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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A6_E4_B8_93_E4_c73_113046.htm 1、关于神话 神话是

远古人民集体创作的口头文学，它是“通过任命幻想，用不

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马恩选集

》即：远古人类借助想象以及反映自然和社会生活内容的故

事。 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人们一方面对诸如洪荒灾

害，风雨雷电的自然想象无法解释，一方面又随着思维能力

的发展而勇于探索并表现出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但这种愿

望正能靠幻想来满足，于是就产生了神话，可以说，神话是

原始人以想象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形象化的结果

。 中国的古代神话丰富多彩但保存下来的不多，按内容大致

分类如下： 创世神话：盘古开天，女娲造人 英雄神话：后羿

射日，禹繇治水 氏族神话：黄帝战蚩尤 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国

古代文学艺术的滥觞，它丰富的素材，浪漫的想象，无不深

刻的影响了后世的作家，中国古典文学由此掀开光辉灿烂的

第一页。 2、关于诗经 诗经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收集

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中国古代

典籍中关于采诗，献诗，删诗说透露了诗经的作品来源与编

定情况。 笙诗小雅寸目无辞，共6篇，皆为用笙演奏的通用

乐章名。 四始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

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变风变雅诗大序：⋯⋯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

作矣，变指时世由盛转衰，政纲崩坏，变风变雅犹指那些深

刻反映社会现实，揭露统治者荒淫暴虐丑行等显示注意诗章



，变风变雅承载着诗可以怨的功能，其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深

刻的影响着后世作家，但在孔门温柔敦厚的诗教下有体现出

怨而不怒，婉而多讽的特点。 六义说诗大序：⋯⋯诗有六义

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无曰雅，六曰颂，

现在一般认为，风雅颂三类是音乐曲调名称，风指各地民间

曲调，雅指周王畿所在地曲调，颂指宗庙祭祀配以舞蹈的曲

调，而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基本艺术手法，按朱熹的解释，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

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总之，六义之中，风雅颂是诗的

类型，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 3、关于楚辞 楚辞是继诗之

后的一种独具南方地域特色的新诗体，它是以屈原为代表所

创作的诗歌样式，到汉代概称辞赋 楚辞与诗经相比有很大不

同： 从创作方法来看，诗经主要反映的是中原地区的风土人

情和社会生活，开创了中国诗歌史的现实主义传统，而楚辞

却以南方地方风俗喜欢，自然景色，地理名物为主要内容，

楚辞作者想象丰富，长于抒情，开创了中国诗歌史的浪漫主

义传统。 从表现手法来看，楚辞不但继承了诗经的比兴手法

，还将之进一步发展为象征手法，丰富了诗歌的审美蕴涵 从

句式和篇章结构看，楚辞将诗经的四言句式扩展为更富表现

力，容量更大的六七言新句式，并间以兮，些等语气词，这

成为楚辞体的重要标志。 从作者和作品风格看，诗经多为民

间集体创作，风格朴素自然，而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家其

作品铺张夸饰，辞藻华丽，感情更为丰沛，形成一种弘博丽

雅的风格。 楚辞的社会文化渊源： 楚地的地方音乐的发达 语

言的进一步发展 楚地巫祝祭祀之风盛行 南北文化的交融和影

响 4、关于赋 汉代辞赋并称，为其一代之文学，赋最早是诗



经的表现手法之一，后人将之与入乐的诗相区别，不歌而诵

谓之赋，赋由此得名，一般认为，汉赋受楚辞的影响更大，

其篇幅长大，铺排宏丽，汪洋恣肆，早期骚体赋还有兮字的

广泛运用，故赋可看作是继楚辞之后发展变化而成的新的文

学样式。 赋的结构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序，说明赋的缘起

，概述主旨，本部为赋的主体，它以韵语为主，多罗列名物

，堆砌辞藻，终篇为赋的总结，劝百讽一，赋的形式大致有

七体和对问体两种，前者以七段文字描写七件事物，对问体

则是假设客人向作者质难而作者针对质难辩解，前者以枚乘

七发，后者以东方朔答客难为典型赋作 赋作为文学样式的一

种，其本身也是变化发展的，西汉强盛时代客观上需要一种

润色鸿业的新兴文体，赋体空前的规模给了作家驰骋才情的

舞台，也对正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期的中央帝国能够极致的赞

美描绘，到了东汉时期，以张衡归田赋为代表的抒情小赋的

出现和南北朝骈赋的盛行，体现着诗赋合流的倾向，而以杜

牧阿房宫赋和苏轼的前后赤壁赋为代表的文赋则洗尽了早期

辞赋润色鸿业，劝百讽一之弊也有力的扭转了骈体赋形式主

义倾向，更多的切入历史，宇宙，人生的哲理思考，直至小

说这一反映现实人生的最佳文体出现，赋才渐渐式微。 5、

关于乐府 乐府最早是西汉一个官署的名称，顾炎武：后人以

乐府所采之诗名之曰乐府。后演变为一种诗体，包括文人乐

府和乐府民歌两大系统。 乐府诗特指那些由国家音乐机关所

采集整理编定的民歌，是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代进步诗人在向民歌学习的过程中，以其创作实践有丰富

了乐府诗，乐府诗的演变与发展有着清晰的脉络。 两汉乐府

上承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感



于哀乐，缘事而发，反映了丰富而深刻的时代内容，以三曹

和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借古题写时事，开创了文人乐府，

形成了乐府的两大系统，民歌乐府到南北朝为一变，以吴声

歌曲为代表的南北朝民歌几乎都是以爱情为题材，郎歌妙意

曲，侬亦吐芳词，对唐诗的形成发展影响深远，而文人乐府

到唐代李白融合南朝乐府的明转天然和北朝乐府的质朴刚健

，将文人古题乐府带上最高峰，但后继的现实主义大诗人杜

甫向上直承两汉乐府的文学精神，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开

创新题乐府，向下又深刻影响了白居易所领导的新乐府运动

，白氏在自己的创作实践基础上提出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

生民病的进步文学主张，总之，乐府诗代表着中国古代现实

主义文学的进步传统，它的演变与发展泽溉了历朝累代的诗

人，可以说，两汉以降的进步诗人都或多或少的受其影响，

当然，自宋后，词曲也称乐府，如东坡悦服，酸甜乐府，这

种混淆仅着眼于音乐性一点，可略而不论。 6、关于五言诗 

五言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样式之一，在先秦时代诗经中

已有某些篇章出现了五言句式，至于明间五言谣谚在两汉时

期也有流传，但其在历史条件和文学本身发展的制约下，不

能形成一种独立的形式，两汉时期明间出现的大量民歌为乐

府机关搜集，整理，编定，其中已经有了结构完整的五言诗

，其丰富而深刻的时代内容，崭新而高超的艺术技巧为文人

们注意并爱好，于是在自己的创作时间中试行模仿，最终创

立了这一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的新的诗歌样式五

言诗。 一般的或，五言诗的起源和成熟是历代文人不断探索

时间的结果，除苏李赠答诗等作品已确定为伪作外，目前可

知班固所作咏史一诗为最早的整饬的五言体诗，至东汉时期



，文人向乐府民歌学习的过程中出现了辛延年的羽林郎和宋

子侯的董娇娆，不但在形式上日趋稳定，其思想内容和艺术

技巧也有了新的突破，而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

的完全成熟，在中国诗歌诗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7、关

于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始见与萧统文选，特指汉代无名氏

所缩的十九首五言诗，其开创性的艺术成就使之在中国诗歌

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称

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可见一斑。 古诗十九首主要内容大

致反映了汉末的下层士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一类是描写游

子思妇的相思离别之情，一类是写追求功名富贵的强烈愿望

与仕途失意的苦闷哀愁，其情感一以贯之，即以闺人怨别，

游子怀乡，游宦无成，追求享乐的描写，表现出浓重的对人

生易逝，节序如流的感伤，这种情绪虽然是消极没落的，但

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着现实的意义，亦是当时政治黑暗

的一种反映。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是非常突出的，概言之

，一是融情入景，情景交融，借景抒情，如明月皎夜光，诗

人有感于深秋季节见物换星移，时序转变而产生朋友相交不

终，世态炎凉的感叹，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增强诗歌抒情性

，二是通过生活细节抒写作者内心活动，以含有叙述成分的

情节突出诗中主人公的形象，如迢迢牵牛星，叙织女的神话

故事，表现诗人脉脉不得语的相思之苦，又如西北有高楼，

以描写女子高楼抚琴，抒发作者知音难遇的感慨，三是比兴

手法的大量运用，其衬映烘托，语短情长，含蓄蕴籍，几乎

涵盖了所有十九篇诗章，典型的如涉江采芙蓉，冉冉孤生竹

等，四是语言不饰雕琢，浅近自然而又精练丰富，情味隽永

。 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下开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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