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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　艺　学

文艺学考试大纲

第一节　导 论

一、 文学理论的性质
　１畅文学理论的学科归属
　２畅文学理论的对象和任务
　３畅文学理论应有的品格
　二、 文学理论的形态
　１畅文学理论形态多样化的依据
　２畅文学理论的几种基本形态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

一、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石
（一） 文学活动论
（二） 文学反映论
（三） 艺术生产论
（四）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
（五） 艺术交往论
二、 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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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南
（二） 中国特色
（三） 当代性

第三节　文学作为活动
一、 活动与文学活动
（一） 人类活动的性质
（二） 生活活动的美学意义
（三） 文学活动的地位
二、 文学活动的构成
（一） 世界
（二） 作者
（三） 作品
（四） 读者
三、 文学活动的发生与发展
（一） 文学活动的发生
（二） 文学活动的发展

第四节　文学活动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
一、 文学的含义
（一） 文学的文化含义
（二） 文学的审美含义
（三） 文学的通行含义
（四） 文学与非文学
二、 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
（一） 文学作为一般的意识形态
（二） 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
（三） 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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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
（一） 文学与话语
（二） 文学与话语蕴藉
（三） 话语蕴藉的典范形态

第五节　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活动
一、 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的基本属性
（一） 社会主义文学的意识形态性
（二） 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的主导性、 多样性、 层次性和审美性
二、 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的价值取向
（一） 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的主要价值取向
（二） 雅与俗： “阳春白雪” 与 “下里巴人” 的统一
（三） 按照 “美的规律” 创造艺术珍品
（四） 作家、 艺术家与新时代的人民群众相结合
三、 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的发展
（一） 继承与革新： 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二） 借鉴与创造： 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沟通
（三） 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 发展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学

第六节　文学创造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
一、 文学创造作为特殊的生产
（一） 精神生产与物质生活
（二） 文学创造与其他精神生产的区别
二、 文学创造的客体与主体
（一） 文学创造的客体
（二） 文学创造的主体
三、 文学创造的主客体关系
（一） 文学创造主客体关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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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学创造中主客体的双向运动

第七节　文学创造过程
一、 文学创造的发生阶段
（一） 材料（信息）储备的主体性特征
（二） 艺术发现
（三） 创作动机
二、 文学创造的构思阶段
（一） 艺术构思及其心理机制
（二） 构思方式
三、 文学创造的物化阶段
（一） 形之于心到形之于手
（二） 语词提炼与技巧运用
（三） 即兴与推敲

第八节　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
一、 艺术真实
（一） 认识与艺术真实
（二） 艺术真实的主要特征
（三） 艺术概括
二、 情感评价
（一） 情感评价的文学意义
（二） 情感评价作为 “诗意的裁判”
（三） 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
三、 形式创造
（一） 文学与艺术形式
（二） 形式创造的基本内涵
（三） 形式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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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
一、 文学作品的类型
（一） 现实型文学
（二） 理想型文学
（三） 象征型文学
（四） 文学类型的发展演变
二、 文学作品的体裁
（一） 诗
（二） 小说
（三） 剧本
（四） 散文与报告文学

第十节　文学作品的本文层次和
文学形象的理想形态

一、 文学作品的本文层次
（一） 文学话语层面
（二） 文学形象层面
（三） 文学意蕴层面
二、 文学形象的理想形态
（一） 文学典型

　１畅典型论的发展
　２畅文学典型的美学特征
　３畅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二） 文学意境
　１畅意境的形成及界定
　２畅文学意境的特征
　３畅意境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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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学意象
　１畅观念意象及其高级形态审美意象
　２畅审美意象的基本特征
　３畅审美意象的分类

第十一节　叙事性作品
一、 叙事界定
（一） 叙事理论与叙事学
（二） 叙事的含义与特征
（三） 叙事的意识形态本质
二、 叙述内容
（一） 故事
（二） 结构
（三） 行动
三、 叙述话语
（一） 本文时间与故事时间
（二） 视角
四、 叙述动作
（一） 叙述者与作者
（二） 叙述者的声音
（三） 叙述者与接受者

第十二节　抒情性作品
一、 抒情界定
（一） 抒情与抒情性作品
（二） 抒情与现实
（三） 抒情中的自我与社会
（四） 抒情与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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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抒情性作品的构成
（一） 抒情内容与抒情话语
（二） 抒情性作品的结构
三、 抒情方式
（一） 抒情话语的修辞方式
（二） 抒情角色

第十三节　文 学 风 格
一、 风格的诸种观念和理论
（一） 风格是独特的言语形式
（二） 风格是作家的创作个性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
（三） 风格是主体与对象、 内容与形式相契合时所呈现的特色
（四） 风格是读者辨认出的一种格调
二、 风格的定义和内涵
（一） 创作个性是文学风格形成的内在根据
（二） 主体与对象、 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风格存在的基本条件
（三） 文体特色和语言组织是风格呈现的外部特征
三、 风格的类型与价值
（一） 文学风格类型的划分
（二） 文学风格的审美价值
四、 文学风格与文化
（一） 文学风格与时代文化
（二） 文学风格与民族文化
（三） 文学风格与地域文化
（四） 文学风格与流派文化

第十四节　文学消费与接受
一、 文学消费与一般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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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学生产、 传播与消费
（二） 文学消费的二重性
（三） 文学消费与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
（四） 文学消费与文学接受
二、 文学接受的文化属性
（一） 文学接受作为审美活动
（二） 文化接受作为认识活动
（三） 文学接受作为文化价值阐释活动
（四） 文学接受作为交流活动

第十五节　文学接受过程
一、 文学接受的发生
（一） 期待视野
（二） 接受动机
（三） 接受心境
（四） 隐含读者与现实读者
二、 文学接受的发展
（一） 填空、 对话与兴味
（二） 还原与异变
（三） 理解与误解
（四） 期待遇挫与艺术魅力
三、 文学接受的高潮
（一） 共鸣
（二） 净化
（三） 领悟
（四） 延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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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节　文 学 批 评
一、 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
（一） 文学批评的界定
（二） 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及其标准
二、 文学批评的模式
（一） 传统批评模式
（二） 现代批评模式
三、 文学批评的实践
（一） 了解对象
（二） 选点切入
（三） 确定要旨
（四） 布局安排
（五） 形成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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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语　言　学

语言学考试大纲

第一节　语言系统论
一、 语文学与语言学
二、 语言学的对象
（一） 语言与言语
（二）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
（三） 共时与历时
三、 语言是符号系统
（一） 符号的约定性
（二） 符号与系统
（三） 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四） 语言系统的特点

　１畅语言有无限的生成能力
　２畅语言是个多层面的、 各层面有多层级单位的系统
　３畅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
四、 语言的功能
（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二） 语言是人类重要的思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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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音 系

一、 语音
（一） 语音的自然属性———物理属性、 生理属性

　１畅语音的物理属性： 语音四要素
　２畅语音的生理属性： 发音器官和部位、 发音方法

（二） 音素
　１畅音素的定义
　２畅国际音标及音素标写法
　３畅元音和辅音
二、 音系的最小单位———音位
（一） 音位的定义和标写法
（二） 音位的社会性
（三） 确定音位的原则———分布： 对立、 互补与自由替换
（四） 音质音位与超音质音位
（五） 音位与音位变体
三、 音节
四、 语流音变

第三节　语 法

一、 语法单位
语素、 词、 短语、 句子
二、 词法
（一） 形态变化、 词形聚合表、 狭义的语法范畴
形态变化的 ３ 种方式， 内部屈折， 词形聚合表
语法范畴： 性、 数、 格、 人称、 时、 体、 态
（二） 派生构词法
词根语素与词缀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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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复合构词法
词根的复合方式： 与短语结构相类或不相类
三、 句法
（一） 短语的构造

　１畅短语的组合向
结构关系： 偏正（定中／状中）、 联合、 述宾、 主谓、 述补
组合位置和结构（句法）成分： 主语、 谓语、 述语、 宾语、 定语、

状语、 中心语、 补语
成分的组合次序： 不同语言的成分次序可以不同， 次序可以固定

或不固定

虚词

结构层次： 层层套合
层次歧义

递归性： 少数结构关系的反复套合与语言的无限生成能力
　２畅短语的聚合向
词类： 词类的本质， 不同语言可能有不同的词类， 不同语言的词

类可能有不同表现形式

短语类： 短语的结构分类与功能分类
组合位置对成分类的选择： 人类语言的共同倾向， 各具体语言的

特点

（二） 句子的构造
　１畅句子与词和短语的区别
　２畅句子的分类
四、 语言的类型分类
孤立语、 屈折语、 黏着语、 复综语等

第四节　词 义

一、 词义
词义的定义， 词义的概括性， 词义不是超语言的， 词的理性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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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义

二、 词义的聚合
上下位词聚、 局部整体词聚、 同义词聚、 反义词聚
三、 词义的组合
词义组合的搭配限制

第五节　语言的演变
一、 语言的分化
（一） 亲属语言和（地域）方言
亲属语言与（地域）方言都是语言分化的结果
（二） 语言的谱系分类
谱系层级： 语系、 语族、 语支、 语言， 一些语言系属举例， 中国

境内语系的分布

（三） 语音对应关系与语音演变的特点
亲属语言和方言的同源性表现为核心词根的语音对应关系

语音对应关系由语音演变的特点决定， 少数对应例外源于语法类
推或借用。

二、 语言的接触
（一） 成分的借用与吸收
（二） 系统的共存竞争与替代

　１畅共同语与方言的统一
　２畅语言的融合（也称语言替代、语言换用）
　３畅语言的混合

第六节　语言与文字
一、 文字的本质———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
二、 文字的单位
（一） 最小的文字单位———字符（字母、表音字符和表义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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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较大的文字单位———文字词或字
三、 文字的分类
根据最小文字单位的分类： 表音文字（音位文字、辅音文字、音节

文字）、 意音文字
根据较大文字单位的分类： 语素 －音节文字
四、 文字的起源与发展
（一） 文字与图画的根本不同
（二） 表音文字和意音文字的发展历程
五、 文字类型与语言类型的关系
文字与语言相对独立， 文字应适合语言的特点

14



第三章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言文字学考试大纲

第一节　古 代 汉 语
一、 音韵
（一） 音韵学基本概念

　１畅关于反切的概念
（１） 什么叫反切 （２） 反切的方法 （３） 音和切与类隔切

　２畅关于声母方面的概念
（１） 什么叫字母 （２） 守温三十字母 （３） 传统三十六字

母 （４） 五音、 七音、 九音 （５） 清浊
３畅关于韵母方面的概念
（１） 韵母、 韵、 韵目、 韵类、 韵部 （２） 阴声韵、 阳声韵、

入声韵 （３） 阴阳对转和旁转
（二） 上古声韵系统

　１畅叶音说
（１） 什么是叶音说 （２） 陈第对叶音说的批判

　２畅上古韵部
（１） 顾炎武的上古韵部研究 （２） 清代主要的古韵学家及审

音派和考古派 （３） 王力的上古三十韵部 （４） 建立上古韵部
的方法

　３畅上古声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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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钱大昕的上古声母研究： 古无轻唇音、 古无舌上音 （２） 王
力的上古三十三声母

　４畅上古声调
（１） 四声一贯说 （２） 古有四声说 （３） 古无去声说

（４） 古无上去二声说 （５） 王力的四声说
（三） 枟广韵枠与平水韵

　１畅枟广韵枠
（１） 枟广韵枠的由来 （２） 枟广韵枠的体例 （３） 枟广韵枠的

性质 （４） 枟广韵枠的声韵系统： 陈澧分析 枟广韵枠声韵的方法；
枟广韵枠的声类、 声母、 韵类、 韵母。

　２畅平水韵
（１） 什么叫平水韵 （２） 平水韵与枟切韵枠、 枟广韵枠的关系　

（３） 平水韵的用处
（四） 诗词格律

　１畅近体诗的格律
（１） 用韵 （２） 平仄 ① 平仄句式 ② 黏对 ③ 孤平和

拗救 （３） 对仗
　２畅词律

（１） 词与诗的关系 （２） 词的分类 （３） 词牌和词谱
（４） 词的用韵 （５） 词的平仄 （６） 词的对仗

二、 文字
（一） 汉字的构造

　１畅传统的六书说
（１） 传统六书的名称和次序及许慎对六书的解释 （２） 六书

的作用和意义

　２畅没有表音成分的表意字
（１） 象形字　　（２） 指事字

　３畅有表音成分的形声字
（１） 形声字　　（２） 形符和声符

　４畅形符与枟说文枠部首

( ) 会意字

( ) 形符与声符的位置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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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形符与枟说文枠部首的关系 （２） 枟说文枠部首与检字法
部首

　５畅掌握汉字结构的作用
（１） 理解词义 （２） 掌握上古音 （３） 减少错字
（二） 汉字形体的演变

　１畅甲骨文
（１） 什么是甲骨文 （２） 甲骨文的特点

　２畅金文
（１） 什么是金文 （２） 金文的特点

　３畅六国文字
（１） 什么是六国文字 （２） 六国文字的特点

　４畅秦系文字
（１） 什么是秦系文字 （２） 小篆的特点

　５畅隶书
（１） 什么是隶书， 古隶和今隶的区别 （２） 隶书取代小篆的

意义以及隶书的特点

　６畅楷书
（三） 假借字　古今字　异体字

　１畅假借字
（１） 无本字的假借字 （２） 通假与通假字 （３） 关于后起

本字

　２畅古今字
（１） 由假借产生的古今字 （２） 由引申产生的古今字

（３） 今字的构成方式
　３畅异体字

（１） 什么是异体字 （２） 异体字形体的差别 （３） 异体字
是历史的产物

三、 词汇
（一） 字和词
１畅字和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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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畅确定词的依据
（１） 一个字的两个意义联系密切但读音不同是两个词 （２） 一个

字的两个读音相同但意义相差甚远是两个词 （３） 一个字意义联
系密切读音也相同是一个词　　（４） 意义相同读音稍别的不同字形
的联绵字是一个词 （５） 字形是确定词的重要参考

（二） 词义的构成
　１畅什么是词义
　２畅词义的构成

（１） 共时构成 ① 从词义的数目看 ② 从词义的性质看　Ａ畅理
性意义　Ｂ畅非理性意义　ａ畅隐含意义　ｂ畅社会意义　ｃ畅感情意义　
ｄ畅借代意义　ｅ畅风格意义　③ 从词义的内部构成看　　（２） 历时
构成

（三） 古今词义的异同
　１畅古今词义异同的表现

（１） 古今词义基本相同 （２） 古今词义完全不同 （３） 古
今词义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２畅古今词义不同的原因
（１） 词义的扩大 （２） 词义的缩小 （３） 词义的转移 ① 范

围的转移 ② 感情色彩的转移 ③ 词义轻重的转移

　３畅古今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四） 词的本义和引申义
　１畅什么叫本义， 什么叫引申义
　２畅怎样识别词的本义

（１） 通过字形分析词的本义 （２） 通过字形分析词的本义应
注意的问题

　３畅词义引申的方式和基本规律
（１） 词义引申的方式 ① 直接引申 ② 间接引申 （２） 词

义引申的基本规律 ① 从个别到一般 ② 从具体到抽象

　４畅了解词的本义和引申义的作用
（五） 同义词　反义词

18



　１畅同义词
（１） 什么是同义词 （２） 同义词形成的途径 ① 方言进入通

语形成同义词　② 新产生的词与旧有词形成同义词 ③ 某词新产生

的词义与旧有词形成同义词　④ 受社会思想影响形成的同义词

（３） 同义词辨析： 同义词之间存在的差别 ① 应用范围不同 ② 词

义轻重程度不同　③ 感情色彩不同 ④ 语法功能不同

辨析同义词的有关术语

　２畅反义词
（１） 什么是反义词 （２） 反义词的分类 ① 互补关系 ② 两

极关系 ③ 反向关系 （３） 研究反义词的作用 ① 帮助准确理

解词义 ② 帮助辨析同义词的细微差别

　３畅同义词和反义词的关系
（１） 重合与对立 （２） 同中有异和异中有同
（六） 同源词

　１畅同源词研究的历史
（１） 以声音推求语源的初起 （２） 汉末刘熙的枟释名枠　　（３） 近

代章炳麟的枟文始枠　　（４）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枟汉语的词族枠 （又
译作枟汉语词类枠）　　（５） 王力的枟同源字典枠

２畅什么叫同源词
３畅确定同源词的标准
（１） 声音相同或相近 （２） 意义相同或相关 （３） 有同一

来源

　４畅同源词与同源字
（１） 什么是同源字 （２） 同源字与同源词的关系

　５畅研究同源词的意义
（１） 看出词义之间的联系 （２） 加深对词的本义的理解
四、 语法
（一） 词类及其活用

　１畅词类
（１） 什么是词类 （２） 划分词类的标准 （３） 古汉语的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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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畅词类活用
（１） 词的兼类与活用 ① 词的兼类 ② 词类的活用 ③ 二者

的联系与区别 （２） 词类活用的具体情况 ① 名词活用为一般动

词、 使动、 意动 ② 形容词活用为使动、 意动及一般动词 ③ 形容

词活用作名词 ④ 动词活用作名词 ⑤ 数词活用作动词 ⑥ 不改

变词类的不同用法　Ａ畅动词用作使动　Ｂ畅名词用作状语
（二） 称数法

　１畅数词的实指
　２畅零数的表示
　３畅零位的表示
　４畅序数的表示
　５畅分数的表示
　６畅倍数的表示
　７畅概数的表示

（三） 词序
　１畅代词宾语前置

（１） 代词宾语无条件前置 （２） 疑问代词作宾语前置 （３） 宾
语前置后用代词复指 （４） 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 ① 前置条件

② 先秦前置与否已共存

　２畅数词的位置： 动词前、 作谓语
（四） 几种主要句法结构及其发展

　１畅先秦就有而后代变化不大的句法结构
　（１） 连动式　　（２） 递系式（兼语式）
　２畅汉代以后才产生的句法结构

（１） 使成式及发展 （２） 处置式及发展
　３畅先秦已有， 后代又不断发展的句法结构

（１） 能愿式　① 表示可能　② 表示意志 （２） 被动式 ① 为

字句、 为……所句　② 见字句　③ 被字句　④ “于” 字引进施事者
（五） 判断句及系词的形成

　１畅判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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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什么叫判断句 （２） 判断句的主要形式 ① 谓语后加

“也” 　② 主语后加 “者”， 谓语后加 “也” 　③ 主语后加 “者”，
谓语后不加 “也” 　④ 主语后不加 “者”， 谓语后不加 “也”
（３） 判断句的灵活运用 ① 用判断句表示比喻 ② 用判断句说明

原因 ③ 用判断句表达复杂内容 （４） 判断句的特点 ① 先秦

判断句不用系词 ② “为、 乃、 即、 维、 非” 不是系词 ③ 先秦

“是” 字不是系词
　２畅系词 “是” 的产生

（１） 系词 “是” 由指示代词 “是” 发展而来 （２ ） 系词
“是” 产生的时代 ① 系词 “是” 产生在西汉中期 ② 魏晋以后在口

语中完成 （３） 系词句的主要标志 ① 句末不用 “也” 字 ② 系

词 “是” 可以被副词修饰 ③ 系词 “是” 前可以加否定词 “不”
（六） 代词

　１畅人称代词
（１） 第一人称代词 （２） 第二人称代词 （３） 第三人称代词

　２畅指示代词
（１） 近指代词 （２） 远指代词 （３） 特殊的指示代词———

焉、 诸
　３畅疑问代词

（１） 指人的疑问代词： 谁、 孰 （２） 指事物的疑问代词： 何、
胡、 奚、 曷　　（３） 指处所的疑问代词： 恶、 安、 焉

４畅无定代词 “或”、 “莫”
（１） 肯定性的无定代词： 或 （２） 否定性的无定代词： 莫
５畅辅助性代词 “者”、 “所”
（１） “者” 字结构及用法 （２） “所” 字结构及用法
（七） 介词　连词

　１畅介词
（１） “於（于）” 的主要用法　　（２） “以” 的主要用法　　（３）

“为（w è i）” 的主要用法
　２畅连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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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而 （２） 之 （３） 以 （４） 则 （５） 虽
（八） 语气词

　１畅句首、 句中语气词
（１） 夫 （２） 其 （３） 惟（维、唯）　　（４） 也

　２畅句尾语气词
（１） 也 （２） 矣 （３） 哉 （４） 乎 （５） 与（欤）、

邪（耶）
五、 古籍阅读
（一） 古书的句读和标点

　１畅句读标点的重要性
　２畅造成句读标点错误的原因

（１） 不了解古汉语词义和古代文化常识 （２） 不了解古汉语
语法 （３） 不了解古汉语音韵

（二） 古书的旧注
　１畅给古书作注是语言发展的产物
　２畅古书注解的类型

（１） 注疏 （２） 集解 （３） 章句
　３畅古书注解的内容

（１） 解释词义 （２） 注出音读 （３） 串解句意 （４） 说
明语法 （５） 通释全章大意

　４畅古书注解中常用的术语
（１） 曰、 为、 谓之 （２） 谓 （３） 貌、 之貌 （４） 犹

（５） 之言、 之为言 （６） 读曰、 读为 （７） 读若、 读如
（８） 如字 （９） 辞、 语辞、 语助 （１０） 不辞

（三） 古书的今注今译
　１畅古书今注的原则

（１） 充分利用旧注， 又不迷信旧注 （２） 新注要简明准确，
避免烦琐庞杂

　２畅新注的主要内容
（１） 解释字句 （２） 注出僻字音读 ( ) 注明通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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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避免二说并存兼通 （５） 注清人名、 地名、 事件等
　３畅古书今译的要求

（１） 译文要忠于原文， 传译原文神韵 （２） 译文要通畅， 要
符合现代汉语规范

第二节　现 代 汉 语
一、 绪论
（一） 汉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

　１畅普通话的定义
　２畅普通话的形成过程

（二） 汉语主要方言的分布概况
（三） 现代汉语规范化

　１畅规范化的意义
　２畅规范化的内容
　二、 语音

（一） 语音概述
　１畅语音的划分
　２畅记音符号

（二） 语音的性质
　１畅语音四要素
　２畅发音和发音器官
　３畅语音的社会属性

（三） 元音和辅音
　１畅元音的性质
　２畅普通话的元音
　３畅辅音的性质
　４畅普通话的辅音

（四） 声母
　１畅声母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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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畅普通话声母与方言声母比较
（五） 韵母

　１畅韵母的分类
　２畅四呼
　３畅普通话韵母与方言韵母比较
　４畅合辙押韵

（六） 声调
　１畅声调的性质和作用
　２畅普通话的调值和调类
　３畅古今调类比较
　４畅声调辨正
　５畅据普通话读音判别古入声字

（七） 普通话的音节结构
　１畅音节构成方式及特点
　２畅声母和韵母的配合关系
　３畅声调和声母、 韵母的配合关系

（八） 儿化和变调
　１畅儿化
　２畅变调
　３畅其他音变

（九） 轻重音和语调
　１畅轻音
　２畅词重音
　３畅语调

（十） 汉语拼音方案和普通话音位
　１畅字母和音位
　２畅音位的归纳
　３畅普通话的元音音位
　４畅普通话的辅音音位
　５畅声调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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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畅字母拼写规则
（十一） 语音规范化问题

　１畅异读词的规范化问题
　２畅轻音和儿化的规范问题
　三、 文字

（一） 汉字的特点
（二） 汉字的结构

　１畅独体字和合体字
　２畅部件
　３畅笔画
　４畅形旁， 声旁， 记号
　５畅形声字
　６畅会意字
　７畅记号字

（三） 汉字的简化和整理
　１畅汉字的简化
　２畅汉字的整理

（四） 汉字的定量、 定音、 定序
　１畅汉字的定量
　２畅汉字的定音
　３畅汉字的定序
　四、 词汇

（一） 词
　１畅什么是词
　２畅语素和词
　３畅字和词
　４畅词的语音形式

（二） 词的构造
　１畅单纯词
　２畅合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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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畅简称
（三） 词义和语素义

　１畅词义
　２畅词的附属色彩
　３畅语素义
　４畅词义和语素义的关系

（四） 多义词和同音词
　１畅词在上下文中意义的变化
　２畅义项
　３畅多义词和单义词
　４畅本义、 基本义、 引申义、 比喻义
　５畅同音词
　６畅同音词的来源及其与多义词的区别
　（五） 同义词、 反义词、 上下位词
　１畅同义词的类型和来源
　２畅同义词的辨析
　３畅同义词的作用
　４畅反义词
　５畅上下位词

（六） 现代汉语词汇的构成
　１畅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
　２畅古语词
　３畅新词
　４畅方言词
　５畅术语、 行业语
　６畅外来词

（七） 熟语
　１畅成语
　２畅谚语
　３畅歇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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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畅惯用语
（八） 词典

　１畅词典的类型
　２畅词的释义
　３畅词典的编排
　五、 语法

（一） 语法概述
　１畅语法的性质和作用
　２畅四种语法单位

（１） 语素 （２） 词 （３） 词组 （４） 句子
（二） 词组及其类型

　１畅偏正结构
　２畅述宾结构
　３畅述补结构
　４畅主谓结构
　５畅联合结构
　６畅复杂词组

（三） 词类
　１畅名词
　２畅动词
　３畅形容词
　４畅状态词
　５畅区别词
　６畅数词
　７畅量词
　８畅代词
　９畅副词
　１０畅介词
　１１畅连词
　１２畅助词

27



　１３畅语气词
　１４畅感叹词
　１５畅拟声词

（四） 句子
　１畅什么是句子
　２畅句子分类

（１） 按语法结构分类 （２） 按句子的功用分类
（五） 主语和谓语

　１畅作主语的成分
　２畅作谓语的成分
　３畅施事和受事

（六） 述语和宾语
　１畅述语和宾语在意义上的联系
　２畅作述语的成分
　３畅作宾语的成分
　４畅真宾语和准宾语
　５畅施事宾语
　６畅处所宾语
　７畅双宾语

（七） 述语和补语
　１畅作述语的成分
　２畅补语的性质和类别
　３畅结果补语
　４畅趋向补语
　５畅可能补语
　６畅程度补语
　７畅介词结构作补语

（八） 定语和状语
　１畅定语和状语的区分
　２畅作定语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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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畅作状语的成分
　４畅修饰语的层次和次序

（九） 复谓结构
　１畅连谓结构
　２畅递系结构
　３畅连锁结构

（十） 句法里的歧义现象
　１畅因构造层次不同造成的歧义现象
　２畅因句法关系（显性语法关系）不同造成的歧义现象
　３畅因语义关系（隐性语法关系）不同造成的歧义现象

（十一） 复句
　１畅什么叫复句
　２畅复句分类

（１） 表示联合关系的复句 （２） 表示偏正（主从）关系的复句
（３） 多重复句及其分析
（十二） 语气

　１畅陈述语气
　２畅疑问语气
　３畅祈使语气
　４畅感叹语气

（十三） 倒装　插说　复指
　１畅倒装

（１） 倒装的类型 （２） 产生倒装的原因 （３） 倒装句的特点
　２畅插说

（１） 什么是插说 （２） 插说成分的分布
　３畅复指

（１） 称代复指 （２） 同位复指
（十四） 虚词

　１畅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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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畅对， 对于
　４畅在……上／下
　５畅比
　６畅连
　７畅和／跟／同／与
　８畅或者／还是
　９畅何况／况且
　１０畅虽然／尽管／固然
　１１畅不管／尽管
　１２畅因为／由于
　１３畅进而／从而
　１４畅否则

（十五） 常见的语法错误
　１畅残缺
　２畅赘余
　３畅词语位置安放失当
　４畅杂糅

（十六） 检查语法错误的两种方法
　１畅类比法
　２畅简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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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考试大纲

第一节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一、 绪论
（一） 古文献学及古文献学史概念
（二） 中国古文献学史的特点
（三） 中国古文献学史的分期
二、 先秦古文献学
（一） 夏商周时代文献典籍的产生、 保存和整理
（二） 我国古文献学的开拓者孔子

　１畅孔子与五经的关系
　２畅孔子的古文献学观点与方法

（三） 孔子后学与古文献整理
（四） 先秦诸子与古文献学

　１畅墨子
　２畅荀子
　３畅韩非子

（五） 秦始皇焚书坑儒及其对先秦文献流传的影响
三、 两汉古文献学
（一） 概述

　１畅政治思想概况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31



　２畅先秦文献典籍在汉代的流传与整理
　３畅经今古文学
　４畅纬学与纬书

（二） 董仲舒
（三） 司马迁
（四） 刘向、 刘歆
（五） 王充
（六） 许慎
（七） 郑玄
四、 魏晋南北朝古文献学
（一） 概述

　１畅政治概况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２畅魏晋玄学的产生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３畅汉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４畅古书四部分类的确立及经史子集各类书的整理概况
　（二） 何晏、 王弼

（三） 王肃
（四） 杜预
（五） 本时期的史书注家
（六） 颜之推
五、 隋唐五代古文献学
（一） 概述

　１畅政治概况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２畅在思想上儒、 佛、 道并重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３畅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４畅本时期四部书的整理概况
　５畅壁经、 石经及雕版刻经

（二） 陆德明
（三） 孔颖达、 贾公彦等与诸经注疏
（四） 颜师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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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枟文选枠注家李善及 “五臣”
（六） 刘知几
（七） 司马贞、 张守节
六、 宋辽金古文献学
（一） 概述

　１畅政治概况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２畅宋代疑辨之风的兴起和蔓延
　３畅宋代思想学术流派与古文献学的关系
　４畅语言文字学的成就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５畅各类文献研究整理概况

（二） 欧阳修
（三） 王安石
（四） 郑樵
（五） 洪迈
（六） 朱熹
（七） 王应麟
（八） 王若虚
七、 元明古文献学
（一） 概述

　１畅政治概况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２畅思想、 学术概况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３畅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４畅校刻古书改窜之风的兴起
　５畅各类文献研究整理概况

（二） 胡三省
（三） 王守仁
（四） 杨慎、 焦竑、 陈第
（五） 宋濂、 梅、 胡应麟
（六） 方以智
八、 清及近代古文献学

33



（一） 概述
　１畅政治概况及其对古文献学的影响
　２畅本时期古文献学的特点与分期
　３畅本时期古文献学在各个方面的成就
　４畅本时期经史子集各类古文献的整理概况和主要成果

（二） 顾炎武
（三） 黄宗羲、 王夫之
（四） 阎若璩、 胡渭、 姚际恒
（五） 惠栋
（六） 钱大昕
（七） 戴震
（八） 段玉裁
（九） 王念孙、 王引之
（十） 卢文弨、 顾广圻
（十一） 章学诚、 崔述
（十二） 龚自珍、 魏源、 康有为
（十三） 俞樾、 孙诒让
（十四） 章炳麟、 王国维

第二节　校　勘　学
一、 校勘、 校勘学及相关概念
（一） 校勘与校勘学

　１畅什么是校勘
　２畅校勘的功用
　３畅校勘的根本原则
　４畅校勘学

（二） 校勘与校对
（三） 校勘与校雠

　１畅“校雠” 的概念及其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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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畅校勘与 “校雠” 的关系
二、 校勘的历史发展及校勘学的形成建立
（一） 校勘的发展是校勘学建立的基础
（二） 先秦时期有关校勘的记载
（三） 西汉刘向开创校勘规程

　１畅刘向校勘工作的内容
　２畅为什么说刘向开创校勘规程

（四） 汉末学者的校勘业绩
（五） 南北朝时期校勘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及校勘独立发展的

趋向

　１畅北齐颜之推枟颜氏家训· 书证枠篇
　２畅陈、 隋间陆德明的枟经典释文枠

（六） 宋代校勘发展的新特点
　１畅宋代较著名的校勘专著
　２畅宋代校勘向理论发展的最初趋势

（七） 元明时期的校勘状况
（八） 清代校勘学的形成

　１畅著名学者
　２畅校勘专著和与校勘有关的重要著作
　３畅清代校勘学形成的主要原因

（九） 近代校勘学的建立
三、 古籍的基本构成和校勘的根本原则
（一） 古籍的基本构成
（二） 经典古籍的复杂重叠构成
（三） 一般古籍的简单重叠构成
（四） 古籍构成的层次辨析
四、 校勘的一般方法和考证的科学依据
（一） 校勘的一般方法
（二） 陈垣的四种校勘方法

　１畅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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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畅本校
　３畅他校
　４畅理校

（三） 校勘的考证必须有科学的依据
　１畅校勘考证的范围
　２畅内证和外证

（四） 校勘考证的理论依据
　１畅关于文献古籍的理论
　２畅关于语言文字的理论
　３畅关于所校勘古籍的专业知识理论

（五） 校勘考证的材料依据
　１畅古本旧本
　２畅古注旧疏
　３畅他书资料
　４畅甲骨金石碑刻文物资料
　五、 致误原因与校勘通例

（一） 异文和疑误
　１畅异文
　２畅疑误

（二） 校勘通例
校勘通例即对致误原因和错误类别的归纳。

　１畅误字通例
　２畅脱文通例
　３畅衍文通例
　４畅倒文通例
六、 校勘实践的具体方法步骤
（一） 准备工作

　１畅了解基本构成和流传情况
　２畅搜集版本， 分析源流， 归纳系统
　３畅选择底本和参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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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畅了解基本内容和结构体例
　５畅了解基本文体和语言特点
　６畅搜集他书材料， 汲取前人成果

（二） 具体校勘
　１畅对校各本， 列出异文， 发现疑误
　２畅分析异文， 解决疑误， 审定正误
　七、 校勘成果的体现
总体要求： 出校精要， 校记扼要， 叙例简要。
（一） 出校的原则

　１畅衡量异文质量的标准
　２畅疑误的出校原则

（二） 校改的方式
　１畅照录底本， 注记正误
　２畅择善而从， 无本不改

（三） 校记的要求
　１畅校记的语言
　２畅校记的形式

（四） 叙例的撰写
　１畅叙例
　２畅完整的叙例应具备的内容
　３畅常用的叙例结构

第三节　古籍版本学
一、 古籍版本学基础知识
（一） 古籍版本学的定义
（二） 何谓 “善本”
（三） 版本学有关名词术语

　１畅单页古书的版式结构
　２畅古书的外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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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畅其他名称
　４畅古书版本的类别
二、 书册制度的演变
（一） 图书简史

　１畅甲骨文
　２畅金文
　３畅简策
　４畅帛书
　５畅石经

（二） 纸的发明及古书用纸的演变
　１畅纸的发明
　２畅古书用纸的演变

（三） 纸书装帧形式的演变
　１畅卷轴装
　２畅旋风装
　３畅经折装
　４畅梵夹装
　５畅蝴蝶装
　６畅包背装
　７畅线装
三、 印刷发展史
（一）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二）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１畅毕昇与泥活字
　２畅各种活字印刷的发展
四、 历代刻书状况及特点
（一） 宋代刻书

　１畅官刻
　２畅家刻
　３畅坊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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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畅刻书特点
（二） 元代刻书

　１畅兴文署本
　２畅书院本
　３畅家刻
　４畅坊刻
　５畅刻书特点

（三） 明代刻书
　１畅经厂本
　２畅南北监本
　３畅藩刻本
　４畅书帕本
　５畅家刻
　６畅坊刻
　７畅刻书特点

（四） 清代刻书
　１畅武英殿本
　２畅官书局本
　３畅家刻
　４畅刻书特点
五、 古籍版本学发展史略
（一） 版本学萌芽
（二） 版本学各大发展阶段的特点及其代表人物

　１畅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２畅宋代
　３畅元明
　４畅清代

（三） 版本学的总结
　１畅现代
　２畅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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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古籍版本学基本技能
（一） 版本鉴定

　１畅基本方法
　２畅活字印本的鉴别

（二） 版本考订
　１畅基本方法
　２畅考订成果的表达方式

第四节　古籍目录学
一、 古籍目录分类的沿革
（一） 枟七略枠的分类
（二） 四部分类法的产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的变化

　１畅四部分类法的初创
　２畅四部分类法与枟七略枠分类法的并行

（三） 四部分类法确立了在图书分类领域中的正统地位
　１畅枟隋书· 经籍志枠与四部分类法的确立
　２畅枟四库全书总目枠是四部分类法的集大成者
　３畅枟四库全书总目枠集中反映了封建社会图书分类法的矛盾
　二、 历代重要的古籍目录的性质、 特点

（一） 汉代的目录编制
　１畅枟七略枠
　２畅枟汉书· 艺文志枠

（二） 枟隋书· 经籍志枠
（三） 宋代的目录

　１畅宋代政府藏书目录
　２畅宋代的枟国史· 艺文志枠
　３畅宋代的私人藏书与私人藏书目录
　（四） 枟四库全书总目枠
　１畅枟四库全书总目枠的学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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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畅枟四库全书总目枠的学术影响
　三、 古籍目录的类别及特点

（一） 古籍目录的体例
　１畅部类有序， 书目下有解题
　２畅部类有序， 书目下无解题
　３畅部类无序， 书目下无解题， 只记书名

（二） 古籍目录的体制
　１畅政府藏书目录
　２畅史志目录
　３畅私人藏书目录

（三） 古籍目录的性质
　１畅综合目录
　２畅专科目录
　３畅特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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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考试大纲

第一节　先 秦 文 学
概说

一、 神话
（一） 概论

　１畅神话的性质和定义
　２畅神话与传说、 迷信的区别

（二） 神话的内容和种类
　１畅创世神话
　２畅始祖神话
　３畅洪水神话
　４畅战争神话

（三） 神话的流传和保存
（四） 神话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二、 枟诗经枠
（一） 概论

　１畅枟诗经枠的名称、 时代和地域
　２畅枟诗经枠的分类
　３畅枟诗经枠的结集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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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枟诗经枠的内容
　１畅祭祖颂歌和周民族史诗
　２畅政治讽刺诗
　３畅表现劳动生活的诗篇
　４畅爱情与婚姻题材
　５畅战争题材

（三） 枟诗经枠的艺术成就
　１畅赋比兴手法
　２畅枟诗经枠的句法和章法

（四） 枟诗经枠的地位和影响
三、 历史散文
（一） 从甲骨卜辞到枟春秋枠

　（二） 枟左传枠
　１畅枟左传枠的作者和成书
　２畅枟左传枠的叙事特征
　３畅枟左传枠的影响
　（三） 枟国语枠

（四） 枟战国策枠
（五） 先秦历史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四、 先秦诸子散文
（一） 概述

　（二） 枟论语枠、 枟孟子枠
　１畅孔子的生平及思想
　２畅孔子对文学的态度
　３畅枟论语枠
　４畅孟子的生平及思想
　５畅枟孟子枠

（三） 枟庄子枠
　１畅庄子的生平及思想
　２畅枟庄子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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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枟荀子枠、 枟韩非子枠
　１畅荀子的生平及思想
　２畅枟荀子枠
　３畅枟韩非子枠
五、 枟楚辞枠
（一） 概论

　１畅枟楚辞枠的名称
　２畅枟楚辞枠的来源
　３畅枟楚辞枠的特征
　４畅枟楚辞枠的代表作家作品

（二） 屈原
　１畅生平和时代
　２畅屈原的作品
　３畅枟离骚枠

第二节　秦 汉 文 学
概说

一、 李斯与秦代文学
（一） 秦代文学概说
（二） 李斯散文
二、 两汉散文
（一） 贾谊、 晁错
（二） 王充、 王符
三、 司马迁与枟史记枠
（一） 司马迁生平
（二） 枟史记枠体例
（三） 枟史记枠的传记文学成就
（四） 枟史记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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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班固与枟汉书枠
五、 两汉辞赋
（一） 贾谊、 枚乘
（二） 司马相如、 扬雄
（三） 班固
（四） 张衡
（五） 其他作家
六、 乐府民歌
（一） 乐府和乐府诗
（二） 乐府的分类
（三） 乐府的思想内容
（四） 乐府的成就与影响
七、 五言诗
（一） 五言诗起源和东汉文人五言诗
（二） 古诗十九首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
概说

一、 建安和正始文学
（一） 曹操、 曹丕
（二） 曹植
（三） “建安七子” 和蔡琰
（四） 阮籍、 嵇康
二、 两晋文学
（一） 陆机、 潘岳
（二） 左思、 刘琨、 郭璞
三、 陶渊明
（一） 时代与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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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陶诗的田园诗及其他
（三） 陶诗艺术成就与影响
四、 南北朝乐府民歌
（一） 南朝乐府民歌
（二） 北朝乐府民歌
五、 南北朝诗人
（一） 谢灵运与山水诗
（二） 鲍照及其创新
（三） 谢朓与新体诗
（四） 庾信与南朝文风的北渐
六、 魏晋南北朝的辞赋、 骈文与散文
（一） 魏晋的辞赋、 骈文和散文
（二） 南北朝的辞赋、 骈文和散文
（三） 枟水经注枠与枟洛阳伽蓝记枠
七、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
（一） 小说的起源与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兴盛
（二） 志怪与志人
（三） 枟世说新语枠
八、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
（一） 曹丕枟典论· 论文枠和陆机枟文赋枠
（二） 刘勰与枟文心雕龙枠
（三） 钟嵘枟诗品枠与萧统枟文选枠

第四节　隋唐五代文学
概说

（一） 唐代社会、 文化的发展和唐代文学的繁荣
（二） 唐代文学的风貌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 隋与初唐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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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北文学的合流与隋代诗歌
（二） 唐初宫廷诗人
（三） 王绩与初唐 “四杰”
（四） 杜审言与沈佺期、 宋之问
（五） 张若虚与刘希夷
（六） 陈子昂
二、 盛唐诗坛
（一） 张九龄与盛唐前期诗人
（二） 王维、 孟浩然与盛唐山水田园诗
（三） 高适、 岑参与盛唐边塞诗
（四） 盛唐其他诗人
三、 李　白
（一） 李白的生平
（二） 李白的乐府与歌行
（三） 李白的绝句创作
（四） 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
（五） 李白的地位和影响
四、 杜　甫
（一） 杜甫的生平
（二） 杜诗的诗史性质
（三） 杜甫的律诗创作
（四） 杜诗的艺术特色
（五） 杜甫的地位与影响
五、 中唐诗歌
（一） 韦应物、 刘长卿与大历诗人
（二） 韩孟诗派
（三） 李贺
（四） 刘禹锡与柳宗元等诗人
六、 白居易与元白诗派
（一） 白居易的生平及其诗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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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枟新乐府枠为代表的讽喻诗创作
（三） 枟长恨歌枠、 枟琵琶行枠的艺术成就
（四） 元稹的诗歌创作与元、 白唱和
（五） 张籍与王建
七、 韩、 柳与中唐文体文风改革
（一） 中唐古文运动的兴起
（二） 韩、 柳的古文理论
（三） 韩愈的古文创作
（四） 柳宗元的古文创作
（五） 古文的衰落
八、 晚唐诗歌
（一） 杜牧与晚唐怀古咏史诗
（二） 贾岛、 姚合等苦吟诗人
（三） 陆龟蒙与皮日休
（四） 李商隐
（五） 温庭筠与晚唐其他诗人
九、 唐传奇与俗讲变文
（一） 唐传奇的兴起与发展
（二） 唐传奇的艺术成就
（三） 俗讲与变文
十、 唐五代词
（一） 燕乐的兴起及词的起源
（二） 早期民间曲子词
（三） 早期文人词
（四） 温庭筠与花间词人
（五） 李煜与南唐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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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宋 代 文 学
概说

（一） 宋代经济文化的繁荣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二） 宋代文学的成就与历史地位
一、 欧阳修与北宋诗风文风变革
（一） 宋初文坛
（二） 北宋诗风文风变革
（三） 欧阳修的诗文创作成就
（四） 苏舜钦与梅尧臣
（五） 曾巩与王安石
二、 北宋前期的词
（一） 柳永
（二） 晏殊和欧阳修
（三） 张先和其他词人
三、 苏　轼
（一） 苏轼的生平及思想
（二） 苏轼的文学主张
（三） 苏轼的诗文创作成就
（四） 苏轼对词的革新
（五） 苏轼的影响
（六） 苏洵和苏辙
四、 北宋中后期的诗词
（一）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二） 张耒和晁补之
（三） 晏几道、 秦观等词人
（四） 周邦彦
五、 南宋前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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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清照
（二） 张元干与其他爱国词人
（三） 陈与义与南渡初期诗人
（四） 杨万里与范成大
六、 爱国诗人陆游
（一） 陆游的生平与诗歌创作经历
（二） 陆游的文学创作
（三） 陆游诗歌的艺术特色
（四） 陆游诗歌的影响
七、 辛弃疾
（一） 辛弃疾的生平
（二） 辛词的成就
（三） 辛派词人
八、 南宋后期的文学
（一） 四灵诗派与江湖诗派
（二） 姜夔、 吴文英与其他词人
（三） 文天祥与宋末爱国诗人
九、 辽金文学
（一） 辽金文学概况
（二） 元好问
（三） 枟西厢记诸宫调枠
十、 宋元话本小说
（一） “说话” 与 “话本”
（二） 小说话本
（三） 讲史话本
（四） 宋元话本小说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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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元 代 文 学
概说

（一） 诗文的衰落和杂剧的兴盛
（二） 戏曲的形成和元杂剧的体制
一、 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
（一） 关汉卿的生平和作品
（二） 枟窦娥冤枠
（三） 枟救风尘枠和枟望江亭枠
（四） 枟单刀会枠
（五） 关汉卿戏剧的艺术成就
（六） 关汉卿的地位和影响
二、 王实甫及其枟西厢记枠
（一） 王实甫的生平和作品
（二） 从枟莺莺传枠到枟西厢记枠
（三） 枟西厢记枠的主题、 戏剧冲突和人物形象
（四） 枟西厢记枠的语言艺术
（五） 枟西厢记枠的历史影响
三、 元杂剧前期的其他作家作品
（一） 白朴及其枟墙头马上枠和枟梧桐雨枠
（二） 马致远及其枟汉宫秋枠
（三） 康进之的枟李逵负荆枠
（四） 杨显之、 石君宝
（五） 纪君祥的枟赵氏孤儿枠
四、 后期元杂剧作家作品
（一） 元杂剧的南移与衰微
（二） 郑光祖的枟倩女离魂枠
（三） 无名氏的枟陈州粜米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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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宋元南戏
（一） 南戏的兴起
（二） 高明的枟琵琶记枠
（三） “荆、 刘、 拜、 杀”
六、 元代的散曲
（一） 散曲兴起的过程及其特点
（二） 元代散曲的代表作家
七、 元代诗文

第七节　明 代 文 学
概说

一、 枟三国演义枠
（一） 章回小说的产生
（二） 枟三国演义枠的成书过程
（三） 枟三国演义枠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
（四） 枟三国演义枠的战争描写
（五） 枟三国演义枠的人物塑造
二、 枟水浒传枠
（一） 枟水浒传枠的成书过程
（二） 枟水浒传枠的思想倾向
（三） 枟水浒传枠的人物描写
（四） 枟水浒传枠的艺术成就
三、 枟西游记枠
（一） 枟西游记枠的成书过程
（二） 枟西游记枠的形象塑造
（三） 枟西游记枠的认识价值
（四） 枟西游记枠是神魔小说的代表作
四、 明代的其他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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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枟东周列国志枠、 枟杨家府演义枠和枟封神演义枠
（二） 枟金瓶梅枠
五、 明代的拟话本
（一） 拟话本的创作
（二） 冯梦龙的 “三言”
（三） 凌濛初的 “二拍”
六、 明代的戏剧
（一） 明代前期的戏剧创作
（二） 明代中后期杂剧的概况
（三） 明代中叶后的传奇
七、 汤显祖及其枟牡丹亭枠
（一） 汤显祖的生平
（二） 枟牡丹亭枠的思想和艺术
八、 明代诗文
（一） 宋濂、 刘基和高启
（二） 台阁体和茶陵诗派
（三） 前后七子
（四） 公安派和竟陵派
（五） 明末的小品

第八节　清 代 文 学
概说

（一） 清初至清中叶的社会概况
（二） 清初至清中叶的文学概况
一、 蒲松龄及其枟聊斋志异枠
（一） 蒲松龄的生平与创作
（二） 枟聊斋志异枠的成书
（三） 枟聊斋志异枠对黑暗的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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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枟聊斋志异枠的爱情故事
（五） 枟聊斋志异枠抨击科举
（六） 枟聊斋志异枠的艺术成就
二、 吴敬梓及其枟儒林外史枠
（一） 吴敬梓的生平
（二） 枟儒林外史枠对科举和政治的批判
（三） 枟儒林外史枠的讽刺艺术和艺术结构
（四） 枟儒林外史枠的影响
三、 曹雪芹及其红楼梦
（一） 曹雪芹的生平
（二） 枟红楼梦枠的版本概况
（三） 枟红楼梦枠后四十回的作者及程高本的功过
（四） 枟红楼梦枠悲剧的三位中心人物
（五） 王熙凤和枟红楼梦枠中的其他人物
（六） 枟红楼梦枠的结构
（七） 枟红楼梦枠的研究
四、 明末清初的戏曲
（一） 明末清初戏曲剧种的演变
（二） 李玉和苏州派作家
（三） 清初的其他戏剧作家
（四） 李渔的戏曲理论
五、 洪昇及其枟长生殿枠
（一） 洪昇的生平和创作
（二） 枟长生殿枠的思想倾向
（三） 枟长生殿枠的艺术成就
六、 孔尚任及其枟桃花扇枠
（一） 孔尚任的生平与创作
（二） 枟桃花扇枠的思想倾向
（三） 枟桃花扇枠的人物形象
（四） 枟桃花扇枠的艺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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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清初至清中叶的其他长篇小说
（一） 陈忱的枟水浒后传枠
（二） 钱彩、 金丰的枟说岳全传枠
（三） 枟好逑传枠等才子佳人小说
（四） 枟镜花缘枠
八、 清中叶的戏剧
（一） 乾嘉时期剧坛的演变
（二） 清中叶的声腔和剧种
（三） 枟雷峰塔传奇枠
（四） 杨潮观的杂剧
九、 清初至清中叶的诗文
（一） 顺治、 康熙时期的诗歌
（二） 雍正至道光时期的诗歌
（三） 清初至清中叶的词
（四） 清初至清中叶的散文和骈文

第九节　近 代 文 学
概说

（一） 近代文学的分期
（二） 近代文学的总体特色
一、 近代诗文
（一） 龚自珍和魏源
（二） 黄遵宪和梁启超
（三） 柳亚子和南社
二、 近代小说
（一） 狭邪小说
（二） 侠义公案小说
（三） 谴责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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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代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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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考试大纲

第一节　第一个十年（1917—1927）
一、 文学革命与 20 年代文学概况
（一） 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二） 外国文学思潮的涌入
（三） 新文学社团的蜂起

　１畅文学研究会
　２畅创造社
　３畅新月社
　４畅语丝社

（四） 新文学的理论建设
　１畅“白话文学”
　２畅“人的文学”

（五） ２０ 年代文学创作的基本面貌与特点
二、 鲁迅的小说创作
（一） 枟呐喊枠、 枟彷徨枠的意义
（二） 枟阿 Ｑ 正传枠
（三） 枟朝花夕拾枠与枟野草枠
三、 20 年代小说
（一） 问题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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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畅问题小说兴起的原因
　２畅问题小说的主要特点
　３畅问题小说的主要作家
　４畅叶绍钧的小说创作

（二） 乡土小说
　１畅乡土小说的兴起
　２畅乡土小说的主要作家
　（三） “自叙传” 抒情小说
　１畅“自叙传” 抒情小说的兴起
　２畅郁达夫的小说创作
　３畅其他作家的 “自叙传” 抒情小说
　四、 民国旧派小说的定位

（一） 民国旧派小说的繁盛
（二） 旧派小说被迫向通俗定位

　１畅新文学对旧派小说的攻势
　２畅２０ 年代通俗小说的基本类型
　五、 新诗的诞生与发展

（一） 新诗运动和初期白话诗
　１畅新诗运动
　２畅初期白话诗作

（二） 自由诗的多种探索
　１畅创造社的诗歌主张与诗作
　２畅朱自清的诗作
　３畅冰心、 宗白华和 “小诗”
　４畅“湖畔诗社” 的诗歌创作
　５畅冯至的前期诗作

（三） 闻一多、 徐志摩和前期新月诗派
　１畅前期新月诗派的形成及其理论主张
　２畅闻一多的诗歌创作
　３畅徐志摩的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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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畅朱湘的诗歌创作
（四） 初期象征派诗

　１畅初期象征派诗论
　２畅李金发的诗作

（五） 初期无产阶级革命诗歌
六、 郭沫若的诗歌与话剧
（一） 枟女神枠的意义
（二） 从枟星空枠到枟恢复枠
（三） 以枟屈原枠为代表的历史剧
七、 话剧的传入与发展
（一） 话剧运动的兴起
（二） 田汉的早期剧作
（三） 丁西林的话剧创作
八、 个性化、 多样化的散文世界
（一） 现代白话散文的发达
（二） 枟新青年枠 “随感录” 作家群
（三） 周作人与 “言志派” 散文
（四） 冰心、 朱自清和 “文学研究会” 作家散文
（五） 郁达夫和 “创造社” 作家散文
（六） “语丝派” 和 “现代评论派” 散文

第二节　第二个十年（1928—1937）
一、 30 年代文学概况
（一） 革命文学论争
（二） “左联” 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三） 自由主义文学思潮
（四） ３０ 年代的文艺思想论争
１畅关于 “文学基于普遍人性” 的论争
２畅关于 “文艺自由” 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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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畅关于 “性灵文学” 的论争
　４畅关于 “大众语文” 的论争
　５畅“京派” 与 “海派” 的论辩

（五） ３０ 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与特点
二、 茅盾的创作道路
（一） 茅盾小说的主题与题材
（二） 茅盾小说的人物及结构
（三） 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贡献
三、 老舍的创作道路
（一） 市民世界
（二） 枟骆驼祥子枠
（三） 老舍作品的 “京味”
四、 巴金的创作道路
（一） 前期创作
（二） 枟家枠的成就
（三） 后期小说
五、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
（一） “湘西世界” 的叙述与建构
（二） 小说创作
（三） 散文与文论
六、 30 年代小说
（一） 左翼小说

　１畅蒋光赤和 “革命小说”
　２畅柔石和胡也频
　３畅丁玲前期创作
　４畅张天翼的小说创作
　５畅艾芜的早期小说
　６畅吴组缃的小说创作
　７畅叶紫等作家的小说创作
　８畅萧军、 萧红和 “东北作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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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京派小说
　１畅废名
　２畅萧乾

（三） 海派小说
　１畅张资平
　２畅叶灵凤
　３畅穆时英
　４畅施蛰存

（四） 其他独立作家的创作
　１畅李劼人的小说创作
　２畅靳以等作家的创作
　七、 30 年代诗歌

（一） 中国诗歌会及臧克家的诗歌创作
　１畅中国诗歌会诗人群的诗歌创作
　２畅臧克家的诗歌创作

（二） 后期新月诗派
（三） 戴望舒、 卞之琳和现代派诗
１畅现代派诗的形成、 特点及演变
２畅戴望舒的诗歌创作

　３畅卞之琳的诗歌创作
　４畅何其芳的诗歌创作
　５畅废名、 林庚的诗作
八、 鲁迅的杂文以及枟故事新编枠
（一） 鲁迅杂文的历史地位
（二） 鲁迅杂文的特质
（三） 枟故事新编枠的尝试

　九、 30 年代话剧
（一） “走向广场” 的戏剧

　１畅从 “无产阶级戏剧” 到 “国防戏剧”
　２畅熊佛西的 “农民戏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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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剧场戏剧” 的确立与夏衍、 李健吾的创作
　１畅“剧场戏剧” 的确立
　２畅夏衍的创作
　３畅李健吾的创作
　十、 曹禺的话剧创作

（一） 从枟雷雨枠到枟原野枠
（二） 枟北京人枠与枟家枠

第三节　第三个十年（1937—1949）
一、 40 年代文学概况
（一） 战争制约下不同政治地域的文学

　１畅国统区文学
　２畅解放区文学
　３畅沦陷区文学

（二） 毛泽东的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枠
　１畅枟讲话枠的历史背景
　２畅枟讲话枠的主要内容
　３畅枟讲话枠的历史意义

（三） ４０ 年代的文艺思想论争与胡风的理论批评
１畅４０ 年代的文学思想论争
２畅胡风的理论批评
二、 40 年代诗歌
（一） 从同声歌唱到 “七月派” 诗歌
１畅抗战初期的同声歌唱与诗歌实践的反思
２畅七月诗派
３畅讽刺诗与政治抒情诗
（二） 从西南联大诗人群到 “中国新诗派”

　１畅西南联大诗人群和冯至的枟十四行集枠
　２畅穆旦和 “中国新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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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解放区的诗歌创作
三、 艾青的诗歌
（一） 独特的意象
（二） 忧郁的诗绪
（三） 艺术形式

　四、 40 年代话剧
（一） “广场戏剧” 的三次高潮

　１畅抗战初期： 向 “广场戏剧” 倾斜
　２畅敌后根据地： 从秧歌剧到新歌剧
　３畅４０ 年代末： 学潮中的广场活报剧

（二） 大后方、 上海孤岛： “剧场戏剧” 的再度兴起
　１畅历史剧创作的繁荣
　２畅描写知识分子的剧作潮流
　３畅讽刺喜剧创作的发展
　（三） 沦陷区： 职业化、 商业化的 “剧场戏剧” 的繁荣
　五、 40 年代小说

（一） 国统区小说之一： 暴露与讽喻
　１畅姚雪垠、 丘东平与初期抗战小说
　２畅张天翼与暴露讽刺小说
　３畅沙汀的讽刺小说
　４畅艾芜的社会暴露小说
　５畅钱锺书的讽刺小说

（二） 国统区小说之二： 体验与追忆
　１畅路翎的小说创作
　２畅冯至的小说枟伍子胥枠
　３畅师陀的小说创作
　４畅汪曾祺、 骆宾基等作家的小说创作
　（三） 沦陷区小说： 通俗与先锋
　１畅张爱玲的小说
　２畅苏青、 梅娘等人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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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畅徐、 无名氏等人的小说
（四） 解放区小说： 现实与民间

　１畅孙犁的小说
　２畅康濯、 刘白羽等人的小说
　３畅丁玲的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枠与周立波的枟暴风骤雨枠
　４畅通俗小说： 新英雄传奇
　六、 赵树理的出现及其文学史意义

（一） 塑造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
（二） 小说形式
（三） 文学史意义
七、 三四十年代的通俗小说
（一） 雅俗对立的互动与消解趋势
（二） 张恨水与言情写实小说的 “现代化”

　１畅张恨水的小说创作
　２畅刘云若、 秦瘦鸥、 予且等人的创作

（三） 武侠想象世界的多方拓展
八、 三四十年代散文
（一） 林语堂与幽默闲适小品

　１畅林语堂的幽默小品文
　２畅老舍的幽默小品文
　（二） “鲁迅风” 杂文及其他
　１畅３０ 年代 “鲁迅风” 杂文
　２畅４０ 年代枟野草枠杂文作家群及其他
　３畅延安时代的杂文

（三） 风格多样的抒情叙事散文
　１畅“京派” 散文
　２畅缪崇群、 丽尼、 陆蠡的抒情小品
　３畅“开明” 派散文
　４畅小说家的散文创作

（四） 报告文学与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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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畅３０ 年代的报告文学
　２畅游记
九、 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
（一） 台湾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轮廓
（二） 台湾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１畅赖和的创作
　２畅杨逵的小说创作
　３畅吴浊流等作家的创作

第四节 “十七年文学” （1949—1965）
当代文学的三个时期。
一、 “十七年文学” 概述
（一） 文学的转折

　１畅４０ 年代后期存在的作家的不同思想艺术倾向
　２畅左翼文学主导地位的取得和文学在 ５０—７０ 年代的 “规范化”
　（二） 文学 “新方向” 的确立
　１畅第一次文代会
　２畅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
　（三） “十七年文学” 的作家
　１畅作家结构的变化
　２畅“中心作家” 的构成特点

（四） 矛盾冲突和文学运动
　１畅几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２畅冲突的实质
　３畅周扬和胡风的理论分歧
　二、 诗歌创作

（一） 十七年诗歌创作概述
　１畅基本特征
　２畅诗人的构成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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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写实” 倾向和叙事诗潮流
　１畅“写实” 倾向的源头
　２畅“写实” 倾向的具体表现
　３畅闻捷创作的概况、 抒情短诗的特点和叙事长诗枟复仇的火焰枠

（三） 政治抒情诗
　１畅政治抒情诗在 “十七年” 诗歌中的位置
　２畅政治抒情诗的主要特点
　３畅政治抒情诗的代表诗人
　４畅贺敬之的代表作品和创作特点
　５畅郭小川的代表作品、 创作主题及在当时的命运
　三、 农村小说

（一） 十七年小说的题材和形态
　１畅题材的重要性
　２畅对不同题材的处理方法
　３畅两种数量最多的题材
　４畅小说体裁的状况
　５畅长篇小说的 “丰收期”
　６畅主要长篇小说作品

（二） 赵树理的小说
　１畅赵树理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
　２畅赵树理 ５０ 年代的创作成就、 创作遇到的问题、 创作的总体

风格

（三） 柳青的枟创业史枠
１畅枟创业史枠的地位
２畅枟创业史枠的内容
３畅枟创业史枠的人物形象
４畅枟创业史枠的语言风格
５畅当时评论界的评价
四、 革命历史小说
（一） 革命历史小说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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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畅革命历史小说的社会意义
　２畅革命历史小说的主要作品
　３畅“亲历者” 的写作
　４畅革命历史小说的不同形态
　（二） 梁斌的枟红旗谱枠
　１畅作者的意图和安排
　２畅枟红旗谱枠的叙述内容和主题
　３畅当时的评价
　４畅乡村风俗和传统小说因素的结合
　（三） 杨沫的枟青春之歌枠
　１畅枟青春之歌枠的内容
　２畅知识分子改造主题
　３畅女性命运的主题
　４畅对枟青春之歌枠的评价和修改
　５畅枟青春之歌枠的续篇
　（四） 枟红岩枠
　１畅出版的时间和基本评价
　２畅枟红岩枠讲述的故事内容
　３畅人物形象的精神性
　４畅枟红岩枠的形成过程
　５畅“组织生产” 的写作方式

（五） 孙犁、 茹志鹃的短篇小说
　１畅孙犁创作概况
　２畅孙犁创作的基本主题
　３畅对枟铁木前传枠的分析
　４畅孙犁的 “文体” 意识
　５畅茹志鹃的创作概况
　６畅茹志鹃的代表作枟百合花枠
　五、 “通俗小说”

（一） “通俗小说” 的处境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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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畅通俗小说与 “新文学” 的关系
　２畅５０ 年代通俗小说的被压抑
　３畅“通俗小说” 的替代形态
　（二） 枟林海雪原枠
　１畅枟林海雪原枠的接受情况
　２畅枟林海雪原枠的故事概述
　３畅枟林海雪原枠的艺术特色
　４畅当时对枟林海雪原枠的评价

（三） 枟三家巷枠
　１畅多卷本长篇小说 “一代风流”
　２畅枟三家巷枠和枟苦斗枠的故事内容
　３畅“言情小说” 的渗透
　４畅当时的批评和 “言情小说” 在当代的命运
　六、 散文创作

（一） 当代的 “散文” 概念
　１畅“狭义” 的和 “广义” 的散文
　２畅散文概念的泛化
　３畅散文趋向叙事性的趋势
　（二） 散文的 “复兴”
　１畅散文创作的两次较有成绩的阶段
　２畅１９５６—１９５７ 年的 “百花时代”
　３畅６０ 年代初的散文 “复兴”
　４畅６０ 年代初的代表作家和作品

（三） 杨朔等的创作
　１畅６０ 年代初散文的三种模式
　２畅刘白羽的代表作和艺术特色
　３畅秦牧的代表作和艺术特色
　４畅杨朔的代表作
　５畅杨朔散文的 “诗” 化特征
　６畅杨朔散文在当时和 ８０ 年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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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话剧创作
（一） 老舍的枟茶馆枠

　１畅老舍 ５０—６０ 年代的话剧创作
　２畅枟茶馆枠的主题和 “风俗画” 的表现手法
　３畅枟茶馆枠的艺术风格

（二） ５０ 年代末 ６０ 年代初期的历史剧
１畅５０ 年代末期和 ６０ 年代初期的历史剧创作概况
２畅郭沫若的枟蔡文姬枠、 枟武则天枠和 “翻案” 主题
３畅田汉的枟关汉卿枠与 “梨园领袖” 形象
４畅枟关汉卿枠的 “浪漫主义” 的历史剧处理手法
（三） 话剧的 “高潮”

　１畅１９６３ 年话剧创作的概况
　２畅枟霓虹灯下的哨兵枠的内容
　３畅枟千万不要忘记枠、 枟年轻的一代枠与 “革命接班人” 问题
　４畅“城市” 在话剧中的形象

第五节 “文革” 时期的文学（1966—1976）
一、 文学的激进思潮
（一） 枟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枠

　１畅“纪要” 的形成和传达方式
　２畅“纪要” 的文艺观
　３畅“纪要” 对 “旧文艺” 的批判和对 “新文艺” 的设计
　（二） 批判运动和 “经典” 重评
　１畅“经典” 重评运动对过去文艺的批判
　２畅“经典” 重评的标准和历史评价
　３畅“样板” 的创造

（三） 文学的存在方式
　１畅文学与政治、 政治运动的直接关系的两种表现
　２畅对文学的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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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畅多数作家受到迫害
　４畅“工农兵” 集体写作的提倡
　５畅与国外文学交流的停顿
　二、 “革命样板戏”
　（一） 走向 “中心” 的戏剧
　１畅戏剧的 “中心” 位置
　２畅戏剧对其他文学样式的渗透
　３畅戏剧受到重视的原因
　４畅小说、 散文 “戏剧化” 的表现形态

（二） “革命样板戏”
　１畅“革命样板戏” 的形成过程
　２畅“革命样板戏” 的提出和 “八个革命样板戏”
　３畅“革命样板戏” 与原有剧目的关系
　４畅“样板戏” 的复杂性
　三、 “文革” 中的文学潜流
　（一） “白洋淀诗群”
　１畅“知青” 的诗歌秘密写作及其产生的原因
　２畅食指（郭路生）的代表作和影响
　３畅“白洋淀诗群” 成员的文化构成
　４畅“白洋淀诗群” 的总体特色
　５畅芒克、 多多的诗歌特色
　６畅“白洋淀诗群” 与 “朦胧诗” 的关系

（二） 穆旦的诗
　１畅受到迫害的诗人在 “文革” 中的写作
　２畅穆旦在 １９７５—１９７６ 年间的主要作品
　３畅穆旦晚年的诗歌特色

（三） 手抄本小说
　１畅以 “手抄本” 流行的小说和张扬的枟第二次握手枠
　２畅两个重要中篇的基本情况
　３畅枟公开的情书枠的叙述内容和思想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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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畅枟晚霞消失的时候枠的概述和思想主题
　５畅两个中篇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

第六节　80年代以来的文学（1977—　）
一、 文学思潮
（一） “新时期文学”

　１畅“文革” 结束和文学的转型
　２畅文学外部环境上的改变
　３畅“新时期” 文学的主要特点

（二） 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
　１畅“伤痕文学” 的提出
　２畅“伤痕文学” 的代表作家和作品
　３畅“反思文学” 和 “伤痕文学” 的关系
　４畅“反思文学” 的主题、 结构和历史认知
　５畅“反思文学” 的主要作家作品
　６畅“伤痕文学” 与 “反思文学” 作为文学潮流的存在

（三） 知青文学
　１畅“知青文学” 的概念
　２畅“知青文学” 的代表作家
　３畅“知青文学” 在不同时期对历史经历的不同评价
　４畅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 “知青文学” 的发展状况
　（四） 文学的 “寻根”
　１畅文学 “寻根” 的提出
　２畅列入 “寻根” 名下的主要作家作品
　３畅“风俗小说” 的兴起
　４畅文学 “寻根” 的外来影响
　５畅“寻根” 文学的创新意识
　（五） “现代派小说” 和 “先锋小说”
　１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 ８０ 年代的调整和 “文学自觉” 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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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畅文学创新与西方现代文艺的关系
　３畅“现代派” 小说的代表作品和主要艺术特色
　４畅马原对小说 “虚构” 性质的重视
　５畅“先锋小说” 潮流的出现和发展
　６畅“先锋小说” 的主要特色
　（六） “新写实小说”
　１畅对 “写实” 倾向的关注
　２畅“新写实小说” 的出现
　３畅“新写实” 的主要作家作品
　４畅“新写实小说” 的 “新” 的内涵和作品表现形态

（七） “女性文学”
　１畅女性作家的 “群体” 出现
　２畅８０ 年代 “女性文学” 概念的提出
　３畅９０ 年代 “女性文学” 在创作、 理论批评和社会文化语境上的

变化

　４畅９０ 年代 “女性文学” 思潮中的代表作家作品
　二、 诗歌创作

（一） “归来者” 的诗
　１畅复出诗人的构成
　２畅“归来者” 概念的提出
　３畅“归来者” 的诗的特色
　４畅艾青在 ８０ 年代诗歌创作的概况
　５畅牛汉、 郑敏、 昌耀诗歌的特点
　６畅“归来者” 其他主要诗人的概述
　（二） “朦胧诗” 运动
　１畅７０ 年代末对 “朦胧诗” 的争议
　２畅“朦胧诗” 概念的提出
　３畅“朦胧诗” 的诗歌革新及影响

（三） “朦胧诗” 主要诗人
　１畅“朦胧诗” 的代表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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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畅北岛诗歌创作概述
　３畅舒婷表达个人情感的代表作品和艺术特色
　４畅顾城、 杨炼、 江河等的创作概况
　（四） 新诗潮的 “新生代”
　１畅“朦胧诗” 之后的新诗潮
　２畅“新生代” 的提出
　３畅“新生代” 的主要诗人及其特点
　４畅“新生代诗” 的共同特点和分化情况
　５畅“新生代” 的诗歌团体
　三、 小说创作之一

（一） 王蒙
　１畅王蒙概述
　２畅“伤痕”、 “反思” 文学时期王蒙的创作特点
　３畅王蒙独特的叙述方式
　４畅长篇枟活动变人形枠

（二） 张洁
　１畅张洁概述
　２畅张洁小说的女性意识
　３畅张洁的 “重大题材” 小说与长篇枟沉重的翅膀枠
　４畅８０ 年代中期张洁的创作风格的转变
　５畅９０ 年代张洁的创作概况

（三） 张贤亮
　１畅张贤亮概况
　２畅具有 “自传性” 特点的代表作品
　３畅人物类型和结构特点
　４畅枟绿化树枠
　５畅张贤亮的另一类作品
　（四） 汪曾祺
　１畅汪曾祺概述
　２畅风俗民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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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畅“散文化” 风格和 “文人” 情调
　４畅散文创作概况
　５畅汪曾祺文体创造的影响
　四、 小说创作之二

（一） 王安忆
　１畅王安忆概述
　２畅王安忆在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和艺术特色
　３畅枟长恨歌枠

（二） 莫言
　１畅枟红高粱枠系列小说的内容和表现手法
　２畅莫言小说内容的内在张力
　３畅注重感性的叙述风格

（三） 张承志
　１畅张承志小说的主题和题材特点
　２畅强烈的精神关注
　３畅枟黑骏马枠、 枟北方的河枠的成长主题

（四） 余华
　１畅余华 ８０ 年代后期的代表作品、 文学观念和 “颠覆性” 的写作

实验

　２畅枟在细雨中呼喊枠与余华的创作转变
　３畅９０ 年代创作的主要特点

（五） 刘震云
　１畅作为 “新写实” 作家的刘震云
　２畅刘震云小说的 “哲理深度” 和叙述风格
　３畅９０ 年代创作概况和批判 “权力” 的主题
　五、 散文

（一） 散文的发展趋势
　１畅散文在 ８０ 年代以后文体 “窄化” 的趋势
　２畅８０ 年代初期的注重 “个人性” 的散文
　３畅８０ 年代中期关于散文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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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畅９０ 年代的 “散文热”
　５畅９０ 年代散文的 “闲适” 倾向和 “学者散文”
　（二） 巴金的枟随想录枠
　１畅枟随想录枠概况
　２畅巴金的写作立场和语言风格

（三） 杨绛散文
　１畅杨绛概况
　２畅枟干校六记枠的内容和承传
　３畅枟将饮茶枠概况
　４畅“卑微者” 的叙述角度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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