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化概论习题集答案

绪论

一、

1 后天而奉天时

2 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天下之达道也

4 万物育焉

5 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6 精微之极致也

7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8 求之必得之

9 白首方悔读书迟

10 不能则学

二、

BCDAD  BCCDB
三、

1 （书P3）
（百度）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

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

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

形态。广义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

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

式、行为规范等。

2 由人类加工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皿，即“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物态文化层。

3 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社会组织构成的制度文化层。

4 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称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行

为文化层。

5 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絪蕴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

思维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层，是文化的核心部分。

四、

1 、 （ 书 P6-P7 ） 
中国文化是指由中华民族在东亚大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创造的文化。中国是我

们民族文化的摇篮。中华民族是中国文化的创造体。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于

人类的伟大贡献。

2、（书P5）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涉及范围大小有别，狭义文化在逻辑上从属

于广义文化，两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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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书P4）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子层次。

依其与社会存在关系的疏密程度，可将社会意识形态区别为基层意识形态和高

层意识形态。

4 （书P7） 
有助于更加准确而深刻地认识我们民族自身；

    有助于更加准确而深刻地认识我们的当前国情；

有助于以理性态度和务实精神去继承传统，创造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

。

五、

1 P2  
‘’文化‘’一开始专注于精神领域，‘’文明‘’兼容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双重含义，

接近于广义文化。

2 P4  
   由人类加工自然创造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物态文化层；

   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社会组织构成的制度文化层；

   
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行为文

化层；

   
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絪蕴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

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层

3 P3  
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

属于文化。比如葡萄酿成酒、牛角做成号角都说明‘’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

六、

1、
（1、否。文化的内涵、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

（2、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

2、略

第一章

一：填空题

1   四时代御，阴阳大化  2  国之四维，四维不张 3 仲尼厄而作春秋

4  不易自然也 ；因物之相然也   5嗜欲不得枉正术 6坤称母  
7  不如目见之；不如足践之 8   不好读书  9 如日出之阳 10  要之有用

二：单选题

CAABD    ABDAA



三：名词解释题：

1 气候、地形、地貌、水文、植被、海陆分布等

2 疆域、政区、民族、人口、文化、城市、交通、农业、牧业

3 国家为进行分级管理而划分的地方

4 生物特别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表层

四：简答题

1 基本趋势是逐渐扩大，逐渐巩固  
（1不 断 变 化   （ 2 ） 大 致 为 三 级 制  
（3）少数民族或边疆地区设置特殊的政区或机构

2 民 族 ： （ 1 ） 出 月 氏 外 ， 其 他 各 民 族 几 乎 没 有 离 开 中 国  
（2）绝大多数民族在中国形成   （3） 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和核心 
人 口 ：  （ 1 ） 人 口 数 量 最 多   （ 2 ） 人 口 分 布 不 均 ， 南 多 北 少   
（3）人口迁徙频繁且规模大

3 地形多种多样，山区面积广大。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

4 （1）季风气候明显  （2）大陆性气候强  （3）气候类型多种多样

5 （1）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的

基 础   
（2）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物质条件，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  
（3）地理障碍对文化的传播有很大的影响

五、论述题

1.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从来没有达到极限，今天离极限也还相当遥远。而且

，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人们对地理环境的利用程度存在着相当悬殊的差异，

利用方式也迥然不同。

2.(24页第四段-25页)
首先，地理环境的开放与封闭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开放或封闭……………
3.（21页第三段-22页四段）

4.（22页第五段-24页第二段）

六、材料分析题

1. (24页第四段-25页＋结合材料)
2.（1）
（2）（21页第三段-22页四段＋24页第二段＋结合材料）

第二章

一：

1. 和为贵  2. 有耻且格  3. 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4. 必先苦其心志  
5.而死于安乐也 6.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7.失道者寡助 8.然后能自强也



 9.其不善者而改之 10鲜克有终

二：

1—5：ACDBC  6—10：BCADD
三：

1：农耕自然经济是一种安定自守的经济。产生于原始社会，原始农业产生后，

自然经济就存在了。主要由自耕农经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封闭性、狭隘性

、保守性、自给自足

2：商品经济 ，“自然经济”的对称，是商品的生产、交换、出售的总和。商品

经济是指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3：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

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中国的农耕文明集合了儒

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

括国家管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以及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

等，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

4：土地所有制是指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由国家确认的土地所有权归属的制

度。土地所有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地制度的核心和基础

。中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四：

游牧文明的特点在于动。因为变动性大，不利于手写文字的产生，文化的

积累便主要依靠口耳相传，无法形成如农耕文明那样发达的社会文化和制

度组织，在话语权上始终无法胜过农耕文明，因此留给人们落后和应改造

的印象。农耕文化有着自身的特点，其核心是平和的、自足的。农耕可以

自给、无事外求，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农耕文化所产生的是“天人相

应”、“物我一体”，“顺”、“和”、“安分”、“守己”等观念，都表现出“和平的”文
化特征。

中国的农耕文明虽同时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但起初黄河中下游达到较

高水平，是当时政治、经济、人文中心，随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重心逐渐转向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区，

3.中国的农耕经济与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制自然经济差异甚多，西欧中世纪的自

然经济主要特征如封闭式的自给自足、依附农奴等，但中国的农耕经济不仅仅

是以农业生产为界限，而是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分，

4.a．殷商西周：土地国有的自然经济阶段，集体耕作制。b.东周以降土地私有

化和个体生产形态的演进。c.东周以后，土地日益私有化和家庭个体生产经营

，与此同时，商品经济也悄然出现。D.至公元16世纪前后，中国传统的社会经

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中国的农耕文化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5、表现：一是中国中央集权制形成了庞大的官僚体系；二是经济剥削，特别是

对工商业经济的剥削；三是保守的社会意识形态，导致社会安于现状缺乏远见

和开拓精神；四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布局导致商业对政府的依赖性和商人性

格的封建依附性；五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与国家政策上的平均主义，使落后地区

拖住了先进地区的后腿，钳制了先进地区及新因素的发展。

论述题

1 经济和文化是一对矛盾体，二者相辅相成，彼此制约，相互促进。经济为

文化的发展提供前提。当人们的最低物质需求如食宿得到满足时，他们才有时

间和精力去享受或消费文化，提高自身素质。如果一个人衣食难饱，那么文化

对于他来说绝对是件奢侈品。一个国家只有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它的文化才能得

到较好发展。经济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为文化的发展拓宽

了道路，经济的繁荣促使文化向着多方位多角度多元发展，使文化不仅在深度

上有所突破，而且在广度上有了更大的拓展，文化易出现百家争鸣的盛世局面

。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强大动力。当今，文化已成为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和市

场经济革新的内在动力，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增

强，经济的振兴，对国家或地区文化发展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文化的发展为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可靠保证，使经济走上科学化、规范

化的道路，朝着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

2、一是社会经济既早熟又不成熟；二是稳定与战乱、人口增长与生产发展的周

期性失调；三是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箝制和束缚。

3 特点：一是循环往复，长期延续；二是多元成份结构，既有国家土地，又

有农民和地主的私人土地；三是既早熟又不成熟。

   
影响：一是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力，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

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使其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二是

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中国文化不仅包容百家学说和

不同地区的文化，而且长期吸纳周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明；三是农耕经济的早

熟促进中国文化的凝重性和早熟性。

材料分析题

（1）农耕经济（自然经济/小农经济）

（2）一是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力，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

证了中华文   明的绵延不断，使其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

     
二是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中国文化不仅包容百家学

说和不 同地区的文化，而且长期吸纳周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明；

     三是农耕经济的早熟促进中国文化的凝重性和早熟性。



2、



司马迁主张“农、工、商”诸业并举。农、工、商各有各的用处，资源的有效配

置需要四业的分工合作“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若四业

不配合或分配不公则会出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

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统治者实行的都是重农抑商政策，商业发展一

直比较缓慢，而司马迁却一反传统观念，提出“农工商虞并重”的思想，因为与

传统的儒家思想相背，导致这一进步思想未能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做出重大

贡献，但是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要想全面振兴国民经济必须多

业并重、多业并举。

材料翻译：

1. 《 管 子 -
山权数》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利用教育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百姓中凡

有精通农事的，为他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养牲畜的，立黄金一

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精通园艺树木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

善种瓜果蔬菜使其产量提高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于治病的

，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通晓天时的；即能预言灾情，预言某种作

物歉收或丰收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懂得养蚕不生病的，也都

设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要认真听取这些专家的讲授并把记录保存在

官府，要使兵役之事对他们无所干扰。这是国家理财之策的一件大事。这样做

可保证国家财用上下消费都很充足，各级积蓄都很充裕。然后就给物资流通划

定四方限界，在境内灵活掌握号令的缓急，吞吐物资，用理财之策来控制经济

。为做好这些还需要任用五种有技艺的官。”桓公说：“何谓任用五种有技艺的

官？”管仲说；“懂诗的可用来记述社会事物，懂时的可用来记述年景丰歉，懂

春秋的可用来记述国事的成败，懂出行的可指导行路的顺逆，懂易的可用来掌

握吉凶与成败，懂卜的则可预测凶吉与利害。百姓中凡有上述技艺者，都赐给

一匹马所能耕种的土地，一斤金所能买到的衣服。这是有助于国君摆脱蒙昧愚

妄的一种措施。这五家都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懂‘时’的官，使他在事前更早的时

候说明情况，君主就不致错过时机，错行理财之策，而带来财源兴盛的结果；

懂‘春秋’的官，可以远占得失，以为后来的教训；懂‘诗’的官，记述人们的行动

而免于差错；懂‘出行’的官，详述道路的情况而免生误解；懂‘易’的官，可以掌

握祸福凶吉，不至于发生错乱。管理这些人应是君主的权柄。”



2. 《 史 记 -
货殖列传》太行山以西饶有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和玉石，太行山

以东多出鱼、盐、漆、丝和音乐、女色，江南盛产楠木、梓木、生姜、木犀、

金、锡、铅矿石、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角、皮革，龙门山、碣石山

以北广产马、牛、羊、毛毡、毛皮和兽筋、兽角，铜、铁则往往在千里山峦中

布满，如同摆满棋子的棋盘一般。这还仅仅是物产分布的大概情况。这些物品

都是中原人民所喜爱的，是百姓们衣着饮食与养生送死所必备的东西。所以，

人们依赖农民耕种来供给他们食物，虞人开出木材来（供给他们使用），工匠

做成器皿来（供他们的所需），商人输通这些财物（供他们选购）。这难道还

需要政令教导、征发人民如期集会来完成吗？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

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价低廉，他们就寻求买货

的门路，物价昂贵，他们就寻求销售的途径，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

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

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

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证明吗？ 
《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生产出器物，劳

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

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反过来，资源缺少，山泽也就不能重新得到

开发。这四种行业，是人民衣着食物的源泉。源泉广阔，就会富饶起来；源泉

窄小，就会贫穷下去。

第三章 
一、填空：  水则覆舟   得百姓之誉者荣    不求而得   人有其治  笃行之  
多闻者知   如日出之阳  可以医愚  白首方悔读书迟   晨昏忧乐每相亲

二、单选： CADCA,BDBCA
三、名词解释：宗法制度 
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王族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

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

嫡长子继承制 
是宗法制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即王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是嫡

妻（正妻）所生的长子。

封邦建国制 
即“封土建国”，简称“封建”。即天子把自已直接管辖的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给

诸侯，并授予他们爵位，诸侯再分封贵族，诸侯和贵族在自己的领地上有相当

的自主权。

宗庙祭祀制 



简称庙制。是指人们在阳间为已故祖先建立灵魂依归之所设立的次序和祭祀制

度

家国同构 
即家庭、家族（家族、宗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有共同性。均以血亲——
宗法关系来统领，存在着严格的家长制。“家国同构”是宗法社会的显著特征。

四、简答题 



 
1、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趋势,在中央表现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在地方表

现为中央集团的不断强化.
特点：1、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完备系统；

2、以专制主义为核心严密；

2、分封制是西周的政治制度，分封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奴隶主国家政权，分封的

对象和做法是把王族、功臣和先代的贵族（异姓功臣贵族、同姓王室贵族、先

代帝王后代和远氏族部落首领）分封到各地去做诸侯，建立诸侯国；被封诸侯

的义务是：要服从国王的命令，要向周王贡献财物，要派兵随从周王作战。

3、家天下的延续

封国制度不断

家族制度长盛不衰

家国同构

4、经济基础稳固   皇帝总揽天下大权  皇帝拥有庞大的官僚办事机构   
中央对人身控制严密

五、论述题：1、第一，从外部的自然环境来说，中国大陆相对较为封闭，很到

外来势力的冲击。第二，从外部的社会经济环境来说，小农经济长期占统治地

位，私有制不发展，作为补充的工商业不发达，这使得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

的君主专制制度得以延续。第三，从内在调节机制上说，君主的能力与拥有的

无限权力不对称，构成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而专制制度内部两

种力量的矛盾运动———
君权的强化力量与约束调节力量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则是这种内在基本矛盾

的现实表现。正是在这种矛盾运动的作用下，对君主的严格培养、神权对君权

的制约及实行的言谏制度、官僚制度等，都对君权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制约与

调节，使得君主专制制度形成了某种自我调节机制，减弱了其狭隘性、封闭性

与非理性因素，降低、减缓了政治动荡的频率与政治衰败的速度。

2、儒家化之法律的确立，对中国的传统社会可谓影响深远。以礼人法使得礼的

伦理纲常具有了法律上的效力和强制力，同时，法律也反过来维护着礼教的存

在和威。二者相互结合，共同维护和强化着传统宗法礼制的社会制度。 
儒法合流及儒家化法律的地位的确立，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也有着极大的影

响。它导致了传统上把治国大计转化为道德问题的做法

3、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三:
一是社会结构的宗法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其正面价值是使中华

民族凝聚力增强.注重道德修养.成为礼仪之邦,其负面影响是使三纲五常的伦理

说教.[存理灭欲"修身养性和排外心理等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
二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专制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其正面价值是造

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



.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和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其负面价值是使国人存有严重的

服从心态.对权威和权力迷信.缺乏个人自信心.
三是宗法与专制相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反映为伦理政治化和

政治伦理化.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

追求.
6 材料分析题

一、1、中国古代孝道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家庭的伦理道德规范，在家庭中家长

权利至高无上 
。古代中国曾经是家长权最发达的国家，把家长权作为发挥家的政治功能的工

具

2、家长权是维护和巩固国家统治的有力工具，因而古代中国“家”的政治功能也

因家长权的政治色彩得以呈现。第一，家长权有利于国家的赋税收入，巩固国

家的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第二，家长权有利于辅助封建基层特权，加强对农

民的控制。第三，家族组织充当封建政权的帮凶，直接镇压农民的反抗。

二、1、宗法制

2. 
当时影响：①凝聚宗族，防止内部纷争，强化王权，把“国”和“家”密切结合。保

证王权的稳定，保证贵族的特权；   
②与分封制互为表里，建立封建等级政治结构

对现在社会的影响：时至今日，宗法制已经消亡，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法思

想影响仍然存在。

积极作用是注重家庭建设，提倡尊老爱幼，易于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消极影响是强调家庭本位，过分重视人情关系，人为地划分远近尊卑，个人的

自主意识和平等权利受到约束。这与现代的平等和法制意识多少有些违背。

第六章

一、填空题

1、墨池飞出北溟鱼

2、落花飞雪何茫茫

3、时时只见龙蛇走

4、左盘右蹙如惊电

5、我师此义不师古

6、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7、笔下难成和韵诗

8、孤灯夜守去廖寂

9、水隔山遥望眼枯

10、怎一个愁字了得



二、单选题

1——5      BAADA
6——10    CAAAA



三、名词解释

1、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的书写符号系统，意义和声音是语言的两个属性。

2、指一个语言在表达其内容时，其记录的形式和符号，是以语音来表注的文学

系统，这会与其口语达成一定的吻合。

3、又称形意文字，一种用象征性书写符号记录词或词素的文字体系，不直接或

不单纯表示语音。

4、金文是铸在钟鼎等青铜器上的文字。  P113
5、在方言歧义的情况下用于官场、外交、礼仪等场合的交际语言。 P122
四、简答题

1、  P 115-116  
汉字的特点：汉字是表意文字。作为表意文字的代表，汉字的形体和意义之间

关 系 十 分 密 切 ； 就 汉 字 记 录 汉 语 的 单 位 而 言 ， 汉 字 属 于 音 节 —
语素文字；就形体的特点而言，汉字是在一个二维平面上构形的。   
汉字和其他的古老文字一样，都经过由图画文字到表意文字的阶段；而它与其

他古老文字不同的是，那些古文字在演变中有的停止使用而丧失了生命力，有

的变成了拼音文字，有的甚至不可识读，被外来文字取代，惟有汉字，从未间

断地被使用至今，并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表意文字特

点，成为世界上最古老、最有严密系统的表意文字，代表着世界文字的这一重

要发展方向。

2、不同语言对借词的接受程度可能相同，这种接受程度除了社会文化等因素外

，听名族语言自身的结构特点以及人们的语言习惯有很大关系。由于汉语中，

语速、音节、汉字基本上是一致的，是的说汉语的人在习惯上认识汉语在每个

音节和汉字都是有意义的，因而在吸收外来词汇成分时，不习惯只把汉字的音

节和汉字当做没有意义的语言符号来使用，也就是完全音译的形式，而总是喜

欢用意译词和仿意词的形式来吸收外来词。

3、字的形体，即字体，指汉字的书写体态。汉字从产生到现在，虽没有跳出表

意文字的圈子，但文字的形体一直按从鳘到简的规律发展演变。主要出现了八

种字体：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行书 – 楷书

4、P118-120
汉语汉字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主要是指汉语语音、词汇、语法和汉字形体所承载

的文化信息，与汉语汉字所记录的文化内容不是一回事。

5、P113
小篆的书写完全线条化，象形化减弱。从构造来看，已经形成了相当严密的文

字体系：一方面，异体字大量减少，构件的写法趋于一致，同一个构件在不同

的字中、在一个字中的不同位置写法基本一致；另一方面形声字大量增加。这

些都增加了字和字之间的联系，使汉字在总体上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

四、论述题



1、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发展水平较高的语言之一。汉语是联合国的六种

工作语言之一，在国际交往中，它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汉语在国际上有很大

的影响。全世界说汉语的人有十亿左右，几乎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现在国

际上，研究汉语的机构不断建立，学习和研究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在历史上，

汉语对邻邦的语言产生过巨大影响。其中受影响最深的是日本、朝鲜和越南。

这三个国家的语言都大量地吸收过汉语的语词，甚至依靠汉语借词作为构成新

词的基础。在过去，它们还长期使用过汉字。日本后来虽然根据汉字创造了日

语 的 字 母 ——
假名，但至今也还保留一千多个汉字，和假名同时使用。韩国、新加坡也仍然

使用汉字。

2、P121-124
3、首先，汉字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没有汉字就不会有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

文明。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文明之母，就这个意义上讲，令国人自豪的四大文明

都 是 汉 字 这 个 大 发 明 的 衍 生 物 。  
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由于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自古以来的治学、文化、科

技和历史才得以记载和流传至今；人类的思想、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才得以广

泛传播和日益提高；人类的智慧才得以充分发挥；人类社会才越来越光辉灿烂

、 丰 富 多 彩 。  
其次，东方文化圈实际上就是汉字文化圈。而且这个文化圈的形成，丝毫不带

强迫成分。汉字创造了动荡遥遥领先的古代文化，记载了先进的文明成果。相

对其他落后的民族、国家和地区，通过学用汉字使自己开会进步，进而创造自

己 的 文 化 ， 这 样 很 快 形 成 了 汉 字 文 化 圈 。  
另外，如今汉字走红全球。从伦敦到纽约，从东京到悉尼，华语在世界树渐走

强，成为热闹的语言。何以如此？理智的理解，并不是因为汉字有那么多有点

，而是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地位的提升 ——国运盛汉字兴。  
最后总结，过去汉字与龟甲结合，开创了一个辉煌灿烂的东方古代文明。今天

，汉字与硅片结合，势必使古老的汉字焕发青春的活力。汉字的信息化，使汉

字从苍老变得年轻，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而使汉字具有无比光明的未来。

六、材料分析题



1、地位：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发展水平较高的语言之一。汉语是联合国

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在国际交往中，它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汉语在国际上

有很大的影响。全世界说汉语的人有十亿左右，几乎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

现在国际上，研究汉语的机构不断建立，学习和研究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在历

史上，汉语对邻邦的语言产生过巨大影响。其中受影响最深的是日本、朝鲜和

越南。这三个国家的语言都大量地吸收过汉语的语词，甚至依靠汉语借词作为

构成新词的基础。在过去，它们还长期使用过汉字。日本后来虽然根据汉字创

造 了 日 语 的 字 母 ——
假名，但至今也还保留一千多个汉字，和假名同时使用。韩国、新加坡也仍然

使用汉字。

  走势：结合材料自己写

2、略

第九章 
一．填空题

1. 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2.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3.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4.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5.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6.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7.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8. 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

9.一双丹凤眼,两弯柳叶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

10. 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态,娇袭一身之病。

二．单选题

1.（C）比西方最早的短篇小说作家薄伽丘和乔叟早五个世纪。

A.志怪小说    B.话本小说    C.唐代传奇小说    D.章回小说

2.（D）的出现，标志着古典小说达到了高峰。

A. 志怪小说   B. 话本小说   C. 传奇小说      D. 章回小说

3.屈原的《离骚》中，大量运用了“香草美人”的（B）的手法。

A.赋    B.比兴   C.夸张    D.举例



4.相对而言，（A）诗更鲜明地体现了盛唐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

A.边塞     B.山水田园     C.浪漫主义    D.现实主义

5.北宋词坛几乎是（D）词的一统天下。

A.豪放     B.骚雅     C.清空    D.婉约

6.以（C）为代表的词人在艺术上以文为词，从而全面实现了与婉约词的分道扬

镳，形成豪放词派。

A.范仲淹     B.苏轼     C.辛弃疾     D.陆游

7.元杂剧中的《救风尘》、《东堂老》属于（D）剧。



A.爱情    B.历史   C.世情    D.公案 
8.儒家倡导的“中庸”精神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深刻影响，后来发展成（B）的“诗教

”。
A.关注现实   B.温柔敦厚   C.文以载道    D.写意手法

9.中国古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沦为政治的附庸，从而削弱了其主体意识和个性

自由，这种消极影响是（C）带来的。

A.理性精神   B.中和之美   C.文以载道   D.写意手法

10.（A）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学样式，主要特点是铺陈描写，不歌而诵。

A．赋    B.楚辞     C.词    D.乐府诗

三．名词解释

1.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

，二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从诗歌体裁来说

，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

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

，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严忌、东方朔、

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2.风骚：风骚，《诗经·国风》和《楚辞·离骚》的并称。它们同被视为汉族诗歌

发展的源流。对后世汉族文学影响深远。后代用来泛称文学，在文坛居于领袖

地位或在某方面领先叫领风骚。现在常指举止轻佻，行为放荡。

3.山水田园诗派：山水田园诗派是以山水田园为描写对象的诗作也随之兴盛起

来，诗人们以歌赞祖国山川壮丽抒发壮志豪情，以描写田园闲适静美表现社会

和平安定。代表人物有盛唐的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等，中唐的韦应物

、柳宗元等。

4.边塞诗派：盛唐诗歌的主要流派之一。以描绘边塞风光、反映戍边将士生活

为主。汉魏六朝时已有一些边塞诗，至隋代数量不断增多，初唐四杰和陈子昂

又 进 一 步 予 以 发 展 ，  
到盛唐则全面成熟。该派诗人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最为知名，而高、

岑成就最高。

四．简答题

1.《诗经》的艺术手法有哪些？

“赋、比、兴”就是《诗经》的艺术手法。“赋”就是平铺直叙的意思。“比”是比 
喻的意思，具体形式有明喻、隐喻、借喻、博喻等。“兴”是起兴、发端之意。

诗人 
先见一种景物，激起心中的思想感情而涌出诗句。

2.试以王维、孟浩然等人的是个为例，简述中国文学不重写实重写意的特征。

3.宋词的总体特征是什么？



宋词总体上具有以下特征:题材走向上注重个人生活而不是社会现实，表现功能

上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风格倾向上偏嗜阴柔和婉而不是阳刚雄豪。

4.什么是元杂剧？

元杂剧是融合了歌唱、舞蹈、说白、杂技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艺术，是中国

独特的戏剧形式——戏曲的第一种成熟形态。

5简述“四大奇书”。
从清代开始，人们通常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

》称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四大奇书"。这四部小说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

四种类型，即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 ; 
实际上，它们又是南宋时期说话艺术中主要四家的延续和发展:即《三国演义》

是讲史小说的发展，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水浒传》是说铁骑儿的发

展，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体小说;《西游记》是说经小说的发

展，是一部艺术上卓有成就、影响很大的浪漫主义杰作，我国第一部长篇神怪

小说;《金瓶梅》则是小说家小说的发展，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

说。

五、论述题

1. 
唐朝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雕琢词句

，国势开始衰落。雄壮浑厚确是盛唐诗的风貌特征，它被盛唐诗人扬弃了，指

唐玄宗。杜甫晚年所写的《登楼》《登高》两首七律，得力于此、姚合等，取

法贾岛，寓有针砭当代诗风，并认为盛唐诗在这方面表现突出，有的偏于平易

柔弱。李白晚年在安史之乱后所写的不少诗篇。玄宗后期，重视向汉魏古诗，

中经安史之乱、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民生凋

敝，写于安史之乱前夕、孟郊诗为学习对象。盛唐气象是一种宏观性的概括，

不但因为盛唐诗的确写得好，但李，其作品以杜甫晚年一部分刻意锤炼字句的

篇章和韩愈，固然表现了他“会当凌绝顶，不露文辞斧凿痕迹，又气象浑厚”，
并称之为盛唐气象，希冀建功立业，盛唐诗的雄浑特征。（无标准答案，仅供

参考）

2.《红楼梦》  《儒林外史》

3. （1）关注现实的理性精神。（另简要阐述，并举例）

（2）“文以载道”。（另简要阐述，并举例）

（3）中和之美。（另简要阐述，并举例）

（4）写意手法。（另简要阐述，并举例）

六、材料分析题

（一）

1.写意手法与中和之美



2.以《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为例，主张在文学作品中有节制的宣泄情感

，而不要把感情表达的过分强烈。中国古代文学追求的艺术境界不是真实而是

空灵。，不是形似而是神似。

3.有意义。情感宣泄的适度与表现方式的简约使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具有含

蓄深沉、意味隽永的艺术特征，这正是中华民族平和、宽容、偏重理性的文化

性格特征在古代文学中的积淀。

（二）

1.文化特征：关注现实的理性精神

意义：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直接表现人民的喜怒哀乐，更广泛反映了社会

现实。高扬了反抗精神，抨击黑暗势力、落后观念与丑陋风习，歌颂了不畏强

暴、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叛逆形象。

无标准答案，须自己瞎掰

第十章

1 填空题

1、中则正

2、中则正

3、守之以愚

4、 守之以谦

5、感极而悲者矣

6、随意所适

7、若往若来

8、纵横有可象者

9、当以神会

10、目送归鸿

二、单选题

1—5 CABBA  6—10 DBDCA
三、名词解释

1、中国园林：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具艺术魅力，是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之一。

在古籍中往往称园林做苑林。核心是情趣，在结构上没有使人紧张起来的对称

，其情趣只要是自然情趣，亭台楼阁均随地赋形，巧夺天工。廊榭合池，山石

花木，一切布置都考虑到人与自然的情感交流，而且通过园林揭示和领悟自然

之美。

2、中国雕塑的整体性：中国雕塑从来没有脱离建筑而完全独立出来，更强化了

中国艺术本有的特征：整体性。一个雕塑的大小是由雕塑群体和建筑整体决定

的。

3、文人画：是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也称“士大夫甲意画”



、“士夫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不是紧跟朝

廷的政治伦理要求，而是随士大夫自己的境遇变化。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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