文言古籍中的重要性。</
p><p>大地之广</p><p><img src="/static-img/fkuoXi4w_pg9ZIed
PkLyIGtwsY6LrW0h1iW-sRlgHCVjDrpUCn_11b-0kLZVPuuKbk6JM
IlnKU2QyMYdh2tBNs0eaqe4JjN7TfKmOMTsHrBMhyMmLNcbk2h
2vmI_K-L5_uaVuyAViEjBfpbNpuEiOBf1r5hYUTrDdJ_ym7gOJKW
O1BRdLg7LAH6eRJMz0OP-.jpg"></p><p>“天下无处不有我中华”
，中国自古以来就被誉为“五千年文化名城”。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
河中，“大”更多地是一个相对概念，它用来描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辽
阔领土、强盛国力以及悠久文化。《史记》、《资治通鉴》等典籍中，
“大”字常常与土地、疆域联系在一起，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国家统一
和扩张的一种渴望。</p><p>天空之高</p><p><img src="/static-im
g/RZhKImXFdXlYTrV-eCJpl2twsY6LrW0h1iW-sRlgHCVjDrpUCn_1
1b-0kLZVPuuKbk6JMIlnKU2QyMYdh2tBNs0eaqe4JjN7TfKmOMT
sHrBMhyMmLNcbk2h2vmI_K-L5_uaVuyAViEjBfpbNpuEiOBf1r5h
YUTrDdJ_ym7gOJKWO1BRdLg7LAH6eRJMz0OP-.jpg"></p><p>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代表宇宙万物之源头，其本质就是无边际无
尽的大。《易经》里提到：“天生于水，以万物为刍狗”，这里面的“
天”指的是宇宙最终不可触及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又包含了所有事物。
这意味着每个小事都是由更大的宇宙所支持，这种宏观上的理解使得人
们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与有限，同时也激发了他们追求更高目标的心理
动力。</p><p>人心之伟</p><p><img src="/static-img/P9AMRQK
Xq-4nsovnoDH0YmtwsY6LrW0h1iW-sRlgHCVjDrpUCn_11b-0kLZ



VPuuKbk6JMIlnKU2QyMYdh2tBNs0eaqe4JjN7TfKmOMTsHrBMh
yMmLNcbk2h2vmI_K-L5_uaVuyAViEjBfpbNpuEiOBf1r5hYUTrDd
J_ym7gOJKWO1BRdLg7LAH6eRJMz0OP-.jpg"></p><p>“人心齐
如矢，众志成城。”这是孔子所说的关于集体力量的一句话。他认为，
只要团结一致，就能达到惊人的效果。在《论语》、《孟子》等儒家经
典书籍中，都有这样的思想表达。这些书籍通过描绘历史人物和故事，
强调了集体主义精神和个人牺牲于群体利益的情况，这些情景都蕴含着
对“大”的另一种解释——规模巨大的社会共识和行动能力。</p><p>
道德之崇</p><p><img src="/static-img/REctT3mzbOKVZ9wvEx3
OBmtwsY6LrW0h1iW-sRlgHCVjDrpUCn_11b-0kLZVPuuKbk6JMIl
nKU2QyMYdh2tBNs0eaqe4JjN7TfKmOMTsHrBMhyMmLNcbk2h2
vmI_K-L5_uaVuyAViEjBfpbNpuEiOBf1r5hYUTrDdJ_ym7gOJKWO
1BRdLg7LAH6eRJMz0OP-.jpg"></p><p>《道德经》，作为老子的
著作之一，是中国哲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在其中，“道即为
‘道’”，它是一种超越空间时间的普遍原则，是一切存在背后的根本
原因。“道”的特点是超乎寻常，大而且包容，使得它成为了一种神圣
而不可侵犯的事实。这意味着，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大”
的概念总是伴随着尊重、敬畏甚至恐惧的情感出现。</p><p>知识之博
</p><p>学者们通常会使用术语如“浩瀚知识海洋”，来形容那些庞大
的知识体系，如医学、法律、工程技术等领域。而在文学作品中，比如
杜甫诗歌里的“我欲吞吐山河间，一笑倾覆乾坤壳。”这样的想法，也
展现了一种对于知识面广泛性的赞美，以及对自然世界力量的大胆把握
。这也是现代人对于科学技术进步态度的一种表现形式，即既欣赏其巨
大的可能性，又警觉其潜在风险。</p><p>情感之深</p><p>在文学创
作尤其是诗词歌赋中，“大”往往用以形容感情深沉，或情感波澜壮阔
，如李白的《静夜思》，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它们共同构成了一
个多维度的情感表达系统，其中蕴含了作者对于家乡故土的情怀，对未
来未知世界的心境，以及对生命本身价值的大彻悟。此类作品让读者能
够感受到那份难以言喻却又触动灵魂深处的情感，是一种超越语言界限



的大智慧、大情怀、大艺术表现形式。</p><p><a href = "/pdf/60826
3-文言古籍中的大字探究.pdf" rel="alternate" download="608263-
文言古籍中的大字探究.pdf"  target="_blank">下载本文pdf文件</a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