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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文学(下)(修订版)》是为卫星电视教育培训在职中学语文教师而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教材
，全面系统讲授中国文学的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注重培养中学教师阅读、分析和评价古代文学的能
力。
全书二册，下册分宋辽金、元、明、清、近代五编，每编内按文体分章节论述中国文学的发展源流及
作家作品，章前有学习提示，章后有复习思考题。
这次修订，根据新的教学大纲增删了个别内容，文字上也有修改，与《中国古代各体文学作品选讲》
（上下二册）和新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中下三册）配套发行。

《中国古代文学(下)(修订版)》亦可供教育学院、自学考试以及各类夜大、函大、业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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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宋辽金文学是指从公元960年北宋建国至1279年南宋灭亡，有宋一代与辽金政权时期所发生的文学现象
。
宋代分两个时期。
从公元960年赵匡胤建国至1127年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掳北国，建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史
称北宋。
1127年宋高宗赵构于商丘称帝，后改都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史称南宋。
北宋168年，南宋152年，两宋共三百二十年。
北宋、南宋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很不平衡，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始终交织在一起，这种特殊
的历史局面，对于宋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起落幅度很大。
北宋建国初，由于唐末五代战乱。
田地荒芜现象严重。
太祖、太宗时期，为维护统一政权，政府曾多次下令地方官招诱流民归业，奖励土地垦殖，利用戍兵
并鼓励农民兴修水利。
由于南北方交通障碍的消除，南北方的生产经验与农作物品种得以广泛交流与交换，加之农民生产积
极性的提高，对农业生产工具的大力改进，几十年的时间内，北宋的经济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
真宗时垦田达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多顷，仁宗时全国人口竟有一千零二十九万多户。
圩甲、山田、淤田、沙田、葑田普遍耕植；踏车、秧马、水车等先进农具大量使用；稻、麦、茶、甘
蔗许多作物管理技术都有改进提高，农业发展很快。
随着农业的发展，城市工业也一时兴盛，造船、印刷、兵器制造、矿冶、纺织、制瓷等各业都发展起
来，于是商业也很快繁荣。
城市人口迅速集中，大城市相继出现。
北宋都城汴京是“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急驰于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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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文学(下)(修订版)》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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