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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常谈》基础知识练习 

一、作者常识 

朱自清，原名自华，字      ，号      ，后改名自清。著名的散文家、诗人、教育家。 

代表作有            、            、           等。 

二、作品内容 

《经典常谈》分       个专题介绍了一些主要的古代经典，分别是：            、

《周易》、《尚书》、            、三礼、《春秋》三传、            、《战国策》、

《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脉络。 

1、《〈说文解字〉第一  

一、填空题 

1.仓颉泄漏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所以他造字的时候,“__________________”。 

2.仓颉造字的传说, __________________末期才有。 

3.《荀子·解蔽篇》说:“好书者众矣, __________________,一也。” 

4. 始 皇 为 了 统 一 文 字 , 教 李 斯 作 了 __________________ 七 章 , 赵 高 作 了

__________________六章,胡母敬作了__________________七章。 

5.古代书写文字的方法，除“__________________ ”和“铸”外，还有“书”和

“__________________”，因用的材料而异。 

二、选择题 

1、《说文解字》是(          )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 

A、文学   B、言学     C、史学        D、文字学 

2.《说文解字》的作者是(         )。 

A.汉 许慎     B.秦 许慎     C.汉 仓颉      D.远古 仓颉 

3.《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照(        )来编排的汉语字典。 

A.首       B.节        C.体        D.别 

4.《说文解字》全书囊括了(       )个部首,收录了(       )多个

汉字 

A.40  8000   B.450  8000    C.540  9000   D.450   9000 

5.造字和用字有六个条例，称为“六书”，下列不属于造字条例的是(      ) 

A.象形     B.事         C.意       D.注 

2.《周易》第二 

一、填空题 

1. 讲 五 行 的 经 典 有 《 __________________ 洪 范 》 , 讲 八 卦 的 经 典 有

《__________________》。 

2.八卦相传是__________________画的。 



 

2 

3.“易”有三个意思:简易,__________________,不易。 

4.《周易》现在已经变成了经__________________典的第一部。 

二、选择题 

1.儒家将《周易》分为(        )(         )两个部分。 

A.《易》《经》B.《经》 《传》 C. 《书》 《传》 D. 《易》 《传》 

2.《易经》中象辞有很多言语和(        )一书相近。 

A.《孟子》B.《尚书》C.《论语》D.《礼记》 

3.(         )是最重要的一部《易传》。 

A.《系辞》     B.《文言》      C.《序卦》   D.《八卦》 

4、儒家的《周易》是(        )化了的。 

A.文学     B.政治    C.民俗     D.哲学 

5.《说卦》推演卦象，说明某卦的观念象征着自然界和人世间的某些事物。譬如，

乾卦象征着(         )之类。 

A.天和母      B.天和父      C.天和地       D.地和母 

3.《尚书》第三 

一、填空题 

1.《尚书》是中国最古的__________________的历史。 

2.记事比较的是__________________的,记言比较的是__________________的。 

3.《尚书》包括__________________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

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 

4.第一是清初的阎若璩,著《__________________》。第二是惠栋,著《古文尚书考》,

两书辨析详明，证据确凿，教伪孔体无完肤，真相毕露。但将作伪的罪名加在梅赜头上，

还不免未达一间。第三是清中叶的丁晏，著《尚书余论》，才将真正的罪人王肃指出。

千年公案，从此可以定论。 

二、选择题 

1.《尚书》的主要思想其实就是(      )，在上古时期，统治者们只要搬出

“上天”和“先祖”来，就能让臣民信服，能够有效地解决纷争。 

A.“鬼治主义”   B.“礼治”   C.“法制”    D.“以人为本” 

2.伪《古文尚书》是(        )末年，魏国的王肃伪作的《古文尚书》，

这部书还带着(       )的传。 

A.汉  鲁恭王   B.三国  孔安国 C. 东晋  梅赜 D. 西汉  孔安国 

3.伪《古文尚书》一直流传到(         )初期才被人们识破。 

A.晋朝   B.汉朝    C.明朝      D.清朝 

4.儒家所传的“五经”中，(         )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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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周易》   B.《诗经》   C.《春秋》   D.《尚书》 

4.《诗经》第四 

一、填空题 

1.歌谣可分徒歌和乐歌,__________________随口唱,__________________随乐器

唱。 

2.今《诗经》共__________________篇,其中六篇有目无诗,实存三百零五篇。 

3.《诗序》有《大序》《小序》。《大序》托名__________________,《小序》约

出自__________________。 

4.最有权威的毛氏《诗传》和郑玄《__________________》差不多全是断章取义，

甚至断句取义——断句取义是在一句两句里拉出一个两个字来发挥，比起断章取义，真

是变本加厉了。 

5. __________________本是唱诗给人听，但在《大序》里，也许是“直铺陈今之

政教善恶”的意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都是《大序》所谓“主

文而谲谏”，不直陈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讽刺叫“谲谏”。 

二、选择题 

1.《国风》是(        )的意思。 

A.国官乐  B.国土乐  C.国祭祀之乐   D.国贵族之乐 

2.比、兴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诗篇(        )的叫做兴。 

A.发端      B.间      C.尾        D.题 

3.《诗经》中除了风、雅、颂,还有两篇“南”,分别是(        )。 

A.《周南》 《召南》   B.《商南》 《召南》 

C.《周南》《鲁南》     D.《商南》 《周南》 

5.三《礼》 第五  

《“三礼”第五》基础练习 

一、填空 

1、许多人家的中堂里，供奉着“        ”的大牌位。    代表生命

的本源。   是祖先的意思，祖先是家族的本源。   是政教的本源。人情不能忘

本，所以供奉着这些。荀子只称这些为礼的     。 

2、荀子是     大师。儒家所称道的礼，包括              

等等，却都加以合理的说明。从那“三本说”，可以知道儒家有拿礼来包罗万象的

野心，他们认礼为治乱的根本；这种思想可以叫作       。 

3、    生万物，是个很古的信仰。这个天是个能视能听的上帝，管生杀，管

赏罚。在地上的代表，便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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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子     ，和子孙祭祖先一样。    生万物是个事实。人都靠着地

里长的活着，地里长的不够了，便闹饥荒；地的力量自然也引起了信仰。天子诸侯

祭    ，祭    ，都是这个来由。 

5、王道不外乎     ，     是王道的一部份，按儒家说是 

         的。既通乎人情，自然该诚而不伪了。 

6、《老子》里攻击礼，说“          ”；后世有些人攻击礼，说

“                ” ； 近 来 大 家 攻 击 礼 教 ， 说

“          的”。这都是指着那些个        说的。 

7、   教人平心静气，互相和爱，教人联合起来，成为一整个儿。乐

有           的 功 用 ， 所 以 与      是 相 通 的 。 按 儒 家 说 ，

礼、           ，到头来只是一个道理；这四件都顺理成章了，便是王道。 

8、孔子教学生要“                ”；那时要养成一个人才，

必需学习这些。 

9、关于礼，汉代学者所传习的有三种经和无数的“记”。那三种经是《    》、

《      》、《     》。《     》已亡佚，《    》和《    》

相传都是     作的。 

10、《      》大约是当时实施的礼制，但多半只是士的礼。《     》

可以说是      和        的混合物； 

11、《周礼》却是一套理想的            。 

12、“记”是儒家杂述礼制、礼制变迁的历史，或礼论之作；所述的礼制有实施的，

也有理想的，又叫作《      》。 

13、汉代所见的“记”很多，但流传到现在的只有三十八篇《       》和

四十九篇《      》。后世所称《     》，多半专指《      》说。

大戴是     ；小戴是     ，戴德的侄儿。相传他们是这两部书的编辑人。

但二戴都是      的《仪》、《礼》专家。 

二、简答： 

1、“三礼”指的是那“三礼”？作者分别是谁？ 

                                    

                      

2、请同学们谈谈《礼记》的发展史。 

                                    

                  

 6.《春秋》三传  第六  

《“春秋三传”第六》基础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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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填空 

1. “       ”是古代           的通称。古代朝廷大事，

多在春、秋二季举行，所以记事的书用这个名字。各国有各国的春秋，但是后世都不传

了。传下的只有一部《       》，《         》成了它的专名，便

是《          》了。传说这部《       》是     作的，至

少是他编的。 

2. 但是《      》里所载的《春秋经》，获麟后还有，而且在记了“孔子

卒”的哀公十六年后还有：据说那却是他的弟子们续修的了。这个故事虽然够感伤的，

但我们从种种方面知道，它却不是真的。 

3. 《      》只是        的旧文，     不曾掺进手去。 

4. 《        》可是一部       ，里面所记的       ，

有  

    次和西方科学家所推算的相合，这决不是偶然的。 

5. 书起于    元年，到     十四年止，共     年（西元前七二

二——四八一）；后世称这二百四十二年为     。书中纪事按年月日，这叫

作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     。书中虽用鲁国纪元，所记的却是各国

的事，所以也是我们      

        史。 

6. 所记的齐桓公、晋文公的霸绩最多；后来说“      ”是《   》大

义，便是从这里着眼。 

7. 古代史官记事，有两种目的：一是    ，二是     。《国语》记楚

国申叔时论教太子的科目，有“春秋”一项，说“春秋”有         的作用，

可以戒劝太子的心。 

8.      是第一个开门授徒，拿     教给平民的人，《     》

也该是他的一种科目。 

9. 《   》、《     》、《    》，所谓《春秋》三传里，所引孔

子解释和评论的话，大概就是检的这一些。 

10. 三传特别注重《春秋》的     作用；征实与否，倒在其次。按三传的

看 法 ， 《 春 秋 》 大 义 可 以 从 两 方 面 说 ： 其 一

是 ：                                     

         ； 其 二

是 ：                                     

      。前者是             ，后者是          的

程序。这都是     。而      ，也包括在王道里。 



 

6 

11. 《春秋》里记灾，表示    ；记鬼，表示     ，也还是     

       意思。 

12. 三传之中，公羊、谷梁两家全以    为主，左氏却以     为主。 

13. 《左传》这部书，汉代传为鲁国        所作。 

14. 《左传》以外，还有一部分国记载的《    》，汉代也认为     所

作，称为《      》。后世学者怀疑这一说的很多。 

15. 《左传》这部书大体依《    》而作；参考群籍，详述史事，征引孔子

和别的“      ”解经评史的言论，吟味书法，自成一家言。 

16.     作《     》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艳”是文章

美，“富”是材料多，“巫”是多叙鬼神，预言祸福。这是句公平话。注《左传》的，

汉代就不少，但那些许多已散失；现存的只有晋杜预注，算是最古了。 

17.      作《    》，论到《     》，说“其文缓，其旨远”，

“缓”是委婉，“远”是含蓄。这不但是好史笔，也是好文笔。所以《左传》不但是     ，

也是       。 

18. 《左传》的文学本领，表现在      和       上。春秋列国，

盟会颇繁，使臣会说话不会说话，不但关系荣辱，并且关系利害，出入很大，所以极重

辞令。 

二、简答： 

1.“春秋”三传指哪三传？作者分别是谁？ 

                                    

                      

2. 《春秋》分两个方面分别是什么？ 

                                    

                  

  
 

7.《四书》第七 

《四书》基础练习 

一、填空 

1.五经是《      》、《     》、《     》、《    》、《     》； 

2.四书按照普通的顺序是《      》、《     》、《     》、《     》，

前二者又简称《      》、《     》，后二者又简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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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举是一种竞争的考试制度，考试的主要科目是         ，题目都出在

“    ”里，而且是     的“四书”里。 

4.这四种书原来并不在一起，《    》、《    》都在《    》里，《    》、

《    》是单行的。这些书原来只算是     书，朱子原来也只称为

“      ”。 

5.但最初用力提倡这几种书的是          兄弟。他们说：“《     》

是     的遗书，是初学者      的门径。只有从这部书里，还可以知

道       的程序。 

6.他们是很推尊《     》的。他们在另一处说：“‘不偏’叫作‘中’，‘不易’

叫作‘庸’；‘中’是        ，‘庸’，是      。《     》

是            的书，是子思记下来传给       的。书中所述的

人生哲理，意味深长；会读书的细加玩赏，自然能心领神悟终身受用不尽。” 

7. “ 六 艺 ” 指                  。 大 学 里

教    、    、    、    的道理。所教的都切于民生日用，都是实

学。《大学》这部书便是古来大学里教学生的方法，规模大，节目详；而所谓“格物、

致知、诚意、正心、    、       、       、    ”，是循

序渐进的。程子说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就是为此。所以程子举为初学者      。 

8.《论》、《孟》虽然也切实，却是“             ”，浅深先后，次

序既不分明，抑扬可否，用意也不一样，初学者领会较难。所以程子放在第二步。 

9.至于《      》，是     的心法，初学者领会更难，程子所以另论。 

10.但朱子认为，有了《     》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    》、《    》

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    》、《    》的旨趣，也便能领会《    》

里的心法。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

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本。 

11.至于顺序变为《学》、《庸》、《论》、《孟》，那是书贾因为《    》、《    》

篇页不多，合为一本的缘故；通行既久，居然约定俗成了。 

12.照近人的研究，《     》的思想和文字，很有和      相同的地方，大

概是        的著作。 

13.《      》是孔子弟子们记的。《      》据说是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

丑、万章等共同编定的。儒家称孟子为“      ”，次于孔子。 

14.《      》传授心法，正是     的根本。将它加在《    》、《    》、

《   》之后而成“      ”，朱子死后朝廷将他的“四书”注审定为官书，

从此盛行起来。他果然成了传儒家道统的大师了。 

15.九经：《    》，《    》，《    》，三《礼》，《春秋》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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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十三经：《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    》，《    》，

《     》，《     》。 

8.《战国策》第八 

《战国策》基础练习 

一、填空 

1.春秋末年，列国大臣的势力渐渐膨胀起来。晋国让   、   、   三家分了。

这些，     只得承认了。这是       崩坏的开始。那时候周室也经过了

内乱，土地大半让邻国抢去，剩下的又分为    、    ；东、西周各有君王，

彼此还争争吵吵的。 

2.    、    、    、    、    、     、    ，称

为“七雄”。 

3.封建制度既然在崩坏中，七雄便各成一单位，各自争存，各自争强；国际政局比春秋

时 代 紧 张 多 了 。 战 争 也 比 从 前 严 重 多 了 。 孟 子 说 ：

“                                 。”可见那

凶惨的情形。后人因此称这时代为               。 

4.那时候君主和大臣都竭力招揽有技能的人，甚至学鸡鸣、学狗盗的也都收留着。这是

所谓“      ”、“     ”的风气。其中最高的是    ，是    。 

5.外交办得好，只凭口舌排难解纷，可以免去战祸；就是不得不战，也可以多找一些与

国，一些帮手。担负这种外交的人，便是那些    ，那些        。6.这

时候的游说之士，有的劝六国联合起来     ，有的劝六国联合起来亲秦。前一派

叫“    ”，是联合南北各国的意思，后一派叫“     ”，是联合东西各国

的意思——只有秦是西方的国家。 

7.合纵派的代表是   ，连横派的是     ，他们可以代表所有的战国游说之士。 

8.后世提到游说的策士，总想到这两个人，提到纵横家，也总是想到这两个人。他们都

是         的弟子。 

9.苏秦使锥子扎腿的时候，自己发狠道：“那有游说人主不能得金玉锦绣，不能取卿相

之尊的道理！”这正是战国策士的心思。他们凭            ，给人家划

策，办外交；谁用他们就帮谁。他们是职业的，所图的是              ；

帮你的时候帮你，不帮的时候也许害你。翻覆，在他们看来是没有什么的。 

10.记载那些说辞的书叫《       》，是    代      编定的。 

11.这部书除文辞之胜外，所记的事，上接    时代，下至    、    兴起

为止，共      年（西元前四〇三——二〇二），也是一部      。所

谓      ，便指这里的二百零二年；而战国的名称也是刘向在这部书的序里定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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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史记》《汉书》第九  

《经典常谈》阅读之《史记》《汉书》基础练习 

一、填空 

1.说起中国的史书，《     》、《     》，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有两

个原因。一则这两部书是最早的有系统的历史，再早虽然还有《尚书》、《鲁春秋》、《国语》、

《春秋左氏传》、《战国策》等，但《    》、《    》、《     》，都是记言

的史，不是记事的史。《    》和《     》是记事的史了，可是《       》

太简短，《      》虽够铺排的，而跟着《     》编年的系统，所记的事还不免散

碎。 

2.《     》创了“纪传体”，叙事自黄帝以来到著者当世，就是      的时候，

首尾      年。《    》采用了《     》的体制，却以     为断，

从    到     ，只     年。后来的史书全用《    》的体制，断代成书；

二十四史里，《     》、《    》以外的二十二史都如此。这称为“    ”。 

3.《     》、《    》，可以说都是“    ”的源头。二则，这两部书都成

了 文 学 的 古 典 ； 两 书 有 许 多 相 同 处 ， 虽 然 也 有 许 多 相 异 处 。 大

概     、  、   到    ，喜欢《    》的多，    以后喜欢《    》

的多，而明、清两代尤然。这是两书文体各有所胜的缘故。但历来班、马并称，《    》、

《    》连举，它们叙事写人的技术，毕竟是大同的。 

4.《    》，汉     著。     字      ，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

人，他是太史令      的儿子。 

5.武帝听了他的话，想着贰师将军是自己派的元帅，司马迁却将功劳归在投降的李陵身上，

真是大不敬；便教将他抓起来，下在狱里。第二年，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      。 

6.他出了狱，不久却又作了宦者作的官，       ，重被宠信。但他还继续写他的书。

直到征和二年（西元前九一），全书才得完成，共     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汉人称

为《      》、《     》、《      》、《     》。魏、晋间才简称

为《     》，《史记》便成了定名。 

7.      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时代      保存文献的人；       是秦火

以后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他们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一样。 

8.《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只据       录，使善

恶自见。 

9.《史记》体例有五：    本纪，记         ，是编年的。     表，

以          为 主 。      书 ， 记         。      世 家 ，

记          。       列 传 ， 类 记            。 史 家 称 为

“      ”，从《史记》起始。 

10.《       》虽也可算通史，但是规模完具的通史，还得推《      》为第

一部书。       根据他父亲      的意见，说      “善叙事理，辩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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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意思；简省而能明确，便见本领。

11.《史 记》 共       篇，      占了 全 书的过 半数 ；司马 迁的 史观是

以     为中心的。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

纸上。 

12.《     》，汉      著。     ，字     ，扶风安陵（今陕西咸

阳）人。 

13.《汉书》的名称从《      》来，是     定的。共        年，

作              凡百篇，称为《       》。 

14.《史记》成于一人之手，《汉书》成于四人之手。表、志由      和马续补成；

纪、传从昭帝至平帝有班彪的《      》作底本。 

15.《史记》当时还用     文字；到了《汉书》，便弘丽精整，多用      ，句

子也长了。这正是       的影响。 

16. 《 汉

书 》                                         

                ， 这 是 一 。 《 汉

书 》                     ， 这 是 二 。 《 汉

书》                             ，这是三。这都是“事有

必至，理有固然”，不足为《汉书》病。 

17.郑樵称赞《史记》，说是“                    ”。 

18.《史》、《汉》可以说是各自成家。《史记》“                   ”，

《汉书》“                  ”。 

二、简答： 

1.“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足为《汉书》病.”期原因是什么？ 

                                        

                               

2. 比较《史记》和《汉书》的异同点。 

                                        

                               

 

10.诸子第十 

《经典常谈》阅读之《诸子》基础练习 

一、填空 

1.     末年，         开始崩坏，      的统治权，渐渐维持不住。

社会上的阶级，有了紊乱的现象。到了     ，更看见     解放，商人抬头。这时候

一切                        制度，都起了根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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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些 人 也 都 根 据 他 们 自 己 的 见 解 各 说 各 的 ， 都

“           ，            ”。这便是          ，大

部份可以称为         。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发达的时代，在中

国学术史里是稀有的。

3.诸子都出于职业的“    ”。“     ”本是封建制度里贵族的末一级；但到了

春秋、战国之际，“        ”成了          的通称。 

4.这样发展了一些自由职业；靠这些自由职业为生的，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阶级，便是

“          ”的“      ”。这些“       ”，这些专家，后来居

然开门授徒起来。徒弟多了，声势就大了，地位也高了。他们除掉执行自己的职业之外，不免根

据他们专门的知识技能，研究起当时的文化和制度来了。这就有了种种看法和主张。各

“          ”。           便是这样兴起的。 

5.第一个开门授徒发扬光大那非农非工非商非官的“士”的阶级的，是    。他的教书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        ”。 

6.他大招学生，不问身家，只要缴相当的学费就收；收来的学生，一律教他们

读          等名贵的古籍，并教他们         等功课。这些从前是只有

贵族才能够享受的，孔子是第一个将           的人。 

7.他又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说          ；这也是从前没有的。他一个人开

了         的风气，是“         ”阶级的老祖宗。他是旧文化、旧制度

的辩护人，以这种姿态创始了所谓       家。 

8.他自己说，“                 ”；所述的，所信所好的，都

是       的文化和制度。                等是周文化的代表，所以

他拿来作学生的必修科目。。因此《诗》、《书》、《礼》、《乐》等便成为儒家的专有品了。 

9.孔子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功课之外，更注重             。他

说                 ，要有          ，能够         ，

这所谓               ；一面还得合乎礼，就是遵守社会的规范。 

10.孔子以后，儒家还出了两位大师，     和     。    名    ，邹

人；     名     ，赵人。这两位大师代表    家的两派。他们也都拥护周代的

文化和制度，但更进一步的加以理论化和理想化。 

11.孟子说人性是     。人都有恻隐心、羞恶心、辞让心、是非心；这便是仁、

义、    、    等善端，只要能够加以扩充，便成善人。这些善端，又总称为

“       ”。圣王本于“不忍人之心”，发为“不忍人之政”，便是“   ”，“王

政”。和王政相对的是      。 

12.荀子说人性是     的。性是生之本然，里面不但没有    ，还有     等

恶端。所以善是       的。 

13.孟子反对功利，他却注重它。他论王霸的分别，也从功利着眼。孟子注重       ，

他却注重       。 

14.墨家的创始者      ，鲁国人，后来做到宋国的大夫，但出身大概是很微贱的。

“墨”原是作     的意思，大概是个诨名；“翟”是名字。墨家本是贱者，也就不辞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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