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答论述题整理

1、神话的基本特征：

2、简述我国古代神话神话与传说的区别：

3、试论我国古代神话对后世文学发展的影响。

4、《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的依据及其各自的含义是什么？

5、简述《七月》的内容梗概。

6、试述《诗经》最具影响的两类作品——情爱诗和社会政治诗的内容。

7、分析《诗经》史诗重要篇章的艺术特色。（即《大雅》五篇史诗的主

要内容）

8、论述《诗经》的主要文学成就。

9、结合具体作品说明赋、比、兴的含义。

10、简述《老子》的文学价值。

11、简述《论语》的文学特色。

12、简述《墨子》的文章特点。

13、简述《荀子》说理文特色。

14、简述《韩非子》说理文的特点极其寓言的特点。

15、试述《左传》的文学特色。



16、试述《战国策》的文学特色。

17、试论《孟子》文章的主要特点。

18、试论《庄子》寓言特色。（即《庄子》的文学特色）

19、简述《九歌》艺术表现的特点。

20、简述《招魂》的艺术特色。

21、试叙楚辞产生的相关要素。

22、试论楚辞的文体特点。

23、试论《离骚》的思想内容。

24、试论《离骚》的主要艺术特色。

25、试论《九辩》的艺术特色极其与《离骚》思想、艺术上的异同。

26、概述《谏逐客书》的主要特点。

27、简述贾谊散文的代表作及其特点。

28、简述晁错散文的代表作及其特点。

29、论述《史记》描写人物的艺术特点

30、简述贾谊骚体赋的创作特点。

31、简述枚乘开创大赋体式的《七发》及其特点。



32、简述《天子游猎赋》所代表的汉大赋的主要特点。

33、论述杨雄大赋的创作特点。

34、论述王褒《洞箫赋》在咏物赋发展中的地位。

35、论述班固《两都赋》。

36、论述张衡在赋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37、试叙汉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

38、试叙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

39、试叙《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

40、试叙《古诗十九首》的时代背景及主要内容。

41、简述曹操诗歌思想内容及创作成就。

42、简述曹丕诗歌的特点。

43、简述王粲诗歌艺术特点。

44、试论曹植诗歌的艺术成就

45、试论五言《悲愤诗》内容及艺术特点。

46、试论正始思潮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47、试论阮籍《咏怀诗》的艺术成就。

48、试论嵇康诗的特色。



49、简述游仙诗的渊源及内容的二种不同倾向。

50、试论太康诗歌的内容特点和艺术形式特点。

51、试论左思《咏史》的艺术成就。

52、试论郭璞《游仙诗》的主要内容及艺术特色。

53、简述陶渊明的思想及人生境界。

54、试论陶渊明田园诗的思想内容。

55、试论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境界。

56、简述鲍照诗歌的内容。

57、简述北朝民歌内容与艺术。

58、简述南朝民歌艺术特点。

59、简述元嘉诗歌创作新特点。

60、简述宫体诗发生发展的三个阶段。

61、简述宫体诗及其特点。

62、试论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成就。

63、试论鲍照诗歌的艺术成就。

64、试论谢眺诗歌的艺术成就。



65、试比较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异同。

66、简述《三都赋》的特点。

67、简述建安赋作的特点。

68、简述《大人先生传》与《与山巨源绝交书》艺术之异同。

69、试论《搜神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

70、试论《世说新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

71、试述《典论?论文》的主要内容。

72、试述《文赋》关于创作构思的论述。

73、试论《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

74、试论《诗品》的文学批评成就。

75、简述初唐四杰在创作上的共同特点。

76、概述初唐四杰诗歌的创作特点。

77、简述陈子昂《感遇》的思想内容。

78、试论陈子昂诗歌的风骨兴寄及其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79、简述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特点。

80、简述王昌龄七绝的清刚之美。（即七绝的主要特点）

81、试论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



82、试论王维、孟浩然田园山水诗的不同特点。

83、试论高适《燕歌行》的思想情感和艺术特色。

84、岑参边塞诗的艺术特色。

85、简述李白绝句的艺术特色。

86、试述李白诗歌的主要艺术特色。

87、简述杜甫以时事入诗的新题乐府《兵车行》的创作特点。

88、简述杜甫七律代表作《登高》的艺术特色。

88、试述杜诗写实手法的表现。（即写实手法的特点）

89、试述杜甫《秋兴八首》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90、试论杜诗的集大成。

91、试论大历十才子作品的艺术特色。

92、试论顾况和李益的诗风对盛唐诗歌向中唐诗歌演变转换时的影响。

93、试论白居易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的不同特点。

94、试论元稹对新乐府诗创作的推动作用。

95、试论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及在诗歌中的创新。

96、试比较白居易与元稹在艺术上的异同。



97、简述刘禹锡咏史诗的特点。

98、简述刘禹锡竹枝词的艺术风格。

99、简述柳宗元《江雪》、《渔翁》诗的意境与艺术风格。

100、试论李贺诗歌的艺术特征。

101、试论柳宗元诗歌的主要内容。

102、试论刘禹锡、柳宗元被贬谪后创作的诗有何不同之处。

103、简述李商隐无题诗的内容和特征。

104、试论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

105、试论杜牧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

106、试叙贾岛和姚合的“苦吟”与孟郊有何不同。

107、试叙韩柳古文理论对散文革新运动的推动作用。（即韩柳古文理论

有哪些观点）

108、试论韩愈古文成就的表现。

109、简述柳宗元人物传记的特点。

110、简述元山水游记的艺术特色。

111、简述柳宗元寓言散文的特色。

112、简述唐传奇与志怪小说的区别。



113、简述唐传奇的艺术成就。

114、简述冯延巳的婉约词风和优美意境。

115、试论温庭筠《菩萨蛮》二首的艺术风格。

116、试论李煜前期词与后期词的不同。

117、试分析温庭筠与韦庄词的异同。

118、简述欧阳修散文“六一风神”的美学风格

119、简述王安石的“王荆公体”诗有何特点

120、试述苏轼散文的艺术成就

121、苏轼散文总的艺术特色是：

122、苏轼诗歌的内容：

123、试叙苏轼诗歌的艺术特色

124、试叙苏轼词在宋词发展变革中的重要地位和贡献

125、简述苏轼的“以诗为词”

126、简述苏轼词的风格

127、简述黄庭坚“山谷体”的艺术特点

128、简述黄庭坚“山谷体”的风格特征

129、简述晏殊《珠玉词》的艺术特色



130、试叙北宋词的发展，至柳永出而为一大变（即柳咏词在宋词发展中

的重要地位）

131、简述柳永词的俚俗色彩

132、周邦彦词的“集大成”体现在哪些方面？

134、试叙周邦彦清真词的艺术特色

135、简述秦观婉约词的艺术特色

136、简述秦观词的情致的表现

137、试叙“易安体”的艺术特点

138、简述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所体现的审美追求和诗歌创作观

139、简述元好问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

140、简述白朴历史剧《梧桐雨》的创作特色和寓意。

141、简述白朴爱情戏剧《墙头马上》的艺术的风格

142、试叙马致远《汉宫秋》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143、试叙《西厢记》的艺术成就？

144、简述《西厢记》在体制上的突破

145、试叙《西厢记》的人物塑造艺术

146、简述《西厢记》的词章之美



1、神话的基本特征：

一、神话都是想象或幻想的；

二、神话是远古人类对所观察或经历的自然界或社会现象的解释和说明，

只是它经过了“幻想”的加工，成为了想象中的“神化”了现实生活；

三、神话反映着远古人类解释自然（或社会）并征服自然（或社会）的愿

望；

四、神话只能产生在史前的远古时代，它是人类还没有能力对自然现象和

社会现象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时代的产物。

2、简述我国古代神话神话与传说的区别：

一、神话的产生要比传说早；

二、神话是传说的故事原型，传说是神话的社会历史化；

三、神话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的神异色彩，而传说则内含着人间的行为原

则。

3、试论我国古代神话对后世文学发展的影响。

一、神话的艺术规则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示了方向。神话所开创的为人生

的主题，事实上成为了我国文学发展的主流。神话富于情感、富于形象、

富于想象的特征，也极大地影响着后世文学的发展。

二、丰富多彩的神话作品，成为后世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

源泉。如：屈原的楚词、庄子散文、李白诗歌等；明清小说如《西游记》

《封神演义》等。

4、《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的依据及其各自的含义是什么？

一、是依据音乐的不同来分类。

二、“风”是指各地不同的音乐。“雅”是雅正之声，指周王朝京畿地区的音

乐。雅又分为小雅、大雅，也是缘于音乐的不同。“颂”是宗庙祭祀用的舞

曲。

5、简述《七月》的内容梗概。

一、《七月》这首诗叙说农夫一年四季无休无止的辛苦劳作。



二、全诗八章，大体依照春耕、蚕桑、收割、打猎、修缮房屋和年关祭祀

的次第，按月歌唱，平铺直叙一年四季适应不同节候的各种劳作，也反映

了农夫在衣、食、住等方面的情况，有较大的史料价值。

6、试述《诗经》最具影响的两类作品——情爱诗和社会政治诗的内容。

社会政治诗的内容：

A.下层人民抨击政治的诗：

一、表达下层人民对统治者的讽刺和对治国政策的批评，形象生动，情感

浓郁。

1、揭露宫闱丑行，如《邶风·新台》

2、对于贵族统治者的荒淫无耻，人民极度愤慨，予以严厉批评，如《鄘

风·相鼠》

二、反映当时繁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苦难，抒发愤怨情绪。如《邶风·击
鼓》、《王风·君子于役》

三、对剥削现象表示不满。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

B.官吏对政治表达不满的诗如《邶风·北门》

C.抒发生活郁懑和人生忧伤的诗。如《王风·黍离》

D.称颂执政者的诗

情爱诗的内容：

A.歌咏美丽的爱情，反映出周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如《郑风·溱洧》写男女

自由表达爱情；《邶风·静女》诗风温文典雅。

B.《诗经》中还有许多抒写婚姻生活的诗。如《周南·桃夭》。

C.还有一些诗，在歌唱婚恋爱情的同时，也反映着某些相关的社会问题。

如《郑风·将仲子》

7、分析《诗经》史诗重要篇章的艺术特色。（即《大雅》五篇史诗的主

要内容）

《大雅》五篇史诗包括：《生民》、《公刘》、《绵》、《皇矣》、

《大明》

一、叙述了周人之始祖后稷出世直到武王灭商的一些史迹和传说。

二、有选择地描绘具体的事件，从而歌颂先祖的功勋，抒发了周民对先王

的崇敬和爱戴之情。

三、周人史诗还有先祖神话的记述，如《生民》写始祖后稷的出生。



四、总结历史教训，提出了治国思想，也是周人史诗的主要内容。

8、论述《诗经》的主要文学成就。

一、抒情与写实的统一

《诗经》305 篇，基本是抒情诗和叙事诗，而以抒情诗占多数，真实率直

的抒情，和情感化的叙事，是《诗经》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首先，作者所抒发的情感是真实的。如：《伐檀》、《硕鼠》

一类地位不平等和不劳而获现象表示不满的诗；又如情爱诗《氓》。

其次，作者抒发情感的方式是坦率的。如《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

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
再次，叙事诗的诗作中也包含着作者的情感。如《七月》叙述农夫一年四

季辛勤繁忙的劳作，内心却涌动着一股浓郁的不平之气。

二、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方式

1.赋是《诗经》中运用最多的表现方式。它可以是直接叙事，也可以是直

接的刻画描写，还可以是直言其志或直抒胸臆。

A.直接叙事的如：《七月》

B.直接刻画描写如：《溱洧》以春日为背景，继而特写一对恋人相约游玩

的对话，最后又转向青年男女踏春游戏热闹场面的描写。

C.直言其志和直抒胸臆，社会政治诗、情爱诗都是如此。

2.比，一般说就是比喻。

A.修辞意义的手法，诗经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形，如《卫风·硕人》中连用六

个比喻描摹卫庄公夫人庄姜的美丽。

B.另一种情形是整首诗用比，如《魏风·硕鼠》等。

3.兴，就是起兴或发端，一般处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位置。兴与诗歌

情思相关时，一般会起到烘托或与诗歌意义发生某种联系的作用，起到起

韵的作用。

A.兴与诗歌情思相关，如《关雎》的起兴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以此起

彼伏的水鸟和和鸣，比喻青年男女的求偶。

B.兴与诗歌情思不相关的，如《唐风·山有枢》

三、形式和语言方面的几个特点

1.重复复沓的结构形式。

A.字词随变而意义相同，如《关雎》。《诗经》中这类同义复沓的重章之

歌较多，其回环往复的咏唱，加强了抒情效果。



B.改变字词后使诗章间形成意义上的层递关系，如《黍离》。

2.语言上，《诗经》以四言为基本句式，但又参差变化，比较灵活，如

《伐檀》“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节奏鲜明，音韵谐恰，有天然

的音乐美感。词汇丰富、大量的双声叠韵的连绵词和叠字，增加了诗歌的

韵律美。

9、结合具体作品说明赋、比、兴的含义。

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为“六诗”或“六义。

1.赋是《诗经》中运用最多的表现方式。它可以是直接叙事，也可以是直

接的刻画描写，还可以是直言其志或直抒胸臆。

A.直接叙事的如：《七月》

B.直接刻画描写如：《溱洧》以春日为背景，继而特写一对恋人相约游玩

的对话，最后又转向青年男女踏春游戏热闹场面的描写。

C.直言其志和直抒胸臆，社会政治诗、情爱诗都是如此。

2.比，一般说就是比喻。

A.修辞意义的手法，诗经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形，如《卫风·硕人》中连用六

个比喻描摹卫庄公夫人庄姜的美丽。

B.另一种情形是整首诗用比，如《魏风·硕鼠》等。

3.兴，就是起兴或发端，一般处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位置。兴与诗歌

情思相关时，一般会起到烘托或与诗歌意义发生某种联系的作用，起到起

韵的作用。

A.兴与诗歌情思相关，如《关雎》的起兴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以此起

彼伏的水鸟和和鸣，比喻青年男女的求偶。

B.兴与诗歌情思不相关的，如《唐风·山有枢》

10、简述《老子》的文学价值。

一、形象化的说理。即通过可感知的有形事物，比喻说明抽象的道理。

二、语句上的韵散结合。《老子》的语句简短而比较整齐，有的整章用

韵，有的韵散相间。

11、简述《论语》的文学特色。

一、《论语》多为简短语录，词约义丰。

二、有的章节能够通过言谈举止表现人物的形象和性格。



12、简述《墨子》的文章特点。

一、有小到大，连类比喻，逐层推理。

二、质朴无华，遣词造句口语化。

13、简述《荀子》说理文特色。

一、论题集中，逻辑严密，说理透辟，淋漓尽致。

二、长于比喻而少用寓言的特色。《荀子》中寓言极少，而他为了说理所

使用的比喻，却丰富多彩，层出不穷。

14、简述《韩非子》说理文的特点极其寓言的特点。

一、明切犀利，冷峻峭拔，而极善分析，条理严密，议论透彻。揭破世间

实情毫不掩饰，能道他人所不敢道，词锋锐利。明切和犀利，造成了作者

散文冷峻峭拔的风格。

二、韩非子最具文学色彩的是他的寓言。《韩非子》中共有寓言 300 多

则。如“买椟还珠”、“狗恶酒酸”等。

15、试述《左传》的文学特色。

一、文学性的剪裁和历史事件的故事情节化。如，《郑伯克段于鄢》，记

叙春秋初期郑国王室内部兄弟、母子之间一场争夺王位的残酷斗争。这一

场历时长久的劝争，《左传》作者仅用了 500 余字，就把时间的起因、发

展、结尾叙述的得明白生动。

二、刻画人物性格神形毕现，有立体感。如，《晋公子重耳之亡》叙述重

耳历经 19 年的流亡生涯，从一个贪图安逸的贵公子，最终成长为一位心

胸宽阔、胆识具备的政治家。

三、生动的场面描写和传神的细节描写。《左传》擅长写战争著称，它记

叙了春秋时期许多场大大小小的战役，往往注重对双方战前谋划的叙述。

四、善于叙写外交辞令，理富文美。

16、试述《战国策》的文学特色。

一、铺张辩丽，夸饰恣肆的风格。如苏秦说秦惠王连横以争天下的说辞，

排比夸饰，气势丰沛。

二、把握对方心理，循循善诱，以情理服人。如《触龙说赵太后》



三、摹绘人物，形貌毕肖。如，《苏秦始将连横》写苏秦说秦王失败而归

的形象，回家后“妻不下紝，嫂不为炊”。当苏秦游说成功后“父母闻之，清

宫除道，张乐设饮，效迎三十里”。
四、引譬设喻，善用寓言。比喻如，“狡兔三窟”、“抱薪救火”，寓言：“狐
假虎威”、“画蛇添足”、“惊弓之鸟”等。

17、试论《孟子》文章的主要特点。

一、雄辩色彩

A.把握对方心理，循循诱导，引导对方不知不觉地投入到自己设置的机关

中，使对方心悦诚服。

B.气势丰沛，是非鲜明，一旦对方被纳入，便铺张扬厉，纵横恣肆，步步

逼近，不给对方辩驳的机会。（例《许行》）二、善于以典型事例、比喻

和寓言说理。

典型事例如，《齐恒晋文之事章》齐宣王以羊易牛的事实。比喻如，为了

说明“不能”与“不为”，以“挾太山以超北海”、“为长这折枝”。
寓言故事，著名的如《梁惠王》“五十步笑百步”、《公孙丑上》“揠苗助

长”等。

18、试论《庄子》寓言特色。（即《庄子》的文学特色）

一、奇幻诡的想象，如《逍遥游》

二、人物形象的出神刻画，如《逍遥游》

三、细腻逼真的描写。

四、偕趣和讥刺横生。如《秋水》

19、简述《九歌》艺术表现的特点。

一、屈原在《九歌》中既写出了神的灵异，更写出了神的“人性”，神性和

人性统一在一起。如《湘君》、《湘夫人》，表现湘水之神相互爱慕追求

却终于不遇的波折变化的心境。抒写神与神之间、神与人之间的恋爱故

事，使祭神歌曲带有侬侬的人间情味。

二、叙写神灵的活动和神灵的情感，描绘神灵的环境和气氛，是一种清新

幽眇的境界。

20、简述《招魂》的艺术特色。



一、结构精密完美。依据方位和事物层层铺叙渲染的表现方式。

二、长于铺排描摹，例如它写四方的恐怖，罗列众多可怕的事物，还描绘

出它们可怕的形象。

21、试叙楚辞产生的相关要素。

一、与楚声、楚歌有直接联系。楚辞即使不能歌唱，也要用“楚声”来诵

读。楚辞的许多诗篇都有“乱”辞，它们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更表明楚词

与楚乐有亲密关系。二、楚辞的产生与楚国民间“巫歌”关系密切。宗教的

歌舞，对楚辞有几个方面的直接影响：

1.《九歌》就是在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2.祭神仪式中，巫师装扮成不同的神祗，载歌载舞，就像戏剧一样。这样

神秘浪漫而具有故事性的歌舞，对楚辞的构思和表现都有影响。如《离

骚》写恶咸降神。

3.民间祭神巫歌，富有神奇的想象或幻想，孕育着丰富的神话故事，这些

都成为楚辞的养料和特征。如《九歌》中的神鬼，《离骚》中的天界。

三、楚辞中充满着楚地风物的描写，使用着道地的楚地方言等。

四、楚辞是在南北文化交流的新的时代环境下，诞生于楚国的地域特色鲜

明的新诗体。

以上种种，说明楚辞确乎是楚文化的产物，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22、试论楚辞的文体特点。

一、从诗风言，铺排夸饰，想象丰富，是楚辞的共同特征。如《离骚》充

满奇幻不拘的想象，抒发真情层进反覆。二、从体式言，楚辞较之《诗

经》，篇幅极大增长，句式也有四言为主变为长短不拘，参差错落。三、

就语言说，楚辞多用楚语楚声，楚地的方言词语大量涌现，另外，“兮”
字、“些”字作为虚词叹语成为楚辞的

一个鲜明标志。

23、试论《离骚》的思想内容。

一、“美政”理想和深沉的爱国情感。屈原向往“前圣”治国君明臣贤、君臣

和谐的境界，提出“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具体治国方略。



二、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坚韧品和疾恶如仇的批判精神。贵族大臣群起而

攻，迫害屈原，但屈原仁不放弃他的政治理想而苦苦追求，《离骚》写他

上天入地，寻求出路，就是他追求理想实现的形象描绘。批判精神在于他

坚定不移地追求光明理想的同时，也直接揭批黑暗、指斥奸佞。

24、试论《离骚》的主要艺术特色。

一、浓烈的激情和奇幻的想象。《离骚》前半回顾往事，追忆身世、理想

和遭遇，基本是写实，但那些比兴手法铺叙夸饰自己的美好品质的诗句，

已具有奇异想象的特色；后半写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则更是火一样的浓烈

激情、忠贞

深沉的爱国情感，通过奔腾飘逸、上天入地的想象淋漓尽致地喷发出来。

二、洁纯美、独立不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高贵的出身，崇高的理想，峻

洁纯美、独立不屈的人格，及其异常浓烈的情感，构成了抒情主人公超凡

脱俗的完美想象，具有象征意味，表现了这篇抒情长诗的精神实质。

三、比兴手法的拓展。它把《诗经》片段的比兴发展成为长篇诗歌中比兴

的连续使用，还把《诗经》那种喻象、喻体各自独立的单纯比喻合二为

一。在《诗经》基础上拓展的寄情于物、托物抒情的表现手法，形成了我

国文学中著

名的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的传统，影响深远。

四、结构特点。全诗都围绕着，诗人忠贞不渝的故国情感和追求崇高理想

九死不悔的精神来谋篇布局的。前半部分回顾历史，实写，后半部分对理

想之实现的探索，虚写。

五、形式和语言特色。既采用了民歌形式，也汲取了散文的笔法，成为一

种句式长短不拘、韵句散语相间的新的文学表现形式。《离骚》后半表现

诗人的思想活动，往往设为主客问答，铺排描写。语言丰富多彩、双声叠

韵比比皆是。

25、试论《九辩》的艺术特色极其与《离骚》思想、艺术上的异同。

一、《九辩》的思想境界不及《离骚》尽管它也有自标高洁的咏叹和批

判、揭露政局的黑暗，但是缺少屈原那种激切的情思和追求理想九死不悔

的精神。面对不平际遇，他采取退守保身的态度，甚至感恩阿谀之嫌。

二、表现看，《九辩》不失为楚辞中一篇精品。

A.



长于铺排描摹，并在描绘中创造较为圆融的意境。如开头那段广为传涌的

文字，渲染秋气之肃杀肃瑟，草木衰落、山空水瘦，天高气清的空阔凄疏

之景等。诗人的际遇悲伤之感，被肃杀凄凉的秋景烘托得更加深切浓重。

B.细致入微的刻画描写。写落木之枝萎叶衰，从叶片到枝干，由形态到色

彩，都刻画得细微真切。

C.《九辩》的造语用词也很可称道。韵散相间，长短不拘，参差错落，抑

扬变化。

26、概述《谏逐客书》的主要特点。

一、《谏逐客书》以逐客不利于秦的统一为中心，首先铺叙历史上客卿辅

助秦国并使之国富兵强的事实，以说明客卿不曾有负于秦；其次叙说秦始

皇看重外国的好玩之物，而轻视客卿的事实，论定其重物轻人的错误；最

后分析纳客和逐客的利害关系指出逐客非但不利于秦的统一大业，还会使

秦国趋于危亡。结构严密。二、文章罗列众多事实，极力铺陈，颇具纵横

家法。

27、简述贾谊散文的代表作及其特点。

一、拒实设论，理直气壮，深情恳切，是贾谊散文的重要特点之一。如

《治安策》开头即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

为长太息者三。”
二、文章铺饰排比，渲染淋漓，深得先秦纵横家说辞的风神。如《论积贮

疏》是贾谊散文中的名篇。

28、简述晁错散文的代表作及其特点。

一、切实中肯，论精识深，擅长分析，言之凿凿。如《论贵粟疏》以有力

的论据，说明轻赋役以劝农功，贵粟而贱金玉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

二、晁错散文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战国策士的纵横家风气，辞藻谐偶，

句式铺排。如《上书言兵事》论“得地形”。

29、论述《史记》描写人物的艺术特点

一、精巧的剪裁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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