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文学教程（上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古代文学教程（上册）>>

13位ISBN编号：9787040279924

10位ISBN编号：7040279924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于非 编

页数：38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文学教程（上册）>>

前言

　　原始社会没有文字，主要文学形式是人们集体口头创作的原始诗歌和神话传说。
原始诗歌是在人类集体劳动中产生的，它以劳动为主题，带有一定程度的原始宗教意识，形式是歌、
舞、乐三者结合。
例如《弹歌》，再现了人类伐竹、制弓、发丸、逐兽等连续的射猎活动过程，洋溢着对劳动工具的赞
美之情。
伊耆氏《蜡辞》是一篇祷祝丰年举行祭祀百神活动的祭辞。
这些诗歌描述了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的愿望和理想。
神话传说是原始人类对周围世界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原始解释，它用虚幻的想象来反映先民战胜
自然的愿望。
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反映了先民渴求征服洪水和干旱的强烈愿望，并对万物的起源和干
旱的原因作出幼稚的解释。
“黄帝杀蚩尤”、“共工与颛顼争帝”，则是氏族社会后期从公选酋长变为争夺帝位而发生的战争的
反映。
原始诗歌和神话传说揭开了中国文学史辉煌灿烂的第一页，神话诡奇虚幻的创作方法，成为后世积极
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源头。
　　公元前31世纪左右，禹废除了“禅让制”，传位给儿子启，建立夏朝，以家庭私有制为特点的王
位世袭制确立，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奴隶社会。
夏延续了16帝13代，共400多年。
公元前1784年，成汤推翻了夏朝最末的君主桀的残暴统治，建立了商朝。
商朝畜牧业异常发达，并已普遍使用青铜器，农业和水利受到重视，手工业、商业、纺织业、制陶业
也有所发展。
甲骨卜辞的记载表明，商朝人已具有一定的天文、气象和历法知识。
在政治上，商朝建立了较为严密完备的奴隶制国家组织，它有政权机构，有“百吏”，有刑罚，有牢
狱，有军队，残酷地镇压奴隶的反抗。
商朝经历了17代31王，约600年，传至纣王（辛）时，社会矛盾尖锐，公元前1066年，又被西方兴起的
周部族灭亡。
周部族原居陕西渭河中游，始祖后稷重视农业生产，部族发展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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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先秦至近代中国文学史，介绍各种文学样式、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文学承传，对各时代重要
作家作品，有精要的分析评价。
全书脉络清晰，观点稳妥，史料翔实，吸纳了学术界新的科研成果。
出版20年来，连续21次印刷，流传甚广，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中国古代文学教程（上册）（第2版）》体系完整、论述准确、文字简约、实用性强，1992年曾获国
家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优秀奖。
三次修订，匡谬补遗，该书更加完善。
　　《中国古代文学教程（上册）（第2版）》分上、下两册，另有《中国古代文学教程作品选》上
、中、下三册，与之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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