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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典文学》是一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书籍，介绍了古典文学发展历程。
主要内容包括：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明代
文学；清代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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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散文&mdash;&mdash;汉赋的渊源和文体特征二、骚体赋，大赋，抒情小赋&mdash;&mdash;汉赋的发
展演进三、赋家之心&mdash;&mdash;赋的文学价值第四节 汉乐府诗和文人五言诗一、感于哀乐，缘事
而发&mdash;&mdash;两汉乐府诗二、直而不野，怊怅切情&mdash;&mdash;东汉文人诗第三章 魏晋南北
朝文学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诗歌一、建安风骨&mdash;&mdash;悯时忧乱，慷慨悲凉二、正始之
音&mdash;&mdash;嵇志清峻，阮旨遥深三、太康诗风&mdash;&mdash;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四、玄言
诗&mdash;&mdash;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五、田园诗&mdash;&mdash;豪华落尽见真淳六、山水
诗&mdash;&mdash;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七、永明体&mdash;&mdash;古体诗向格律诗的演变八、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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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一、骈文&mdash;&mdash;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二、辞赋&mdash;&mdash;体小情微辞向骈
三、散文&mdash;&mdash;科技文学两奇葩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一、《典论&middot;论文》二
、《文赋》三、《文心雕龙》四、《诗品》第四章 隋唐五代文学第一节 隋代文学第二节 唐代诗歌一
、诗歌帝国&mdash;&mdash;唐诗繁荣的表现、原因和分期二、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
年&mdash;&mdash;初唐诗歌三、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mdash;&mdash;盛唐之音四、风兼残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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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hellip;&hellip;第五章 宋代文学第六章 元代文学第七章 明代文学第八章 清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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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汉书》笔法精密，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
霍光和金日磾是西汉中期的两位重臣，他们对西汉王朝的稳定和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汉书&middot;霍光金日碑传》以精细的笔法刻画出二人的庄重谨慎。
然而，两人的谨慎程度又存在差异。
霍光的谨慎止于自身而已，对于其家属则缺少必要的约束。
金日磾则不同，他不但自己尽量杜绝细小的过失，而且对于后代严格管教，把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事
端消灭在萌芽状态。
对于霍、金两个家庭的不同结局，班固运用精细的笔法准确地揭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其次，《汉书》不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
都要特别加以强调，以引起读者的注意。
比如，西汉旧例通常是以列侯为相，先封侯，后拜相。
公孙弘却属例外，他是无爵位而拜相，于是，武帝封他为平津侯。
《汉书&middot;公孙弘传》在叙述此事后写道：&ldquo;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rdquo;这是明确告诉人们，先拜相后封侯的做法是从公孙弘开始的，在此以前绝无仅有。
类似的提示语在《汉书》中还有多处，显得非常醒目。
它有助于读者准确把握汉代各种制度的演变，强化了叙事的力度。
再次，《汉书》的谨严有法，还在于它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规定，并且在全书一以贯
之。
《史记》写轶闻逸事，没有固定的位置。
《汉书》则不同，凡属传闻类的生活小故事几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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