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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也可称为报考艺术院校文艺知识小百科，是专为艺术类高考学生编写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是报考编导类：影视编导、文艺编导、戏剧编导、舞蹈编导、音乐编导、节目制作；公共管理类：
文化管理、制片管理、媒介管理、艺术管理、设计策划与管理；大众传播类：影视传播、戏剧传播、
广播电视新闻学、戏剧文学、广电文学；播音主持等专业高考必备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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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涵盖：文学常识部分：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近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文艺常识部分：音乐、
戏剧、戏曲、摄影、电影、广播电视艺术、舞蹈、美术、雕塑、书法、篆刻;中国文化常识部分：中国
传统思想、中国传统美德、中国文物、中国古代建筑、中国工艺美术、中国民俗、中国人的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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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尹利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员。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电视新闻研究生。
曾任中央电视台《公益行动》栏目编导、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农村普法”特别节目编导。
电视节目《命运》1999年获全国优秀广播电视节目二等奖。
纪录片《生命的礼赞》获2006年度中国纪录片最佳提名奖。
纪录片曾荣获中国文献纪录片二十年（1986－2006）优秀作品奖。
担任多家艺术类高考影视编导培训机构客座讲师。
讲授影视作品分析课程。
为中国电视出版社《艺术院校辅导考生书系――文学艺术常识》及《艺术院校辅导考生书系――影视
作品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图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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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五六十年代戏剧　　　“文革”期间的文艺界　　（五）新时期的文学　　　社会主义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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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名家名作　十三、雕塑　　（一）雕塑　　（二）雕塑的样式　　（三）雕塑的材料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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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常识　一、中国古代文学　　概述　　孔子　　“四书五经”与儒家思想　　老庄与道家思想　　
佛学思想　二、中国传统美德　　概述　　孝敬父母　　尊老爱幼　　“岁寒三友”的高尚情操　　
诚实守信　　尊师重教　三、中国传统艺术　　概述　　中国民乐　　京剧　　地方戏　　围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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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文学常识　　（一）古代文体　　一、中国古代文学　　诗歌　　文学的一大样式。
它要求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饱含着作者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想象，语言精炼而形象性强，
并具有一定的节奏韵律，一般分行排列。
　　它在各种文学体裁中出现最早。
中国诗歌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如《诗经》、《楚辞》、汉乐府以及无数诗人的作品。
　　诗按有无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可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按语言有无格律，可分为格律诗和自由
诗；按是否押韵，又可分为有韵诗和无韵诗。
　　文笔　　中国古代对文笔的理解有：　　（1）泛指文章、文辞。
如东汉王充《论衡?超奇》里，以文章为文笔。
《北史?刘瑶传》：“少好读书，兼善文笔。
”后又称文章的写作技巧为“文笔”。
如：文笔犀利。
　　（2）六朝人区分文体为文、笔。
把无韵的文章称为“笔”，有韵的作品称为“文”。
刘勰《文心雕龙?总述》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萧绎（梁元帝）《金楼子?立言》则泛称有情采的诗赋为“文”、议论叙述一类的文章为“笔”。
　　后人论文也有区分文、笔的，如清代阮元主张有韵偶者为文，无韵散行为笔。
　　散文　　文体名。
区别于韵文、骈文，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概称“散文”。
　　在某些历史时期又将小说及其他抒情、记事的文学作品统称为“散文”，以区别于讲求韵律的诗
歌。
现代散文是指与诗歌、小说、戏剧文学并称的一类文学体裁。
　　散文的特点是：通过对某些片段的生活事件的描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并揭示其社会意义；
篇幅一般不长，形式自由，不一定具有完整的故事；语言不受韵律的拘束；可以抒情，可以叙事，也
可以发表议论，或者三者兼有。
　　韵文　　泛指用韵的文体，同散文相对。
如歌谣、辞赋、诗、词、曲以及有韵的颂、赞、箴、铭、哀、诔等。
　　骈体文　　文体名。
是汉以后产生的一种特殊文体。
南北朝是骈体文的全盛时代，唐宋以后，骈体文的正统地位被“古文”取代。
一般来说，骈体文总是追求形式美，而内容往往较为平庸和贫乏。
　　语录体　　文体名。
常用于门人弟子记录导师的言行，有时也用于佛门的传教记录。
因其偏重于只言片语的记录，不重文采，不讲篇章结构，不讲篇与篇之间甚至段与段之间时间与内容
上的必然联系，故称之为语录体。
　　先秦记载孔子及弟子言行的《论语》及宋代记载程颢、程颐言行的《二程遗书》，均堪称语录体
的典范。
　　古体诗　　古代的诗可分古体诗和近体诗两大类。
古体诗又称“古诗”、“古风”，是汉魏以来盛行的一种诗歌。
广义地说，楚辞和乐府诗也都可算作古体诗。
它最初流行于民问，汉朝乐府机构把它们搜集起来，加以润色，成为最早的五言诗。
古体诗句式大体整齐，也要押韵，形式上比较自由，句数、字数、对仗及平仄声调都没有严格的限制
。
诗的每一句有几个字，就称为几言。
按言分有四言诗、五言诗（简称“五古”）、七言诗（简称“七古”）、杂言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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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体诗　　近体诗亦称“今体诗”，是指唐代形成的格律诗、律诗和绝句的通称，与古体诗相对
而言。
句数、字数和平仄、用韵等都有严格规定。
近体诗分为律诗、绝句、排律三种。
　　律诗　　诗体名。
律诗是近体诗的一种，格律严密，发源于南朝齐永明时沈约等人讲究声律、对偶的新体诗，成熟于盛
唐时期。
　　律诗的格律要求是多方面的：第一，诗句字数整齐划一，每首分别为五言句、六言句或七言句，
简称为五律、六律、七律。
第二，对诗句数量有不同限制，通常的律诗规定每首八句。
第三，特定的对偶要求，通常以八句完篇的律诗，每两句成一联，计四联，第一、二句为首联，第三
、四句为颔联，第五、六句为颈联，最后两句为尾联。
颔联、颈联的上下旬都必须是对偶句。
其有每首十句以上者，则为排律。
第四，声韵格律的严密要求。
　　绝句　　绝句也称截句、断句、绝诗，以五言、七言为主，简称五绝、七绝。
绝旬来源于汉及魏晋南北朝歌谣，名称大约起于南朝。
　　绝句这一诗体灵活轻便，适宜于表现生活中一瞬即逝的意念和感受，因而为诗人所普遍采用，创
作之繁荣超过了其他各体诗。
另外，由于唐时模仿古乐府之作已不合乐，唐代诗人大多采用绝句形式写作配乐歌唱的歌词，所以绝
句也被人视作唐人乐府。
　　乐府　　“乐府”是古代封建王朝设立的专门掌管音乐的官署，它的具体任务是制定乐谱，培训
乐工，搜集歌词，整理民歌俗曲。
“乐府诗”是指这个机构为配制乐曲而由文人制作或从民间采集的诗歌。
这些诗歌主要是用来人乐的，但并不全部入乐。
魏晋时期开始把“乐府诗”简称为“乐府”，于是“乐府”也由机构名称演变为一种带音乐性诗体的
名称。
　　乐府诗在西汉时多是杂言，在一首诗里，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都有，到东汉时，乐府诗基本
上都是五言。
　　汉代以后，沿袭乐府旧题，或模仿乐府体裁而写的诗歌，也叫乐府，如李白的《行路难》。
　　唐代白居易曾发起新乐府运动，创造新的题目，写当代的事情，叫新乐府，如《杜凌叟》。
　　另外，唐、宋、元以后出现的新诗体，像词、曲之类，因为是配乐演唱，也称为“乐府”，比如
苏轼的词集便称为《东坡乐府》，近人所辑的马致远的散曲叫作《东篱乐府》。
　　赋　　文体名。
赋体以楚辞为滥觞，至荀况始有定名，它出现于战国后期，到汉代才形成确定的体制。
　　关于赋的特点，一是既要在内容上通过“体物”以“写志”，也要在艺术表现上注重铺陈，形容
事物的外象和内理。
二是要讲究声韵美，把散文的章法、句式与诗歌的韵律、节奏结合在一起，借助于长短错落的句子、
灵活多变的韵脚以及排比、对偶的调式，形成一种自由而谨严、流动而凝滞的文体。
　　赋体（辞赋）的流变大致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几个阶段。
　　词　　又叫诗的别体，萌芽于南朝，形成于唐，成熟繁盛于宋，在文学史上，词以其特有的抑扬
顿挫的音乐美、错综变化的韵律、长短参差的句法以及所抒发的浓烈深挚的感情，成为一种深受人们
喜爱的文学体裁。
　　词有许多特点，而这些特点首先是由词调决定的。
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式，词的体制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结构上要分阕，这是乐曲分段在填词上的
体现；二是采用长短句的句式从而表现出一种灵活性；三是句法参差多变。
　　词的押韵既可一韵到底，也可中途换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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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词无论是押平声韵、仄声韵还是转韵，都要根据词调的要求来作。
　　散曲　　曲的一种体式。
和诗词一样，用于抒情、写景、叙事，无宾白科介（说白及动作指示），便于清唱，有别于剧曲。
散曲分为散套、小令两种。
散曲押韵比较灵活，可以平仄通押，句中还可以增加衬字。
　　杂剧　　是在宋金时期诸宫调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文学样式，是一种把歌曲、宾白、舞蹈结合起来
的艺术形式。
杂剧的体裁，首先是一本四折的形式，这是受宋杂剧演出时分为四段的影响。
四折之外又可以加一两个“楔子”。
　　诸宫调　　宋金元流行的说唱体文学形式之一。
它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首尾一韵，再用不同宫调的许多短套联成长篇，以说唱长篇故事
，所以称为“诸宫调”。
诸宫调多用琵琶等乐器伴奏，由韵文和散文两部分组成，演唱时采用歌唱和说白相间的方式。
　　笔记　　文体名，泛指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的作品，包括史料笔记、考据笔记和笔记小说　。
在魏晋南北朝时已有此体。
唐代笔记已多，到宋代又有发展。
　　小品文　　小品文，散文品种之一。
“小品”一词在中国始于晋代，称佛经译本中的简本为“小品”，详本为“大品”。
后遂以“小品”统称那些抒写自由、篇幅简短的杂记随笔文字。
　　晚明小品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小品文盛极一时，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的《论语》半月刊，是最早专门刊登小
品文的杂志。
　　（二）先秦文学　　《诗经》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500余年
间的诗歌305篇。
它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之为经典，乃称《诗经》。
　　《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个光辉开端，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彩的
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把中国诗歌推向
第一个高峰，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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