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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文学教程(下)》为全国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材系列之一，系统讲授从先秦到近代的中国文
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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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第一节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起因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在宋初酝酿
、中期高涨、后期完成。它上承唐代古文运动而有很大发展，下启明清散文而产生巨大影响。这次革
新运动在北宋形成，其最根本的推动力是北宋的政治改革，同时电是文学家们美学论争与抉择的结果
。　　宋代建国后，与分裂动乱的五代相比，生产确有较快发展。“百年无事”，一时承平。但由于
赵宋王朝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决策影响，于内形成文恬武嬉，优游岁月；于外形成金、夏夹
峙，国势日促。因此，北宋初期一些有识之士，便深感逸乐误国之害；北宋中期的志士仁人，更是痛
感积贫积弱危机。他们切盼改革。从王禹僻的“五事建议”始，中经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发展到
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日趋高涨。这样一个改革浪潮，在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深刻影响。在文学上，它促使作家思考创作如何适应政治改革需要的问题。他们
针对重形式的绮靡风习，重新提出反映现实、针砭时弊的创作要求，重新树立“传道明心”、“经世
致用”的创作观念，以使诗文成为反映现实、呼唤改革的武器，成为经世致用、促进改革的工具。由
于一些政治改革家往往又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他们的诗文革新理论与诗文创作实践，与政治改革
的关系更加密切，诗文为政治改革服务也更为自觉。这样，就在北宋政治改革运动不断推进的同时，
形成了一个与之基本同步而兴起、发展、成熟的诗文革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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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童年启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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