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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2024 年北京大学 632文学理论考研精品资料 

 

说明：本套资料由高分研究生潜心整理编写，高清 PDF电子版支持打印，考研首选资料。 

一、北京大学 632文学理论考研真题汇编 

1．北京大学 632文学理论 2006-2017 年考研真题，暂无答案 

说明：分析历年考研真题可以把握出题脉络，了解考题难度、风格，侧重点等，为考研复习指明方向。 

 

2．附赠重点名校：文学理论 2010-2022 年考研真题汇编。 

说明：分析历年考研真题可以把握出题脉络，了解考题难度、风格，侧重点等，为考研复习指明方向。 

 

二、2024年北京大学 632文学理论考研资料 

3．《中国历代文论选》考研相关资料 

（1）《中国历代文论选》[笔记+课件+提纲] 

①北京大学 632文学理论之《中国历代文论选》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首选资料。 

②北京大学 632文学理论之《中国历代文论选》本科生课件。 

说明：参考书配套授课 PPT课件，条理清晰，内容详尽，版权归属制作教师，本项免费赠送。 

③北京大学 632文学理论之《中国历代文论选》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中国历代文论选》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北京大学 632文学理论考研核心题库之名词解释精编。 

②北京大学 632文学理论考研核心题库之简答题精编。 

③北京大学 632文学理论考研核心题库之论述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三、电子版资料全国统一零售价 

4．本套考研资料包含以上一、二部分（高清 PDF 电子版，不含教材），全国统一零售价：[￥] 

特别说明： 

①本套资料由本机构编写组按照考试大纲、真题、指定参考书等公开信息整理收集编写，仅供考研复习参

考，与目标学校及研究生院官方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将立即处理。 

②资料中若有真题及课件为免费赠送，仅供参考，版权归属学校及制作老师，在此对版权所有者表示感谢，

如有异议及不妥，请联系我们，我们将无条件立即处理！ 

 

四、2024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推荐参考书目（资料不包括教材） 

5．北京大学 632文学理论考研初试参考书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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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套考研资料适用学院和专业 

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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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页 共 365 

页 

 

版权声明 

 

编写组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著作权，同时我们尊重知识产权，对本电子书部分内容参考和引用的市面

上已出版或发行图书及来自互联网等资料的文字、图片、表格数据等资料，均要求注明作者和来源。但由

于各种原因，如资料引用时未能联系上作者或者无法确认内容来源等，因而有部分未注明作者或来源，在

此对原作者或权利人表示感谢。若使用过程中对本书有任何异议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

沟通处理。 

因编撰此电子书属于首次，加之作者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考生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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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632文学理论 2007 年考研真题（回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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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632文学理论考研核心笔记 

 

《中国历代文论选》考研核心笔记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绪论 

（1）“文论”——文艺理论，有关文艺（文学与艺术的统称）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

的原理、原则。“历代”有古代和近代。 

（2）中国古代文论的性质： 

①中国古代文论具有多学科综合的性质：它可以看成是——中国古代美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

散文，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古代经典作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国古代汉语等多种中国古代文化精髓的

最有效、最生动的载体。 

②中国古代文论具有理性表白审美感受的性质： 

③中国古代文论展示了比较全面的审美文化： 

（3）学习中国古代文论的意义： 

①学习中国古代文论有助于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审美感受的理性升华； 

②学习中国古代文论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要想真正掌握中国古代文化精髓中最动人的中

国古代文学，不借助中国古代文论是作不到的。 

③学习中国古代文论有助于提高审美意识和提高审美创造能力。 

（4）中国古代文论的学习方法： 

①抓住重点，理性提炼；即抓住每个文论家作品后面的现代汉语[说明]，并进行自我的有效的归纳。 

②借助注解，读懂原文；真正理解古代文论的精髓，只靠现代学者的简单提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对

重点作品进行认真的阅读领会。 

③掌握原理，实现审美；可以也应该利用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和方法对古代文学的作品进行鉴赏，同

时也应该仔细体会古人对古人作品的审美观点。 

④思路清楚，有的放矢；要有一个明确的学习思路，要对古代文论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和掌握，然后在

一个时期中把握相对的重点。 

【核心笔记】先秦文论导读 

先秦文论的总特点和重要意义 

所谓“先秦”，指的是中国秦王朝（前 221～前 206）以前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文学

理论批评的特点是：由于当时先民们的“文学”观念并不是很清楚，还和历史、哲学、政治等学术文化含

混在一起，笼统地称为“文”，因此论述文学、批评文学的著作也较为模糊和宽泛。即使是专门论述“诗”

的资料，也和后世特别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诗论不尽相同，那时的人们对于“诗”，更多地还是从大文化特

别是政治伦理的视角去理解和把握的。因此可以说，所谓先秦文论，往往都是广义的文论。 

但是，我们切不可因此就忽视和否定先秦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意义，因为它是后世两千多年中国文学

思想的源头。我们都知道，不论研究什么事物，历时性的溯源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即平时我们常说的必

须弄清楚该事物的来龙去脉。特别是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连续性的封建社会历史很长，

而它的思想文化基础，早在先秦时期就大体上奠定了，其中主要是儒家的思想文化，还有与之相反相成的

道家思想文化，以及其他诸子文化。具体到文学理论批评上来也是如此，先秦时期各家各派的文艺思想，

尤其是儒、道两家的文艺观念，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极其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 

 

1.儒家文论 

儒家文论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文艺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注文艺的根本性质、文艺的社会功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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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的内容与形式之关系、文艺批评的原则和方法等等问题。儒家经典有《诗》、《书》、《论语》等。

接下来我们就一一学习这几本书中涉及文学理论的内容。 

（1）第一篇《尚书·尧典》选读 

关于《尚书》。 

①什么是尚书?《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集,汉以后被尊为儒家的经典之一。原名书,后称

尚书,尚即上,上古之书意,也叫书经,主要记录帝王或执政大臣的誓词,讲话,文告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语言古拙,诘屈聱牙。 

②体例：包括虞、夏、商、周四部分,分篇记载古代帝王诏令、言辞和官方文告,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文

献总集。 

③记事年代,记载殷商、西周和春秋以前的历史。 

④成书过程和影响。虞书、夏书为后世伪作,商、周为商周史官所记。孔子用尚书教过学生。《论语·述

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宪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汉书》说经过孔子

增删,上至尧下至秦 100篇,孔子作序。秦王焚书,传之无之。汉景帝派晁错向伏生(90多岁)记其背诵,只有

28篇,加上方言,已十不得一,为今文尚书。 

汉鲁恭王造房子,将孔子世家房子一拆,发现不少古籍文书,经孔安国整理,称古文尚书。后来不见了,

东晋时有个投机分子梅颐说找到了,诈言甚多,唐时正对古文尚书进行了整理。清人考证古文尚书为假,为

三国时魏王箫作。现在认为盘庚(上中下)、无逸、皋陶谟、禹贡、甘誓等还是可信的。总之,在尚书中已

出现了结构比较完整的散文形式,具备了表情达意说里记事的题材,论证和比喻大量运用,成语谚语大量出

现虚词,转折词,连接词,语气词都用得自然恰当,已经表现了我国散文中最早的文学因素,也涉及到三代以

来的文艺思想。 

通过本节的学习,能够准确翻译解释本段文字,了解《尚书》中的"诗言志"的含义与发展。 

（2）第二篇《诗经》选读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 311篇，又称《诗三百》。

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3）“美”、“刺” 

“君子作歌，维以告哀。”表现当时作诗的人对诗歌创作的情感动因，已有所认识。 

《诗》什么时期被儒家学派奉为经典的 

美刺说：在《诗经》中少数作者明确写出了写作目的和写作动机，表达了自己讽刺或赞叹的情感，。

例如：《魏风。葛履》《小雅。四月》等经过汉儒说诗以后，就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这就是美刺说，

美刺说反映了我国第一批诗人对诗歌的朴素认识奠定了我国早期诗歌现实主义的基础，有深远意义，影响

巨大。 

（4）《论语》选读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

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

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通行本《论语》

共二十篇。 

儒家文论的代表人物是孔子 

（公元前 551～479），他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同时又是一位

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很可能也是世界上第一位重要的文论家，因为他比西方文论的鼻祖柏拉图（公元

前 427～374）和亚里斯多德（公元前 384～322）都要早些。 

孔子的文论主要体现在《论语》一书中，其重点，是谈论文艺和伦理道德、政治教化的关系。孔子的

基本观点是强调文艺应该为人的道德修养，为国家的政治教化服务，并且也能很好地服务。他这种文艺思

想，被儒家后学们概括发挥成“诗教”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

也。’”（《礼记·经解》）这种功利性的诗学观、文艺观，对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文论影响至深，可以

说一直波及到今天。 

在“诗教”的核心思想指导下，孔子对以诗歌为主的文学非常重视，提出了一系列著名的文学理论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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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页 共 365 

页 

评观点。我们的教材中选录了一些段落，这些内容都很重要，希望同学们认真学习，细心领会。其中特别

要重点掌握的是以下三个理论： 

①“兴观群怨”说：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

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②“尽善尽美”说：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③“思无邪”说：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附：孔子文论译文： 

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它，可以说：‘思想内容，没有淫邪狎曲的东西。’”（一

是思想内容的纯正无邪；二是创作心境的审美化；三是诗歌效果的净化。） 

子夏问：“柔美的微笑，涟漪在靓艳的美容上；美丽的秋波流转撩人脉脉含情，脂粉不施，却流光溢

彩、美伦美奂，这是为什么？”孔子回答：“这就是清水芙蓉的美，就象最好的绘画一定是在经过了炉火

纯青的神乎其技的工笔以后，就会呈现一种巧夺天工的自然美即绘事后素的朴素美。”子夏又问：“礼对

此可以产生作用了么？”孔子说：“当我受到音乐的激动后，就可以开始讨论《诗经》了。” 

孔子说：“《关雎》这首诗，抒发快乐的感情，但不过分和狂纵，抒发哀怨的感情，但因为很有节制

而不悲伤。” 

孔子谈到《韶》乐时说，“美到极点了，也好到了极点”；谈到《武》乐时说，“美到极点了，但还

不够好。” 

孔子说：“质朴胜过文采，就显得粗野，文采胜过质朴，就显得虚浮。文采和质朴兼备，然后才能成

为君子。” 

孔子说：“因诗歌而起兴和被激活，用礼加以约束而立身，通过音乐的陶冶最终完成人性的完善与成

就。” 

孔子说：“熟读《诗》三百篇，叫他去从政做官治理百姓，却不能通达行政；叫他出使四方各国，却

不能切当地赋诗应对；这样，就是诗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说：“（说话、写文章）言语能够表达意思就行了。” 

孔子说：“年青人为什么不学习《诗》呢？《诗》可以触发人们的感情志意，可以考察社会政治和人

心的得失，可以团结人，可以抒发怨愤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国君；还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

的名称。”（可以起兴，可以认识，可以共鸣，可以怨愤。） 

（5）《墨子》 

典型题：简述《墨子》中关于“尚用”与“尚质”的有关思想。 

教材上节录了《非乐上》、《非命上》、《小取》三个片断，说明墨子什么样的文化学术观点。我们

来看下面一个定义，可能会明白： 

“三表”又称作“三法”，墨子把它作为判断言论是非的标准，他要求人们在发表议论时要征引古代

史实和典籍，要引证普通人的耳目见闻，更要考察运用于现实政治的实际效果。这些标准的提出，标志着

古代论证方法的进步，更体现了墨家重视实用、讲求实际的特点。 

总的说来，墨子“非乐”、“尚用” 

【核心笔记】两汉文论导读 

两汉文论的总特点 

从秦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正式步入封建时代。特别是当短命的秦王朝的历史（前 221～前 206）匆

匆掀过，长寿的两汉王朝（前 206～220=400）登上政治舞台之后，逐渐形成了全国大一统的强盛的封建大

帝国。 

这样的政权，自然需要选择和建立一套与之想适应的思想文化系统，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于是以

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包括他们的文艺思想开始得势，逐渐被启用，并改造成为官方的统治学说、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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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当然也就成为用来指导文艺、文学的方针政策。可以说，我国两千年的正统文学思想，就是在两汉

时期正式确立的。 

本课要学习的两汉文论内容 

本课两汉这一讲要学习的内容，就是下列四家文论著作： 

（1）《毛诗序》，（2）司马迁文论选读——《史记·太史公自序》，（3）王充《论衡》选读，（4）

王逸《楚辞章句序》。 

序在汉语中是一种重要的文体。在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学遗产中，不少名篇佳作产生于序跋体中，成为

人们吟诵和精读的优秀作品。尽管序跋体不像诗歌、散文、小说等体裁那样出了许多大手笔光彩夺目的传

世珍宝，但有些精品在古典文化殿堂里也占据着一席之地。 

序、是写在书或文章前后的特定文字，其主要作用是对书或文章进行介绍、评述和发表一些感慨、议

论。序，也叫作“叙”，又称“序言”、“前言”、“引”；序写在著作正文前的文字，通常是该书的导

读和说明，如创作意图，创作原则，过程以及与该书出版有关的事情。有自序和他序。 

 

1.《毛诗序》 

首先，释名：有“四家诗”之说，就《诗经》的传授者而言，汉代传习（chuánxī，传授与学习）《诗

经》的学者：鲁（鲁人申培）、齐（齐人辕固生）、韩（燕人韩婴）、毛（赵人毛公），即后世所谓的“四

家诗”。毛诗一派影响颇大。《毛诗》流行，鲁、齐、韩三家诗便逐渐式微，传习的人少了。现我们所读

到的是《毛诗》，即由汉代毛公所讲解和留传下来的。我们经常听到的《毛诗序》也就是《毛诗》的序言。

前人把冠於全书的序言称“大序”，把每篇诗前申明诗的作者和宗旨的短文称“小序”。 

《毛诗序》又称《毛诗大序》，其作者问题前人考证纷纭（参见教材），大体上说应是西汉时期的著

作，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这篇文字吸取了传诗经生们的意见，阐说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方法

和社会作用等，可以看作是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它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很高，几乎可以说是

后世两千年封建社会正统文学的理论纲领。 

对《毛诗序》的理论内容，需要掌握的是以下几点： 

（1）“情志统一”说：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

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毛诗序》这一关于诗歌本质的理论，大家在学习时要把它放到古代文论史上去把握，例如联系先秦

时期的“诗言志”说，以及后世的“诗缘情”说等等。 

（2）“六义”说：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毛诗大序》在提出了“情志统一”说后，又说诗歌创作要“发乎情，止乎礼义”,要求诗歌的抒情

必须要符合礼义的要求,不能违反,对诗歌的抒情作用提出了限制和规范。其次,《毛诗大序》还提出了“讽

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另外，《毛诗大序》提到“诗有六义”的说法 

①“情志统一”说 

“情志统一”说是《毛诗大序》提出来的一个诗论观点，文章里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从这里可以看出《毛诗大序》是承认诗歌是抒情言志的，情与志是统一

的。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怀抱，但具体所指，根据文中的论述，当多指对人伦教化、政教礼义得失的

观点和看法。感情受到激发，就会发言成诗，而诗歌抒发这种感情，表达心中的志意。《毛诗大序》强调

诗歌“吟咏情性”，但在情志关系上，它更重在志。这基本上是继承先秦“诗言志”的观点，但它正确地

阐明了诗抒情言志的特点，说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较先秦时代进一步深化了。情志说对后来文学批评的

影响很大，后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评价多集中在情和志上。 

②发乎情，止乎礼义（主文而谲谏） 

这是《毛诗序》中提出来的，认为诗歌创作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就是说诗歌创作要从感

情抒发出发，但不能超越“礼义”的规范。由此，在揭露黑暗方面，必须“主文而谲谏”，“文”就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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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632文学理论考研辅导课件 

 

《中国历代文论选》考研辅导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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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632文学理论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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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632文学理论考研核心题库 

 

《中国历代文论选》考研核心题库之名词解释精编 

 

1． 苦吟诗人 

【答案】主要指贾岛、姚合及其追随者，他们的诗作代表了晚唐普遍的创作风尚。苦吟诗人大都将生

活情趣转移到吟咏日常感受及亲友唱和上，并且苦吟成癖，以徘徊吟咏的心境和殚精竭虑的态度与方法，

多方面审视自己的贫穷、窘困、闲散，对情与景进行深刻挖掘与雕琢，从而创作出“清新奇僻”的诗。其

缺点是诗境狭窄，有句无篇，缺乏博大深广的情怀。 

 

2． 常州词派 

【答案】常州词派发轫于嘉庆初年，大畅于道光年间，绵延于清末民初。因其开创者张惠言及主要作

家是常州人，遂以之名派。常州词派诸家不满于浙派末流的一味模拟，寄兴不高，词格卑下，遂起而矫之，

词风为之一变。张惠言从正统文学观念出发，推尊词体，认为诗词同道，力图提高词的地位；强调词的内

容，主张词要有言外之意，要有比兴寄托；文辞要深美闳约，风格要低徊幽眇。其后，周济补充发挥张氏

之说，提出“词史”的观念，认为词应该抒写时代盛衰和反映现实生活；在讲“非寄托不入”的同时又讲

“专寄托不出”，使常州词派的理论更加系统明确。显而易见，常州词派是以言志与比兴的传统，来扩展

词境，提高词格，深化词意。常州词派不仅转变了清中叶的词风，清代后期的词学发展也大都受它的影响。

尽管常州词人对词的艺术有着新的尝试与开拓，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他们依然挖掘不出新的意境，仍只

能回到传统词人的框架之中。 

 

3． 脂评 

【答案】《红楼梦》最初以 80 回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本名《石头记》。这些传抄本，大都有

署名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评语，因此习惯上称之为“脂评本”或“脂本”，而脂砚斋、畸笏叟等人对《红

楼梦》的评语，就被称作脂评。 

 

4． “文笔论”派 

【答案】是清中叶随着骈体文的兴起，在封建正统文学内部出现的一个文艺派别。它提倡偶语、骈文，

试图从理论方面为骈文的发展提供根据，对“桐城派”的文风传统起了瓦解作用。阮元是此派的主要代表

人物，他主张诗文须根柢经史,并且特别注重《文选》之学。文笔论是汉学家以骈文与古文家争天下的理

论武器，而阮元则充当了文论战线上代表人物的角色；在骈文复兴的潮流中，文笔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5． 劝百讽一 

【答案】语出西汉辞赋家扬雄的哲学著作《法言》。“劝”是鼓励、提倡的意思，“讽”指“讽谏”。

“劝百讽一”是说二者在赋中比例的悬殊，这是扬雄对汉大赋的批评之语。扬雄认为汉赋本应对统治者进

行讽喻，使之归于节俭，但赋中却总是用极大的篇幅和过量的辞藻铺叙他们的奢侈享乐生活，仅仅在结尾

处稍微露出一点讽喻之意，结果丝毫也引不起注意和警惕，甚至欲讽反谀，适得其反，助长了奢侈的心理，

如扬雄指出司马相如作《大人赋》欲以讽谏，而帝反有飘飘凌云之志，这就深刻指出了汉赋讽喻作用的虚

伪性。 

 

6． 散曲 

【答案】在元代，散曲一般称为乐府或词，有小令和套数两种基本形式。小令是单支的曲子，又叫“叶

儿”，按不同的宫调曲牌创作，曲调不同，字数和句式也不一样。套数又称套曲，由两支以上同宫调曲牌

的曲子连缀而成，曲牌间的联系有一定的顺序，曲词须一韵到底，结尾时有“煞调”或“尾声”。作为一

种起源于民间的音乐文学，散曲具有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特点，“文而不文，俗而不俗”，成为当时极

为流行的雅俗共赏的新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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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汉书 

【答案】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

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是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

对举。 

 

8． 七体 

【答案】西汉枚乘的《七发》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

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后来的《昭明文选》曾将《七激》、《七依》、《七辩》、《七启》等单列

为一种文体并称之为“七”。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号称“七体”，各朝作家时有

摹拟。 

 

9． 岭南三大家 

【答案】清初广东诗人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的合称。王隼编选三家之诗成《岭南三家集》，始有

“岭南三家”之称。屈大均的诗歌是其心灵历程的写照，他以屈原后代自居，学屈原兼学李白、杜甫，诗

歌奔放纵横，激荡昂扬，于雄壮中飞腾驰骋，豪气勃勃，在遗民中乃至整个诗界独树一帜。陈恭尹的诗歌

感时怀古，抒发亡国之悲，间或也表达矢志复明的决心，激昂盘郁，擅长七律。在诗歌内容和风格上，屈、

陈有共同的民族思想，胸怀一股郁愤不平之气；梁诗多酬赠和吟咏景物之作，风格较平淡。唯在反映岭南

的山川风貌、人情世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方面，三家则有共同之处。 

 

10．肌理说 

【答案】清代作家翁方纲的论诗主张。他认为王士禛的“神韵说”的问题在于空泛，沈德潜的“格调

说”毛病在于食古不化，所以他提出“肌理说”，为诗“必以肌理为准”。所谓“肌理说”包括以儒学经

典为基础的“义理”和结构辞章方面的“文理”。翁方纲的肌理说实际上就是要求以学问为根底，以考证

来充实诗歌内容，使义理和文理统一，以弥补“神韵”、“格调”等说法的不足。 

 

11．元杂剧 

【答案】是在诸宫调和金院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成熟戏剧形式。主要特点是:由“四折一楔子”构成;

一折里用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楔子的篇幅叫段，一般放在第一折前交代剧情,起“序幕”的作用;在表演

上由一人主唱，如以正旦为主的戏里，只由正旦一人独唱到底，其他角色都不唱，只用旁白。在金、元之

交，北杂剧的创作就已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著名的杂剧作家有白朴、马致远、关汉卿等，多为由金入

元的文人。元杂剧的前期创作呈现出繁荣的局面，成为中国戏剧文学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黄金时代。 

 

12．七体 

【答案】西汉枚乘的《七发》词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

标志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后来的《昭明文选》曾将《七激》、《七依》、《七辩》、《七启》等单列为

一种文体并称之为“七”。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号称“七体”，各朝作家时有摹

拟。“七体”首先在内容上改变为对君主的赞颂，劝百而讽一；形式上改变楚辞句中多用虚词，句末多用

语气词的句式，进一步散化，成为一种专事铺叙的用韵散文。 

 

13．兴观群怨 

【答案】兴观群怨，是孔子的美学观点，是孔子在《论语•阳货》篇里提出来的关于文学作品的社会

作用的说法。出自《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指诗歌能引起欣赏者精神的感动与奋发。

“观”指诗歌可使人了解社会生活、政治风俗的盛衰得失。“群”指诗歌可以在社会人群中引起思想交流，

相互感染，从而保持社会群体的和谐。“怨”指诗歌可以对不良政治的种种表现表示出否定性的情感态度。

说明了诗歌欣赏的心理特征与诗歌艺术的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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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章回小说 

【答案】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体裁。章回小说是在宋元讲史等话本的基础上发展，

到明代定型的。它的特色是分章叙事，分回标目，每回故事相对独立，段落整齐，但又前后勾连、首尾相

接，将全书构成统一的整体。 

 

15．《东篱乐府》 

【答案】散曲别集名，元人马致远撰，为元代前期作家散曲作品留存最丰富者。马致远，号东篱，为

元代杂剧名家，主要作品为杂剧《汉宫秋》，东篱散曲之作风，豪放清逸而不离本色，盖以其早年怀才不

遇之抑郁，中年之放旷，晚年之闲适，种种心情，尽寓寄于其散曲之中，故题材复杂，气概潇洒，机趣绝

妙，不独自见一己之成就，亦扩展元代散曲之范畴，提高散曲之意境。其作品皆情景生动，凝炼清新，王

国维比之于诗中之李商隐，词中之欧阳修。 

 

16．太康文学 

【答案】太康是西晋文学的繁荣时期，“太康”为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太康体”之名，始见宋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此时时局稳定，文人们有时间和精力用于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又因社会小康，

文人多忘乎所以，歌功颂德，故形式主义文风亦日趋严重，追求文学作品形式的华美，创作成就并不太高，

文人自觉地追求作品的艺术表现，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大潮是趋于浮艳，诗尚雕琢，文崇骈俪，词采绮

丽成为诗文的普通特色。诗歌的技巧虽更臻精美，但有时过分追求形式，往往失于雕琢，流于拙滞，笔力

平弱。代表这种主流派风格的作家，当首推潘岳和陆机。 

 

17．姜、张 

【答案】指南宋词人姜夔和张炎。两人都讲究格律声韵，词风相近，故并称“姜张”。姜夔的词多写

景咏物及记述客游之作，善用联想暗喻，意境清远，音律和谐。张炎的词早期多反映贵族公子的悠游生活，

宋亡后则多追怀往昔之作，用字工巧，追求典雅。 

 

18．诗史 

【答案】是对唐代大诗人杜甫诗的称誉。杜甫的诗歌创作主要在“安史之乱”期间和之后，他饱尝了

那个时代的苦难，目睹和体验了唐帝国由盛到衰急剧变化的严酷现实，因而他的诗歌把写实倾向推向了艺

术的顶峰。在“安史之乱”中，他与千千万万民众一样流离失所，他的诗如“三吏”、“三别”、《春望》

等，最早也最全面、最深刻地反映了这场大战乱所造成的灾难，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变化的广阔画面，

被誉为“诗史”。诗史的性质，决定了它写作方法的变化，杜甫把强烈深沉的抒情融入叙事手法中，以叙

事手法写时事。《新唐书》本传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19．三曹 

【答案】指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他们的创作对当时的文坛有很大影响，故后

人合称为“三曹”。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

气。曹操诗、文俱佳，散文形式自由，作风清峻通脱。曹丕擅长诗、文及辞赋。其名作有《与吴质书》，

他的《燕歌行》用代言体，全诗均用七言，句句押韵，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曹植是

第一个大力写五言诗的作家，钟嵘称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曹植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向了前所未

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 

 

20．抒情赋 

【答案】以赋抒情，这是汉代作家对屈原艺术创作的直接继承，自汉初就不断地有作家将其愤懑、感

伤诉诸赋中。东汉时期，由于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条件的变化，士人处于外戚、宦官争权夺势的夹缝中，

志向、才能不得施展，愤懑郁结，便纷纷以赋宣泄胸中的不平。东汉抒情赋主要有纪行赋和述志赋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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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文赋》 

【答案】《文赋》是西晋陆机以赋体形式写的文论作品，它着重探讨了文学的内部规律，第一次全面

系统地研究了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文章围绕文、意、物三者的矛盾展开论述，通过总结直接或间接的写

作经验，企图解决“意不称物，言不逮意”这一创作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此外，《文赋》把文体分成

十类，即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并且认为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风格。陆机的文体论

在曹丕《典论•论文》“四科八体”说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提出了“十体”说。 

 

22．黑幕小说 

【答案】中国旧体小说的一种。风行于 1917年左右，撰述目的是为了揭发“全国社会射影含沙之事，

魑魅魍魉之形”，“使幕中人知所惧而幕外人知所防”。由于作者自然主义的手法及缺乏严肃批判的态度，

其客观效果并不是“劝惩”，而是教人许多做坏事的知识，其形式不像小说，颇似笔记和新闻报道。黑幕

小说生命很短，“五四”前后就逐渐泯灭了。作品有汇编《中国黑幕大观》及《续编》两大册。 

 

23．人境庐诗草 

【答案】清著名诗人“诗界革命”旗帜黄遵宪的诗集，收其 1864年（同治三年）至 1904年（光绪三

十年）所作诗六百余首，按年编排。此集体现了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诗歌主张和“古人未有之物未辟

之境”的美学追求，以及形式多变化，熔铸新用词汇描写亲历和耳闻的重大历史事件即“诗史”的效果。

所收诗歌如《哀旅顺》等影响较大。 

 

24．酸甜乐府 

【答案】指元代散曲家贯云石、徐再思作品的合集。贯云石号酸斋，徐再思号甜斋，二人作品内容多

逸乐生活和男女之情，形式上讲求雕章琢句，力求含蓄秀丽，风格颇为相似，故后人将他们的作品合辑称

为“酸甜乐府”。 

 

25．宋诗派和同光体 

【答案】清代程恩泽、郑珍、何绍基等人主张写诗学习杜甫、苏轼、黄庭坚，形成了宋诗运动，此即

宋诗派。明代诗人模拟盛唐，清代宋诗派试图以提倡宋诗来创新出奇，但其诗多是写山描水、怀人思旧、

唱和酬答之作，内容上无新意，艺术上追求生涩险怪。宋诗派到同治、光绪年间则称为同光体。因陈衍在

《石遗室诗话》中把同治、光绪以来“诗人不专主盛唐者”称为“同光体”而得名，代表人物有陈三立、

陈衍、沈曾植等。 

 

26．北地三才 

【答案】北魏末至北齐时期，北朝出现了几位比较正统的诗文作家，其中声名较著者有温子升、邢邵

和魏收，史称“北地三才”。温子昇的诗留传不多,其中几篇短小的乐府，文辞都很简朴，但不免粗糙。

邢邵的诗虽不够精致，却有寄寓深沉之长，多少表现出北方文学“重于气质”的优点。魏收著有《魏书》，

他的诗多模仿南方风格，节奏轻快，色泽明丽，放在齐梁诗中，也毫无逊色。 

 

27．前七子 

【答案】是明弘治、正德年间的一个以李梦阳为核心代表的文学群体。成员有李梦阳、何景明、王九

思、边贡、康海、徐侦卿、王廷相，首见于《明史.李梦阳传》，为区别后来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

龙、王世贞等七子，世称“前七子”。此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

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前七子崛起文坛之

后，其复古主张迅速风行天下，成为文学思想之主流，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

实践都有现实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复古，文学的创造性显得不足，有的甚至沦为“高处是古人影子耳，

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给文坛带来新的流弊。代表作有李梦阳的《禹庙碑》、《梅山先生墓志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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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2022 年文学理论考研真题汇编 

 

2022 年西南科技大学 613文学理论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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