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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
社会的历史沉积。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
。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
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
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套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
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
薄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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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是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中国古代政治史话：八股文》为丛书之一，介绍了八股文的有关内容。
　　《中国古代政治史话：八股文》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
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八股文/中国文化知识读本>>

书籍目录

一、八股文简介二、八股文的发展演变三、八股文与古代教育四、对八股文的批判五、八股文在历史
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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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八股文的结构及其作法　　八股文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僵化的，就文章的形式而言，文章的
结构和各部分的作法也都有一定的规范和要求，写作者只能按照固定的结构填充内容。
八股文的结构，通常由题前和正题两部分组成。
题前部分的内容主要是解释题义，说明题目本身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并由此引出自己的见解，这一部
分主要包括破题、承题、起讲。
正题部分通常要有起二股、中二股、后二股、束二股，作成八股，这是全文的核心部分，正题部分要
求根据题意阐发儒家的有关思想，即“代圣贤立言”，同时还要写作者表达自己的认识。
八股之后还要有结束语，要总括、照应全文。
除此之外，八股文中还有人题、出题、过接等名目。
　　1.破题　　“破”是解开、分析的意思，文章开篇先点破文题，说明题意，这就叫“破题”。
八股文破题的文字规定只用两句，这两句说明题意时，必须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的注释相一致
，不允许随意解释，也不能直说题义。
破题的文字可以对偶，也可散行。
破题最后一字，清代科举考试中要求要用一个单音节虚词，如焉、也、矣等。
同时，破题不准直呼圣贤的名姓，如果直呼姓名就是对圣贤的不敬，比如提到孔子、孟子、周公等人
时，要用“圣”“圣人’，遇到孔子的弟子颜回、曾子等时，要称“贤者”。
　　要作好破题，—定要既透彻又概括，长而复杂的题目，要用简单的两句话把它点明，一两个字的
题目，则要用多一点字数的两句话把它说透。
破题破得好，首先要学会“认题”，就是理解题意，在落笔之前，先要认真思考，在理解题意上多下
工夫，否则不容易抓住要领。
常见的破题方法有明破、暗破、顺破、倒破、正破、反破等。
清代人梁章钜的《制艺丛话》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明代有个叫赵时春的人，年少时就聪明过人，9岁
时参加童子试，八股文作得很好，考官怀疑他是找别人代作的，当场以“子日”为题让他破题。
赵时春马上破道：“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接着考官又用他的名字“赵时春”三个字让他破题，赵时春又立刻回答道：“姓冠百家之首，名居
四序之先。
”赵时春的两个破题十分巧妙，前者借用了苏轼《韩文公庙碑》中的两句话，句中暗含“子曰”的意
思，后者用“姓冠百家之首”暗指“赵”字，用“名居四序之先”暗指“时春”两个字，这里用的都
是“暗破”，这个故事被后人传为美谈。
　　2.承题起讲入题　　在破题后，一般用三四句话进一步说明题义，并根据所破题义指明作者文章
的主要意图，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部分叫做“承题”。
承题的开头用“夫”“而”“盖”等单音节虚词，末尾用“耳”“焉”“矣”等虚词。
承题提到孑L孟等圣贤时不用避讳他们的姓名，可以直接说，这和破题的要求不一样。
　　作八股文时一定要注意破题与承题之间的关系，因为承题的文字从破题而来。
八股文的写作者常常追求两者的相反相成，如正破用反承，顺破用倒承等等，要求两者如“双龙抱珠
”，忌讳“破自破，承自承”，所以，以前论说八股文的作法时，经常以“破承”为名，一起论述。
　　破题、承题之后是起讲，也叫“小讲”，主要内容仍然是引申、讲明题义，或者说明题目内容的
背景等等。
起讲开头多用“且夫”“尝谓”“若日”等双音节词，也可以用“且”“而”等单音字。
明代八股文的起讲一般为三五旬，清代为十句左右，根据内容可以增缩。
起讲时要开始“人口气”，即用古代人的语气行文，这是起讲的文字与破题、承题的明显区别，起讲
可以用排偶，也可以用散行。
　　以上三部分都是在说明、解释题意，不要求作者发挥，文章还没有进人“正题”，所以是题前部
分。
以上三部分作完之后，还要有一两句或三四句把文章引入正题的过渡的话，这叫“入题”，也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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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领题”“落题”“领上”。
人题的作法一般是题目有上文的，要领上文入正题；题目有下文的，要照应下文；也有领上文兼照应
下文的，人题时要点明本题所论内容的界限。
　　3.分股　　以上几个部分作完后，文章就进入正题了。
八股文正题要根据题意加以具体发挥，阐述作者对题意的理解和认识，表现作者的看法，要用古人口
吻阐发儒家思想，“代圣贤立言”主要体现在这一部分。
这部分共有“起二股”“中二股”“后二股”“束二股”八股，要求用对偶的文字。
“起二股”后有“出题”，“中二股”与“后二股”中间可以有“过接”，这两个部分可以用散句。
　　起二股也叫“初股”“初比”“提比”，每股四五句至八九句。
起二股内容以总论、虚说为主，不宜写得太实，要点出题意而又不把题意说尽，并要为后文留下余地
，文字宜短不宜长。
提比之后通常要用一两句或三五句散句点出题目，叫“出题”或“点题”，有的在入题部分已经点题
，此处即不再用出题。
出题与人题不同，入题重点在从题意上把文章引入正题，出题是从文字上把题目点出来。
　　中二股与后二股是阐发题意的主要部分。
中二股前面如有点题，那么应紧接题目从正面加以发挥。
中股要回答文题中提出的问题，要把题目中的问题阐发清楚。
写作时要注意中二股和后二股之间的关系，写中股要为后股留有余地，如果文题是“两扇题”，中股
可以在上半题上下工夫，后股在下半题中多用笔墨。
中股文字可长可短，短的每股四五句，长的可以十几句。
　　后二股从中二股承接而来，中二股没有说到或说得不够的时候，后二股要说全、说尽，可以尽力
发挥，通过联想等手法拓宽题意，使题意显得更加丰富，也可以就前边的议论加以咏叹、发表感想。
后二股是写作者最卖力写作的部分，通常每股十来句到二十几句，如果中二股字数较多，后二股也可
以缩短，由于字数较多，又叫做“后二大股”。
后二股开头常用虚词，如果文章是进一步发挥的，常用“且”“况”“或谓”等；如果是承前说明原
因的，常用“盖”“惟”“若此”等字。
　　如果前六股还没有说尽文义，那么可以用束二股收尾，或者总括全篇。
束二股在八股文结构中不是必需的，如果前六股已经把题意说尽，束二股则可以省略。
束二股通常较短，一般每股二三句或三四句，所以又称为“束二小股”或“二小股”。
　　4.结语　　八股文的结尾处一般有一两句收束全文的话，叫做结语，也叫收结、落下。
多用散句，不用排偶。
八股文各部分之问要有内在联系，全篇文章的逻辑关系要清晰，要讲究“起承转合”。
所谓“起承转合”，即破题是解释题意的，这是八股文章的“起”；承题、起讲进一步阐发题意，从
而引出“人题”的文字，“承题”“起讲”“人题”是八股文的“承”；八股文阐发作者的认识，用
排比、对偶，是八股文的“转”；文章结尾的结语是八股文的“合”与“收”。
　　八股文的结构吸收了古代诗文的结构，依据这种结构写文章，条理比较清楚，但过于程式化，束
缚了文人的思想。
文章写作有法而无定法，八股文之所以没有生命力，原因之一就是它违背了“文无定法”的法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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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八股文也称“时文”、“制艺”、“制义”、“八比文”、“四书文”，是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
的一种特殊文体。
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
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
　　《中国古代政治史话：八股文》为“中国文化知识读本”系列之一，以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
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八股文的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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