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国家开放大学《中国古代文学(B)(1)》形

考作业 1-4 参考答案 

 

中国古代文学（B）（1）形成性考核任务一 

 

先秦文学 

本次形考任务按百分制计，实际占形成性考核总成

绩的 20%。 

 

一、填空题（每空 1分，共 30 分） 

 

1．战国时期的文学，从中原地区来说主要是散文，而当

时的散文又主要包括历史散文和 

哲理散文两大类。 

 

2．《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代，人们称

它为《诗》或《诗三百》3．《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

法在艺术上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4．《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血

雨霏霏”，是描写景物、借 

景抒情的佳作。 

 

5．在《诗经》反映战争的诗歌中，《载驰》和

《无衣》是最具爱国思想的两篇。6．“风”“雅”和

“颂”是从音乐方面对《诗经》的分类。 

 

7．《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

《夏书》《商书》和《周书》四部 

分，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 

 

8．《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标志着我国历史

散文的成熟，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 

梁传》并称“春秋三传”。 

 

9．《孟子》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目前奇妙的论辩艺术、宏

放宏放的文风和蔼用比喻三 

方面。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10.孟子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文艺见解，个中最重要的是“知

人论世”和“以意逆志”。11．《庄子》33 篇，分为内篇、外篇、

杂篇三个局部，普通认为内篇是庄子所作。12．屈原是我国文

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使用楚国民歌形式，运用楚国方

言，创 

造了“楚辞”。 

 

13．《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作品，是他带有自传体的抒

情长诗。 

 

14．屈原的诗歌继承和发展了《诗经》赋、比、兴的表现

伎俩，特别是广泛采用“铺 

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 

 

15.宋玉的以赋为名的作品有《风赋》《高唐赋》《登徒

子好色赋》和《神女赋》等。二、默写和填句题（每句 1分，

共 10分） 

 

1．默写《诗经·秦风·蒹葭》第一章的八句。（8分） 

答：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2．填句：“惟草木之零落兮，恐丽人之迟暮。”“长太息以

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离骚》（2分） 

 

三、简答题（三题任选两题；每小题 10分，共 20分） 

 

1．简述《左传》的艺术特点。 

答：首先是记叙历史变乱时不是平铺直叙，毫无选

择，而是抓住变乱中的重要环节着力描写，使所叙之

事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戏剧性。如“赵盾弑君”变乱

是由情节反常严重、变革莫测的小故事串联而成，使

所叙之事既有历史的真实，又有传奇的色彩。 

其次，《左传》非常善于描写战争。描写战争不只是简单

地写军事斗争，而是把它与政治经济外交联系起来写，并且能

够抓住每次战争的特点写得千姿百态，绝少雷同。如：晋楚城

濮之战、秦晋ブ战、晋楚之战、齐晋鞍之战、晋鄢陵之战、吴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楚柏举之战等，不仅以委屈尽致的笔调来描写复杂的战争事件

和场面，而且能够写出战争的性质和成败关键。 

第三，《左传》塑造了许多形象鲜明个性突出的人物形象。

这些人物几乎都是以鲜明的面目出现，或善良、或正直、或阴

险、或邪恶，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如《郑伯克段于鄢》，

通过对郑庄公兄弟母子间矛盾斗争发展过程的入微刻画，表现

了郑庄公阴险虚伪的丑恶面目。 

《左传》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辞令非常精美，运

笔灵活，变革万千，语言简括，却含义厚实。特别是

其当选择性地收录了很多交际官出色的交际语言，也

为它增添了光彩，前人将《左传》这个特点称之为

“行人辞令之美（行人：交际特使）。” 

 

2．简述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脉络。 

答：我国先秦诸子散文由最初简单朴素的语录式文章发展

为逐渐成熟完备的文章,依据时间和散文样式、特点的不同,可

分为三个阶段。①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诸子散文的产生及早

期发展阶段,其代表作为《论语》、《墨子》;②战国中期,诸子

散文的发展阶段,其代表作为《孟子》、《庄子》;③战国后期,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先秦诸子散文的进一步发展及完善阶段,其代表作为《荀子》、

《韩非子》。 

 

3．屈原作品的艺术特点有哪些方面？ 

答：①以纵恣的文笔，表达了强烈而激荡的情感。

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于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

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屈原不能满足于平实

的写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

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 

②他的诗篇，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

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

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

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 

③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

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实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

短、篇幅宏大、内涵厚实庞大的“骚体诗”。 

 

四、分析论述题（三题任选两题；每题 20 分，共

40分）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1．试论《诗经》的思想内容。 

答题要点： 

（1）祭奠诗：祭奠诗是歌颂先人的祭奠的乐歌。《诗经》

的祭奠诗全部收集在三“颂”里。例如“周颂”31篇，有名的《臣

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是“周颂”，

也是全部“颂”诗里最优秀的诗篇。 

（2）歌颂诗：歌颂诗是指赞美先人功德、交战成

功、人格、技艺，以至俊男靓女的诗。大局部会合在

二“雅”里。例如“大雅”里的《生民》、《公刘》、

《绵》、《皇矣》、《大明》等，“小雅”里的《出

车》、《六月》、《采芑(qǐ)》等都是歌颂诗中的名

篇。 

（3）怨刺诗：怨刺诗是揭露时弊、感叹时艰、讽刺时政

的诗歌。它们多呈目前二“雅”里，作者多为贵族、朝臣，“国

风”中也有一些劳动者创作的民间讽刺诗。如“大雅”里的《民

劳》，“小雅”的《巷伯》，“国风”中“魏风”的《伐檀》、《硕

鼠》，“秦风”中的《黄鸟》等都是名篇。 

（4）婚恋诗：婚恋诗是婚姻、爱情为题材的诗。

这类诗的绝大局部保存在“国风”民歌中。爱情诗最

有名的有“周南”的《关雎》、《汉广》，“秦风”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的《蒹葭》，“陈风”《月出》，“邶风”《静女》

等。描写婚姻生活的诗有名者有“周南”《桃夭》，

“郑风”《女曰鸡鸣》，“卫风”《氓》，“邶风”

《谷风》等。 

（5）战争徭役诗:这类诗主要描写战争徭役给劳动者带来

的深重苦难和对生产生活酿成的巨大破坏。有名的有“豳风”

《东山》，“小雅”《采薇》、《何草不黄》，“魏风”《伯兮》、

“墉风”《载驰》，“秦风”《无衣》等。 

 

2．分析《庄子》的艺术成就。 

答题要点： 

《庄子》在诸子散文中艺术成就最高。首先，它善于通过

形象的比喻和情节性强的寓言故事说理，将文学与哲理熔为一

炉，使深邃的哲理形象生动，充满情趣。《庄子》自言寓言占

十分之九，现在统计有 180余则。这些寓言想象丰富，生动形

象，增强了文章的浪漫色彩和说服力、感染力。其次，《庄子》

想象丰富，构思奇特，选象组象，大胆夸张，波诡云谲，意境

雄阔，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如《逍遥游》中的大鹏展翅

图景写来异常雄阔。再次，《庄子》的语言，在诸子中成就也

最高，不仅嘻笑怒骂，激情澎湃，气势磅礴，而且语汇丰富，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造语新词，如“逍遥”、“浑沌”、“造化”、“志怪”、“小说”、“寓

言”、“运斤成风”、“游刃有余”、“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等等，

至今还广为运用。 

 

3．论述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答题要点： 

屈原的文学地位，在汉代即得以彰现。司马迁《史记·屈

原贾生列传》里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

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

谏。……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法，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

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

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

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

可也。 

在汉代以后，后世文人无纰谬屈原推许备至。究其

原因，似可现归功于屈原那砥励不懈、特立独行的节

操，以及在逆境之中勇于坚持真理，勇于反抗黑暗统

治的精神。屈原的遭遇是中国封建时期正直的文人士

子普遍履历过的，因此，屈原的精神能够得到广泛的

认同。如西汉贾谊因为才高受嫉，谪迁长沙，作《吊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屈原赋》，以屈原自拟。司马迁向以“立德、立功、

立言”自励，“同心专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

（《报任安书》），却惨遭宫刑，司马迁从“屈原放

逐，乃着《离骚》”（《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事

迹中吸取了巨大的精神气力，完成了《史记》的撰述。

可以说，那里有士子之不遇，那里就有屈原的英魂，

屈原精神成了安置历代文人士子的痛苦心灵的家园。 

另外，屈原的艺术创造，为他赢得了后世的不尽知音。他

以一人之力，开辟了中国文学发展的除现实主义之外的另一个

源头，对后世的文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B）（1）形成性考核任务二 

 

汉代文学 

本次形考任务按百分制计，实际占形成性考核总成绩的

20%。 

 

一、填空题（每空 1分，共 30分） 

 

1．汉代的论说文主要分哲理和政论两大类。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2．汉代诗坛最重要的诗歌是汉代乐府民歌和《古

诗十九首》。 

 

3．贾谊的政论文，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

阶段，代表汉初政论文的最高成就，他的 

代表作是《过秦论》和《积贮疏》。 

 

4．汉赋从其思想内容和其艺术形式看，大体分为两类：

一类是汉大赋予，另一类是汉 

小赋(抒情赋)。 

 

5．标志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是枚乘的《七

发》，此后主客问答成了大赋一种固 

定的结构形式。 

 

6、《上林赋》和《子虚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

也是汉赋具有开拓意义和典范作 

用的成果。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为京都赋之极轨，推动了以京都、都会为题材的文学创作

的发展。 

 

8．汉代两位最伟大的历史散文作家划分是西汉的司马迁

和东汉的班固。9．张衡的《归田赋》是魏晋时期流行的“抒情

小赋”的先驱。 

 

10．班固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是继

《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 

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 

 

11．“乐府”原是古代官司府音乐机关的名称，始创于秦代，

在汉武帝时期发展成 

一个庞大官署。 

 

12．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汉乐府民歌多收入其中的

“相和歌辞”、“鼓吹歌辞” 

和“杂歌谣辞”三类中。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13．现存东汉文人最早的完整五言诗是班固的《咏

史》，秦嘉的《赠妇诗》三首， 

是东汉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 

 

14．《孔雀东南飞》是我国现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

首长篇叙事诗，最早见于南朝末期徐 

陵编的《玉台新咏》。 

 

15．汉末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古诗十九首》最早

见于萧统的《昭明文选》。二、默写与填句（每句 1

分，共 10 分） 

 

1．默写《古诗十九首》的“涉江采芙蓉”（8 分）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2．填句：“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2分）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三、简答题（三题任选两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1．简述两汉辞赋的发展流程。 

答：从时间顺序上来说，全部汉赋的发展大体可分

成三个阶段：在西汉初期，是以骚体赋为主流，是屈

原、宋玉流风的直接延续和发展。从武帝开始到东汉

中后期，是散体大赋占据压倒上风。东汉顺帝以后，

随着帝国政治、经济的衰落和儒家思想的解体，散体

大赋走向衰落，而那种体制短小的抒情赋又发展起来。 

 

2．《史记》的艺术成就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史记》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又是一部文学性

很强的传记文学著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其文学

成就主要表目前： 

（1）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 

（2）谋篇布局，匠心独运。 

（3）强烈的抒情性。 

（4）语言雄浑、朴拙有气势感和韵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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