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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夏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先人们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
从上古时代的神话到先秦诸子散文，从两汉辞赋到魏晋风骨，从大唐盛世到元代戏曲、杂剧和明清小
说。
古代文学是华夏文明的瑰宝，本书旨在普及国民的文学常识，尤其是培养青少年的文学素养、增加国
学知识。
本书系统地汇编了课本内外的文学常识，紧紧围绕中高考的需要，配有大量插图，融知识性、趣味性
、文学性于一体。
在扩展学生阅读的同时，又可作为辅助阅读语文教材的简易工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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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
　　西周灭亡，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在对人、事及社会的广泛探讨中，人们不再
崇信&ldquo;天道&rdquo;，进而在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
。
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被合称为&ldquo;诸子&rdquo;，&ldquo;百家&rdquo;则指这些学派。
　　最有影响的主要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
各学派的人物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著书立说，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
，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局面。
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随之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和文学派别。
　　诸子散文大都观点鲜明，言辞犀利，感情充沛，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所以诸
子百家散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柏梁体　　柏梁体，产生于汉武帝（前156&mdash;前187）时代。
相传汉武帝筑柏梁台，大宴群臣，席间宣布凡是官奉二千石以上的官员每人作一句诗，合成一首诗。
于是包括汉武帝在内的共26人写成一首《柏梁诗》。
　　这首诗的形式是每句七言，句末都用韵，韵字有重复，是联句诗的首创。
后人便把每句用韵的七言诗称为&ldquo;柏梁体&rdquo;。
　　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是汉末兴起的一种以对抽象玄理的讨论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学术思潮。
它吸收了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
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ldquo;本末有无&rdquo;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
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
其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
　　魏晋玄学可分前后两期。
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是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实际问题和哲理的的反复辩论，亦与当
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
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只作为名士身份的
装饰品，并且与佛教结合，发展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趋势。
　　建安风骨　　建安（196&mdash;220）时期，以曹操三父子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在反映社会动乱和
民生疾苦的同时，又表现出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这个时期的文坛巨匠以&ldquo;三曹&rdquo;（曹操、曹丕、曹植）、&ldquo;七子&rdquo;（孔融、陈琳
、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代表，他们都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
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ldquo;建安风骨&rdquo;
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左思风力　　左思风力，是指钟嵘《诗品》对左思诗歌的评价，指出了诗人左思诗歌的独特的审
美特征。
　　左思在其代表作《咏史》中，借咏史抒发对现实的不满及感慨，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气势昂扬
，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深刻而恰当，起到了讽喻的作用。
他还创造性地将咏史和抒怀结合在一起，并开发了一诗写数人、数事的新写法，大大地增强了诗歌的
表现力。
由于其诗歌风格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诗风雄浑，语言遒劲，因此后世便将其诗歌风格称为 &ldquo;
左思风力&rdquo;。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中国魏晋时期七位名士的合称，包括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
、王戎及阮咸，成名年代较&ldquo;建安七子&rdquo;晚一些。
因七人常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ldquo;竹林七贤&rdquo;。
　　七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ldquo;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
达&rdquo;，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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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文章创作上，竹林七贤以阮籍、嵇康为代表。
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
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
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
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可读的作品。
　　玄言诗　　玄言诗，是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是东晋的诗歌流派，约起
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
代表作家有孙绰、许询、庚亮、桓温等。
　　玄言诗的特点是玄理入诗，以诗为老庄哲学的说教和注解，严重脱离社会生活。
由于玄言诗大多&ldquo;理过其辞，淡乎寡味&rdquo;（《诗品序》），缺乏艺术形象及真挚感情，文
学价值不高，所以作品绝大多数失传。
　　谢安、王羲之等所作的《兰亭诗》，都是典型的玄言诗。
不过由于魏晋玄学提倡&ldquo;得意忘象&rdquo;，所以自然景物也往往作为领略玄趣的&ldquo;
言&rdquo;、&ldquo;象&rdquo;而出现在玄言诗人的笔下。
如孙绰《秋日》诗就写得较有文采。
许询也有&ldquo;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rdquo;的写景佳句。
《兰亭诗》中也有较为生动的景物描写。
谢灵运那种夹带玄言的山水诗，和陶渊明恬淡意境的一些诗，似也多少受到玄言诗的影响。
　　山水田园诗　　山水诗，源于南朝（宋）谢灵运；田园诗，则源于晋代陶渊明，以唐代王维、孟
浩然为代表。
这类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把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悠
闲的田野，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借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
山水田园诗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多用白描手法。
　　永明体　　永明体，亦称&ldquo;新体诗&rdquo;，是南齐永明年间（483&mdash;493）产生的一种
诗歌体裁，这个时期政治相对稳定，加之统治者对文人的支持，文学得到极大的发展，永明诗人不仅
有理论，而且还有大量的诗歌创作。
　　这种诗体要求严格四声八病之说，强调声韵格律，对&ldquo;近体诗&rdquo;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
响。
永明体的代表作家，历来认为是沈约、谢朓、王融三人。
沈约的诗数量最多，而且他在理论上的阐述代表着永明体的主张，但实际创作成就不如谢朓。
谢朓的诗风上承曹植，善于以警句发端，在写景抒情方面，兼取谢灵运、鲍照两家之长，而避免了艰
涩之弊。
　　在&ldquo;永明体&rdquo;以前，诗坛上流行的是&ldquo;古体诗&rdquo;，亦称&ldquo;古诗&rdquo;
、&ldquo;古风&rdquo;，不求对仗，平仄和用韵也比较自由。
唐代以后，形成律诗和绝句，即&ldquo;近体诗&rdquo;，对句数、字数和平仄、用韵等都有严格的规
定。
而这&ldquo;近体诗&rdquo;的雏形，就是&ldquo;永明体&rdquo;诗。
&ldquo;永明体&rdquo;的出现，标志着古体诗已暂告一段落，预示着&ldquo;近体诗&rdquo;的即将出现
。
　　齐梁体　　南朝齐、梁时代的诗歌内容多以吟咏风云、月露为主，题材狭窄，形式上追求音律精
细，对偶工整，辞藻巧艳。
　　所谓齐梁体，就是对齐、梁两代的诗人共同诗风的代称，实际上也包括了齐代的永明体。
但永明体偏重于声病的讲究，齐梁体则注意文词的绮靡。
这两种诗体的特点是追求形式，崇尚词藻，讲究声律，轻视内容，一反汉魏质朴诗风。
但由于齐梁诗人的诗句开始注重平仄声字的协调，而且大量用对偶句式入诗，使我国诗歌在写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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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作了前导。
　　宫体诗　　&ldquo;宫体&rdquo;，既指一种描写宫廷生活的诗体，又指在宫廷所形成的一种诗风
，始于简文帝萧纲。
萧纲为太子时，常与文人墨客在东宫相互唱和。
其内容多是宫廷生活及男女私情，形式上则追求词藻靡丽，时称&ldquo;宫体&rdquo;。
后来因此称艳情诗为宫体诗。
　　还有解释认为指一种以写宫廷生活闺阁情怀为主要内容的重声律，词采丽靡轻艳的文风。
它发端于齐梁之际，到萧纲及其周围文人时达到全盛。
宫体诗内容并非限于妇女生活，也有一些抒情咏物之作，即使写妇女生活的作品，格调低下的也只占
少数。
总的来说，宫体诗的情调流于轻艳，诗风比较柔靡缓弱。
　　从诗歌发展史上看，宫体诗的作用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隋及唐初诗风流于靡弱，多少是受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在形式上比永明体更趋格律化，
对后来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至于它用典多、辞藻秾丽的特点，对后世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唐代的李贺和李商隐的诗，就曾吸
取过&ldquo;宫体诗&rdquo;的某些手法。
　　南唐词派　　南唐词人主要指南唐二主（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和冯延巳。
　　南唐词派在总体上是以&ldquo;男女情事&rdquo;为主要题材，在直接抒情内容上，也大体不
出&ldquo;伤春&rdquo;和&ldquo;悲秋&rdquo;的离愁别绪；在艺术风格上，南唐词人的总体格调也是柔
婉深约，蕴藉含蓄，但和作品内容相似的花间词派相比而言，南唐词人的眼界较大，感慨较深，风格
亦有趋于纯任性灵。
在抒写恋思别情时，有时融入了深沉的人生感慨，从而导致了词整体美学品位的上升，提高了词的表
现力。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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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文学是社会现象经过创造过程的反映；反过来。
社会要受到文学的创造性的影响被塑造。
社会向文学提供素材。
文学向社会提供规范。
　　&mdash;&mdash;现代文学家　郭沫若　　人们最高精神的连锁是文学。
使无数弱小的心团结而为大心，是文学独具有力量。
文学能揭穿黑暗，迎接光明。
使人们抛弃卑鄙和浅薄，趋向高尚和精深。
　　&mdash;&mdash;教育家　叶圣陶　　我因而想到培养文学趣味好比开疆辟土，须逐渐把本来非我
所有的征服为我所有。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道：&ldquo;一个诗人不仅要创造作品，还要创造能欣赏那种作品的趣味。
&rdquo;我想不仅作者如此。
读者也须时常创造他的趣味。
　　&mdash;&mdash;美学大师　朱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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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独领风骚，纵览千载文人旷世才情，伯仲之间，品评万卷典籍贯古通今，引经据
典&mdash;&mdash;细说文学典源，旁征博引&mdash;&mdash;趣话名家轶事，&ldquo;三
曹&rdquo;&ldquo;七子&rdquo;彰显魏晋风骨，&ldquo;李杜&rdquo;&ldquo;三苏&rdquo;咏叹唐宋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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