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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最新出炉，全面招生中，本次辅导将全部采用视频授课

的形式呈现给广大学员，考生可以随时报名参加学习，由资

深老师讲解，权威专家进行24小时免费在线答疑，学员在学

习中遇到的问题可随时通过答疑室留言与专家探讨学习。欲

报从速！ 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考试大纲 课程名称：

中国文化史 课程代码： 0414 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目标 一、

课程性质与特点 《中国文化史》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共关

系专科专业所开设的专业选修课之一，它是一门知识性、理

论性、学养性较强的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考生对

中国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内涵有较系统的了解，熟悉不同

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学术思想、宗教礼俗、文学艺术的特

点和文化交流状况，并加以融会贯通，从而全面提高考生的

综合文化素质，以适应公关工作对其从业人员文化素质的要

求。收藏我吧！ 二、课程设置的目的和要求 设置本课程的目

的，是使考生全面提高综合文化素质，成为高标准的公关从

业人员。学习本课程，要求考生准确理解文化的基本概念，

熟悉中国文化史常识，掌握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学术思

想、宗教礼俗和文学艺术等的主要特点以及文化交流情况，

并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 三、

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中国文化史》是本专业当中具有

提高性质的一门选修课程，它为考生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史知

识。考生可以从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陶冶性情



，丰富思想，从而对其他相关课程的学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 第二部分 考核内容与考核目标 绪 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

求 掌握文化、文化史的基本概念，了解中国文化史的分期以

及各个时期的一般状况和特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文化（重点） 识记：文化一词的来源；文化概念的界

定；文化的四类载体。 理解：文化与文明的区别。 （二）文

化史（重点） 识记：文化史的涵义；重要的文化史学者及其

著作。 理解：文化史的分期；中国文化发展各阶段的一般状

况和特点。 上古构筑中华文化 第一章 史前文化的多元发生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中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中国文

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了解中国文明的几个重要发源

地（三大文化区域），领会中国文明发源于本土，并呈现为

多元发展的态势。理解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以及民族融合

与文化的融合、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

核目标 第一节 中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一般） 识记：人类

起源的四个时期；作为人类起源地之一的中国在各个时期的

一般状况。 第二节 多元的文明起源（重点） 识记：世界最古

老的、独立发展的六大文明。 理解：中国文明发源于本土，

并呈现为多元发展的态势。 应用：三大主要文化区与中国文

明起源的多元化。 （一）黄河流域文化区 识记：黄河中游文

化区的地理位置；仰韶文化；黄河下游文化区的地理位置；

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岳石文化。 （二）长江流域文化区 

识记：长江上游的三星堆遗址；江汉流域文化发展的序列；

长江下游文化区的地理位置；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

泽文化；良渚文化。 （三）燕辽文化区 识记：燕辽文化区的

地理位置；红山文化。 远古神话传说的文化意义（次重点） 



识记：保存中国神话的主要文献；《楚辞天问》简况；《山

海经》简况；史前时期中华民族的三大文化集团华夏、东夷

、苗蛮各自的简况。 理解：中国神话的社会历史化。 应用：

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应用：民族融合与文化的融合、发展

。 第二章 从神本走向人本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国家的

产生、文字的产生，理解殷商、西周文化的发展进程及其由

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趋势。具体把握殷商、西周文化

发展的各自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识记：青铜时

代。 应用：夏、商、周文化发展由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趋

势。 第一节 从村落到国家（次重点） 识记：史前时期的村落

半坡遗址、姜寨遗址；超越氏族部落形式的社会组织良渚文

化遗址、红山文化遗址；国家形态的正式产生；早期国家出

现的有力证明二里头遗址。 理解：夏商周三代不是王朝的前

后更替，而是并行存在的三个政治集团；三代文化平行并进

，互为重叠影响，大同小异。 应用：财富积累、权力秩序和

国家的出现。 第二节 殷商神巫世界（重点） 应用：殷商时期

宗天尚鬼风气的兴盛；殷周时期之天神的拟人格化、祖先的

拟天神化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 （一）自然神信仰 识

记：上帝是地位最高的自然神；作为上帝使臣的其他自然神

；神社；自然神祭祀的目的；自然神祭祀的方式。 （二）祖

先神信仰 识记：殷商祖先神祭祀频繁而隆重；祖先神祭祀的

目的；祖先神的祭祀方式。 （三）巫史 识记：占卜是殷王室

生活的重要内容；巫与占卜；巫与史职；巫史的地位；巫史

除占卜之外的其他文化活动；有关巫术、祭祀仪式的主要名

称；礼器。 第三节 文字创制（重点） （一）关于汉字的起源

识记：文字起源的两种传统说法。 应用：对仓颉造字说、源



于八卦说的基本评价。 （二）原始器物上的符号 识记：原始

器物上的符号的两种类型；两种符号的使用年代和发现地点

。 理解：原始器物上的几何形符号、像实物形符号可以视为

原始文字的先驱。 （三）甲骨文 识记：殷墟甲骨文是至今发

现的性质明确的汉字古文字资料；殷墟甲骨文的使用年代；

甲骨文的主要内容、形制和出土情况；甲骨文的历史学价值

；甲骨文的文字学意义。 应用：甲骨文的文化史价值。 第四

节 西周礼乐文明（重点） （一）礼的起源 应用：礼起源于原

始宗教信仰，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礼的内涵 理

解：周礼的概念；制定礼仪制度的目的；礼与法不分；礼不

是现代意义的法，它以伦理道德作为其根基。 （三）三礼 识

记：“三礼”；礼仪制度的基本框架“五礼”；“五礼”各

自的内涵。 （四）周礼与中华文化 理解：汉儒重建礼制并使

之世俗化；周礼与中华民族温、良、恭、俭、让的精神风貌

；周礼与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第五节 宗法建构（重点） （

一）宗法制度 识记：家族；宗族；宗法；宗法制度的基本内

容。 （二）商代宗法制度 识记：商代宗族的基本状况；嫡庶

之制。 （三）周代宗法制度 识记：周代宗法制度的三个主要

特点及其各自的主要内涵；分封制；昭穆制度；尸；丧服制

度。 应用：宗法制与分封制相辅相成，同时配合以世卿世禄

制度，是西周政治的特色；周代宗庙祭祀制度的作用和影响

。 第三章 礼失求诸野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春秋战国时

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大变动时代，掌握此一时期七大文

化圈的地理位置及其主要特色，理解士人游动的现实基础，

理解“百家争鸣”的主要成因以及儒、墨、道、法、名、阴

阳诸学派的传承情况和基本思想。 二、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



求 理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内涵。 第一节 王纲解纽

礼崩乐坏（重点） （一）王纲解纽 识记：东周及其分期；春

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政治局面；春秋五霸；战

国七雄；诸侯国君权的衰微。 应用：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

政治局面的成因。 （二）礼崩乐坏 识记：礼崩乐坏的诸种表

现；姓氏制度；姓、氏、名、字。 应用：列国兼并战争同时

也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基础。 第二节 区域文化格局的划分（重

点） 识记：春秋战国时期带有明显地域特色的七大文化圈。 

应用：春秋战国时期的政局、各地不同的历史渊源和地理环

境与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的形成。 （一）中原文化圈 识记：

中原文化圈的地理位置、地理环境特点及其所包括的重要诸

侯国和地区；中原文化是华夏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三晋文

化的主要特征；郑卫文化的主要特征。 （二）北方文化圈 识

记：北方文化圈的地理位置、地理环境特点及其所包括的重

要诸侯国和地区；赵国的民族兼并与文化融合；燕国的游侠

和方士；中山国的夷夏文化的混融。 （三）齐鲁文化圈 识记

：齐鲁文化圈的地理位置、地理环境特点及其所包括的重要

诸侯国；周文化与东夷文化的融汇；鲁文化的主要内容；齐

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并包性；稷下学宫；齐文化的基本内容

。 （四）楚文化圈 识记：楚文化圈的地理位置及其所涵盖的

地区；楚文化的保持特色和兼容并包；楚文化丰富多彩的内

容；楚文化的影响。 （五）巴蜀文化圈和吴越文化圈 识记：

巴蜀文化圈的地理位置及其所涵盖的地区；吴越文化圈的地

理位置及其所涵盖的地区；两地文化发展的中断；两地文化

的边裔文化性质；两地文化接受楚文化的影响。 （六）秦文

化圈 识记：秦文化圈的地理位置及其所涵盖的地区；秦文化



兼收周文化和戎狄文化；秦文化的特色；战国时期的变法图

强、广纳人才；《吕氏春秋》；韩非的法家理论。 第三节 游

动的时代（重点） （一）“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应用：春

秋战国时期私学发展简况。 （二）士与士阶层的构成 识记：

士原本的身份和地位；士阶层的基本构成。 （三）游说春秋

战国时期士的活跃 识记：养士风气；著名的养士的王侯贵族

；“朝为布衣，夕为卿相”；士的游动。 应用：春秋战国时

期的政治环境与士阶层的活跃。 （四）士的精神世界 应用：

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精神世界。 第四节 百家争鸣（重点） 识

记：司马谈把诸子百家总括为六家；刘歆归纳为十家；思想

成就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名、阴阳诸家。 应用：战国

时期多元的政治环境与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 （一）儒家 理

解：儒家是殷商以来巫史文化的主要承袭者；宗尚西周礼乐

文明，主张效法三代先王，尤其推崇周文王、武王、周公；

创始人；儒家的主要经典；《论语》及其核心内涵；孔子之

后儒家的分裂；孟子的儒学传承及其主要思想；荀子的儒学

传承及其主要 思想；荀子是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并且深刻

地影响了秦汉文化。 应用：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简况。 （二）

墨家 理解：创始人；墨家的主要思想主张；“墨辩”；墨子

之后墨家的分化。 应用：墨子思想的主要内容。 （三）道家 

理解：创始人；《道德经》（又称《老子》）；老子的主要

思想；庄子的主要思想；儒道互补。 应用：老子思想的主要

内容；庄子思想的主要内容。 （四）法家 理解：战国法家的

两派；李悝、吴起、商鞅一派的来源和思想主题；申不害一

派的来源和思想主题；战国末年韩非的集大成的法家思想；

秦汉以后，“阳儒阴法”是历代王朝政治的本质。 应用：韩



非子思想的主要内容。 （五）名家、阴阳家、兵家 识记：名

家主要讨论的问题；惠施、公孙龙各自的思想主张；阴阳家

倡导阴阳五行学说；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孙子兵法》

的智慧。 第四章 帝国建构与文化整合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理解秦汉时期整合文化的政治措施及其意义，了解汉代经学

的基本状况、汉代士人的生存状况和士风，深入把握汉代儒

学的神学色彩，熟知秦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情形，理

解中外文化交流的深远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第

一节 文化一统（重点） （一）秦王朝的专制集权制度和整合

文化的努力 识记：秦始皇所实施的政治制度变革的基本内容

；秦始皇统一文化的主要措施；秦始皇采纳倡导法家学说以

求统一思想；焚书坑儒。 理解：秦始皇的政治变革和文化举

措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二）汉王朝整合

文化、统一思想的措施 识记：董仲舒“天人三策”的主要内

容；“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理解：汉武帝

正式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儒学成为学术思想主流的时代。 应用

：秦汉时期思想文化的整合。 第二节 士人与士风（重点） （

一）汉代经学状况 识记：政府对图书的搜集和整理；今文经

；古文经；今、古文经学的主要区别；今、古文经学的消长

和融通。 （二）汉代士人的入仕之路 识记：察举制；察举的

科目；徵辟；五经博士；博士弟子、如弟子。 （三）汉代士

风 理解：察举制与士风；名士评议与士风；清议；乡评；月

旦评；清流；党锢之祸。 第三节 神学迷雾（重点） 理解：神

学是秦汉时期的普遍信仰；术数之学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

观念；阴阳五行是一个比附性的解释模式；汉代阴阳五行思

想的理论家是董仲舒和刘向、刘歆；“天人感应”、“天人



合一”；谶纬之学的盛行；谶、纬的涵义。 应用：秦汉时期

信仰阴阳术数的神学思想的基本状况。 第四节 海纳百川（重

点） （一）与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 识记：中国与朝鲜的文化

交流；中国与日本列岛的文化交流。 （二）与东南亚、南亚

地区的文化交流 识记：中国与越南的文化交流。 （三）与西

域的文化交流 识记：张骞两次通使西域；丝绸之路；西汉末

年印度佛教的输入；东汉末年的“胡化”浪潮。 应用：汉代

丝绸之路的建立对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 应用：中外文

化交流与中国文化的发展。 中古开放融合时代的文化繁荣 第

五章 中古的社会与文化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门阀社会的

基本特征，切实把握六朝士族的生活好尚、文化修养及其在

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了解隋唐科举制度的基本规则，

理解科举制的历史贡献和弊端，深入领会科举制与文化普及

发展的关系；理解盛唐的文化繁荣突出地表现在士人昂扬开

朗的精神状态之上。 二、考核知识点及考核目标 第一节 门阀

社会（重点） （一）门阀社会 识记：门阀士族的三个特性；

士族的概念、士族的形成；九品中正制。 理解：门阀社会；

九品中正制导致门阀政治的出现；中央政权直接受到门阀势

力的支配。 （二）门阀社会的兴衰 识记：“寒门”、“庶族

”。 理解：门阀的政治势力在东晋达到顶峰；南朝时门阀政

治势力开始衰落。 （三）门阀士族与文化发展 理解：门阀士

族的好尚与文化，构成了门阀社会最基本的文化形态。 第二

节 士族风流（重点） （一）士族的生活好尚 识记：担任象征

高贵身份的清贵官职；不与寒门通婚；重视家讳、家谱；不

与寒族往来；注重修饰仪表举止。 （二）士族的文化修养 理

解：士族好尚文雅，注重教育，将文化视为立身之本；许多



高门士族都才学渊深，一门能文；诗文宴游的风气；士族所

注重的文化修养；玄言诗；山水诗；士族的文化好尚左右了

当时社会的文化风气；士族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精深的

造诣，有些甚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巅峰位置。 应用：东

晋南朝士族文化的繁荣及其重要地位。 第三节 科举制（重点

） （一）隋唐科举制度 识记：科举制度的含义；举子的主要

来源；科举的主要科目；各类科目中，进士科的地位最高；

进士科考试的基本规则；“行卷”制度。 理解：科举制度反

映出的两个基本原则；科举制度打破了门第对人才的束缚；

“行卷”制度与科举的弊端。 （二）科举制对社会文化的影

响 1、学校教育的兴盛 识记：专科学校的兴盛；唐朝政府注

重加强学校与科举的联系；私学、村学的兴盛。 2、文化得

到普及 理解：科举制推进了文化的平民化趋势。 应用：科举

制与文化的普及、发展。 第四节 盛唐气象（重点） （一）经

济繁荣，国力强盛 理解：经济繁荣，国势强盛，社会稳定，

为盛唐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士人昂扬开朗

的精神风貌 理解：盛唐文化繁荣突出表现在士人昂扬开朗的

精神状态；国家的繁荣、强盛与稳定，科举制的推行，激发

了士人进取从政的热情；政治的开明，士人的漫游风气，使

士人精神自由、胸襟开阔；盛唐士人昂扬开朗的精神风貌，

使盛唐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展现出恢弘的气度（即所谓盛唐气

象）。 应用：盛唐士人的精神风貌与战国时代、建安时代士

人精神风貌的比较。 第六章 宗教的兴盛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佛教传入中国的基本历程，熟知中国佛教八大宗派的基

本情况；掌握道教兴起和发展的历程以及各个阶段的代表人

物、重要典籍，切实理解中国人宗教生活的多元化。 二、考



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识记：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中国才

有了真正的宗教。 第一节 佛教的译传（次重点） （一）佛教

的传入 识记：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安世高的译传活动（“

禅数”之学）；支谶的传译活动（般若学）；“六家七宗”

；东晋时期著名的高僧；鸠摩罗什的传译活动（般若学）；

僧肇及其《肇论》。 理解：僧肇所著《肇论》是中国僧人开

始正确理解印度佛教的标志。 应用：安世高佛教译传活动的

主要内容；支谶佛教译传活动的主要内容；鸠摩罗什佛教传

译活动的主要内容。 （二）佛教进入中国社会 应用：佛教得

以进入了中国社会的主要原因；慧远的传教活动及其《沙门

不敬王者论》。 应用：佛教传入中国的历程。 第二节 佛教的

本土化（重点） （一）佛教的本土化 应用：实现中国化或本

土化，是佛教扎根中国的必然要求。 （二）中国佛教宗派 理

解：“师”；“师说”或“师学”；“师说”的主要类别及

其所讲说的佛典；南北朝的佛教学派普遍关心的问题；《涅

经》的主要思想；“判教”；“道统”；中国历史上的八个

佛教宗派。 1、天台宗（法华宗） 识记：天台宗得名的由来

；开宗时期；开宗大师；思想特点；所尊佛典。 2、三论宗 

识记：“三论”所指；开宗时期；开宗大师；核心思想。 3

、法相唯识宗 识记：开宗时期；开宗大师；思想特点；所重

佛典。 4、净土宗 识记：开宗时期；开宗大师；思想主张；

所尊佛典。 5、律宗 识记：主要研究、传授的教义；律宗的

三个支派（代表人物、支派名称）。 6、华严宗（贤首宗） 

识记：开宗时期；开宗大师；思想主张；所尊佛典。 7、禅

宗 识记：开宗大师；思想主张；《坛经》；禅宗支脉“五家

七宗”。 8、密宗（真言宗） 识记：开宗时期；开宗大师；



思想主张。 应用：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禅宗对中国文化的

深远影响。 道教的兴起与发展（重点） 识记：道教的基本性

质；道教形成的四个历史阶段以及各阶段的代表人物、重要

典籍；“五斗米道”；“黄老道”；“楼观道”。 应用：张

陵在道教发展史上的贡献；葛洪在道教发展史上的贡献；寇

谦之对道教的改造；陆修静在道教发展史上的贡献；陶弘景

在道教发展史上的贡献；唐代道教理论的主要成就。 第四节 

宗教生活的多元化（次重点） 理解：中古士人亦佛亦道的宗

教生活；普通民众宗教信仰的功利性以及多元化；景教；袄

教；摩尼教；回教。 应用：隋唐时期传入中国的新宗教；回

教传入中国的两条主要路线。 第七章 学术思想的变迁 一、学

习目的与要求 切实把握中古时期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详细

了解魏晋、南北朝、隋唐各个时期不同学术思想的发展状况

。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应用：中古学术思想变迁之大

势。 第一节 魏晋玄学与清谈（重点） （一）玄学与清谈 理

解：玄学产生的时间；“正始玄风”的代表人物及著作；玄

学的根源；“有”与“无”；“辩名析理”的讨论方法；“

名”与“理”；“清谈”；“玄风”。 （二）魏晋玄学的发

展阶段和派别 识记：魏晋玄学的三个阶段和三个派别。 1、

贵无论 理解：代表人物；主要思想；“得意忘象”或“得意

忘言”的思想方法；嵇康与“竹林七贤”。 2、崇有论 理解

：代表人物；主要思想。 3、无无论（独化论） 理解：代表

人物；主要思想。 （三）魏晋玄谈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原因 应

用：魏晋玄谈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原因；玄学的历史意义。 第

二节 经学传统的绵延（重点） 理解：汉代儒家“六经”；今

、古文经学的主要区别；马融的经学贡献；郑玄的经学贡献



；“王郑之争”；魏晋时期的“新经学”；杜预及其《春秋

左氏经传集解》；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经学的发展概况

；隋唐时期经学发展概况。 应用：魏晋时期玄学方法的引入

对经学发展的影响；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经学的不同特

点；隋唐时期南、北经学的合流和统一。 应用：中古时期经

学发展的历程。 第三节 儒家的道统思想（重点） 理解：中唐

儒学改革和复兴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韩愈 理解：韩愈所

倡导的“古文运动”的实质；“文以载道”；“道统”。 应

用：韩愈对儒学的新解和对佛、道的批判。 （二）李翱 应用

：李翱及其“复性说”。 （三）柳宗元等 应用：柳宗元的“

天人相异”思想及其宇宙论。 应用：中唐时期的儒学改革和

复兴。 第四节 儒释道三教合流（重点） 理解：儒、释、道三

教各自的中心人物；儒家与佛、道在社会、人生思想理念上

的不同；“入世”文化与“出世”文化；三教合流的两个过

程；王通、王绩倡导三教合一。 应用：中古时期三教并存的

状态与合流的趋向。 第八章 文化的融合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从文化融合的角度，把握中古时期国内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

间的交流和中外交流的基本情况。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

标 第一节 五族入华（一般） 识记：“五族”所指；五族各部

的入华和建立政权情况；五族入华后的“汉化”情况。 应用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 第二节 华胡一体（一般） 识

记：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唐代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

系；羁縻政策；“羁縻州”。 应用：唐太宗的民族政策。 第

三节 中国文化的外传（次重点） 识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

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隋唐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

经济、文化交流。 应用：唐代中日经济、文化交流。 第四节 



文化的兼容并包（次重点） 识记：北朝时期鲜卑文化对汉文

化的影响；唐代外来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 第九章 艺术与技

术的兴盛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全面了解和把握中古时期我国

文化在诗歌、乐舞、书画、科技诸方面的巨大成就。 二、考

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第一节 诗国高潮（次重点） （一）唐诗

的发展历程 应用：唐诗发展四个阶段的基本情况。 1、初唐 

识记：“初唐四杰”及其诗歌主张；陈子昂及其诗歌主张；

沈期、宋之问对唐诗发展的主要贡献。 2、盛唐 识记：李白

及其诗歌的主要成就；杜甫及其诗歌的主要成就；盛唐诗人

群体及其各自擅长的领域。 应用：盛唐诗歌艺术的主要特点

。 3、中唐 识记：“元白诗派”的创作主张和艺术追求；“

韩孟诗派”的创作主张和艺术追求。 4、晚唐 识记：晚唐诗

歌的共同倾向；晚唐著名诗人及其主要艺术特色。 （二）唐

诗繁荣的原因 应用：唐诗繁荣的原因。 乐舞繁荣（次重点） 

（一）音乐 识记：南朝的“吴声”和“西曲”；隋朝的音乐

机构；唐朝的音乐机构；唐代民间的音乐活动；唐代的酒筵

歌舞；唐代乐曲结构的种类；“大曲”；唐代歌词的种类；

歌诗；曲子词。 应用：唐代音乐的繁荣。 （二）舞蹈 识记：

唐代主要的舞蹈种类；《霓裳羽衣舞》；唐代民间流行的舞

蹈。 应用：唐代乐舞所吸收的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影响。 第三

节 书画异彩（次重点） （一）书法 识记：钟繇在书法史上的

贡献；王羲之及其书法成就；王献之及其主要书法作品；“

魏碑”及其主要作品；智永及其主要书法作品；楷书“初唐

四家”及各自的书法特点；“颜柳”的书法成就；唐代行书

名家及其主要作品；唐代草书名家及其主要作品；唐代书法

理论孙过庭《书谱》。 应用：唐代楷书的书法成就。 （二）



绘画 识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画家；顾恺之及其绘画成

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理论的卓越成就；谢赫的“六法”

论；隋代展子虔的绘画成就；初唐阎立本的绘画成就；盛唐

吴道子的绘画成就；唐代贵族仕女画的主要画家；唐代山水

画的主要画家；唐代花鸟画、动物画的主要画家；中古时期

宗教壁画的基本情况。 应用：魏晋南北朝的绘画成就及绘画

理论；唐代绘画的全面繁荣。 第四节 科技成就（次重点） （

一）数学 识记：刘徽的数学成就；祖冲之父子的数学成就；

王孝通的数学成就；唐代算学课本。 （二）天文历法 识记：

虞喜的贡献；刘焯的贡献；僧一行的贡献。 （三）医学 识记

：皇甫谧的贡献；王叔和的贡献；陶弘景的贡献；隋唐医学

的分科；巢元方的贡献；孙思邈的贡献；苏敬等的《唐本草

》。 （四）农学 识记：贾思勰的贡献。 （五）印刷术等 识

记：唐五代印刷业的成就；道教对科技发展的贡献。 近古传

统重建与文化转型 第十章 专制政体下的文化政策 一、学习目

的与要求 了解宋代以来科举制度的发展演变，切实把握中古

以来历代大型图书的编纂情况，了解宋代以来实施文字狱的

基本状况。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第一节 科举制度的发

展（重点） （一）宋代 识记：宋代科举考试的科目；进士、

明经等科的三级考试制度；制科；词科；“三舍法”取士。 

（二）元代 识记：元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民族歧视色彩。 

（三）明代 识记：明代选士制度的特色；明代科举考试的程

序和规则。 （四）清代 识记：清代科举考试的程序和规则；

八股文的诸种别称；八股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具体规定。 第

二节 盛世修典（重点） 识记：魏晋至唐代的大型图书编纂情

况。 （一）宋代 识记：宋代编纂的四部大型类书（《太平御



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及其

编纂者和基本面貌；宋代的丛书编刻情况。 （二）明代 识记

：《永乐大典》及其编纂者、基本面貌和存留情况；明代所

修纂的儒家经典和佛、道藏及其相关情况。 （三）清代 识记

：清代编纂的五部类书（《渊鉴类函》、《佩文韵府》、《

骈字类编》、《子史精华》、《古今图书集成》）和一部丛

书（《四库全书》）及其编纂者和基本面貌；我国现存最大

的类书和丛书。 第三节 文字狱（重点） 识记：“文字狱”的

内涵和形式。 （一）宋代 识记：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李

光私撰《国史》案；程《论语说》案；《江湖集》诗案。 （

二）明代 识记：明代文字狱的基本情况（表笺、诗文、小说

戏曲）。 （三）清代 识记：清代文字狱的统计情况；庄氏史

案；《南山集》案；年羹尧案及相关的汪景祺案、钱名世案

；吕留良案；乾隆朝文字狱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第十一章 文

化事业的兴衰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宋代以来官学教育和

私学教育的发展状况、刻书业的发展状况，以及图书的搜藏

和散佚情况。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第一节 学校和书院

（重点） （一）宋代 识记：北宋的三次兴学运动；宋代官方

学校教育的基本情况；古代私学的高级形态书院制度正式确

立于宋代；宋初四大书院；南宋书院的兴盛和制度化。 （二

）辽金元 识记：元代的社学制度；元代的书院建设及其特征

。 （三）明清 识记：明清官方教育的三个等级；明清的国子

监教育情况；明清的其他中央官学；明清的府、州、县学的

基本情况；明清社学和义学的基本情况；明清时期书院的禁

毁和发展。 第二节 雕版印刷（重点） 识记：关于雕版印刷发

明的时间；唐五代的印刷状况；“监本”。 （一）宋代 识记



：宋代最为繁荣的刻书地点；宋代官刻本的基本情况；宋代

家刻本的基本情况；宋代坊刻本的基本情况。 （二）元代 识

记：元代官刻本、书院刻本、家刻本、坊刻本各自的基本情

况；元代刻书集中之地；元代对活字印刷术的改进和套版印

刷术的发明。 （三）明代 识记：明代官方刻书的基本情况；

明代家刻本的基本情况；毛晋及其汲古阁刻书；明代坊刻的

基本情况及主要地点；明代印刷术的进步。 （四）清代 识记

：清代官刻本的基本情况；殿本；清代各省官书局的兴起；

局本；清代家刻本的基本情况；清代坊刻的基本情况及主要

地点；雕版印刷术的衰落。 第三节 典籍聚散（重点） （一）

宋代 识记：北宋的图书搜藏和散佚情况；《崇文总目》；南

宋的图书搜藏情况；《中兴馆阁书目》；宋代的私人藏书情

况和著名藏书家。 （二）元代 识记：元代的图书搜藏情况；

元代的私人藏书情况和著名藏书家。 （三）明代 识记：明代

的图书搜藏情况；文渊阁；《文渊阁书目》；明代的私人藏

书情况和著名藏书家；范钦及其天一阁；祁承及其《澹生堂

藏书约》的藏书建设理论；明代公私藏书的散佚情况。 （四

）清代 识记：清代藏书家的三个特色；清代著名藏书家；清

代的图书搜藏情况；《天禄琳琅书目》和《天禄琳琅书目后

编》；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图书的征集与禁毁；晚清

时期公私藏书所遭受的破坏。 第十二章 学术思潮的演变 一、

学习目的与要求 深入了解和把握宋明理学（心学）和清代学

术的发展演变，熟知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主要思

想，理解不同时期不同学术思潮兴起的原因。 二、考核知识

点与考核目标 应用：宋代以来学术思潮演变之轨迹。 第一节 

理学与心学（重点） 应用：理学产生的思想和学术背景。 （



一）北宋理学的形成期 识记：宋初“三先生”及其学术贡献

；理学的奠基者周敦颐和张载；周敦颐《太极图易说》的核

心思想；张载的主要著述和思想；理学体系形成于二程；二

程的主要著述及其理学思想的核心；二程后学；象数学派著

名学者邵雍的著作及其后学。 应用：张载的思想及其对程朱

理学的影响。 （二）南宋理学发展的高峰期 识记：南宋著名

的理学家；朱熹的多方面著述；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

朱熹在理学发展上的多方面成就；朱熹和程朱理学优势地位

的确立；宋明理学心学一派的开创者陆九渊。 应用：朱熹对

理学发展的重大贡献；陆九渊的思想及其心学方法论的重点

。 （三）元代朱学的北传时期 识记：元代理学发展的基本状

况。 （四）明初朱学的统治时期 识记：朱学绝对统治地位的

确立；明前期理学的新气象。 （五）明中期王学的崛起和传

播时期 识记：陈献章及其心学思想和方法；湛若水的心学方

法；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王学的前三变和后三变；王学的

主要论题；王学的传播。 应用：王守仁的心学思想。 （六）

明末清初理学的批判总结时期 识记：理学的总结性著作；学

者们对理学的批评。 第二节 清代考据学和汉宋之争（重点） 

（一）清初至中叶的考据学 识记：清代考据学的别称；“宋

学”；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及阎若璩、胡渭、姚

际恒等学者的学术思想和考据学成就；清中期考据学三派及

其主要学者；吴派惠栋、王鸣盛、钱大昕的学术思想和考据

学成就；皖派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的学术

思想和考据学成就；浙东派章学诚、崔述的学术思想和考据

学成就。 应用：清代考据学兴起的原因；清中期考据学的兴

盛。 （二）晚清今文经学的复兴和古文经学的延续 识记：晚



清今文经学复兴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庄存与、刘逢禄以及

冯登府、陈寿祺、陈乔枞的学术成就；后一阶段龚自珍、魏

源、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俞樾、孙诒让、章炳麟

、王国维等考据学者的学术成就。 应用：晚清今文经学复兴

的原因。 第十三章 化雅入俗的文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详

细了解宋词、元曲（杂剧）、明清小说的发展和繁荣情况，

熟知其中的重要作家、作品，并能对其做出一定的分析。 二

、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应用：近古文学的发展概况。 第一

节 宋词源流（次重点） 识记：词的诸种异称；词的起源；词

早期的创作来源。 （一）唐五代的词 识记：唐代词创作概况

；五代词创作概况；《花间集》和西蜀词；南唐词。 应用：

温庭筠的词创作及其贡献。 （二）宋词 识记：宋初词家（晏

殊、宋祁、范仲淹、欧阳修、晏几道）的创作简况；《小山

词》；北宋前期词体、词风的转变张先、柳永的创作；《安

陆集》；《乐章集》；苏轼的词创作；与苏轼大体同时的其

他词作家（王安石、黄庭坚、晁补之、毛滂）及其词集；北

宋后期注重格律的词作家（秦观、贺铸、周邦彦）及其词集

；两宋之交的词家（李清照、辛弃疾、岳飞、张元、张孝祥

）及其词集；辛派词人（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及

其词集；南宋后期的格律派词人（姜夔、史达祖、吴文英、

蒋捷、周密、王沂孙、张炎）及其词集；《词源》。 应用：

柳永的词创作及其对宋词发展的贡献；苏轼的词创作及其对

词境、词的表现手法的开拓；周邦彦的词创作及其在词律方

面的贡献；辛弃疾词作的特色。 应用：宋词发展演变的轨迹

。 第二节 散曲与杂剧（次重点） （一）散曲 识记：散曲的

产生；与词相比，散曲的形式更加自由灵活；元代散曲体式



的发展过程；小令；带过曲（合调）；套数（套曲、散套、

大令）；元散曲的分期及前后期不同的创作风格；前后两期

的重要作家；《东篱乐府》；《今乐府》、《苏渔唱》、《

吴盐》、《新乐府》；周德清的曲律研究《中原音韵》。 应

用：马致远的散曲创作。 （二）杂剧 识记：元杂剧的剧本和

演出的基本规则；元杂剧的角色分类；“元曲四大家”；白

朴的杂剧创作；马致远的杂剧创作；元代前期其他剧作家（

杨显之、武汉臣、纪君祥、康进之、高文秀、石君宝、李好

古、张国宾）的创作；元代后期的剧作家（郑光祖、宫天挺

、秦简夫）。 应用：元杂剧兴盛的原因；关汉卿的杂剧创作

；王实甫的杂剧创作。 第三节 明清小说（次重点） （一）明

代 识记：小说是明清文学的代表样式；章回小说的来源；《

三国演义》的版本情况；元末明初除《三国演义》外的其他

长篇讲史小说；《水浒传》的版本情况；《水浒传》的续作

；《西游记》的续作；其他神魔小说；《金瓶梅》的版本系

统；洪的《清平山堂话本》；冯梦龙的“三言”；凌初的“

二拍”。 应用：罗贯中及其《三国演义》；施耐庵、罗贯中

及其《水浒传》；吴承恩及其《西游记》；兰陵笑笑生及其

《金瓶梅》。 （二）清代 识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与

《聊斋志异》性质相近的其他作品；《红楼梦》的创作和版

本情况；《红楼梦》之后的其他小说；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应用：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曹雪芹及其《红楼梦》。 

第十四章 异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近古

以来国内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中外文化的交流情况。 二、考核

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第一节 少数民族汉化和民族同化（一般） 

识记：民族杂居的环境、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汉化政策与民族



同化；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四个促进作

用；契丹辽朝对汉文化的吸收；党项西夏对汉文化的吸收；

女真金朝对汉文化的吸收；元朝对汉文化的吸收；清朝对汉

文化的吸收。 第二节 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一般） （一）西

学东渐 识记：13世纪末马可波罗来华及其《马可波罗游记》

；16世纪末利玛窦在华的西学传播活动；19世纪初马礼逊在

南亚的西学传播活动；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华的西学传

播活动；中国政府对西学的吸纳；20世纪初西学对中国社会

的影响。 应用：利玛窦的西学传播活动。 （二）中学西渐 识

记：16至18世纪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译介情况；西方学者

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情况；西方学者对中国自然科学和

人文科学的研究情况。 第十五章 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 一、学

习目的与要求 把握宋代以来宗族制度的发展及其特征和功能

，了解此一时期宗教的世俗化倾向，熟知宋元明清的市井文

化的发展状况。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第一节 宗族制度

的特征与功能（重点） 识记：宗法或宗法制度；家族；祠堂

、族谱和族田是宋元明清封建宗族制度的主要特征。 应用：

宗法制度的由来和发展演变。 （一）宗谱 识记：欧阳氏宗谱

和苏氏宗谱新式宗谱的开创；宋代以后形成的“敬宗收族”

的宗谱原则；宋以后宗谱的名目；明清时期宗谱的构成；日

本学者秋贺多五郎对宗谱内容和宗旨的十点归纳；修谱的规

则。 应用：明清时期宗谱的构成及各部分的书写义例。 （二

）宗祠 识记：宗祠（祠堂）；宋元明初祠堂建设的演变；祠

堂的结构和供奉制度；神主；祠堂的四项主要功能。 （三）

族田 识记：族田（公田）；族田的种类；族田制度的起源和

发展；关于族田的种种规定；族田的四项用途。 （四）族长 



识记：族长（族正）；宗子；族长的权力。 （五）族规 识记

：族规；族规的异名；族规的来源；族规的七项基本要素。 

第二节 宗教的世俗化（重点） （一）宋元明清时期宗教的世

俗化倾向 应用：宋元明清时期宗教世俗化的原因。 识记：道

教世俗化倾向；佛教的世俗化倾向。 （二）明清时期的民间

宗教 1、白莲教 识记：南宋初年茅子元开创白莲宗；白莲宗

主要的宗教实践活动；《圆融四土图》；元代白莲宗的分化

及明清时期白莲教的情况。 2、罗教 识记：明代中叶罗梦鸿

（一作罗孟洪）创立罗教；罗教的异称；罗教的五部六册宝

卷及其主要思想内容；罗教的广泛传播；罗教的传承统系。

3、明清时期其他主要的民间宗教 识记：李宾开创的“黄天

教”的基本情况；林兆恩“三一教”的基本情况；王森创立

的“闻香教”的基本情况；明清时期道教的世俗化及其与民

间信仰的融合。 第三节 市民社群与市井文化（重点） （一）

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市井文化的发达 识记：宋代城市经济

的繁荣；市民阶层构成的变化与市民社群的形成；市民社群

趋同的文化趣向；市井文化的通俗性、实用性和宿命论色彩

；宋代市井文化活动的类别；说唱类文化活动的主要构成；

杂技类文化活动的主要构成；乐舞类文化活动的主要构成；

戏剧类文化活动的主要构成。 （二）元代的市井文化 识记：

元杂剧的创作和演出情况。 （三）明清时期的城市发展与市

井文化 识记：城市发展状况；市民社群构成的变化；《水浒

传》、《金瓶梅》对市井文化的反映；说唱和戏曲的发展概

况。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目标的能力层次

表述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理解”、“应

用”三个能力层次规定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各能力层



次为递进等级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其含义

是： 识记：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

确认识和表述，是低层次的要求。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

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

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用：

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分

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应用” 二、指定教

材 《中国文化史纲要》 吴小如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1、在开始阅读指定教材各章节之前

，应先仔细翻阅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及对知识点

的能力层次要求和考核目标，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有

数，有的放矢。 2、阅读教材时，要逐段细读，逐句推敲，

集中精力，吃透每一个知识点，对基本概念必须深刻理解，

对基本理论必须彻底弄清，对基本方法必须牢固掌握。 3、

在自学过程中，既要积极思考问题，也要做好阅读笔记，把

教材中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等加以整理，加深对问题的

认知、理解和记忆，以利于突出重点，并涵盖整个内容，可

以不断提高自学能力。 四、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

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

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理解各知识点的考核目标

。 3、辅导时，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指定的教材为基础，

不要随意增删内容，防止偏离教材的倾向。 4、辅导时，应

对学习方法进行指导，宜提倡“认真阅读教材，刻苦钻研教

材，主动争取帮助，依靠自己学通”的方法。 5、注意对应

考者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自学能力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

学会独立学习，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做



出判断，解决问题。 6、要使考生了解试题的难易与能力层

次高低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各个能力层次中会存在着不

同难度的试题。 7、指导考生按考试目标和考试题型做一定

程度的练习，以适应考试。 8、助学学时：本课程为6学分，

建议总课时不少于108学时，其中助学课时分配如下： 章 次 

内 容 学 时 第一章 史前文化的多元发生 6第二章 从神本走向

人本 8第三章 礼失求诸野 10第四章 帝国建构与文化整合 10第

五章 中古的社会与文化 8第六章 宗教的兴盛 8第七章 学术思

想的变迁 8第八章 文化的融合 4第九章 艺术与技术的兴盛 6第

十章 专制政体下的文化政策 8第十一章 文化事业的兴衰 8第

十二章 学术思潮的演变 8第十三章 化雅入俗的文学 6第十四

章 异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4第十五章 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 6 合 

计 108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

内容和考核目标都是考试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

点。 2、大纲中关于能力层次的具体要求与试卷的题型没有

对应关系，各级能力层次的内容都可以编制不同题型的考试

题目。 3、试卷中不同能力层次的试题比例大致是：识记20%

、理解25%、应用55% 。 4、试题难易程度应合理：易、较易

、较难、难比例为2：3：3：2。 5、每份试卷中，各类考核点

所占比例约为：重点65，次重点25，一般10。 6、试题类型一

般为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和论述

题五种题型。 7、考试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150分钟，

采用百分制评分，60分合格。 六、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

题（在每小题给出的四项备选答案中选出最恰当的一项，并

把它的标示字母写在题后的括号里） 1、把春秋战国时期的

“诸子百家”归结为十家的学者是【 】 A、司马谈 B、刘歆



C、刘向 D、班固 2、正式确立书院制度的时代是【 】 A、宋

代 B、元代 C、明代 D、清代 （二）多项选择题（在每小题

给出的五项备选答案中有二至五项是符合题干要求的，请选

出它们并把它们的标示字母写在题后的括号里） 1、东汉时

期来华从事佛教译传活动的海外僧人有【 】 A、安世高 B、

支谶 C、鸠摩罗什 D、僧肇 E、慧远 2、宋代编纂的大型图书

有【 】 A、《太平御览》 B、《太平广记》 C、《文苑英华

》 D、《册府元龟》 E、《百川学海》 （三）名词解释题 1、

宗法 2、科举制度 （四）简答题 1、简述“九品中正制”对门

阀政治的影响。 2、简述柳永对宋词发展的贡献。 （五）论

述题 1、论述中古时期儒家经学的发展变化。 2、论城市经济

的发达、市民社群的形成对市井文化繁荣的影响。 点击查看

： 09年1月全国各地自考成绩查询汇总 09年下半年各省市自

考报名时间 2009年1月自考试题上线 09年4月自考冲刺专题 09

年全国地自考专业调整信息汇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