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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习辅导与习题集》的基本框架分为知识提要和习题与参考答案两大部分：知识提要部分按照
所配套经典教材的章节顺序讲述知识点、考点；习题与参考答案部分大致分为名词解释、填空、选择
、判断、简答、论述、分析等题型，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知识点，同时又吸收了近年来各高校的考研真
题、期末试题等。
这种编写方式，题量适中，覆盖面广，重点突出，考点明晰，既节省了广大考生梳理教材的大量宝贵
时间和精力，又可以让考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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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中国文学史知识提要　　先秦文学　　先秦时期是我国文学的发生期，先秦文学是我国
文学的源头，它指的是秦代以前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
从体裁上看，先秦文学的主要成就在于诗歌和散文。
先秦文学凸现了中国文学史上数座巍然屹立的高峰：富有现实主义品格的《诗经》，富有浪漫主义精
神的《离骚》，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渊薮的诸子散文，作为古代史家记事文渊源的叙事散文等等，对古
代文学乃至文化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章 上古神话　　（一）一般了解神话的起源、性质、类型。
　　（二）能够就几个著名神话进行讲解分析。
　　比如《共工怒触不周之山》反映了原始人对某些自然现象的幼稚解释以及大胆的想象、探索。
《女娲补天》反映了古代人类对自然灾害的斗争，概括了人类智慧和对自己力量的自信。
　　（三）理解掌握古代神话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神话历史化及神话原型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第二章 《诗经》　　（一）了解《诗经》的编订和体制及“四家诗”。
　　（二）掌握《诗经》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诗经》对后代文学的影响非常深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是它开创了我国诗歌的现实
主义优良传统。
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精神，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密切关注现实、国家命运和民生
疾苦。
其次，它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借鉴。
再次，它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诗经》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民歌，朴素清新，生动活泼，和谐自然，给后世文人学习民间文学开辟
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章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一）掌握记言叙事文之祖《尚书》和《春秋》的定义。
　　（二）掌握《左传》的叙事和记言的特点。
　　《左传》是先秦史家叙事文体式的最高典范。
首先，它以春秋时期两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为背景，塑造、再现了一批极富个性的人物形象。
其次，非常注重细节描写。
其三，有比较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
其四，章法谨饬有度，字句精严。
　　（三）了解《国语》的文学成就。
　　（四）了解《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在先秦散文中，《战国策》最鲜明的特色，是善于用比喻和寓言来达意，它又非常善于叙事，常
常是叙小事而精妙绝伦。
《战国策》文笔生动、清新流丽，又善于把人物活动故事化，尤善渲染气氛，叙事说理，辞采绚丽，
艺术技巧比以往历史散文有新的提高，对后世散文有相当影响。
　　（五）了解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第四章 《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一）掌握《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孟子》一书中的文章有不少内容都是对立双方的论辩，作者常常巧设机关、暗藏杀机，并且善
于用寓言和比喻来说理。
《孟子》中的叙事文字，已具有小说雏形。
《孟子》能围绕一个中心问题详细论述，已接近完整的议论文。
《孟子》的风格是气势磅礴，感情充沛。
　　（二）理解《庄子》的哲学思想是怎样诗意表现的。
　　先秦说理文，最有文学价值的是《庄子》。
《庄子》以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构成了瑰丽的艺术境界，具有散文诗般的艺术效果，它的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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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逻辑推理为主，而是表现出形象恢诡的论辩风格。
　　（三）掌握《荀子》和《韩非子》的散文特色。
　　（四）了解先秦说理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一）掌握楚辞的产生及其定义。
　　楚辞，是公元前四世纪，产生在楚地的一种新诗体。
西汉刘向汇集屈原、宋玉诸人作品和汉人仿作，编成专书，亦名“楚辞”。
楚辞又称“骚”或“骚体”。
　　楚辞的产生，与南部民歌有密切关系，对其产生影响最大的是楚地民间“巫歌”，受到《诗经》
及当时散文的影响，更归功于屈原的创造。
　　（二）了解屈原的生平和作品。
　　屈原，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和作家，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曾担任左徒、三闾大夫
等职。
古人曾感慨日：“楚之治乱存亡，系于屈子一人。
”　　屈原的诗歌主要包括《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
　　（三）掌握《离骚》的思想内容及主要艺术特点。
　　《离骚》是一篇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逸响传辞，卓绝一世”，表现了诗人崇高的政治理想
和为国献身的伟大精神，表现了诗人崇尚高洁、坚持操守的伟大人格和“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
　　《离骚》的伟大艺术成就：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在诗体
和诗歌语言上也有创造，诗句加上“兮”字运用，增强诗的咏叹抒情气息和音乐美。
　　（四）理解掌握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屈原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创造了全新的诗歌样式，发展了《诗》的
比兴，“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直接影响了汉赋形成，而且为五、七言诗的产生铺平了道路。
屈原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原始神话中包含的不自觉的超现实想象，提升成了自觉的艺
术创作方法。
他的积极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开创了我国文学的浪漫主义的传统。
　　秦汉文学　　秦汉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
　　短暂的秦朝文学成就相当有限，秦政权没有为文学提供适于成长的土壤，但是它在大一统国家的
前提下，所采取的统一思想意识、统一文字等的社会政治措施，对后来的文人和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
的影响。
　　汉代是中国文化定型的关键时期，继承秦朝而来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的社会意识形态建设，以“经明行修”为标准选举士人为官的制度，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文学
发展的重要背景。
一般认为，汉代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赋、散文、乐府和五言诗歌。
汉代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有更深刻之所在：对于文字本身的审美效果的清晰认识，文体的成熟，
文章观念的发展，文学价值的较为普遍的社会意识，文人的增多及其社会地位的提高等等。
这些文学要素的汇聚，使得文学在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有了长足的进展，并呈现出较为自觉的态势
。
汉代虽不是中国历史上文学成就最高的阶段，却对文学传统的塑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了此后
中国文学的形态和方向。
　　第一章 秦及西汉散文　　掌握《吕氏春秋》、《淮南子》的定义。
　　第二章 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　　（一）一般了解散体大赋产生与发展的时代背景、社会心理。
　　（二）了解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的创作特点。
　　第三章 司马迁与　　（一）了解司马迁的生平和《史记》的成书过程。
　　（二）掌握《史记》的叙事艺术。
　　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对复杂
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
　　（三）理解掌握《史记》中人物刻画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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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闾巷之人的人传；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展现；复杂人格的多维透视和旁见侧出笔法。
　　（四）了解《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司马迁以其《史记》，开创了我国的纪传体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
司马迁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这一种新体例，改变了此前史书体例、
结构上的单一性。
　　《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无不
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
《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第四章 两汉乐府诗　　（一）掌握“乐府”和“乐府诗”的定义。
　　（二）理解掌握乐府诗娴熟巧妙的叙事手法。
　　第五章 东汉辞赋　　（一）一般了解京都赋的崛起情况。
　　（二）了解抒情赋的创作情况。
　　第六章 《汉书》及东汉散文　　（一）了解班固的生平及《汉书》的写作。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规范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并开创了后来相沿不替的断代史
体例。
班固使司马迁首先创设的纪传体更加稳定、完善，从而成为后世正史修撰的唯一模式。
　　（二）一般了解《吴越春秋》、《论衡》和《潜夫论》的创作特点。
　　第七章 东汉文人诗　　（一）一般了解班固、张衡、秦嘉的诗。
　　（二）一般了解郦炎、赵壹、蔡邕的五言诗。
　　（三）掌握《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及其在我国五言诗史上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第一次高峰，是文学“自觉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文学，可分为建安文学、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南北朝文学几个阶段。
要注意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多阶段性。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特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从民间文学与政教文学向文人文学的转变，文人
文学传统的正式形成；文学中人主题的突出，从政教文学向性情文学的发展；文体意识的突出及文体
的大发展，由形式技巧而形成文体。
诗歌是这一时期最为发达的文学样式，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体裁和文学理论，都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
　　第一章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一）掌握“三曹”的定义，并能结合他们的代表作品，分析
其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把握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二）掌握“建安七子”的定义及他们的创作情况。
　　（三）掌握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
　　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表现；浓郁的悲剧色彩。
　　（四）了解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诗风的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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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习辅导与习题集》不仅适用于研究生入学考试、本科生自测，亦适用于专升本、自学考试、
在职考试的广大考生，还可为高校教师编制考题提供参考，是一套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的辅导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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