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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散文简史》是在我多年讲授&ldquo;中国古代散文&rdquo;这门课程的讲义的基础上修
订而成，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散文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评介各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家和作品，探
索各个时期散文刨作的特点以及古代散文发展演变的规律。
由于授课对象、授课时数的限制，只能重点讲授占代散文发展的重要时期和重要作家；又由于学生没
有配套的《中国古代散文选》，因而书中在评介作家创作时较多地引用了散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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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散文的概念、特征　　我国占代散文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的散文，与诗歌、小说、戏曲相对应不仅包括记言、记事、抒情、写景、论说、杂感以及经传史
书之类而且还包括辞赋和骈文。
狭义的散文指散体文，又称&ldquo;古文&rdquo;，与骈文相对应，句式以散行单句为主，风格主要为
质朴自然。
　　谭家健先生在《中国古代散文若干焦点之探讨》一文中说：&ldquo;散文最根本的特征在于&lsquo;
散&rsquo;，即自由活泼，没有严格的文体规则。
从形式看，散文不像诗歌那样，要求句式整齐，有规则的押韵。
近体诗和词、曲还要求固定的字数，讲究平仄，在一定位置必须使用对仗，等等。
散文不像小说那样，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而且必须出于虚构。
更不像戏剧那样，要说明人物出现的时间和地点，要有动作，对话，唱词，还必须符合音乐方面的种
种规格。
散文的文体形式几乎是没有限制的，句子可长可短，可多可少，可骈可散，可韵可白，可雅可俗。
&hellip;&hellip;从内容看，散文也不同于其他文体。
诗歌长于抒情写景，而不长于议论和叙事。
小说擅长讲故事，不适于说理写景。
戏剧长于再现活动、场景和情绪，不宜于发议论，也不可能表现无法见诸视觉和听觉的东西。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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