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专升本必备文学常识 

文学常识 

《春秋》——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孔子据鲁国史官所编的《春秋》

整理修订而成，五经之一。 

《左传》——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 

《资治通鉴》——我国第一部体例完善、最大的编年体通史，司马光主编。 

前四史： 

《史记》——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  

《汉书》——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班固  

《后汉书》——第一部专为妇女作传的纪传体史书——范晔  

《三国志》——记载中国三国时代历史的断代史——陈寿二十四史，除《史记》外，

均为断代史。 

《国语》是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又称国记，是一部分国记事的历史散文。春秋战

国之际由晋国史官编纂成书。 

《战国策》是一部记载战国时期纵横家思想的国别体史书，由汉朝刘向编订。 



 

《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 

原名《左氏春秋》，为孔子的《春秋》作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最富文采的编

年体史书，以描写战争见长。 

《春秋》三传：左丘明《左传》公羊高《公羊传》谷梁赤《谷梁传》 

欲擒故纵 

共叔段（攻方） 

京邑不度西鄙北鄙贰于己又收贰为己邑完聚……将袭郑 

庄公（守方） 

多行不义必自毙无庸，将自及不义不昵，厚将崩帅车二百乘、伐诸鄢 

主题 

本文通过郑庄公与其弟共叔段争斗并取胜，与其母姜氏反目而后和好的过程的生动记

叙，展现了郑国王室内部为争夺最高权力而勾心斗角以至兵戎相见的情况，揭露了春秋时

期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残酷性和伦理道德的虚伪 

艺术手法 



 

一、详略得当 

一处是战前庄公一方讨论如何对付段，两段对话，为了表现其老谋深算、阴险狡诈，

同时也交代了段举事的经过；二处是战后掘地见母，表现其虚伪。略写的是姜氏请制、京

以及郑伯克段于鄢的经过。 

（详略得当：目的是深刻揭示战争的内在原因和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突出了主题。 

二、人物个性鲜明(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不同的人物形象) 

三、细节描写突出人物形象 

①“庄公寤生”使姜氏受惊，由此厌之，表现了姜氏的乖戾偏狭。②颍考叔“食舍肉”

细节，既写出了他的纯孝，又突出了其聪慧机智。③“隧而相见”则表现了庄公与统治阶

层所宣扬的孝道的虚伪可笑。 

四、巧妙的衬托 

①用共叔段的贪婪狂妄、愚昧无知来反衬庄公的阴险狠毒。②以蔡仲、子封等人的多

次规劝、为国除害的迫切心情来烘托庄公的城府之深、手段之高明，阴险性格。③以姜氏

的昏聩和随心所欲，反衬庄公的精明和藏而不露。④以颍考叔的纯孝来反衬庄公的不孝和

虚伪。 

本文中心人物：郑庄公 

《管晏列传》司马迁 



 

文学常识 

司马迁，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 “李陵事件”下狱，发愤著书。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述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

年间，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其中《本纪》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

传》七十篇，《表》十篇，《书》八篇。 

本纪——除《项羽本纪》，为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绩 12 

世家——主要叙述贵族王侯的历史。30 

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则是叙述国外和少数民族

君长统治的历史。70 

表——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10 

书——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

的发展与现状。8 

《史记》写作目的: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鲁迅 

“绝唱”在于它实录的笔法，不虚美、不隐恶、不虚笔；“离骚”司马迁的笔端常饱

含着接近于离骚的悲愤之情，对后世史学和文学发展都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史书知识补充： 

《史记》为24史之首 

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史界两司马”：司马迁   司马光 

“史学双璧”：  《史记》   《资治通鉴》 

史汉： 司马迁 《史记》   

班马：  班固 《汉书》   

《史记》的艺术成就： 

① 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 

② 场面描写生动、悲壮 

③ 浓郁的抒情性 



 

④ “互见法”塑造人物形象 

《史记》影响了后世小说和戏剧的创作。 

《谏·逐客书》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开篇点题，论点）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

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

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

强大之名也。（论据：历史事实；论证：归纳法，对比法）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

之旗，树灵鼍（tuó）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今取人则不

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

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论据：现实事例；类比、对比）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

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

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

下之士退而不敢向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jī）盗粮”者也。（理论；类比

论证，对比论证）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



 

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结论，呼应开头） 

（总-分-总，通篇并列、递进交错运用） 

艺术特色 

这篇奏疏在艺术上有两个显著特色。 

一是善于用比喻。从而增强了议论的形象性和说服力。 

用“泰山不让土壤……故能就其深”为喻来说明“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的道理；

用“藉寇兵而赍盗粮为喻来说明逐客是“资敌国”、“益仇”的愚蠢行为，也都很形象，

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是气势奔放，文采斐然。 

这与作者多用铺陈、夸饰手法和排比、对偶句子以及多选用华美辞藻有密切关系。 

如文中写秦国历史上“四君”因客功而成事的情况，手法铺张，多用排比，对偶句显

得文势充畅，并有音节之美。其中写惠王用张仪之计而在军事外交上取得了成功，就用了

“拨、并、收、取、包、制、据、割、散、使、施”等动词，可见辞藻的丰富。 

文中写秦王为满足生活享受而取用天下了珍物一段，不仅手法铺张，句式多用排偶，

文气充畅，而言调谐美，而且充满了色乐珠玉等方面的华美辞藻，极富于文采。 

清李兆洛《骈体文钞》选录此篇为“骈体初祖”，指出了本篇对后世骈文写作的深远



 

影响。，开启了后世“赋”的先声 

《秋水》 

文学常识 

1、《庄子》：道家经典，庄子及其后学所撰，又称《南华经》。名篇有《逍遥游》《齐物

论》《养生主》。《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尤为后世所传诵。 

2、《庄子》一书，包括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共三十三篇。一般认为

内篇是庄子自著，外篇和杂篇是庄子后学所著。 

3、庄子，名周，后人称之为“南华真人”，战国时期哲学家，散文家。他是老子之后

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老庄”，“老庄哲学”。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精神上

追求“逍遥自在”。但他又逃避现实，脱离社会，具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 

4、庄子的文章，大量使用寓言故事，想象力很强，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

义色彩。语言丰富生动，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鲁迅先生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

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庄子》《老子》《周易》合成“三玄” 

5、晋代有郭象注本十卷，清代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和郭庆藩《庄子集释》，今人刘

武的《庄子集解内篇补证》，可供参考。 

主旨 

以河伯与海若的对话为主要表述方式，写了河伯的自以为多和海若的未尝自多，形成



 

鲜明对比。又用海若之口，描绘了海的大和天地的无穷，批判了自以为多的思想。 

哲理启示 

庄子认为，江河之于四海，四海之于天地，就如同个人之于人类，人类之于万物一样，

可以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个人是极其渺小、微不足道的。因此，不能囿于环境和见闻，

骄傲自满，妄自尊大，固步自封。这种辩证认识的观点，无疑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1、处处对比手法的运用。河伯与海若的对比。 

2、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比喻，排比，对偶。 

3、强烈的思辩色彩，道理的阐释。 

《子产不毁乡校》 

文学常识 

1、《左传》：“十三经”之一。 

2、十三经：《周易》《尚书》《诗经》《春秋》《论语》《孟子》《左传》《公羊传》《谷梁

传》《周礼》《仪礼》《礼记》《尔雅》。 

3、子产：春秋时政治家、思想家。复姓公孙，名侨。“春秋第一人” 

4、乡校：乡间的学校，同时又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地方。 



 

主旨 

通过子产与然明对待乡校存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了子产善于听取百姓意见、

虚怀若谷的良好品格，这是他能将郑国治理得秩序井然、成为一个成功政治家的原因所在，

对我们今天的执政者仍有启发意义。 

艺术特色 

1、对比手法的运用。（子产与然明对比）。 

2、比喻。“犹防川”，“闻而药之也”。 

《赵威后问齐使》 

文学常识 

1、《战国策》：战国时期一部史料汇编性质的史学著作，是一部国别体史书。西汉刘向

编定成书，统一定名为《战国策》，分12国策。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 

2、《战国策》常用寓言阐述道理，如画蛇添足，亡羊补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 

3、刘向、刘歆：汉代文献学家。 

刘歆的《七略》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已佚，其内容基本保存在《汉书·艺文志》

中。《七略》将古代图书分为六类，是目录学的奠基之作，为后来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奠

定了基础。 



 

4、赵威后：赵惠文王之妻。惠文王死，其子孝成王立，因年幼由威后执政。 

本文写她的政治见解，突出了她的民本思想。 

主旨 

本文记叙的是齐国使者出访赵国时，赵威后与齐使的一段对话。谈话中表现出了赵威

后的民本思想以及她对齐国政治现状的批评。这种民本思想显示了赵威后的政治远见，在

当时历史条件下难能可贵。 

《察传》 

文学常识 

1、《吕氏春秋》：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门客集体编撰的著作。又名《吕览》。

（儒、法、道等，以道家为主体。=） 

2、“一字千金”。关于《吕氏春秋》的成书经过，《史记·吕不韦列传》：“当是时，

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

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

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

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

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3、《吕氏春秋》善于运用故事说理，表述形象，行文生动，颇有特色。东汉高诱最早

为《吕氏春秋》作注，现在通行的是清代毕沅的校刻本，今人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



 

可供参考。 

主旨 

本文用了“乐正夔一足”、“丁氏穿井得一人”、“晋师三豕涉河”三个传闻，告诉人们，

对于各种传闻，不可不审慎，不可不考察。考察辨析传闻，需“验之以理”“缘物之情及人

之情”，就是根据情理考察其是非真假，绝不能人云亦云，盲目信从。 

启示 

古人无意间传播的荒诞流言，经过调查就可以证实；而现代社会传播的谣言、虚假广

告之类，则是故意制造的谎言骗局，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绝对不能盲从，必须认真对

待。科学是辨别真伪的主要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学习，掌握科学知识，

进行实践，并且转化为认识问题、辨别事物的智慧和能力，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这个

意义上说，考察分析传闻，就是学习运用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艺术特色 

1、论点集中明确，论据条理生动，说理透彻，逻辑清晰，耐人寻味。 

2、对比手法的运用。（闻而审与闻而不审；） 

3、用实例反复论证对于传闻必须审慎考察。 

《燕昭王求士》 



 

文学常识 

《战国策》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是第一部），又称《国策》《国事》《事语》《短

长》《长书》《修书》等。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斗争，反映了战国时代纵横家的思

想。经西汉著名学者刘向整理编订，定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文学城就： 

① 长于说辞 

《触龙说赵太后》《邹忌讽齐王纳谏》《冯谖客孟尝君》 

② 善于写人 

它所写人物涉及面超过先秦任何史籍。唐雎、鲁仲连、冯谖 

③ 善于运用修辞手段和寓言故事 

“画蛇添足"“亡羊补牢”“狡兔三窟”“惊弓之鸟" 

“狐假虎威”"南辕北辙”“悬梁刺股"“鹬蚌相争" 

“战国四公子”： 



 

楚国春申君黄歇              赵国平原君赵胜。 

魏国信陵君公子魏无忌        齐国孟尝君田文。 

《哈姆莱特》（英）莎士比亚 

文学常识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艺术大师，他为世人留下了37个剧本，一卷154

首14行诗和两部叙事长诗。他被誉为“奥林匹亚山上的宙斯”，马克思称他是“最伟大的

戏剧天才”。 

四大悲剧：《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 

四大喜剧：《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第十二夜》《仲夏夜之梦》 

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哈姆莱特》取材于丹麦史，突出地反映了作者的人文主义思想。 

《春之声》 

文学常识 

王蒙，1953 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 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

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春之声》是他在艺术上创新的一篇优秀作品。 



 

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暗杀—３３２２》、《季节三部曲》（《恋爱的季节》、《失态

的季节》、《踌躇的季节》） 

中篇小说：《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名医梁有志传奇》、《在伊犁》系

列小说 

小说集《冬雨》、《坚硬的稀粥》、《加拿大的月亮》 

诗集《旋转的秋千》 

王蒙被称为“最新文艺思潮的代表作家”。 

《春之声》是王蒙借鉴“意识流”创作手法的代表作。 

《围城》 

文学常识 

钱钟书，字默存，1910 年生于江苏无锡。现代著名学者.作家《谈艺录》《写在人生边

上》《管锥篇》《七缀集》 

《围城》是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故事主要写抗战初期

知识分子的群相。 

《西风颂》雪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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