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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简史》

内容概要

《中国文学简史》是这条大河的小传。她以点面结合，既以简明的风格勾画出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全貌
，也注重对作品的分析和欣赏，尤其对历代影响较大的文学流派、作家、作品做了重点介绍，可读性
较强。《中国文学简史》可作为非中文专业，尤其是理工科、技术院校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教材
，也可作为中国文学的普及性读物。
从上古时期到20世纪末，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学如一条奔腾澎湃的大河，历经了种种景致，或瑰丽、
新奇，或雄浑、厚重，或婉约、别致，或沉郁、幽深。为这条大河注入股股清流的历代文学家，群星
璀璨，光耀千秋；而历代名作如耀亮的明珠，永远照亮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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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简史》

作者简介

范颖，1965年出生于湖南东安。  主要从事文学文化研究。  在《中国文学研究》、《浙江社会科学》
、《名作欣赏》、《新世纪学刊》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专业  论文20余篇，参加编写教材两部。亓丽
，1977年出生于山东莱芜。主要从事文学文化研究。在《山东文学》、《当代小说》等期刊发表学术
论  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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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简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先秦文学第一节 古代神话神话的起源神话的内容神话的意义第二节 古代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的编定与体制《诗经》的内容《诗经》的艺术成就《诗经》的文学史地位第三节 先秦散文
历史叙事散文《左传》诸子说理散文《庄子》第四节 屈原与楚辞楚辞屈原的生平及其作品《离骚》第
二章 秦汉文学第一节 秦及西汉散文秦代文学西汉散文第二节 《史记》与东汉散文司马迁与《史记》
《史记》的人物刻画《史记》的地位和影响《汉书》及东汉散文第三节 汉代辞赋汉初辞赋司马相如汉
代其他辞赋第四节 汉代诗歌乐府与乐府诗古诗十九首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文学第一节 建安文学与正始
文学“三曹”建安“七子”蔡琰阮籍与嵇康第二节 两晋诗坛与陶源明两晋诗坛陶源明及其作品第三节
玄言诗与山水诗玄言诗山水诗第四节 南北朝诗歌与魏晋南北朝散文南北朝民歌鲍照及其他诗人魏晋南
北朝散文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小说与文学批评魏晋南北朝小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第四章 隋唐五代
文学第一节 隋代文学与初唐诗歌隋代文学初唐四杰及其他诗人陈子昂第二节 盛唐诗歌山水田园诗边
塞诗第三节 李白李白的生平与思想⋯⋯第五章 宋代文学第六章 辽、金、元代文学第七章 明代文学第
八章 清、近代文学第九章 20世纪文学（上）第十章 20世纪文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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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简史》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先秦文学先秦文学是指上古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段时期的文学。它包括了中
国上古时期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两个社会形态的文学思想和作品，为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文学的先声
。从古代文献资料及地下挖掘的材料来看，文学艺术早在文字发明以前就已经产生了。上古歌谣和神
话传说是我国文学的源头。上古文学同现实生活联系非常紧密，如同自然作斗争的神话，和生产密切
联系的诗歌，表示愿望、趋吉避凶的咒语式的祷祝辞等。上古文学只有口头创作，而且诗歌、音乐和
舞蹈三位一体，没有单纯的文学作品存在。待到殷商时代，文字发明以后，才有了书面的文学作品。
先秦文学不单纯是文学，它同时是历史，如先秦历史叙事散文《尚书》、《春秋》、《左传》、《国
语》、《战国策》等；是哲学，如先秦诸子说理散文《道德经》、《论语》、《庄子》等；还是政治
思想范畴的东西，如孟子的《孟子》等。先秦文学不仅内涵丰富，而且艺术成就卓著，出现了《诗经
》与《离骚》这样对后世文学影响十分深远的文学作品。第一节 古代神话神话是以想象的故事形式反
映远古人类解释自然并希望征服自然的愿望。用马克思的话来概括，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
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神话故事的主人公通常是神或者是神化了的英
雄人物。神话的起源有多种解释，其中劳动起源说和宗教起源说最为可信。神话的起源与劳动有关，
因为从现存的神话作品来看，很多作品的内容都反映劳动生活，或有着劳动生活的影子，如那些与自
然灾害作斗争的神话故事。神话的起源与原始宗教有关，因为远古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还没
有能力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做出符合实际的解释。在求生存与自然斗争的过程中，人们没有掌握自
然规律，没有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于是，他们对未知的自然便产生一种膜拜心理。他们认为
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奇的东西在指挥、控制着自然的变化，这便是最初的宗教观念。在初民的潜意
识中，他们把自然力量想象成有生命的东西，通过简单的类比，认为神同人一样，具有情感意志，而
且不同的自然现象有不同的神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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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简史》

编辑推荐

《中国文学简史》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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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简史》

精彩短评

1、一般看看还行，不是很细致，只能当作一般的简史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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