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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中文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它讲的是从上古一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历史悠久，其起源，约略同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
其后几千年，文学的发展尽管有时出现高潮，有时陷于低谷，但始终不曾中断，就像长江一样绵延不
绝。
漫长的历史上曾经产生出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作家和数不清的优秀作品，出现了多姿多彩的体裁、题材
、风格、流派，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文学潮流和文学理论， 内容极其丰富。
这是一笔无比宝贵的文化遗产。
同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学相比，我国的古代文学在独特的地理环境、语言文字，独特的历史进程和思想
文化传统等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征。
在世界民族文学之林，我国古代文学以自己无比辉煌的成就和无比鲜明的独特风貌，占有重要的地位
。
　　学习这门课程的目的，是使同学们更广泛地接触我国古代文学作品，认识古代文学的特点，了解
古代文学的演进历程和发展规律，体悟古代文学所蕴涵的人文精神。
这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加强人文修养，提高审美能力，都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属于一门历史性学科。
大家知道，任何一门历史性学科，都是由基本史料和基本观点构成的。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来说，所谓基本史料，主要是指古代文学作品，此外，也还应包括诸如作家生平
、社会背景、重要古籍的体例与流传等等一些基本常识。
所谓基本观点，是指对于作家作品成就的评价，对于重要文学现象的分析，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揭示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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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记录，暗寓褒贬，+表达了孔子的政治态度和社会理想，贯穿着无比鲜明的为当代服务的意识
。
《论语》是孔子后学对孔子言行的记录，集中体现了儒家学说，讲的完全是现实社会问题。
它所昭示的以“仁义礼智信”为准则的道德观念、以“为政以德”为核心的政治观念以及一套伦理准
则、中庸哲学，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石。
《论语》较之《尚书》，语言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文字变得浅易了许多，文风疏朗，言简意丰，颇耐人寻味。
《墨子》表达了小生产者的理想，反对战争，提倡“兼爱”、“尚贤”、节俭等等。
义风朴素，讲究逻辑性。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奠基性著作，它以极其简约的语言和一种韵散间出的形式，表达了老子的宇宙
观、社会政治理想和辩证法思想。
4.战国文学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是我国的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经历了同样带有根本性的一场社会变革。
首先是阶级关系的变化，周天子衰微，上层贵族地位下降，下层庶民地位上升。
阶级关系在各国间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和各国内部接连发生的动荡中，不断进行着大调整。
随之而来的就是思想文化的变化，西周春秋时期的礼乐制度颓然崩溃，新思想、新学说油然而生。
在这场思想文化的革命中，新的社会阶层“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上”是介乎贵族与庶人之间的一个阶层，他们是在春秋时期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新
一代知识分子。
旧贵族的衰落，旧的“学在官府”制度的解体，使得士人成为文化变革与发展的承担者，成为当时社
会大舞台上一支十分活跃的生力军。
他们出于对社会强烈的责任心和对自然、对人生的关怀，游说诸侯.聚徒讲学，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
主张，申明自己的社会理想，从而形成_r代表不同阶级与阶层利益的学派，形成了家争鸣”的局面。
当时比较重要的学派有儒、墨、道、法四家，此外还有阴阳家、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
等。
他们的主张虽然不同，可是在立足社会现实、大胆张扬个性、思想自由独创等方面，却有着一致性。
思想文化领域的“百家争鸣”局面，促成了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
成就最突出的是散文。
散文可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类。
历史散文的代表作是《左传》、《国语》和《战国策》。
就像孔子通过修订《春秋》来表达对现实的关注一样，这些历史著作也是要在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中为现实行为寻找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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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文学史(1先秦至魏晋南北朝)》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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