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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文学

隋唐五代文学的重点是唐代文学。

唐代诗人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础上，合南

北文学之两长，创造了有唐一代辉煌的文学。

唐代文学是一片繁荣的景象，百花齐放，诗歌、

散文、小说等体裁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词和变文两

种新兴的体裁也迅速崛起，而以诗歌的成就最高。

唐诗的繁荣首先表现在数量上。《全唐诗》

收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诗人两千二百余人，共九

百卷。其中有别集者六百九十一家( 胡震亨《唐

音癸签》) 。

其次，唐诗的繁荣表现在质量上。唐代不仅

有李白、杜甫等一大批杰出的优秀诗人，而且，流

派众多，风格多样，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取得了很高

的成就。

再具体一些说，唐代诗歌有如下特点:

其一，唐代诗人队伍空前地扩大; 其二，唐诗

所反映的生活层面有着空前的扩展;其三，流派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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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风格多样;其四，诗歌的形式日臻完善和完美。

散文方面，韩愈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使得散

文取代了骈文在文坛的统治地位，使人们能够利

用这种自由灵活的文体来充分自由地表达思想，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传奇小说的出现，也是唐代文学的一个新发

展，成为我国短篇小说成熟的标志。

变文是一种与传奇小说性质相近的新文体，

对后世的白话小说和民间讲唱文学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唐代出现的又一影响深远的新文体是词，为

以后宋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代文学的繁荣，与唐代社会的发展有密切

的关系。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为文学的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代由于全国的统一，文学

的发展也融南北之长，题材更丰富，手法更完善，

风格更多样。

宋辽金文学

宋辽金文学的重点是宋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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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

宋代散文沿着唐代散文的道路而发展，最终

的成就超过了唐文。后人有“唐宋八大家”之说，

而八位古文作家中有六人出于宋代。

宋诗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宋人对唐诗的

态度，由最初的学习和模仿，渐次发展为新的开

拓。宋代许多诗人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

都是生新的。比如，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

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

万里的活泼，都可视为对唐诗风格生发的结果。

宋诗的长处，不在于情韵而在于思理。它是宋人

对生活的深沉思考的文学表现。

作为有宋一代文学之胜的是宋词。在词史

上，宋词占有无与伦比的巅峰地位。宋词流派众

多，名家辈出，自成一家的词人就有几十位，如柳

永、张先、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

照、朱敦儒、张元幹、张孝祥、辛弃疾、刘过、姜夔、

吴文英、王沂孙、蒋捷、张炎等人，都取得了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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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成就。宋词的总体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完成

了词体的建设，艺术手段日益成熟。无论是小令

还是长调，最常用的词调都定型于宋代。在词的

过片、句读、字声等方面，宋词都建立了严格的规

范，词的声律和章法、句法也格外细密。其次，宋

词在题材和风格倾向上，开拓了广阔的领域。晚

唐五代词，大多是风格柔婉的艳词，宋代词人继承

并改造了这个传统，创作出大量的抒情意味更浓

的美丽动人的爱情词，弥补了古代诗歌爱情题材

的不足。此外，经过苏、辛等人的努力，宋词的题

材范围，几乎达到了与五七言诗同样广阔的程度，

咏物词、咏史词、田园词、爱情词、赠答词、送别词、

谐谑词，应有尽有。艺术风格上，也是争奇斗艳，

婉约与豪放并存，清新与秾丽相竞。无论是题材

还是风格，后代词人很少能超出宋词的范围。

此外，宋代的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作用亦

当充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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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隋唐五代文学

绪论

学习目标

关键词:唐代文学的繁荣 唐诗繁荣与发展的原因 唐

诗的分期

内容要求:唐诗繁荣与发展的原因( 重点)

知识串讲

一、唐代文学的繁荣

唐代由于全国的统一，文学的发展也融南北之长，题材

更丰富，手法更完善，风格更多样。

唐代文学是一片繁荣的景象，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

诗歌、散文、小说等体裁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词和变文两种新

兴的体裁也迅速崛起，而以诗歌的成就最高。唐诗的繁荣首

先表现在数量上。《全唐诗》收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诗人两

千二百余人，共九百卷。其中有别集者六百九十一家( 胡震

亨《唐音癸签》) 。其次，唐诗的繁荣表现在质量上。唐代不

仅有李白、杜甫等一大批杰出的优秀诗人，而且流派众多，风

格多样，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具体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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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唐代诗人队伍空前扩大;其二，唐诗所反映的生活层面

比之前有了更大的扩展;其三，流派众多，风格多样;其四，诗

歌的形式日臻完善。

散文方面，韩愈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使得散文取代了

骈文在文坛的统治地位，使人们能够利用这种自由灵活的文

体来更充分地表达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传奇小说的出现，也是唐代文学的一个新发展，成为我

国短篇小说成熟的标志。

变文是一种与传奇小说性质相近的新文体，对后世的白

话小说和民间讲唱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出现的又一影响深远的新文体是词，为以后宋词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唐诗繁荣与发展的原因

唐诗繁荣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列诸方面都是不

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第一，国家的统一，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

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合其两长。

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夏夷之辨”观念的淡化。

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胡酒、胡乐、胡舞等的影响。

第二，经济的繁荣，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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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科举取士，诗人地位的转移，行卷、温卷之风的

影响。

第四，思想、文化气氛的活跃，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

第五，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文禁松弛。

第六，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

此外，唐代士人的漫游之风，投身幕府的习俗，读书山林

的风气，等等，都对唐诗的繁荣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唐诗的分期

关于唐诗的分期，研究者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分

法。学界比较公认的是“初、盛、中、晚”四分法。

初唐:高祖武德元年 ( 618 ) —玄宗开元初 ( 713 ) ，约一

百年。

盛唐:玄宗开元元年 ( 713 ) —代宗大历初 ( 766 ) ，约五

十年。

中唐:代宗大历元年( 766) —文宗太和九年( 836 ) ，约七

十年。

晚唐:文宗开成元年( 836) —昭宗天祐三年( 906 ) ，约七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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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隋唐文学及初唐诗坛

第一节 隋代文学

隋代文学的作者，基本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北齐、北

周旧臣，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 二是由梁、陈入隋的文

人，如江总、许善心、虞世基等。前者是北朝诗风的代表，后

者把南朝诗风直接带入隋朝。

在隋文帝时代，北、南两种诗风是同时并存的，甚至在同

一作家的创作中体现出来，但到隋炀帝杨广即位以后，身边

聚集了一批南朝文士，隋代文学就明显地向重文采的南朝诗

风方面发展了。隋炀帝有一些乐歌，也不乏清丽明快之作。

总的说来，隋诗是从南北朝向唐诗过渡的最初阶段。卢

思道、杨素、薛道衡等人的作品已经多少显示出南北文学开

始合流的一点新气象。在形式格律上，隋诗也有进一步的发

展。其中七言诗形式的发展尤为显著。

第二节 初唐诗坛第一个阶段

学习目标

关键词:初唐诗坛第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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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要求:上官体( 重点)

知识串讲

当时诗坛，除魏征的作品表现出一些不同的情调外，在

创作实践上，还是为齐、梁诗风所笼罩。

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一代君王，亲自提倡和带动群臣赋

诗。这一传统，被唐代历朝君主继承下来，对于唐诗的繁荣

兴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虞世南( 558—638) 是贞观宫廷中最杰出的诗人。其诗

作在齐、梁浮艳诗风之外，透露出一种或清新或刚健的气息。

《出塞》一首，塑造守边将士的英武形象，渲染边塞的奇寒景

色，开岑参等人之先声。

虞世南还工于咏物。其咏物小诗每寓兴寄。

李百药诗作，开拓了诗歌的题材内容，使诗作营造出一

种情景交融的意象和表现出浑整圆融的意境。《咏萤火》一

首，艺术性很高。贞观二十二年( 648 ) ，李百药辞世，事实上

已经标志着旧朝遗民统领诗坛的时代最终结束。

魏征，现存诗一卷，三十五首，《述怀》是他的名作。

上官仪是太宗朝后期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旧唐书》本

传称:仪“工五言，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颇有

学其体者，时人谓之上官体”。他对诗歌体制的创新，主要表

现在体物图貌的细腻、精巧方面。他以高度纯熟的技巧，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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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了齐梁诗风的浮艳雕琢，但诗的题材内容还局限于宫廷文

学应制咏物的范围之内。

在唐初，游离于当时诗风之外的是王绩。他的诗作，像

那些朝代更迭之际的隐士诗一样，带有一种避世的淡泊情

思，质朴清新。

第三节 初唐诗坛的第二个阶段

学习目标

关键词:初唐诗坛的第二个阶段

内容要求:初唐四杰( 重点)

知识串讲

贞观二十三年( 649 ) ，太宗去世，太子李治即位，这就是

高宗。高宗才能平庸，又体弱多病，因此自显庆五年( 660) 以

后，皇后武则天便掌握了实际的统治权。武后颇有政治才

干，却专横冷酷。一方面，为广大中下层士子崛起于诗坛提

供了机会;另一方面，却使宫廷诗歌愈益浮艳淫靡。

武后、中宗朝成就较大的宫廷诗人，有号称“文章四友”

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及并称“沈宋”的沈佺期、宋之

问。他们对于近体律诗的最后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沈、宋

二人比较优秀的作品，大都写于晚年被贬之后，所以我们拟

将他们放到下一个阶段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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