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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中国文学史遥览》是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骨

干条吉为基础重新组合加工商成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上下商菇，350 余万字。它以

条自?要式，从纵向和横向上全哥涵盖了中国文学的整体知识。撰

稿人皆系匮内文学界著名的专家学者。全书立论科学严谨，资料

丰富题实，并吸收了当代最新的资料和哥哥究成果，具有很高的校

威性。它是以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为对象的。

但是，对于广大文学爱好者来说，如能有一本部头较小、线索

分明、既使于南读又便于栓索的书，那就方便得多了。鉴于此，我

们抽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的骨干条自编辑了这本

仅 50 余万字的《中昌文学史通览》。

《中国文学史遥览》苦先攘述中 E文学总的发展攘况和基本

特绽，以及它与外医文学的关系，接着就沿着史的线索按中菌文

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分别介绍各种文学体裁的形成、发展以及相互

影哨，离时分绍围绕不同创作体载而形成的文学理论及学术研究

状况。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它包容了上自远古口头文学、下迄 20

世纪 80 年代新时期中国文学、以及现代港台文学和中国少数民

族文学的全部内容，再且臆珞分明。最后附有中医文学大事年

衰，可与正文对照参阅。

文学爱好者遍布各行各业。中国的文学爱好者当然地苦先

爱好中国文学。我音:希望这本《中国文学史通芫》能够帮结广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的文学爱好者步入中望文学这个百花菌。

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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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匿文学摄述

发展概况

中国文学即中华民族的文学。中华民族是汉民族和蒙、图、

藏、壮、维吾东等 55 个少数民族的集合体。中国文学是以汉民族

文学为主干部分的各民族文学的共同体。

中华民族是一个吉老的民族。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

文明古国，有大约 5000 年的文明史。有文字的历史至少要从商

代算起，那时距今也有 3500 年。中国文学以特殊的内容、形式和

风格构成了自己的特色，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学异轨商奔。

中国的文学有自己的审美理想，有自己的起支配作用前思想

和文化传统，有自己的理论盘评体系。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学有各自发生、

繁帮、发展的历史，也有各自传价值和成就，它们之间相互参透和

交融。作为与汉族文学梧对称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也都取得了

很高的成就，倒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族自拭江格尔》、柯尔克

孜族的《玛纳薪》等三部史诗，旱已被苑人世界著名的英雄史诗之

林。还有维吾尔族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 ，傣族的《召树屯上

《娥并与桑洛)，彝族的《同诗玛)，蒙古族的《嘎达梅林)，以及苗

族、信族的诗歌等，都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璀臻的明珠。由于少数

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互梧补充，中E文学表现出极大能丰富性租

多层次性。

中国文学在其文字诞生以前就已经产生了。以汉民族文学商



言，从战国时期诗人屈原的诗作{离骚》、《天间》、《九歌》中就能

发现，中国曾经有过非常丰富的神话和传说。象"大禹传说"、"弈

神话"、"女娟神话"之类神话传说，足以同世界上最佳秀的神话传

说媲美。可惜这些丰富的掉话传说没有能在上古时代得到整理，

大多散侯了。但是，在各少数民族中，却保存和传承了不少神话、

英雄叙事诗〈又称英雄史诗〉、古代歌谣等。这些珍贵的文学遗产

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某些空白，具有徨高的认识价值与审美倚

值。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

中得到最为充分发展的体裁。《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局如年，最晓的产生于春秋中叶。四言

为主的句式和重叠反复的章法，是那一时代诗体的主要特色。紧

接着，在南方的楚地又兴起一种新的诗体一一楚辞。楚辞是在楚

地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并l.lÅ伟大的诗

人屈原为其光辉代表。自古以来"风""疆"并称。《诗经〉中的

"国凤"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

范。l.lÅ创作方法西言"国凤"租《离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

主义租琅漫主义的诗歌传统。

摇着楚辞逐渐向接近于散文的黯体演变，另一种诗体一一乐

府，带着民间文学特有的副锺清新的风格步入了汉魏六朝诗坛。

乐蔚民歌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都"感于哀乐，缘事而友"(班匮《汉

书·艺文志))。强烈的现实感是它幻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现实

主义精神直接影嘀了尔后诗人创作的"乐府吉题"以及窟代的"新

乐蔚运动"。在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中产生了像《商上桑X艳歌罗敷

行上〈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等中国古代长篇章E事诗中的瑰宝，

给"诗歌大国"增添了异彩。在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五言、七言的

句式日渐引人注目。到了汉未铁名诗人作的《古诗十九首》出现，五

言诗体便基本成熟了。到齐梁时期，中国古代著名文学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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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蝶在《诗品·序》中已经确认"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

味者也"。七言诗的产生稍后于五言诗。它的广泛捷行，大约在

晋宋之际。

经过了齐梁间以沈约为代表的"jJ(明捧"诗歌在声律方面的

充分准备，到唐代，近体诗确立了，诗歌进人了鼎盛时期，这是中

医诗歌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古体诗与近体诗全面发

展，出现了李白、杜甫、自居易等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

中国的诗歌同音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两者关系的发展变

化经历了从"以乐从诗"、"采诗人乐"和"倚声填词"三个斡鼓。

"琦声填词"是诗与乐各自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在新的药史条件

下，重新进行的一种更为高级的形态的结合。后来的词和散曲都

是沿着"倚声填词"的途径发展过来的。"词"原被称为"曲"、"曲

子"或"曲子词"是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词起捷于R.冉，盛

唐以后，文人才士填海渐成风气。五代时，中国第一部文人读总

集《花闰集》坷宦。到宋代，词这一特殊的文学掉式，受到社会各

黯层的普遍欢遛。宋代艺术家在语中"言诗之所不能言"(王国维

《人闰词话抖，表达其"动于中商不能拇"的政情愁怨情绪〈陈子

龙语，沈雄《古今词语·词品》卷上)，实现内容与影式的完美统一。

宋代的词，达到了可以和唐诗并列的中国文学的另一座高峰，出理

了一批大诗人，如苏轼等。南宋后期，词逐渐失去了和乐的能力。

同时，北方少数民族的乐曲不新传进中原地区，带来了"壮伟狠隶"

(徐渭〈南词叙录汩的粗矿格饵，引起了人们新的兴趣。这种"胡

乐"结合北方民间的"侄曲"配人通俗化的语言:就形成了一种薪

的诗歌样式一一散曲。散曲和传统诗歌的显著区班，就在于它大量

地暖收民间的方言侄语。散曲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通俗文学的色

馨，大量的散曲作品还具有以往诗歌中所少见的诙谐和幽默，这给

诗坛注入了一殷清新的空气。散曲在元代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不长

的时间内就成为中自诗歌史上最兴盛的体裁之一。当宋词、元曲在



文坛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同时，传统的诗歌仍创作有大量作品。

宋、元、明、清的诗，其数量十分巨大，井有自身的特色，但从总的

成就上说，没有超过唐代。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与诗词并列为文学正宗的，还有

另一重要文体，即散文。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几种不爵的概

念:①"散文"相对于"韵文"讲，是广义的，泛指一切克韵的文字。

每"散文"相对"耕文"讲，也是广义的，指茄些单行散句，不拘对

辑、声律的语文体，即唐宋以后所称的"古文"。③现代的"散文"

穰念到与诗歌、小说、戏剧同为文学体裁之一，包括记叙散文、抒

情散文、报告文学、杂文等样式。为了区别于古ft的"散文"模念，

也称文学散文。③单指记叙、抒情散文，这类散文，有时又称"纯

文学散文"。因为中国作家讲究文采，即使是章表书奏之类应用

文字，也决不苟且为之，丽是精心结撰，充盈着被厚的文学色彩。

所以要概括中国散文的发展线索，应以采用广义的散文概念为

宜，IP] H才又要捏握住文学性这一基本特征。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记载文和论说文的集子是《尚书}.它是

中国上吉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其中所较集

的大都是一些誓词、政府文告、贵族的告诫之词以及一些记述文

字。据说原有E篇，年代"上新子尧，下吃于秦"时汉书·艺文

志}) 0 {尚书》的文字大部信居聋牙，不过已初具文学特质，并略

能叙事。

战国时代，七雄争霸，土人们纷纷著书立说，献计献策，漠献

筹划，一时间彭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散文也在这种时代气氧里迅

速地成长起来。首先得到较大发震的是历史散文租诸子散文。历

史散文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诸子散文以《孟子》、

〈庄子》、《苟子》、《韩非子}为代表。不过，由于儒、道是中医思想史

上的两大流派，所以，{论语》、《孟子》、《老子上《莲子》在文学史上

的影确是最大的。这时期的散文基本特点是:号惑靖激越，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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