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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637 中国现当代文学考研核心笔记 

 

《中国当代文学史》考研核心笔记 

 

绪论 

【核心笔记】当代文学定义 

（1）当代文学在传统上的定义是特指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大陆文学。 

（2）定义的局限性： 

①时间局限：以四九年为界划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并不能准确地反映文学

的发展状况。 

②空间局限：以大陆文学为研究对象，把台港文学排除在外，同样不能准确认识中国文学的发展。 

总之，传统关于当代文学的定义将中国文学窄化了。 

（3）20 世纪中国文学：目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说法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当代文学的分法，这一概

念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整合起来，较准确地反映了文学的发展面貌，具有科学性。陈思和《中国当代文

学史教程》中写道：“一百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是极为短暂的瞬间，不可能积累太多的精神成果，所以，

人为的断代史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从 1949 年算起的当代文学史，也仅仅是 20 世纪文学的某一阶段，这

个概念也会随着“20 世纪文学”或者广义的“现代文学”的普遍应用而逐渐淡出学术舞台。 

【核心笔记】当代文学分期（习惯上有三种分法） 

（1）三分法： 

①1949——1978 为第一阶段，以工农兵文学思潮为主。 

②1978——1989：第二阶段，文学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但仍带有强烈的共名化特征。 

③90 年代——至今：第三阶段，文学进入无名化时期。 

（2）三分法： 

①1949——1966：十七年文学。 

②1966——1976：文革文学。 

③1978——至今：新时期文学。 

（3）四分法： 

①1949——1966：十七年文学。 

②1966——1976：文革文学。 

③1978——1989：80 年代文学。 

④90 年代——至今：文学的无名化阶段 

【核心笔记】当代文学继承的传统 

当代文学继承了现代文学中的两个传统。 

（1）五四新文学为代表的启蒙文化传统。启蒙文化传统是知识分子的传统。它反映了知识分子在脱

离了传统士大夫的庙堂价值取向后，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仍然沿着救国救民的思路在发展，他们把目标

转向民众，企图通过启蒙的道路唤起民众和教育民众，用民众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为此，他

们一方面不断地抗争来自国家权力所支撑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对长期受封建意识侵蚀的民间大众

采取启蒙教育和精神批判的态度。因此，由这一传统催生出来的启蒙文学是知识分子独立参与社会改造的

运动。无论对国家权力阶层还是对中国大众，都具有双刃剑的主导功能。例如鲁迅、老舍的文学创作都具

有这两方面的功能。 

（2）抗战以来的战争文化传统。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人民大众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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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者，成了知识分子服务和歌颂的对象；另一方面由于抗战而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也使国家和党派的权

力正面渗透进文学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启蒙文学受到了质疑，为战争服务的战争文化传统形成并逐渐取

代了启蒙文化传统的主导位置。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战争文化传统正式取

代启蒙文化传统成为主导文学发展的规则。 

战争文化传统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属性和欧化的文学表现形式逐一进行批判，否定了五四新文化的

一个重要标准－西方文化模式，树立了另一个标准－中国大众的需要：即知识分子应该无条件地向工农兵

大众学习，为工农兵服务，以大众的思想要求和审美爱好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知识分子还要无条件地投

入战争，一切为战争服务，也就是一切围绕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方针政策服务。在文学创作

上要求注意创作的政治目的性和政治功利性，自觉运用两军对阵的二元思维模式构思创作，自觉强调英雄

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例如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就反映了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 

【核心笔记】工农兵文学思潮： 

（1）在战争文化传统影响下形成了以解放区文学为主的工农兵文学思潮。这种思潮成了建国后 30 年

的文学主潮。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历史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左翼文学。其时间大约有 50 年。工农

兵文学思潮是历史、现实等各种因素遇合的产物。它既是历史上实学思潮与个性之学相互渗透、影响的结

果，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结果；既是传统的发展，也是异域的融合。 

（2）工农兵文学思潮内部派别 

工农兵文学思潮要求文学以歌颂为主，为工农兵服务，在语言形式上采用人民大众的口语。这些都使

知识分子的话语形式开始衰退。40 年代工农兵文学思潮内部发生分歧，出现了三个派别： 

①赵树理代表的方向派。这一派别体现了毛泽东的文学思想，是解放区大力提倡的一种文学模式。赵

树理本人的创作也被看作是解放区文学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代表了文艺发展的方向。解放后，方向

派继续得到官方支持。并且在这一派别内不断有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性人物出现——先后有赵树

理、柳青、浩然。 

②胡风代表的主观精神派。这一派别强调知识分子带着五四的战斗传统进入抗战，在接近大众的过程

中通过学习大众的思维方式、感情方式和认识生活的方式来更好地引导大众参加抗战并在抗战实践中逐渐

提高自己。并且仍坚持对大众中的“精神奴役创伤”进行批判。解放后，胡风派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

思想之间的差异尖锐地表现了出来，最终在 1955 年，胡风及其追随者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此派

从文坛上消失了或者说转入了地下，成为潜在文学。 

③丁玲代表的揭露派。这一派别以揭示现实中的黑暗为特点，代表人物是丁玲和 40 年代的王实味。

在 40 年代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这一派别就受到批判，解放后这一派别继续受到压抑，并最终随着丁玲、陈

企霞被打成右派而消失。 

【核心笔记】十七年文学思潮 

1.文学的转折（1948－1949） 

中国文学由现代文学转入当代文学的关键时间是 1948 年和 1949 年。在这两年中，伴随着共产党在政

治上的节节胜利，解放区文艺也通过一系列的批判占据了文学的中心位置。 

（1）1948：共和国文学的前奏 

①1948 年 3 月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创办，代表了解放后官方文艺观念在解放前的试验。其中文学评

论的话语体系已经开始转换： 

a.用“我们的模式”代表政党发言，这使文学评论失去了固有色彩，与权力连系起来带有话语霸权色

彩。解放后，这种模式愈演愈烈。 

b.评论语调居高临下，失去了文学评论平等交流的基本素质。 

c.对作品的分析开了政治定位的先河。审美批判相对少了。 

d.开了一个新的美学原则——阶级论的美学原则：对解放区文艺绝对肯定与颂扬。 

e.作家队伍要求从工农兵中培养，改造原有的作家队伍。 

f.战时思维模式移植到文艺上——两极对立、非此即彼，出现敌我、革命反动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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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对文人的政治性批判。1948 年的文坛已经开始了对文人的政治性批判，一些与工农兵文学不同的作

家创作风格遭到批判，并且往往上升到对作家本人的政治批判上。如郭沫若《斥反动文艺》批判了沈从文、

朱光潜、萧乾等“资产阶级”作家。邵荃麟、胡绳等对左翼阵营内的胡风的文艺理论和路翎的小说进行了

集中清算。 

③作品发表方式转变。1948 年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毛泽东本人的许可下得以发表，开创了党

干预作家创作的先例。解放后，所有作家的创作都是权力因素决定的，而非市场因素。到了文革中，文艺

界领导对创作的干预、审查更加严重。 

总之，1948 年的批判和再评价运动，正是在为文学史的评价作准备，所要争论的也正是文学史以及现

实文坛上的主导地位问题。可以说这场批判的结果和目的就是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 

（2）1949：文学规范的建立 

①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1949 年 7 月中华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 

a.周总理《政治报告》：以相同的口吻高度评价了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同时强调了文艺斗

争原则和文艺队伍建设问题。 

b.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解放区文艺实现了文艺与人民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文艺应以毛泽东文艺

思想为指引，反映党的政策，写重大题材和英雄人物，艺术上强调大众化的追求。同时要求对文艺加强党

的领导。 

c.茅盾《在反动派反对和压抑下斗争和发展的文艺》：检讨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种种错误倾向，尤

其是批评了胡风及其周围的一些进步作家。同时提出用党的政策来衡量作品的政治性和艺术性。 

d.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回顾现代文学 30 年的历史，从理论高度为现代文学定

性——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号召文艺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展望新中国的

文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开展广泛的群众文艺运动，吸收苏联的文学创作经验，排除资产阶级的非革命

因素，作家深入生活，改造旧的文学传统。 

②文代会的观点。 

a.文艺工具说。文学是承载意识形态的工具，其意识形态带有强烈的党性色彩。 

b.同路人说。排斥非无产阶级作家，通过理论斗争纯洁思想，保证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队伍。 

c.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论。提倡哲学直接进入文学，49 年后发展为政治直接进入文学。第一次文代

会把上述内容以文件、法的形式规定下来，加以具体化和明确化。这次文代会也奠定了作家们 30 年的不

自主。 

③作家们的反映。 

a.解放区作家：他们都经过延安的整风运动，知道新政权对知识分子来说意味着除了革命的权利以外，

还要改造自己旧的世界观。因此自觉地迎合了新的文学规范。如柳青响应号召下乡劳动，深入生活，体会

生活和进行创作。赵树理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通过创作反映问题。 

b.国统区具有进步民主思想的作家：他们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坚持独立的理想追求，不满国民党的统

治，所以对历史的大变革抱有希望，但并不了解新政权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受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

义的影响，自知与新时代的要求有一定距离，因此希望通过互相谅解达成一种新的契约关系。如巴金坦言

自己是来向解放区作家、工农群众学习的。 

c.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作家曾经在历史上间接或直接的与共产党或左翼运动发生过冲突，有过不

愉快的回忆，或者没有冲突，但出于阶级或社会关系隔阂，在感情上对新政权格格不入。但他们没有离开

国家，希望能够忘掉过去不愉快的记忆，和新政权调整好关系。在新时代面前，他们的内心是紧张的。如

沈从文，在解放后终止了文学创作事业，甚至曾经一度陷入精神失常的境地。 

对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而言，他们面临的更具体的文化困境是五四新文学传统

给予作家的表达形式——从思想、感情到审美语言，在一个新的时代环境和革命功利主义的要求下完全失

去了呼应时代的能力。解放后除极个别的作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有过较好的作品外，大部分作家的创作数量

和艺术水平都下降了。 

④文代会的意义：将文代会放在文艺发展演变的过程上讲，它标志着文学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a.思潮转变，由“百音竞奏”转变为“一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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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共和国文艺发展蓝本被定为延安文艺模式。 

c.文学进入狭窄的发展渠道，众多文学资源被否定。 

d.文学规范建立，文学进入体制化阶段。体制化的具体表现有： 

政权介入文艺； 

文艺纳入国家意识形态之中； 

作家失去思想自由； 

作家被纳入各种组织之中。 

文学新规范的建立，终于使中国文学史无前例地成为了政治的工具。作家们只有在《人民日报》的社

论中，红头文件中，毛泽东语录中去把握生活与创作的本质和主流。这被称作是“主流和本质上的真实”。 

 

2.“方向”在争论中延伸 

 第一次文代会确定了延安文艺传统为新中国文艺发展的规范，但这一规范在具体实践中是伴随着大

大小小的文学争论和文学批判运动的，认识这些文学争论和文学批判有助于我们了解 17 年文学思潮发展

演变的基本特征。 

（1）文学理论领域的争论 

①关于小资产阶级可否成为主角的讨论。1949 年 8 月 27 日《文汇报》发表了洗群《关于“可不可以

写小资产阶级”问题》的文章，引发了这场讨论。讨论的实质是对“工农兵方向”的反映。何其芳作《一

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一文，代表官方对这次讨论做了总结，认为：只要工农兵方向不变，小资产阶级

也可成为主角。 

不同问题提出来，最后都由绝对的官方意志决定其对错，并且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遵守，不允许有个

人见解，这种现象在之后的 30 年中越来越严重。 

②艺术与政治关系的讨论。1950 年《文艺学习》第一期发表了阿垅《论倾向性》一文，认为应加强艺

术审美力量，从而使政治自然显现，同时强调“艺术即真”，艺术必须真实。陈涌作《论文艺与政治的关

系》一文批驳阿垅的文章，认为阿垅的文章是以反对公式主义为借口，反对进步的革命文艺，是对毛泽东

文艺思想的歪曲。茅盾发表《目前创作上的一些问题》，指出政治即政策，没有政策，文学就没有现实性。 

陈涌的文章是建国以来第一篇偷换概念，用政治定性取代文艺评论的文章，后来这类文章很多。茅盾

的观点影响很大，后来很多人都认为作品艺术上差些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应牺牲作品的政治性。 

（2）文学创作领域的争论 

①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小说写知识分子出身的李克以工农出身的妻子张同志为镜子，

接受教育改造自己的过程。在艺术上小说并不成功，但仍然遭到了文艺届的批判。其中最重要的批判文章

是丁玲《致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文章认为该小说文艺倾向不对，想写李克改造，效果却是张同志应该

接受改造，表现了作者本人留恋小资产阶级情调，厌恶工农的不良倾向。争论的结果是作者萧也牧公开检

讨《我们夫妇之间》的错误倾向，表示要清算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以此来参加保卫人民文艺的战斗。 

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对《我们夫妇之间》进行了重评，认为它在“建国初期，是一篇敏锐干预生活

的作品，很有现实意义。” 

②批判方季的小说《让生命变得更美好吧》。评论者认为小说写得党性力量没有美女力量大，应该接

受审查，同时认为小说中的心理描写是运用了弗洛伊德的手法，是不健康的。 

③对路翎《洼地上的“战役”》的批判。一些评论者认为《洼地上的“战役”》描写了王应洪在爱情

和纪律之间的徘徊，这与国际主义精神是相背离的。并且王应洪胸口的信物有贬低志愿军形象的嫌疑。魏

巍认为该小说在堆满了纪律的字眼下控诉了纪律的无情，诽谤了正义的战争，朝鲜姑娘金圣姬对王应洪的

主动的爱情，是对她的极大侮辱。巴金更认为这篇小说是路翎在敌视人民，敌视军队，在用个人主义代替

集体主义，用颠倒黑白的方法来实现其反革命的目的。针对这些批评，路翎提出了反驳，但在 1955 年，

该小说仍旧被看成是作家路翎在以反革命的情绪诬蔑志愿军、瓦解革命斗志，并且小说在感情上充满了小

资产阶级情调。 

（3）对这几场讨论的认识： 

①这些讨论批评不是纯粹学理上的批评，是主流意识形态强行要求认同其规范的行动，带有行政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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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教程》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导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民间文学定义的历史流变 

考点：民间文学内容的特征--直接人民性 

考点：民间文学的口头性、流传性、变异性、集体性 

考点：民间文学的总体特征--立体性 

考点：实用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 

考点：民俗学的学科历史 

考点：民俗学与民间文学、人类学 

考点：当代民俗学与民间文学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民间文学的定义与特征 

1.民间文学定义的历史流变 

（1）格林兄弟《德意志神话学》 

（2）台湾《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 

（3）阿兰·邓迪思《世界民俗学》 

（4）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 

（5）多尔逊《美国民俗》 

（6）苏联民间文学研究： 

①人民口头创作课 

②高尔基 

③《苏联大百科全书》 

（7）鲁迅《论“旧形式的采取”》 

（8）何其芳 

（9）总结 

①流传方式 

“口头性”、“流传性”、“匿名性”、“集体性” 

②内容 

“传统性”、“原始文化遗留物”、“人民性”、“程式性” 

③科学化发展 

“直接人民性”、“立体性” 

必须用“立体思维”（六维）才能全面地、深刻地对研究对象作真正科学的、系统的研究。 

 

2.民间文学内容的特征--直接人民性 

（1）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文学创作，是广大人民在生活中喜怒哀乐的直接艺术表现。 

①“三位一体”：口头文学、音乐、舞蹈 

②苏联：“人民性”，别林斯基《苏联大百科全书》 

③《中国民间文学概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间文艺学原理》 

（2）“直接人民性”是从大量民间文学作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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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民间文学是人民生活、历史的全面生动的形象反映。文学是交流感情的工具，感情只有在实践中才

能获得，只有参加实践的人民才能生动真切地描写它们。 

a.王薄起义：《大业长白山谣》 

b.梁山英雄歌谣 

c.《树旗谣》 

d.《迎闯王》 

②民间文学是民族文化的根基，是民族的灵魂。 

图腾：龙；“多元一体” 

③民间文学虽然包括一些落后迷信思想，但在本质上属于先进文化与民主思想的范畴。 

a.“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争议性 

b.梁山好汉被招安 

 

3.民间文学的口头性 

（1）民间文学是的口头性，主要表现为民间文学是口头创作的，同时又是口头流传的。区别于文人

作家用笔创作，通过书面形式流传的特点。 

口头性是民间文学最重要的特点和优点。 

（2）民间文学具有多种实用功能。 

劳动，灵活互动，敏锐反映生活，语言艺术创新 

（3）文学语言的根基在口语。口头性与书面性密切相关，民间文学记录下来就成了书面形式的民间

文学；一些口语化的书面作品，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 

 

4.民间文学的流传性 

（1）民间文学的横向流传 

①民间文学流传的外地，甚至流传到全世界。 

②语言内容上都会发生一定变异，使作品更加符合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更符合民族和地

区生活习俗的特点。 

（2）民间文学的纵向传承 

①民间文学的传承有自发和自觉之分。即由业余爱好者自发记住并传承，或由专业、半专业人士自觉

传承。后者又分为两种方式，一是家族传承，二是师徒传承。 

②在这种纵向传承中，传承人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地方色彩和艺术个性。 

（3）民间文学的流传过程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流传性是划分民间文学范围界限的重要标志之一，

作家的作品经过流传变异而成为民间文学，这种作品可以称为“第二性的民间文学”。 

 

5.民间文学的变异性 

（1）民间文学的变异性是由它的口头性和流传性决定的。 

（2）民间文学没有署名，没有著作权的概念。 

（3）民间文学的变异一般是往好的方向变，是一个艺术典型化的过程。 

（4）民间文学的变异还包括同一作品的不同体裁的变异。 

元稹《莺莺传》→董解元诸宫调《西厢记》→王实甫杂剧《西厢记》→田汉京剧《西厢记》 

 

6.民间文学的集体性 

（1）民间文学是无名氏的集体创作。 

①集体：作品的流传范围有多大，在多少人中流传，在那些人中流传，这些人的组合就是这个集体。

总的集体是“人民”。 

②集体性是民间文学的本质属性。集体性的内涵就是民间文学是集体所创作的、集体所共有的文学。 

（2）集体性是民间文学深刻的思想性与高度艺术性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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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作品需要依靠群众不断地修改。 

②内容会不断地丰富、深化。 

（3）由作家的作品在流传中演变成的民间文学作品，叫做“第二性的民间文学”。 

这些文人的作品在流传中也会发生变化，凝聚集体的智慧。 

（4）民间文学中也有些不成熟的作品，反映群众的某些偏见。 

（5）重视集体性的同时，不能忽视个性，集体性是通过个性体现出来的。 

 

7.民间文学的艺术特性 

（1）情真--最大的艺术特色 

冯梦龙《山歌》、李开先、托尔斯泰《艺术论》 

（2）淳朴性--纯天然是最高的美 

冯梦龙、王国维、李白、陶渊明、庄子、培根 

（3）艺术结构与语言定式 

①三叠式，套语 

②“口头诗学” 

（4）音乐性 

①散文→韵文 

②史诗，戏曲，说唱 

（5）语言艺术 

①赋、比、兴 

②其他多种修辞手法 

（6）总结： 

民间文学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传统。 

①内容和创作方法上：情真意切，刚见倾心，自然成趣，朴素大方，奇幻而真实。 

②形式上：造就并传承者独特的传统体裁，如歌谣、故事、谜语、谚语、说唱曲艺、史诗、故事诗、

抒情长歌。 

 

8.民间文学的总体特征--立体性 

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 

（1）民间文学是不仅是寓言的艺术，同时又音乐、舞蹈、表演动作、表情等侧面，是朵侧面的立体。 

（2）民间文学是多维的空间艺术，同时也是时间艺术，不断在流传中发生变化，出现许多不同时空

的异文。（第四维） 

（3）民间文学有多功能性，具有各种使用价值，和劳动、生活、斗争密不可分。 

（4）民间文学有记性创作的特点，在表演的文化空间里，观众的成分和演员出场的目的，往往决定

着讲唱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变化。（第五维） 

（5）民间文学总是在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发展和消亡，也在一定文化空间中演唱讲说。它是

一种活的文学、立体的文学，必须在田野作业的采录中进行立体描写。（第六维） 

总结--民间文学的定义 

民间文学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

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 

 

【核心笔记】民间文学的功能与价值 

1.实用价值 

（1）民间文学既是劳动工具又是娱乐工具。 

（2）民间文学的教育与艺术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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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艺术价值 

（1）借鉴价值；欣赏价值 

（2）“慧眼识金”、“沙里淘金” 

 

3.科学价值 

（1）文字产生前，民间口头文学是全部社会意识形态和非物质文化的载体，包含着人类对自然、社

会起源发展的科学探索成果。 

（2）第一资料库--书面文献资料 

第二资料库--考古文物 

第三资料库--民间文化 

（3）民间文学的科学价值：农学，气象，生态学…… 

 

【核心笔记】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人类学的关系 

1.民俗学的学科历史 

（1）19 世界初：拿破仑统治下的德国 

①浪漫主义和民族思潮的影响 

②把目光投向下次社会普通人的生活，旨在唤醒民族意识和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③海德堡派：复制“祖国的古董”，向“民间精神”请教 

④格林兄弟《儿童和家庭故事》（1806-1807）：不作删改，“纯粹”的民间口头故事 

（2）Folklore：民俗学 

①德国：Volkskunde（人民学） 

②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大众古俗（PopularAntiquities）或大众文学（PopularLiterature） 

③1846 年，英国学者汤姆斯在写给《雅典娜神庙》杂志的信中，第一次提出 Folklore 一词来概括这一

新兴学科。 

（3）中国民俗学 

①中国民俗学研究发轫于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正处于风云变幻的动荡年代。 

②1918 年，蔡元培发表“校长启示”，征集近世歌谣，设立歌谣征集处，在《北大日刊》上刊登刘半

农《征集全国歌谣简章》。 

 

2.民俗学与民间文学 

（1）初期，民俗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民间文学。这是因为： 

①19 世纪初，民俗学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和研究以口头形式流传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歌谣等。风

俗民俗和物质民俗基本还没有进入研究视野，所有这些民俗事项都属于民间“口头创作”。 

②民俗研究的初级阶段，必要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并不是特别完善，因此传统的研究思路与书面作

家的创作或者说文学创作非常类似。 

③20 世界中期及以前，民间文学一词某种意义上是相对于作家文学而来的。民间文学是和作家文学并

行的一种文学，是文学的源头。 

a.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有着根本的区别。 

b.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又有着密切的关系。 

（2）当代民间文学研究 

①民俗学逐渐被接受，而民间文学倾向于被看成是民俗学的一个研究方向。 

②民间文学研究倾向于把“文本”研究扩大为“现象”研究。 

③民间文学还有将“文本研究”扩展为“过程”研究的倾向，即将神话、故事的文本放在其具体的讲

述“过程”中进行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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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637 中国现当代文学考研辅导课件 

 

《中国当代文学史》考研辅导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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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637 中国现当代文学考研复习提纲 

 

《中国当代文学史》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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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637中国现当代文学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北京大学 637中国现当代文学之民间文学教程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民间文学教程仿真五套模拟题（一） 

 

一、名词解释 

1． 依凭物 

【答案】传说术语，指民间传说故事所借以依托的人工物和自然物，也包括人物、事件、地方和风物、

风俗等。 

 

2． 民间文学采录工作“十六字”方针 

【答案】即“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于 1958 年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上

提出。 

 

3． 《江格尔》 

【答案】是流传于新疆阿尔泰山区和额尔齐勒河流域的蒙古族聚居区的英雄史诗，它描写了宝木巴国

同周围各汗国之间的多次战争和冲突，描述了江格尔，洪古尔等英雄的征战业绩，并宣扬了一种建立和平

幸福的理想国的理想 

 

4． 民间文学体裁范围 

【答案】主要由神话、民间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民间谜语、俗语、歇

后语、民间说唱与小戏等。 

 

5． 口头性 

【答案】民间文学特征之一，即民间文学作品由民众口头创作并借用口头作为流传和保存的主要手段。 

 

6． 歌谣研究会 

【答案】1920 年由北京大学文科教师们组成的以征集、研究歌谣为主的民间文学团体。 

 

二、简答题 

7． 简述民间谚语的分类 

【答案】（1）时政谚语：反映阶级对立和社会斗争的现实状况 

（2）生活谚语：总结民众日常生活知识与经验 

（3）农业谚语：与自然物候知识和农业生产经验相关 

（4）风土谚语：反映各地名山胜景、文人掌故、珍贵特产和民俗风情 

 

8． 简述民间抒情长诗分类 

【答案】（1）生活抒情长诗：以描写爱情，如彝族的《我的幺表妹》，和日常生活的悲欢为主要内容，

如壮族的《特华之歌》、黎族的《十二月歌》 

（2）礼仪习俗抒情长诗：以描写婚丧嫁娶，如《哭嫁歌》，以及生产礼仪习俗为主要内容 

（3）其他：如吴歌，大多为男女对歌的形式，以偷情、描述世态炎情为主要内容，如爱慕虚荣的《烧香

娘娘》 

 

9． 民间传说与历史的联系与区别？ 

【答案】二者的联系在于：首先，传说真实地表露和抒发了民众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情感与评价。 

其次，历史题材传说的讲述对象绝大多数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或事件，而且常常有遗迹可寻。传说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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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信史”，正是从这些联系出发。 

二者的区别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反映社会的方法不同。 

第二，历史观不同。 

第三，取材的角度不同。 

第四，历史一般是不能变更的，而传说总是在传播中发生变异。 

 

10．简述仪式歌的含义与主要形式、 

【答案】仪式歌是民众在祈福禳灾，过节贺喜，祭神送葬，迎宾做客等仪式活动中所唱的歌谣、仪式是民

众在某些特殊情形下举行的具有法术，通神，转折，过渡等功能的程序化的隆重活动、在仪式中有一些有

特定象征意义或文化功能的程序化行为，此时念诵或演唱的套语，歌谣就是具有特定功能的仪式歌、它主

要有三种类型：法术歌，节令歌，礼俗歌 

（1）法术歌，是在巫术或祭神仪式上唱诵的被民众认为具有超自然魔力的歌诀、 

（2）节令歌，是在与节令有关的节庆仪式活动中所唱诵的歌谣、 

（3）礼俗歌，是在婚礼，祝寿，待客，送葬等隆重场合唱诵的表示祝福，礼节等意义的歌谣、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319 页 共 

405 页 

 

2024 年民间文学教程仿真五套模拟题（二） 

 

一、名词解释 

1． 洪水再生神话 

【答案】讲述人类在遭受洪水灾害打击后重新繁衍生息的神话故事。 

 

2． 浪漫主义神话学派 

【答案】神话学流派之一，主张从哲学的、美学的角度看待神话，认为神话是处于低级阶段的、“神

的时代”的产物。代表人物为意大利的维科。 

 

3． 事件传说 

【答案】是以某一历史事件为中心来叙述的故事。主要是关于历代农民起义、农民革命以及民族英雄

抗战的故事，如义和团传说，太平天国的传说等。一组事件传说常常能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某一重大历

史事件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做比较完整而生动的记述。 

 

4． 扣子 

【答案】曲艺术语，即讲唱时使用的悬念，是吸引听众的一种技巧，也是刻画人物、展开情节的重要

艺术手段。 

 

5． 原始资料 

【答案】指通过采风或普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进一步加工整理或研究的底本，包括记录稿、图

片、录音、实物等。 

 

6． 民间笑话 

【答案】也叫“民间趣事”或“滑稽故事”，是一种短小形式的民间故事，叙述的是滑稽境遇中展开

的插曲式的事件。 

 

二、简答题 

7． 简述民间歌谣的艺术特征 

【答案】民间歌谣有很高的艺术性，其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天籁自鸣，率真自然。是指民间歌谣所表达的感情很真实，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表达了劳动人民的

生活。“率真”是民间歌谣的突出特色。 

（2）形体短小，内容丰富。是指民歌的形式同他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相比，多是言简意赅。 

（3）寓情于奇，含蓄韵藉。 

（4）形式多样，风格鲜明。如信天游、爬山调、花儿等 

（5）赋、比、兴等多种手法的灵活应用 

 

8． 民间传说的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答案】首先民间传说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以客观实在物为中心构建的民间传说，寄寓着民众对各类历

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是他们历史观点、历史情感的重要载体，因此人们常将民间传说称作“口传的

历史”。从民间传说的实际内容来看，它的历史真实性很不一致，它表现为纯属虚构的传说，如牛郎织女

的传说等；虚实结合的传说，如孟姜女的传说等。那么民间传说中真真假假的历史我们有如何去评价呢？

从中国民间传说总的情况看，民间传说的历史价值体现在民间传说可以填补历史记录的空白，这一点在原

始社会和当今无文字的民族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无文字社会的历史保存方式之一就是以口耳代代相传，象

我国上古时期的尧舜禹、黄帝、炎帝等都是传说中的人物，尽管他们的具体生活时代、生活轨迹带有浓厚

的神性色彩而并不十分清晰，但是历史学家们仍然将他们当作历史人物；民间传说可以纠正历史记录的谬

误。历代史官站在统治阶级对立面的农民起义领袖在历史上的功绩常常进行歪曲的记录，比如司马光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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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通鉴》中将黄巢污蔑为“盗贼”、“匪寇”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在民间流传大量的黄巢传说就

纠正了历史记录的谬误；当然我们不能把民间传说当成历史，民间传说是采用艺术手法，将民众对历史的

认识、评价、爱憎编织成具有传奇性的作品，因此民间传说的历史真实性，不在于历史记录的准确，而在

于真实记录和反映民众的历史情感，是民众精神史、心灵史的真实记录。 

 

9． 简述民间歌谣的特征 

【答案】（1）情真意切，袒露心声 

（2）格调优美，形式多样 

（3）运用多种方法抒情叙事，意境优美生动 

 

10．分析四大传说的结局艺术 

【答案】四大传说的结局方式有很高的艺术鉴赏价值，本来都是悲剧结果，但都经过了符合民众审美习惯

的奇巧处理、 

（1）牛郎织女传说：鹊桥相会、此传说的结局本是牛郎与织女被王母拆散，银河相隔，但民众觉得理想

得不到满足，遂想象出鹊桥相会的情节、此情节最早见于《淮南子》和《风俗通》、这种结局使民众在愿

望和情感上得到很大满足，又以神奇的想象为故事情节增添了瑰丽的色彩、 

（2）孟姜女传说：哭倒长城、故事本是丈夫尸埋城下，妻子殉情的大悲剧，但人们不满足于这样压抑的

收尾，想象出长城崩塌的情节，使民众心头压抑的愤懑得以宣泄、长城是暴政强权的象征，它的倒塌表达

了民众的愿望，显示出民心的巨大力量，也给受压迫的民众以抗争的鼓励、 

（3）梁祝传说：化蝶相伴、梁祝的爱情在父母包办婚姻制度和"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戒律的摧残下以悲剧

收场，民众依据灵魂不死和转生的俗信，通过变幻的手法使主人公获得了新生，使他们的爱情获得了另一

种方式的圆满和永恒、这种结局不落俗套，也不粉饰现实，而使民众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4）白蛇传：法海变蟹、白蛇传结局本是白娘子被镇压在塔下，夫妻离散，母子分别的结局，但民间传

说让小青和许仙的儿子斗败法海，救出白娘子，而法海无处躲避，只得藏在蟹壳里，永远被人嘲笑和作贱，

表现出民众的斗争精神和幽默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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