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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822

科目名称：中国古代文学

考纲说明：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位入学考试中国古代文学科目考试内容包括

中国古代文学史（先秦至鸦片战争前），要求考生系统掌握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

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并能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中国古代文学史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

考查目标

1.系统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文学发展规律。

2.理解文学发展史中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

3.能运用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中国古代文学史有关问

题。

考查范围

《中国文学史》 袁行霈主编

总绪论

第一节 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

文学史与文学史学 文学本位 史学思维 文化学视角 文学史著作的当代性

文学史史料学

第二节 中国文学的演进

文学演进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 文学发展的不平衡 俗与雅 各种文体的渗

透与交融 复古与革新 文与道

第三节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

三古、七段 文学发展变化的九个方面 上古期 中古期 近古期 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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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先秦文学

绪论

第一节 中国文学的源头

传说时期的文学 早期文字与书面文学的产生 诗乐舞紧密结合

第二节 先秦文学的形态

文史哲不分 成熟的文学作品的出现 作者和时代难以确定

第三节 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

由巫到史 贵族文学的兴起 士阶层的出现及其文学活动

第四节 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

原始文化与夏商文学 礼乐文化与西周春秋文学 百家争鸣与战国文学 楚地

文化与楚辞

第一章 上古神话

第一节 中国神话的产生和记录

神话的概念、产生和功能 出土资料和文献资料 《山海经》的神话学价值

第二节 中国神话及其蕴涵的民族精神

创世神话 始祖神话 洪水神话 战争神话 发明创造神话 忧患意识 厚生

爱民意识 反抗精神

第三节 上古神话的思维特征

以己观物、以己感物 具体、形象的思维 情感体验 隐喻和象征

第四节 上古神话的散失和演化

神话历史化 神话发展为仙话 神话作为文学的素材 神话原型对后世文学的

影响

第二章 《诗经》

第一节 《诗经》的编定和体制

《诗经》的编定 风、雅、颂 用诗和传诗

第二节 《诗经》的内容

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 农事 燕飨 怨刺 战争徭役 婚姻爱情 《诗经》的现

实精神

第三节 《诗经》的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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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比、兴的手法 句式的章法 风、雅、颂不同的语言风格

第四节 《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抒情诗传统 风雅与文学革新 比兴的垂范

第三章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第一节 从甲骨卜辞到《春秋》

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 记言叙事文之祖：《尚书》《春秋》

第二节 《左传》的叙事和记言

《左传》的成书 《左传》的叙事特征 《左传》的记言文

第三节 《国语》的文学成就

成书及体制 记言为主记事为辅

第四节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成书过程 纵横家思想 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辩丽横肆的语言艺术

第五节 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为史传文学直接祖述 散文创作的楷模 奠定了小说的叙事传统

第四章 《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第一节 先秦说理文体制的逐步成熟

语录体和韵散结合体 对话体和寓言体 独立成篇的专题论文

第二节 《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孟子和《孟子》一书 缜密纯熟的论辩技巧 气势浩然的文风

第三节 《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意表现

庄子和《庄子》一书 寓言为主的创作方法 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想象和虚构

形象恢诡的论辩 富有诗意的语言

第四节 《荀子》和《韩非子》的议论文

严谨详密的论证 犀利峭刻的议论 植根现实的寓言

第五节 先秦说理散文的历史回响

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和形象化的说理方式 影响后世的创作风格 提供了丰富

的文学语言范式

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第一节 楚辞产生的文化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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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文化的交融 战国晚期楚国的政治形势

第二节 屈原的生平和作品

屈原的生平和思想 “楚辞”的含义 楚辞的编纂和屈原作品的真伪

第三节 《离骚》

《离骚》解题 忠君与爱国 美政理想与身世之感 高洁坚贞的人格形象 香草

美人：象征和意境 形式和语言

第四节 屈原的其他作品

《九歌》的巫祭文化背景 缠绵哀婉的风格 对唱的形式与戏曲的因素 《九章》

的记事、抒情与写景 《天问》和《招魂》

第五节 楚辞的流变和屈原的地位

宋玉等楚辞作家 屈原人格力量的垂范 楚辞艺术形式的影响

第二编 秦汉文学

绪论

第一节 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

解读文学典籍的时尚 献纳辞赋的风气 乐府、东观、鸿都门学的设立 游学游

宦的兴盛

第二节 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苞括宇宙、总揽天人、贯通古今的艺术追求 立功扬名的价值取向和圣主贤臣理

想 对机遇和命运的感慨 批判与赞颂的更迭 文人的独立和依附 从浪漫到

现实 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相互促进

第三节 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

作家群体中的经师儒士 铺张扬厉的文风和繁琐的解经习气 文学的重摹拟和

经学的固守师法家法 文学和经学的从繁到简 经学与汉代文学思潮

第四节 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

赋的多源性 辞赋的分工与合流 从《史记》到《吴越春秋》 五、七言诗的孕

育 汉代文学的分期

第一章 秦及西汉散文

第一节 《吕氏春秋》

成书过程及体例 平实畅达的文风 丰富多彩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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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李斯的散文

辞采繁富的《谏逐客书》 体制独特的刻石文

第三节 贾谊的政论文

从陆贾到贾谊 《过秦论》的战国策士遗风 从贾谊到晁错

第四节 《淮南子》及其他散文

《淮南子》的铺张扬厉和浪漫风格 董仲舒、刘向的策对叙录 西汉散文的演变

第二章 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

第一节 骚体赋及“九体”

贾谊与汉初骚体赋 大赋与骚体赋的相辅相成 依傍屈原的系列九体之作 《招

隐士》和《长门赋》

第二节 枚乘和“七体”

梁园文人群体 枚乘独步 《七发》奠定汉大赋体制 “七体”作品的陆续出现

第三节 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

文学中心由地方向中央的转移 《子虚赋》、《上林赋》的创作 帝国形象、一统

观念和时代精神 浪漫的巨丽之美

第四节 扬雄四赋

扬雄四赋的创作 理性精神和人文意蕴 讽谏意图与实际效果的疏离 景物描

写的主题趋靠和多维铺陈 骚体功能的拓展

第五节 西汉其他赋家的创作

设辞类作品的出现及流脉 宣帝朝有关辞赋价值的讨论 《洞箫赋》的生命感应

观念 以悲为美的风尚

第三章 司马迁与《史记》

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

家乡景观与童年生活 家学渊源与转益多师 博览群书与漫游交往 从立言不

朽到发愤著书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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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史记》的人物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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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巷之人的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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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史记》的风格特征

宏廓画面和深邃意蕴 浓郁的悲剧气氛 强烈的传奇色彩

第五节 《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传记文学的开端 先秦文学传统的继承融会 人文精神的弘扬 后代散文、小说、

戏剧与《史记》的渊源关系

第四章 两汉乐府诗

第一节 乐府和乐府诗

乐府与太乐 乐府的兴废 乐府诗的搜集和分类

第二节 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

苦与乐的深刻揭示 爱与恨的坦率表白 乐生恶死愿望的充分展现

第三节 娴熟巧妙的叙事手法

生活镜头的选取 故事情节完整曲折 人物形象各具特色 叙事详略得当 寓

言诗的创作

第四节 异曲新声与诗体演变

楚声与三言、七言体 北狄、西域乐与杂言体 从四言到五言

第五章 东汉辞赋

第一节 班固、张衡的京都赋

京都赋的崛起 《两都赋》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劝百讽一结构模式的突破 空间

方位调遣的别具匠心 《二京赋》与《两都赋》的同异 瑰颖独标的《鲁灵光殿

赋》

第二节 述行赋和抒情小赋

抒发历史沧桑感的述行赋 衰世、乱世和治世之叹 空间位移、时间顺序和感情

脉络的契合 抒情小赋的出现 汉末小赋的批判精神

第六章 《汉书》及东汉散文

第一节 《汉书》

西汉士人宦海沉浮的艺术再现 家族兴衰史的展示 李陵、苏武的悲剧人物形象

精密的笔法 对起始事件的交待 篇末的轶闻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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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吴越春秋》

曲折多变的故事情节 荒幻离奇的浪漫色彩 性格刻画和外貌描写 《吴越春秋》

和《越绝书》的异同及其与吴越文化的关系

第三节 《论衡》和《潜夫论》

《论衡》的选材 疾虚妄的写作宗旨 王充的论辩方式 《论衡》的局限性 《潜

夫论》的批判精神和文风特征 东汉碑文和游记

第七章 东汉文人诗

第一节 班固、张衡、秦嘉的诗

班固诗与张衡诗：质朴和典丽 秦嘉诗：文人五言诗的成熟

第二节 郦炎、赵壹、蔡邕的五言诗

诗坛新风的出现 怀才不遇的感慨 对比鲜明的批判 全身远害的忧患意识

衰世文学

第三节 《古诗十九首》

游子思妇的万般情怀 人生哲理的揭示 痛苦的体验和独特的感受 起兴发端

艺术 审美境界和语言技巧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绪论

第一节 文学的自觉与文学批评的兴盛

文学自觉的标志 从人物品评到文学品评 从文体辨析到总集的编纂 文学理

论体系的建立 新的文学思潮

第二节 动乱中文人的命运与文人的风尚

乱世与乱世文学 文人多遭杀戮的命运 药与酒：生死主题、求仙主题、隐逸主

题

第三节 门阀制度与门阀观念下的文学创作

士族与庶族的对立 寒士的不平 文学家族 宗教与伦理

第四节 玄学对文学的渗透

摆脱两汉经学的束缚 自然与真 言意与形神 魏晋风流：颖悟旷达真率之美

从玄言到理趣

第五节 佛教与佛经翻译对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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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的大量翻译 文人与佛教 佛教对文学的影响：想象世界的丰

富 故事性的加强、四声的发现、词汇的扩大、文学观念的多样化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

建安、正始文学 两晋文学 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

位

第一章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第一节 曹操与曹丕

学习汉乐府结出的硕果 曹操的文坛领袖地位 曹丕与七言诗

第二节 曹植

政治悲剧与诗歌才华的展现 骨气奇高、辞采华茂 五言诗的发展 后世诗人的

认同

第三节 王粲、刘桢及蔡琰

“七子之冠冕”王粲 仗气爱奇的刘桢 陈琳、阮籍等 蔡琰与《悲愤诗》

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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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阮籍、嵇康与正始诗歌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阮籍《咏怀》：政治抒情组诗的出现 苦闷与旷达 渊

永的滋味与隐约曲折的风格 稽康与应璩的诗

第二章 两晋诗坛

第一节 陆机、潘岳与太康诗风

政治旋涡中诗人们的浮沉 逞才成为创作的目标 繁缛：太康诗风的特征

第二节 左思、张协与刘琨

咏史诗的渊源与特征 寒士的不平与抗争 典以怨的诗风与建安风骨的再现

张协兄弟的诗 刘琨的诗

第三节 郭璞的游仙诗

游仙诗溯源 乖远玄宗与坎壈咏怀 文采富艳寄托高远

第四节 王羲之与兰亭唱和

《兰亭集序》与兰亭诗 兰亭诗的文题及审美价值 文人雅集、诗酒唱和及其对

后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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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孙绰、许询与玄言诗

东晋文人的心态 玄释合流 心隐与适意：因循自然与玄理的阐发

第三章 陶渊明

第一节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与思想性格

以辞彭泽令为界的前期与后期 仕与隐的选择 贫与富的交战 安贫乐道与崇

尚自然 魏晋风流的代表

第二节 陶渊明的田园诗及其他

陶诗题材的分类 中国文学的新题材：田园诗 咏怀诗与咏史诗对前人的继承发

展 行役诗中表现的苦闷 赠答诗中表现的深情

第三节 陶诗艺术及其渊源

自然：陶诗的总体艺术特征 日常生活的诗化 情景事理的浑融 平淡中见警策

朴素中见绮丽 陶诗的艺术渊源

第四节 陶渊明的散文与辞赋

《五柳先生传》中的自我形象 《归去来兮辞》与文学中的回归主题 《桃花源

记》的理想模式

第五节 陶渊明的典型意义

诗人陶渊明的被发现 士大夫的精神家园 不为五斗米折腰 酒与菊

第四章 南北朝民歌

第一节 南朝民歌与吴、楚风情

吴歌与西曲 水乡景物与市井气息 女性的吟唱 清丽缠绵的情调 修辞特点

《西洲曲》

第二节 北朝民歌与北朝各民族的风习

北方的景色与以鲜卑为主的各民族风习 社会题材的多方面表现 直率朴素、刚

健豪放 《木兰诗》

第五章 谢灵运、鲍照与诗风的转变

第一节 谢灵运所开启的新风与山水诗的兴盛

从山水中寻找人生的哲理与趣味 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 从写意到摹象

从启示性到写实性 谢灵运的山水诗及其地位 山水诗在南朝的兴盛

第二节 鲍照及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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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士的呼声 奇矫、凌厉、险俗的风格 对七言诗的贡献

第六章 永明体与齐梁诗坛

第一节 沈约、谢朓与永明体

永明体的兴起 声律：诗歌创作中新的追求 沈约的诗歌 谢朓的诗歌 阴铿、

何逊等

第二节 齐梁诗人集团

门阀制度下的家族文学 士族优势的衰落与皇权中心的形成 以宫廷为中心的

诗人集团的形成 诗人集团的三个中心：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梁代萧衍、萧统，

萧纲 诗人集团的活动方式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第三节 从市井到宫廷

南朝民歌从市井进入宫廷 流行音乐的变化对诗风的影响 宫体诗：对女性的审

美观照 女性生活、容貌、体态、服饰与器物的描写 爱情心理的刻划 辞藻与

声色 感官的刺激

第七章 庾信与南朝文风的北渐

第一节 北朝文化与文学

北魏孝文帝与北朝文坛的复苏 仿古与趋新：西魏、北周文坛概况

第二节 南北文风的交融

政治对峙与文化多元 南北文风交融的途径

第三节 庾信文章老更成

前期诗艺的养成 乡关之思的内容与表现 承前启后的地位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与散文

第一节 别开生面的魏晋文坛

“以气质为体”与“以情纬文” 曹操的教令 曹丕兄弟的书札 《登楼赋》与

抒情小赋的繁盛 论辩文的勃兴

第二节 南朝美文的衍化

世重文翰 元嘉三大家 范晔史论 《文心雕龙》的骈文艺术 齐梁新变之风

诗体赋与写景文

第三节 《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

《水经注》：不以南北为鸿沟 “集六朝地志之大成” 尽自然之趣 《洛阳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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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记》：学术与文学上的个性 故都伽蓝的双重象征性 整饬与散行兼美的文风

第九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第一节 小说的起源与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兴盛

关于“小说” 小说的起源 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兴盛

第二节 志怪与志人

志怪与志人 志怪小说兴盛的背景 志怪小说的内容 志人小说兴盛的背景

志人小说的内容 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特色

第三节 《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的编撰 世说新语与名士风流 世说新语的文学成就

第四编 隋唐五代文学

绪论

第一节 开放的文化环境与唐代文学的繁荣

国力的强大与中外文化的交融 士人的人生信仰、文化的繁荣对文学的影响

第二节 漫游、入幕、读书山林之风、贬谪与唐文学

唐代士人的漫游之风 幕府生活与文学 唐人读书山林的风气 贬谪生活对于

文学的影响

第三节 佛、道二家对唐文学的影响

唐代儒、释、道的融合 佛教对文学的影响 道家、道教对文学的影响

第四节 唐代文学的风貌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唐代文学的繁荣 唐诗的发展轨迹 唐代散文的文体文风革新 新文体的出现

与繁荣 唐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第一章 南北文学的合流与初唐诗坛

第一节 隋代文学

统一国家的建立 南北文学的合流

第二节 初唐诗坛

贞观诗风及上官体 王绩与“四杰” 杜审言与沈、宋及五律的定型

第三节 陈子昂与唐诗风骨

陈子昂诗歌复古倾向的得与失 陈子昂诗歌的昂扬情调 陈子昂的诗歌主张与

唐诗风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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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张若虚与唐诗兴象

张若虚、刘希夷所创造的诗歌意境美 张若虚、刘希夷对盛唐诗兴象玲珑之美的

影响

第二章 盛唐的诗人群体

第一节 王维与创造静逸明秀之美的诗人

王维的诗 孟浩然的诗 以王、孟为中心的其他诗人

第二节 王昌龄、崔颢和创造清刚劲健之美的诗人

王翰、王昌龄、李颀、崔颢、祖咏等诗人的创作

第三节 高适、岑参和创造慷慨奇伟之美的诗人

高适、岑参、王之涣等人的创作

第三章 李白

第一节 李白的生平、思想与人格

李白的生平 李白的思想与人格

第二节 李白的乐府与歌行

古题乐府的创新与个性特色 行云流水的抒情方式 李白歌行的价值

第三节 李白的绝句

明快的语言所表达的无尽情思 清新俊逸的爽朗风神 乐府民歌对李白绝句的

影响

第四节 李白诗歌的艺术个性

主观色彩 想象特色 意象类型与词语色调

第五节 李白的地位与影响

李白的地位 李白的影响

第四章 杜甫

第一节 社会动乱与诗人杜甫

自天宝中期开始的社会衰败与安史之乱 元结和《箧中集》作家 杜甫坎坷的一

生 诗歌题材的大转变 杜诗的诗史性质 叙事技巧在杜甫手中达到高度成熟

第二节 杜甫的律诗

拓宽了律诗的表现范围和表现手法 以律诗写组诗 浑融的境界与出神入化的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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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杜诗的艺术风格

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顿挫 杜诗风格的另一面：萧散自然 杜诗风格与杜甫处

境、心境的关系

第四节 杜诗的地位与影响

集六朝、盛唐诗歌之大成 对后代诗人的影响

第五章 大历诗风

第一节 士人心态的转变与大历诗歌的冷落寂寞情调

韦应物部分诗歌的盛唐馀韵和他的清雅闲淡诗风 刘长卿与大历十才子诗中的

冷落寂寞情调

第二节 大历诗歌的意象类型

大历诗歌的词语色彩 大历诗歌的意象类型分析

第三节 顾况与李益

顾况诗歌的俗与奇 李益的边塞诗

第六章 韩孟诗派与刘禹锡、柳宗元等诗人

第一节 韩孟诗派及其诗歌主张

韩孟诗派的形成 “不平则鸣”与“笔补造化” 崇尚雄奇怪异之美

第二节 韩愈、孟郊等人诗歌的意象类型与技巧的创新

韩愈、孟郊、卢仝、刘叉等人诗中的怪奇之美 诗歌的散文化倾向

第三节 李贺诗歌的艺术表现与怪奇特征

李贺的苦闷情怀 凄艳诡激的诗风与意象营构

第四节 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诗歌风貌

刘、柳的政治遭遇与心理激愤 刘诗的雄直劲健和民歌情调 冷峭简淡的柳诗及

其他

第七章 白居易与元白诗派

第一节 重写实、尚通俗的诗歌思潮与张籍、王建、元稹的诗歌创作

杜甫写实倾向的承传与时代风尚及民歌的影响张籍、王建的通俗化诗风与写实表

现元稹的诗歌创作

第二节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及其讽谕诗

白居易的生平及其诗歌主张 讽谕诗与《新乐府》创作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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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长恨歌》、《琵琶行》与元、白唱和诗

《长恨歌》、《琵琶行》的艺术成就 中唐诗人的交往之风和唱和诗高潮

第四节 白居易的闲适诗

闲适诗的内容和情调 闲适诗对后代的影响

第八章 散文的文体与文风改革

第一节 政治改革与文体文风改革

中唐士人的中兴愿望 儒学思潮和政治改革 文体文风改革

第二节 倡导古文的理论主张与杂文学观念的复归

唐代的骈文 从萧颖士、梁肃、柳冕到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论 古文理论的政

教目的 杂文学观念对散文发展的深远影响

第三节 韩、柳散文的艺术成就

自初唐起散体文的缓慢发展过程 韩、柳的开拓 韩愈的论说文、杂文与碑志

柳宗元的杂文与山水游记

第四节 晚唐古文的衰落与骈文的复兴

古文的衰落 晚唐小品 李商隐等人的骈文

第九章 唐传奇与俗讲变文

第一节 唐传奇及其嬗变

由发轫到高潮再到低潮的发展过程 《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传》等作品

的基本内容

第二节 唐传奇的表现艺术

作意与虚构性 情节结构、人物描写、修辞

第三节 俗讲与变文

俗讲与讲经文 转变与变文

第十章 晚唐诗歌

第一节 杜牧与晚唐怀古咏史诗

社会衰败中士人的心理变化 怀古咏史诗中的悲凉情绪 杜牧的诗歌创作 许

浑等人的创作

第二节 苦吟诗人

贾岛、姚合等苦吟诗人 徘徊吟哦的心境与殚精竭虑的态度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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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爱情题材与艳丽诗风

士人的闺阁情怀与诗歌的爱情题材、艳丽诗风 温庭筠、韩偓等诗人

第四节 隐士情怀与淡泊诗风

陆龟蒙、皮日休、司空图等诗人的避世心态与淡泊情思、淡泊境界

第五节 乱离之感与时世讽谕

郑谷、韦庄的乱离诗 罗隐的讽世诗

第十一章 李商隐

第一节 李商隐的生平与诗歌内容

李商隐的人生遭遇及其灵心善感的气质 李商隐的思想 诗歌内容：晚唐时代生

活与时代心理的写照

第二节 朦胧多义与心灵世界的开拓

中唐后期以来的诗歌走向 诗歌情调的幽美 朦胧与亲切可感 诗歌内涵的多

义性及其成因

第三节 凄艳浑融的风格

凄艳浑融风格的分析 李商隐诗与齐、梁诗歌以及与李贺、杜甫诗歌的对照 李

商隐对诗歌发展的推进

第十二章 词的初创及晚唐五代词

第一节 燕乐的兴起及词的起源

燕乐的兴起 词的起源 早期民间词 早期文人词

第二节 温庭筠及其他花间词人

《花间集》 缛采轻艳的花间词风

第三节 李煜及其他南唐词人

冯延巳 李煜 情致缠绵的南唐词风

第五编 宋代文学

绪论

第一节 高度繁荣的文化及其对诗文的影响

崇文抑武的国策 理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 文以载道说的盛行 印刷业和教育

的发达与作家学术修养的提高 诗文政治功能与议论成分的加强

第二节 忧患意识与爱国主题的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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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意识对文学家的影响 民族矛盾激化的历史背景 爱国主题的弘扬

第三节 宋代作家的性格特征和审美情趣

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有机融合 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整合 新型的文人生活

态度 审美情趣的转变

第四节 城市的繁荣与词的兴盛

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 士大夫的优裕生活与词的兴盛 社会的广

泛需求对词人创作热情的刺激

第五节 宋代文学的独特成就与历史地位

宋代古文对唐代古文的继承与发展：文体的多样化 古文的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

的整合 风格的变化 古文的普及 宋诗对唐诗的因革：题材向日常生活倾斜

以平淡为美的美学追求 唐诗之外又一美学范式的创建 宋词在词史上的巅峰

地位 辽金诗文的成就

第一章 宋初文学

第一节 宋初的散文和复古思潮

王禹偁等人的散文 柳开、穆修等人的复古思想

第二节 宋初白体诗人和王禹偁

宋初的馆阁唱和之风和白体诗风的流行 王禹偁诗中的新气息

第三节 宋初的晚唐体诗人

专学贾岛、姚合的九僧诗 林逋等隐逸诗人 身份独异的寇准

第四节 西昆体的盛衰

《西昆体酬和集》的成书 西昆体的艺术特征 西昆体的盛行 西昆体衰微的原

因

第二章 柳永与北宋前期词风的演变

第一节 对五代词风的因革

闲雅而有情思的晏殊词 因循中求变的欧阳修词

第二节 开拓词境的尝试

独辟蹊径的范仲淹词 贴近日常生活的张先词 向诗风靠拢的王安石词

第三节 柳永词的新变

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 市民情调的表现与俚俗语言的运用 铺叙与白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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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旅行役之感与抒情的自我化

第三章 欧阳修及其影响下的诗文创作

第一节 欧阳修的散文、辞赋和四六

欧阳修的文坛领袖地位 欧阳修的文学革新主张 欧阳修对西昆体和太学体的

矫正 体裁完备与功能的加强 平易纡徐的文风

第二节 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的诗歌

欧阳修诗中的议论及其平易的风格 梅尧臣开拓诗歌题材的深度对宋诗艺术的

先导作用 苏舜钦诗的奔放直率风格

第三节 王安石等人的散文

王安石散文简洁峻切的风格 曾巩散文平正周详的风格

第四节 王安石的诗歌

早期诗风的特点 王荆公体及晚年诗风向唐诗复归 王令的诗

第四章 苏轼

第一节 苏轼的人生观和创作道路

儒、道、禅的融合 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黄州、惠州、儋州：逆境中的创作高

峰

第二节 苏轼的古文和辞赋、四六

自然与雄放 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 叙事、抒情、说理

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 辞赋和四六

第三节 苏轼的诗

对社会的干预和对人生的思考 乐观旷达的精神 对艺术技巧的娴熟运用和超

越 有必达之隐而无难显之情 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 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

第四节 苏轼的词

诗词一体的词学观 扩大功能与开拓词境 以诗为词的手法 豪迈奔放的风格

第五节 苏轼的意义与影响

苏轼的意义 苏轼周围的作家群 后世文人心目中的苏轼

第五章 江西诗派与两宋之际的诗歌

第一节 黄庭坚的诗歌

黄庭坚的创作道路 丰富的人文意象 生新廉悍的艺术风貌 山谷体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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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诗返朴归真

第二节 陈师道的诗歌

学苏与学黄 寒士生活的真实写照 简练朴拙的艺术风格

第三节 江西诗派的形成

黄庭坚的诗论及其影响 杜甫典范地位的确立 点铁成金：窘境中的策略 黄陈

周围的诗人群 江西诗派的形成

第四节 江西诗派的演变

靖康事变对诗坛的影响 吕本中的诗歌及其“活法”说 江西诗派诗人在南宋初

的创作

第五节 陈与义和曾几的诗歌

爱国的主题 陈与义学杜 曾几的活泼诗风 陈、曾与江西诗派的关系

第六章 周邦彦和北宋中后期词坛

第一节 黄庭坚和晁补之

黄庭坚词雅并存与兼学苏柳 晁补之的词论及其吟咏情性的隐逸主题

第二节 晏几道

生死不渝的苦恋与身世之感的渗入 如梦如幻的境和语淡情深的风格

第三节 秦观

伤心人的伤心词 情韵兼胜 采小令之法入慢词 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

第四节 贺铸

奇特的个性 英雄豪气与儿女柔情 深婉密丽的语言风格与独特的地位

第五节 周邦彦

飘零不偶的主题和低沉感伤的格调 回环往复的章法结构 对前人诗句的融化

音律的规范化

第七章 南渡前后词风的演变

第一节 李清照

“别是一家”的词论 女性情怀的全面展现 清丽自然的语言与优美淡雅的意境

生不幸死亦不幸的朱淑真

第二节 朱敦儒

青年的放浪形骸 中年的飘泊忧愤 晚年的逍遥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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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张元干等词人

时代感和现实感的加强 英雄的苦闷 流落异乡的忧伤与怀旧情结

第四节 李纲、岳飞等词人

李纲的咏史词和“南宋四名臣”词 岳飞的英雄之词

第八章 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

第一节 陆游的创作道路和诗歌渊源

终生不渝的爱国情怀 入蜀前后的变化 对吕本中、曾几诗风的继承 对陶渊明、

李白、杜甫、岑参的推尊

第二节 陆游诗歌的特点与成就

抗敌复国主题 隐逸情趣 爱情诗 平易晓畅中的恢宏雄放之气 七言诗的高

度成就

第三节 陆游的影响

陆游对南宋后期诗坛的影响 陆游对后代诗人的影响

第四节 杨万里和范成大

诚斋体的艺术特征 范成大的使金诗和田园诗

第九章 辛弃疾和辛派词人

第一节 辛弃疾的创作道路

英雄的才情将略与“归正人”的苦闷怨愤 “刚拙自信”的气质个性和“三仕三

已”的人生经历 抒写人生行藏的创作主张和追求雄豪壮大的审美理想

第二节 辛弃疾对词境的开拓

英雄形象的自我展示 心灵世界的拓展 乡村中风景人物的剪影

第三节 辛词的艺术成就

意象的转换 以文为词和用经用史 多样的风格：刚柔相济和亦庄亦谐

第四节 辛派词人

辛派先驱张孝祥 辛派中坚陆游 与辛词相似的陈亮 效辛体而自成一家的刘

过

第十章 姜夔、吴文英及宋末词坛

第一节 姜夔

耿介清高的江湖雅士 恋情的雅化和语言的刚化 别有寄托的咏物词 幽冷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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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的词境与虚处传神的手法 因词制曲的自度曲和韵味隽永的小序 姜夔的羽

翼史达祖和高观国

第二节 吴文英

非仕非隐的人生 亦梦亦幻的境界 突变性的章法结 构和密丽深幽的语言风

格

第三节 宋末其他词人

词风清丽的周密 工于咏物的王沂孙 备写身世之感的张炎 另开生面的蒋捷

辛派后劲刘克庄、陈人杰、刘辰翁和文天祥

第十一章 南宋的散文和四六

第一节 南宋的政论文和笔记小品

胡铨、陈亮等人的政论文 陆游、范成大等人的笔记

第二节 南宋理学家的文论和散文

理学家的文论 从《宋文鉴》到《文章正宗》 朱熹、真德秀等人的散文

第三节 南宋的四六

汪藻和南宋初期的四六 南宋后期的四六

第十二章 南宋后期和辽金的诗歌

第一节 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

永嘉四灵的诗风 四灵的渊源和影响 江湖诗派的形成 江湖诗派的作品 刘

克庄与戴复古

第二节 宋末诗歌

宋末诗人的两个群体：英雄与遗民 文天祥的集杜诗 谢翱和汪元量等诗人

第三节 辽代诗歌

契丹族的民族性格 契丹族的代表诗人 由契丹文译成汉文的长诗《醉义歌》

第四节 元好问与金代诗歌

金诗发展的三个阶段 元好问的纪乱诗 元好问的其他成就

第六编 元代文学

绪论

第一节 元代的社会与文学

民族压迫与融合 文化的沟通 都市繁荣 思想活跃 儒生不幸的遭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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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叙事文学的兴盛

叙事文学成为主流 话本小说的兴盛 戏剧的繁荣 戏剧的演出和体制 北方

戏剧圈 南方戏剧圈

第三节 元代的抒情文学

散曲之为“散” 活泼明朗与穷形尽相 元诗的风貌

第四节 元代文学的审美情趣

“自然”与显畅 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情趣的吻合 大异于温柔敦厚

第一章 话本小说与说唱文学

第一节 说话艺术

说话 说话“四家” 话本

第二节 小说话本

现存的小说话本 小说话本的体制 爱情故事 公案故事 叙事的口语化、声口

的个性化、谈吐的市井化

第三节 讲史话本

平话 讲论“古今” 《五代史平话》 《全相平话五种》

第四节 说经话本

说经 “诗话”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第五节 诸宫调

孔三传首创 连用多种宫调的说唱形式 《刘知远诸宫调》 《天宝遗事诸宫调》

第六节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

现存唯一完整的诸宫调作品 对《会真记》、《商调蝶恋花词》的超越 歌颂爱情

与抗争 男女主人公形象的重新塑造 叙事与抒情的结合 质朴奇俊的语言风

格

第二章 关汉卿

第一节 关汉卿的生平思想与创作旨趣

关汉卿的生平 认同儒家仁政学说 俗不脱雅、雅不离俗的创作风貌

第二节 《单刀会》与《西蜀梦》

呼唤英豪 英豪被害 谁救天下苍生

第三节 《救风尘》与关汉卿的喜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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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民众奋起自救 英豪就在自己人中间 弱小女性的智慧和胆略 机趣横生

的喜剧性误会

第四节 《窦娥冤》与关汉卿的悲剧创作

惊心动魄的人间惨剧 极度恶化的生存空间 维护自身的人格尊严 满腔怒火

喷薄而出 人间正义的最终胜利

第五节 关汉卿杂剧的剧场性和语言艺术

场上之曲 尽快“入戏” 注意处理戏剧冲突的节奏 善于设置悬念 本色当行

的戏剧语言

第三章 王实甫的《西厢记》

第一节 《西厢记》的作者及其莺莺故事的创新

作词章风韵美 体制的创新 题旨的改造

第二节 《西厢记》的戏剧冲突

相互制约的两组矛盾 冲突第一次激化 矛盾的转移 泰山压顶和四两拨千斤

第五本

第三节 《西厢记》的人物塑造、语言艺术和社会影响

主动追求爱情的莺莺 志诚种和傻角 机智泼辣的红娘 文采与本色相生 禁

毁与模仿

第四章 白朴和马致远

第一节 白朴和《梧桐雨》

白朴的生平 深沉的沧桑感 梧桐夜雨的意蕴

第二节 《墙头马上》

一曲歌颂婚姻自由的赞歌 维护人格的尊严 泼辣的个性和喜剧性的场面

第三节 马致远和《汉宫秋》

“曲状元” 汉元帝“不自由” 对历史与现实的体悟

第四节 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和《陈抟高卧》

全真教的盛行 《黄梁梦》 《陈抟高卧》 避祸意识

第五章 北方戏剧圈的杂剧创作

第一节 大都作家群的杂剧创作

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庞大的市民阶层及他们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审美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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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取向 大都作家群的形成 纪君祥与《赵氏孤儿》 杨显之与《潇湘雨》 石

子章与《竹坞听琴》 王仲文与《救孝子烈母不认尸》

第二节 河北作家群的杂剧创作

真定及其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 李文蔚与《燕青博鱼》 尚仲贤与

《柳毅传书》 戴善甫与《风光好》 郑廷玉与《看钱奴》

第三节 山东作家群的杂剧创作

东平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文化环境、丰厚的民间演剧传统 水浒戏创作

的中心 康进之与《李逵负荆》、高文秀与《双献功》 李好古与《张生煮海》

武汉臣与《老生儿》

第四节 山西作家群的杂剧创作

平阳显要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石君宝与《秋胡戏妻》、《曲江池》

李潜夫与《灰栏记》 吴昌龄与《西天取经》

第六章 南方戏剧圈的杂剧创作

第一节 杂剧的南移与衰落

杂剧的南移 以杭州为中心的创作圈 杂剧的衰落 体制的局限

第二节 郑光祖

《倩女离魂》 《王粲登楼》 《梅香》

第三节 乔吉与宫天挺

《两世姻缘》 才子佳人题材 《范张鸡黍》 隐逸情调

第四节 金仁杰 杨梓 秦简夫

《追韩信》 《敬德不伏老》 《东堂老》

第七章 南戏的兴起与《琵琶记》

第一节 南戏的形成与发展

南戏的形成与体制 早期南戏作品 《张协状元》

第二节 《琵琶记》的悲剧意蕴

从《赵贞女》到《琵琶记》 时代的变迁与主题的变换 悲剧意蕴

第三节 《琵琶记》的艺术成就

蔡伯喈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 赵五娘与礼教制度下的女性生活 双线结

构 流传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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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四大南戏及其他

《荆钗记》 《白兔记》 《拜月亭记》 《杀狗记》

第八章 元代散曲

第一节 散曲的兴起及其体制风格

散曲的兴起 散曲的体制 散曲的文体风格和审美取向

第二节 元前期散曲创作

书会才人作家 平民及胥吏作家 达官显宦作家

第三节 元后期散曲创作

散曲文体的日趋成熟完善 哀婉蕴藉的感伤情调成为创作主流 追求形式美的

倾向 张可久、乔右 张养浩、睢景臣、刘时中

第九章 元代诗文

第一节 元代诗文概况

元代诗文对唐宋诗文的沿革 理学思想对元代诗文的影响

第二节 元代前期的诗歌

方回、戴表元等由宋入元的诗人 契丹族诗人耶律楚材 理学家刘因的诗歌

第三节 元代中期的诗歌

“雅正”的文学思潮 “元诗四大家”

第四节 元代后期的诗歌

元末诗歌的写实倾向 杨维桢的“铁崖体” 萨都剌等少数民族诗人

第七编 明代文学

绪论

第一节 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城市文化形态的形成

工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 市民阶层的壮大 新的读者群的形成 新的内容

与新的形象 审美趣味的转变 文学的商业化

第二节 王学左派的兴起及其对文学创作的推动

政治思想由高压趋向失控 王学左派的兴起与禅宗思想的广泛渗透 张扬个性

和对人欲的肯定 新思潮的先天不足

第三节 俗文学的发展与对文学特性认识的深化

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地位的提高及其繁荣 对于文学特性认识的深化 雅文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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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文学的交融

第四节 众多的文学群体及文学的论争

不同文学群体的形成 明代文学论争的特点 文学论争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第一章 《三国演义》与历史演义的繁荣

第一节 《三国志演义》的成书、作者与版本

三国故事的长期流传与发展 关于罗贯中 《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时间 《三国

志演义》的主要版本

第二节 理想和迷惘中重塑历史

《三国志演义》的主旨 政治上向往“仁政” 人格上注重道德 才能上崇尚智

勇 关于“拥刘反曹” 在悲怆和迷惘中追寻传统

第三节 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

虚与实的结合 非凡的叙事才能 全景式的战争描写 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

历史演义体语言

第四节 《三国志演义》的影响

历史演义的繁荣 列国系统的小说 隋唐系统的小说 明末的时事小说 对于

社会文化生活的广泛影响 《三国志演义》在国外

第二章 《水浒传》与英雄传奇的演化

第一节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与作者

水浒故事的流传与发展 作者问题 《水浒传》的版本

第二节 奸逼民反与替天行道

一曲“忠义”的悲歌 “忠义”观的形成及其复杂性 丰富的思想内涵 《水浒

传》与农民起义

第三节 用白话塑造传奇英雄的群像

白话语体成熟的标志 同而不同的英雄群像 传奇性与现实性的结合 连环钩

锁、百川入海的结构

第四节 《水浒传》的影响

《水浒传》的社会影响 《水浒传》的文学地位 《杨家府演义》、《大宋中兴通

俗演义》等 《水浒传》在国外

第三章 明代前期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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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明初诗歌与散文

高启：抒写时代与个人命运的孤吟者 杨基、袁凯诗中的乱世悲音 宋濂、刘基

的散文创作

第二节 台阁体与茶陵派

台阁体的特征 台阁体与时局及作家遭际的关系 李东阳与“茶陵派”

第三节 明代的八股制义文

八股文与科举的关系 八股文的体制与创作特征 八股文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第四章 明代中期的文学复古

第一节 李梦阳与前七子的文学复古

前七子的复古主张 时政题材中的危机感与批判意识 庶民生活的显现

第二节 王世贞与后七子的文学复古

法度格调的强化与具体化 格调说中的重情色彩 后七子的诗歌创作

第三节 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得失与影响

重视文学的独立性和对文学本质的新理解 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的距离 对后

世文坛的影响

第四节 归有光与唐宋派

宗法态度的变化与差异 文以明道说的延续 创作中的文学意味 归有光的散

文成就

第五章 明代杂剧的流变

第一节 明初宫廷派剧作家的杂剧创作

皇家贵族朱权、朱有燉的杂剧创作 御前侍从贾仲明、杨讷的杂剧创作 刘东生

的《娇红记》

第二节 明代中后期的杂剧转型

转型期杂剧的特点 王九思与康海的杂剧 《一文钱》等讽刺杂剧 爱国题材杂

剧与爱情题材杂剧

第三节 徐渭及其讽世杂剧

“狂人”徐渭 《四声猿》与《歌代啸》 徐渭在剧坛上的影响

第六章 明代传奇的发展与繁荣

第一节 明初传奇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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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的渊源及体制 明初传奇的道学气和八股化 《精忠记》、《金印记》、《千金

记》、《连环记》

第二节 明代中期三大传奇

李开先的《宝剑记》 四大声腔与昆腔的发展 梁辰鱼的《浣纱记》 署名王世

贞等人的《鸣凤记》

第三节 明代后期传奇的繁荣

明后期传奇概述 高濂的《玉簪记》 孙仁孺的《东郭记》 周朝俊的《红梅记》

第四节 吴江派群体与玉茗堂风格影响下的剧作家

沈璟的昆腔创作 “沈汤之争” 吴江派戏剧家群体 玉茗堂风格的剧作家 孟

称舜的《娇红记》

第七章 汤显祖

第一节 汤显祖的生平与思想

坎坷的仕途 徘徊于儒、道、释之间 人生的“至情”论

第二节 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

《牡丹亭》的题材渊源 人物性格冲突 浪漫主义风格 文化警示意义

第三节 “临川四梦”中的另外三部戏

《紫钗记》 《南柯记》 《邯郸记》 “四梦”之比较

第四节 汤显祖的影响

汤显祖影响下的剧作家 汤剧的社会影响 “临川四梦”的演出与传播

第八章 《西游记》与其他神怪小说

第一节 《西游记》的题材演化及其作者

玄奘取经题材的神化与孙悟空形象的演化 作者问题 吴承恩 《西游记》的版

本

第二节 寓有人生哲理的“游戏之作”

戏笔中存至理 对人性自由的向往和自我价值的肯定 呼唤着有个性、有理想、

有能力的人性美 整体性寓意与局部性象征

第三节 神幻世界的奇幻美与诙谐性

极幻与极真 物性、神性与人性的统一 多角度、多色调描绘的形象 戏言寓诸

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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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封神演义》等其他神魔小说

神魔小说流派的形成 《封神演义》、《西游记》等神魔小说的影响

第九章 《金瓶梅》与世情小说的勃兴

第一节 《金瓶梅》的创作时代及其作者

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 成书的时代 作者之谜 《金瓶梅》的版本

第二节 封建末世的世俗人情画

由一家而写及天下国家 从暴露社会的矛盾走向剖视扭曲的人性 《金瓶梅》的

悲剧性 关于性描写的问题

第三节 白话长篇小说发展的里程碑

寄意于时俗 从歌颂到暴露 人物性格的立体化 网状结构 妙在家常口头语

第四节 《金瓶梅》的续书及其影响

《续金瓶梅》等续书 《金瓶梅》奠定了世情小说发展的基础 《金瓶梅》在国

外

第十章 “三言”、“二拍”与明代的短篇小说

第一节 白话短篇小说的繁荣

《清平山堂话本》及“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 冯梦龙与“三言” 凌濛初与“二

拍” 《型世言》及明末其他白话短篇小说集

第二节 市民社会的风情画

商人成为时代的宠儿 婚恋自主和女性意识的张扬 对于贪官酷吏的抨击和清

官的市民化 “情”与“理”的矛盾与向“礼”的回归

第三节 “无奇之所以为奇”

将平凡的故事写得曲折工巧 细致入微的写心艺术 体式和语言的变化

第四节 明代的文言小说

《剪灯新话》与其他传奇小说 不同类别的文言笔记小说专集与丛书的大量刊行

明代文言小说的地位和影响

第十一章 晚明诗文

第一节 李贽

价值观念中的叛逆色彩 “童心说” 犀利坦直的文风

第二节 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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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性灵说”为内核的文学主张 直写胸臆的抒情特征 清新轻逸的艺术风格

浅率化的流弊

第三节 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

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继承与变异 幽深奇僻的艺术境界 晚明文学思潮的回落

第四节 晚明小品文

小品文的兴盛 小品文的创作特色 小品文的影响

第五节 明末文坛

复社与几社 陈子龙、夏完淳诗歌创作的时代特征

第十二章 明代的散曲与民歌

第一节 明代散曲

相对沉寂的明初散曲创作 弘治正德年间散曲的重新兴盛 嘉靖以后散曲创作

的繁荣

第二节 明代民歌

明代民歌创作的繁荣 《山歌》与《挂技儿》

第八编 清代文学

绪论

第一节 文化专制下的学术和文学

文化专制：独尊程朱理学 编书与禁书 日益严苛的文字狱 汉学的兴盛 桐城

古文正宗的确立 文学的滞化现象

第二节 清代人文思潮与文学

清初的学术转向 理欲之辨的深化 文学社会功用的强调 文学批评理论的发

展 文学中的人文意识

第三节 清代文学的历史特征

集历代文学之大成 文学古典形态的再度辉煌 新兴文体的飞跃 演变的趋势

第一章 清初诗文的繁荣与词学的复兴

第一节 遗民诗人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屈大均和吴嘉纪 其他遗民诗人

第二节 古文三大家

清初散文 侯方域 魏禧 汪琬 其他古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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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钱谦益与虞山诗派

钱谦益的行迹与心态 前期的诗作 宏伟、沉郁、典丽的《后秋兴》 虞山诗派

第四节 吴伟业和“梅村体”叙事诗

吴伟业的身世 观照历史兴亡 痛失名节 梅村体——歌行体的新境界

第五节 词的中兴和纳兰性德

词的中兴 陈维崧和阳羡词派 朱彝尊和浙西词派 纳兰性德和“京华三绝”

第六节 王士禛与康熙诗坛

“钱王代兴” 王士禛的神韵说和其神韵诗 入蜀使粤诗的变化 康熙朝的其他

诗人

第二章 清初戏曲与《长生殿》、《桃花扇》

第一节 清初戏曲

吴伟业和尤侗寄施托心曲的抒情剧 李玉等苏州剧作家的新编历史剧 李渔的

风情喜剧

第二节 《长生殿》

洪昇生平 天宝遗事的历史底蕴 《长生殿》的重史意识与杨贵妃形象 化长恨

为长生的意蕴 艺术风格

第三节 《桃花扇》

孔尚任的际遇与《桃花扇》的创作 历史反思与征实精神 下层人物形象 国家

至上的思想 戏剧结构 人物形象的塑造

第三章 清初白话小说

第一节 小说续书与《水浒后传》

清初的小说续书 两种续法：仿造和假借 陈忱的行迹 假“水浒”人物以写心

小说的抒情性

第二节 《醒世姻缘传》

作者与成书年代 独创的长篇世情小说 荒唐的因果报应模式 鲜活的社会众

生相 宿命外壳中的真实内蕴 叙事的幽默与喜剧风格

第三节 李渔的短篇小说

清初的拟话本小说 李渔的小说创作 演绎个人经验和情趣 专断的叙述与叙

述的技巧 讽喻和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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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才子佳人小说

一种小说类型 作家的创作底蕴 才子佳人的婚姻梦想 顺乎情而不悖乎礼

故事的模式化及其演变

第四章 《聊斋志异》

第一节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的成书

大半生在科举中挣扎 塾师生涯 徘徊于雅俗文化之间 《聊斋志异》的创作与

成书

第二节 狐鬼世界的建构

一书而兼二体 用传奇法以志怪 神怪、梦幻的艺术形式化 狐鬼花妖的人情化

和意象性

第三节 狐鬼世界的内涵

创作的抒情表意性 科举失意的心态 落寞生活中的梦幻与刺贪刺虐 现实伦

理与精神超越 崇高与庸俗并存

第四节 文言短篇的艺术创新

多种小说模式 情节的丰美 小说诗化倾向 叙述语言平易简洁 人物语言多

样

第五节 《聊斋志异》的馀响

文言小说的再度蔚兴 顺随与抗衡 《子不语》等 《阅微草堂笔记》 《聊斋

志异》在国外

第五章 《儒林外史》

第一节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的创作

科第兴盛的家族 科举失意与觉醒 取材于现实士林

第二节 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

命意在批判科举 科举扭曲的社会和文人 科举派生的“名士”

第三节 理想文士的探求

杜少卿形象的人文内涵 “真儒”与实学思想 金陵市井奇人与理想人格

第四节 《儒林外史》的叙事艺术

长篇结构的新形式 叙事艺术的新特点 讽刺艺术的新成就

第六章 《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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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曹雪芹的家世与《红楼梦》的创作

“生于繁华，终于沦落”的一生 《红楼梦》的版本 高鹗和程伟元

第二节 贾宝玉和《红楼梦》的悲剧世界

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和大观园的毁灭 封建大家族没落的悲剧 贾宝玉和人生

悲剧

第三节 《红楼梦》的人物塑造

真实的人 人各一面的底蕴 性格表现的多面性 美丑的互渗 对照与互补

第四节 《红楼梦》的叙事艺术

写实与诗化融合 浑然一体的网状结构 叙事视角的变换 个性化的文学语言

第五节 《红楼梦》的影响

续书蜂出 反复改编 对创作的深远影响 红学

第七章 清中叶诗文词多元发展的局面

第一节 流派纷呈的诗坛和袁枚

诗坛多元格局 袁枚及性灵派诗人 盛世中的哀唱：郑燮、黄景仁

第二节 桐城派及其以外的散文

桐城派的出现 义法说和雅洁的审美标准 方、刘、姚三祖 桐城派以外的散文

第三节 骈文的复兴和汪中

骈文复兴及其文化背景 骈文八家与汪中 李兆洛《骄体文钞》

第四节 浙派词的嬗变和常州词派的兴起

浙派词的嬗变 常州词派兴起的背景 《词选》和张惠言 比兴寄托的词风

第八章 清中叶的小说戏曲与讲唱文学

第一节 《镜花缘》和其他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的多样化 李汝珍的《镜花缘》 寄寓理想、讽刺现实、炫鬻才艺

第二节 案头化的文人戏曲创作

传奇、杂剧创作的最后阶段 蒋士铨等剧作家 《雷峰塔传奇》等

第三节 地方戏的勃兴和京剧的诞生

“花部”与“雅部”之争 皮簧腔与京剧 地方戏的优秀剧目

第四节 讲唱文学的盛行

源流、演变和发展 弹词与《再生缘》 鼓词和子弟书



33 / 35

第九编 近代文学

绪论

第一节 西学东渐的狂觎

“欧风美雨”的时代潮 新式学堂的涌现 踏出国门 翻译事业的发达 现代化

传媒的发展

第二节 作家的新旧分野与作家主体的转型

新旧作家的分野 作家知识结构的渐次变化 进步与落伍的交替错综 政治与

艺术发展的不平衡

第三节 文学观念与作品形态的变化

翻译文学的发展 文学观念的变化 作品形态的新变 吸收西方文学 技法与

民族形式

第四节 文化下移与文体革命

社会思想启蒙与文化的下移 散文文体的历史性变革与白话文运动 近代文体

革命的实质及其复杂性 文体变革的历史意义

第五节 近代文学流程

近代文学的过渡性质 近代文学的分期 近代前期文学的变化及其特征 近代

后期文学的发展及其与新文学的接轨

第一章 龚自珍与近代前期诗文词

第一节 龚自珍的思想与创作道路

张扬个性与理性的“尊情”与“尊史” 以“史官”自处的社会批判精神 睥睨

“乡愿”的“怪魁”

第二节 龚自珍的散文

清代散文的转折 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抗争 危机与变革意识 个性解放的呼喊

“横霸”之气与震撼力 诡异奇崛的风格

第三节 龚自珍的诗、词

封建末世的镜子 呼唤风雷与人才 压抑与解脱 童心的复归 龚自珍的新词

风

第四节 反帝爱国诗潮

广泛汹涌的反帝爱国诗潮 魏源与林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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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宋诗派、桐城派、常州派与近代前期词

宋诗派的形成与主要倾向 郑珍诗的艺术开拓 桐城派的新趋向 姚门弟子梅

曾亮的散文 曾国藩的湘乡派与曾门弟子的海外游记 新体散文的萌芽 周济

与常州词派 传统词坛名家蒋春霖 邓廷桢等人的爱国创作

第二章 近代前期的小说与戏曲

第一节 侠义公案小说

侠义公案小说的基本趋向 《三侠五义》 《儿女英雄传》 《荡寇志》 《施

公案》及其他

第二节 人情世态小说

人情世态小说的发展趋势 《品花宝鉴》 《花月痕》 《海上花列传》

第三节 近代前期的戏曲

传奇杂剧继续衰落与嬗变中的作家与作品 地方戏的发展与京剧的兴盛 京剧

的代表剧目及其成就 弹词宝卷

第三章 黄遵宪、梁启超与近代后期诗文词

第一节 黄遵宪与“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与黄遵宪的新派诗 厚重的历史现实内容 反映新学理、新事物与

“吟到中华以外天” 黄遵宪描写艺术的拓展

第二节 梁启超与新文体

思想界的陈涉 资产阶级文学革命的提倡者、鼓吹者 别具魅力的新文体散文

新体散文的历史意义及其影响

第三节 近代后期散文

近代后期散文概观 康有为的政论文 谭嗣同冲决罗网的笔锋 严复与林纾

章炳麟的革命檄文

第四节 近代后期诗歌

康有为的浪漫主义歌唱 丘逢甲的爱国歌声 女侠秋瑾 南社诗人柳亚子与苏

曼殊 同光体的诗歌主张与创作 湖湘派与晚唐派

第五节 近代后期词

近代后期词的创作倾向 “清季四大词人” 异军突起的文廷式

第四章 近代后期的小说与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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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小说界革命与新小说的兴起

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新小说的澎湃浪潮 构拟理想世界的蓝图 求新声

于异邦 历史疮痍的反思 民族民主革命的铎音 翻译小说的繁荣与小说审美

意识的嬗替

第二节 《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封建社会崩溃前夕的官场解剖：《官场现形记》 光怪陆离的社会诸相的写真：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第三节 《老残游记》与《孽海花》

小说艺术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老残游记》 深含三重意蕴的《孽海花》

第四节 民初小说鸟瞰

从开启民智到徇世媚俗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渊源与流变 苏曼殊的哀情小说

第五节 戏剧改良运动与话剧的诞生

戏剧改良运动的勃兴 “民族文学之伟著，亦政治剧曲之丰碑” 汪笑侬与京剧

改良 中国早期话剧的诞生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所列参考书目仅供参考）

1.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版。

2.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

3. 袁世硕 陈文新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