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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发展纲要（上下）》

内容概要

《中国文学史发展纲要（上下）》书分为上、下两册，共九编：一至四编为上册，涉及先秦文学、秦
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文学、五代文学的相关内容；五至九编为下册，涉及宋代文学、元代
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近代文学的相关内容。全书清晰地阐述了古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及其演变
规律。在远溯起始,述其源流,叙其盛衰的同时，作者力图突出时代的代表性文体和文化思潮及其名家
名作，并注意吸收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同时融入自我的见解，旨在空出古代文学研究型教材的特点
。全书行文流畅，史料严谨、翔实 ，叙述语言隽秀端丽。 该书为兰州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古典文
献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戏剧戏曲学”专业的参考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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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小说    第一节  中国小说溯源    第二节  志怪小说    第三节  志人小说    第四编  隋唐互代文学
第一章  隋唐五代文学概况    第一节  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    第二节  唐代文学的主要成就与发展线索第
二章  隋与初唐文学    第一节  隋代文学    第二节  初唐诗文第三章  盛唐诗歌    第一节  边塞诗人    第二节
 山水田园诗人第四章  李白    第一节  李白的生活与思想    第二节  李白诗歌的思想内容    第三节  李白诗
歌的艺术特色第五章  杜甫    第一节  杜甫的创作道路    第二节  杜甫诗歌的思想艺术成就    第三节  杜甫
的艺术风格    第四节  杜甫的影响第六章  古文运动    第一节  古文复兴的历史进程    第二节  韩柳古文理
论主要观点    第三节  韩愈的散文    第四节  柳宗元散文    第五节  晚唐小品文第七章  中唐诗歌    第一节  
中唐前期的诗人    第二节  元白诗派    第三节  韩孟诗派    第四节  刘禹锡、柳宗元第八章  唐传奇与通俗
文学    第一节  唐传奇的兴起和发展过程    第二节  唐传奇的艺术成就    第三节  唐代通俗文学第九章  晚
唐诗人    第一节  杜牧    第二节  李商隐    第三节  晚唐后期的诗歌第十章  唐五代词    第一节  词的产生和
发展    第二节  温韦与花间词    第三节  南唐词与李煜    第五编  宋代文学概说第一章  欧阳修与北宋诗文
革新    第一节  宋初文坛    第二节  北宋诗文革新    第三节  欧阳修与诗文革新运动    第四节  欧阳修的诗
文创作成就    第五节  梅尧臣与苏舜钦    第六节  王安石的诗文创作第二章  北宋前期词坛的承继与演变  
 第一节  晏殊、欧阳修等北宋前期词人    第二节  柳永第三章  苏轼    第一节  苏轼的生平和思想    第二节
 苏轼的文学思想    第三节  苏轼的文学成就第四章  北宋后期文学    第一节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第二节  
北宋后期词坛第五章  南宋前期文学    第一节  李清照    第二节  南宋初期的词坛    第三节  南渡初期的诗
坛第六章  陆游与南宋中期诗文    第一节  陆游    第二节  杨万里与范成大第七章  辛弃疾与辛派词人    第
一节  辛弃疾的生平    第二节  辛弃疾词的内容    第三节  辛弃疾词的艺术成就    第四节  辛派词人第八章 
南宋后期文学    第一节  姜夔与南宋后期词坛    第二节  四灵派和江湖派    第三节  严羽的《沧浪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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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第二节  《西厢记》的戏剧冲突和思想内容    第三节  《西厢记》的人物塑造    第四节  《西厢记》
的艺术风格及其影响第三章  元代前期其他重要杂剧作家作品    第一节  白朴及其《墙头马上》、《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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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雨》    第二节  马致远及其《汉宫秋》    第三节  康进之、高文秀及其“水浒戏”    第四节  纪君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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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  小说话本    第三节  讲史话本    第四节  说经、说参请第八章  元代诗文    第一节  刘因及前期其他
作家    第二节  元代后期诗文    第七编  明代文学概说第一章  《三国演义》与历史演义小说    第一节  《
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作者及版本    第二节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和史料运用艺术    第三节  一
部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百科全书    第四节  拥刘反曹倾向和道德悲剧    第五节  出色的人物刻画和
战争描写第二章  《水浒传》与英雄传奇小说    第一节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作者及版本    第二节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第三节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    第四节  《水浒传》的影响第三章  明代戏剧
的流变    第一节  明代前期的戏剧创作    第二节  明代中后期戏剧创作的新局面    第三节  奇人徐渭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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