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文学专题期末复习题 

古代文学专题（1）期末复习题 

《诗经》与楚辞部分 

一、填空 

1.（《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共收录了

自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五六百年间的（305 ）篇诗歌。 

2．中国文学史上往往将代表《诗经》的（国风）和代表《楚辞》

的（《离骚》）并称为“风”“骚”。 

3．唐代诗人（杜甫）的作品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政治倾

向、崇高的爱国爱民精神，在文学史上素有“诗史”之称。 

4．中唐诗人白居易大力提倡和写作“惟歌生民病”的“新题乐

府”，他和元稹等发起进行的（“新乐府运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

次有理论、有实践的现实主义诗歌运动。 

5．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赞誉屈原的（《离骚》）

一诗“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

百篇以上”。这里的“三百篇”指的是（《诗经》）一书。 

6．汉代辞赋家（贾谊）继承屈“骚”精神，创作了骚体赋《吊屈

原赋》、《鹏鸟赋》，后人称誉“骚人情境，于斯犹见”。 

7．建安诗人（曹植）的诗歌作品《白马篇》等以及抒情赋《洛神

赋》都具有比较突出的浪漫主义倾向。 

8．“思无邪”是（孔子）对《诗三百》的思想内容的评价，他还

把《诗经》的政教功用概括为“兴、观、群、怨”。 

9．汉代传习《诗经》的鲁、齐、韩、毛四家诗中，鲁诗创建最早，

影响也最大，它的创始人是鲁人（申培）。齐诗的创始人是齐人（辕

固），他采用阴阳五行学说，以《诗》来解说《易》和律历。韩诗的

创始人是燕人（韩婴）。毛诗是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所创，

特点是以诗论史。四家诗中，被称为“今文三家”或者“三家诗”的

是（鲁诗）、（齐诗）、（韩诗）。 

10．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所作的（《毛诗传笺》）一书，集



今古文经学研究之大成，主要为毛氏的《诗故训传》作注。三家诗自

此渐渐衰亡。11．唐代孔颖达主持撰定70 卷的（《毛诗正义》）集唐

前汉学之大成，是唐代科举考试的官定标准《诗经》教本，在《诗经》

研究史上，是《毛传》、《郑笺》之后又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12.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是宋代《诗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13.所谓的“六诗”之说出自《周礼·春官·大师》，指的是（风）、

（雅）、（颂）、（赋）、（比）、（兴）。 

14.“四始”说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他以（《关雎》）

为国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

（《清庙》）为颂之始。 

15.“四诗”说也称“二南独立说”，由北宋苏辙首倡，他在自己

的著作《诗集传》中提出《诗经》应分为（《风》）、（《雅》）、

（《颂》）、（《南》）四类，即二南当从《诗经·国风》中独立出来，

单列一类。这里的“二南”指的是（《周南》）、（《召南》）。 

16.唐代的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提出“六义”中的（风）、

（雅）、（颂）三者指的是诗的内容体裁，（赋）、（比）、（兴）

三者指的是诗歌的表现方法。 

17．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是按照风、雅、颂的体例编排的，

其中包括十五国风，二雅(即（《大雅》）和（《小雅》）)、三颂(即

（《周颂》）、（《鲁颂》）和（《商颂》）)。 

18. 宋代的朱熹在《诗集传》中指出风、雅、颂三者中（风）是里

巷歌谣之作，而（雅）、（颂）则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辞。 

19．“史诗”这个概念是亚里士多德在其文艺理论名著（《诗

学》）中最先提出的，他将当时的文学作品分为史诗、抒情诗和戏剧。 

20．目前学界一致认为《诗经·大雅》中保存了周民族的五大史诗，

它们是（《生民》）、（《公刘》）、（《绵》）、（《皇矣》）、

（《大明》）。 

21．《诗经·大雅》中的（《公刘》）一首记叙了周族的酋长公刘

率领周人自邰至豳的大迁徙历史，诗的每章都以（“笃公刘”）作为

首句，表达了周人对公刘的爱戴赞美之情。 



22．被认为是《诗经》中的五大史诗之一的《生民》一诗叙述了

周始祖（后稷）的诞生以及他发明农业、定居邰地并开创祭礼的历史，

并通过生而无灾、弃而不死等细节，塑造了一个半人半神的英雄形象。 

23．周民族曾经经历过五次大规模的迁徙，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

古公亶父率领周人从豳地迁居岐山下的周原，这段历史记载在周民族

史诗（《绵》）中。 

24．《七月》是一首最典型的农业生活诗，它属于十五国风中的

（豳风），大约是西周初期该地还未被猃狁侵占时的作品。 

25．“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这是《诗经》（《豳风?七月》）一篇中的句子，诗中用蟋蟀的迁移来

表示气温的下降、季节的变化，生动地传达出农业生活的乡土气息。 

26．《诗经·小雅》中的（《鹿鸣》）是一首著名的燕飨诗，诗开

篇就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起兴，借助自然物象为全诗奠定了一

种和谐融洽、欢快热烈的基调。 

27.《诗经·小雅》中（《宾之初筵》）一诗以燕飨活动的发展为序，

写出了与宴者在不同阶段的神态变化。其中的“既曰醉止，载号载呶。

乱我笾豆，屡舞僛僛”几句，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群骄奢淫逸、丑态

百出的醉鬼形象。 

28．《诗经·小雅》中的（《六月》）一首，叙写了周宣王时大臣

尹吉甫北伐猃狁，最终获胜的事迹，诗中充满了主体民族的自豪感。 

29．《诗经·大雅》中的（《江汉》）一首歌颂了召公虎奉宣王命

平定淮夷、开拓南疆的功绩。 

30．“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

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是《诗经·小雅》（《采薇》）

一首中的句子，表达了久戍不归的士卒对故乡的怀恋、对自身遭际的

哀伤。 

31．《秦风·无衣》是《诗经》中最能体现同仇敌忾、抵御外侮的

战斗精神的诗篇，诗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

戈矛，（与子同仇）。” 

32．“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是《诗经·王风》（《君



子于役》）一诗中的句子，这几句描绘出一幅典型的黄昏时分农家生

活的图景。 

33．“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

这是《诗经·唐风》（《鸨羽》）中的句子，这首诗表现了服役者对繁

重徭役的怨恨。 

34．《诗经·大雅》中的（《烝民》）是一首杰出的政治颂美诗，

诗中用“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赞美了王室重

臣仲山甫的人格之美。 

35 ．我们常用的成语“不可救药”出自《诗经·大雅》中的

（《板》）一诗。这首诗相传是老臣凡伯为了劝诫周厉王而作的。成

语“耳提面命”则出自《诗经·大雅》（《抑》）一诗中“匪面命之，

言提其耳”一语。 

36．（《十月之交》）是《小雅》中一篇比较有代表性的讽刺批

判诗，诗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认为日食、月食的出现是昏君

佞臣的倒行逆施引起的。 

37．《郑风》中的（《溱洧》）一诗描写了上巳节时，男女相约

游春的欢快场景，其中“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写男女

互相赠答，情意深长。 

38．“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是《诗经·王风》（《采葛》）中的

句子，表达了男女之间缠绵深挚的相思之情。 

39．“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是《诗经·秦风》（《蒹葭》）中的

句子，诗中表达了因意中人可望而不可及而产生的怅惘忧伤。 

40．“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诗经》爱情诗中的名句，

它出自《周南》（《关雎》）一篇。 

41、《诗经·卫风》（《硕人》）一篇描写一个贵族女子说：“手

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

目盼兮”，用一连串的比喻把美丽女子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42．《周南·桃夭》首章写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

于归，宜其室家”，赞美了新嫁娘容貌美丽，并能给家庭带来更多的

幸福。43．“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是



《诗经·卫风》（《氓》）一诗中的句子，诗中用桑叶的凋落来暗示了

女子的年老色衰。 

44．许穆夫人是《诗经》作品中少数几位留下了姓名的作者之一，

《诗经·鄘风》中保存了她的诗（《载驰》），诗中表达了对故国卫国

灭亡的哀伤，也对阻止她回国吊唁的许国大夫进行了谴责批评。 

45．周代人将诗歌的本质总结为“诗言志”，这句话最早见于

《尚书》（《舜典》）一篇中舜与夔的对话里。 

46．现存最早的《楚辞》本子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本，

他在《叙》中表明所依据的底本是刘向的辑本。 

47．（《越人歌》）中“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二

句，是屈原（《九歌?湘夫人》）一诗中“沅有芷兮醴有兰，思公子兮

未敢言”两句所本。48，诗人屈原在长诗（《离骚》）中用“虽体解

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明了自己誓死坚持理想、保持高尚人

格的决心。 

49．屈原的长诗（《天问》）是一首别开生面的咏史诗，诗通过

对宇宙万物以及夏、商、周兴亡的历史和楚国现状的探问，表现了诗

人对楚国前途的强烈忧患意识。 

50．“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屈原（《离骚》）

一诗中的名句。 

51．屈原的短篇抒情诗集《九章》共（九）篇作品，包括《惜

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

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 

52．（《惜往日》）一诗是屈原的绝笔，全诗最后说：“宁溘死

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表明了诗人以死殉志的悲壮之情。 

53．（《橘颂》）是诗人屈原早期创作的一首咏物述志诗，诗以

拟人化的手法赞美橘树“受命不迁”、“秉德无私”的品性，并将它

作为自己的师表。 

54．“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是屈原的（《哀郢》）一诗

中的句子，这首诗大约作于楚国，国都沦陷之后、，表达了诗人国破

家亡的悲哀和至死不渝的爱国之情。 



55．屈原短篇抒情诗集《九章》中的（《涉江》）一篇记叙了屈

原晚年被流放江南的凄苦经历，其开头就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

既老而不衰”，表达了诗人矢志不渝地执着于理想的精神。 

56．屈原的抒情组诗《九歌》共分为（十一）篇，分别是《东皇

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

（《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

和《礼魂》。 

57．屈原《九歌》（《国殇》）中“首虽离兮心不惩”、“魂魄

毅兮为鬼雄”，礼赞了勇武刚强、为国捐躯的将士，充满了慷慨悲壮

的英雄气概。 

58．“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是屈原（《东君》）

一诗中的句子，包含着英雄主义的精神。 

59 ．《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

知）”,两句，描写离别的悲哀，被后人推许为“千古情语之祖”。 

60．古人赞誉《九歌·湘夫人》中“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

下）”两句是写景的妙句，“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两句是写情的妙句，两者互相生发，形成一种情景交融的意境。 

61．“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是（《山鬼》）—诗

中对山中女神的描写，这种描写充满了山林的气息。 

二、名词解释 

三、简答(部分) 

1.宋代诗人王禹偁有诗曰“可怜诗道日已替，风骚委地何人收”，

这里的“风骚”指的是什么?试举例说明它们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怎样

的影响? 

2.《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内容和表现艺术上各有什么特征? 

（1）《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视现实，

描写现实，揭露现实，批判现实。例如《豳风·七月》，它详尽描述了

农奴们一年四季的繁重劳动和“无衣无褐”、“采荼薪樗”的苦难遭

遇。《魏风·伐檀》表达了作者反对剥削、反抗压迫的态度和心声。 

（2）《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表现艺术上的主要特征是：善于



用朴素的文风，简洁的语言，巧妙的比兴，塑造出真实、自然而生动

的形象，描绘出亲切感人的生活画面，来抒发情怀，反映现实。例如

《小雅·采薇》就是一首抒情写实的佳作。其最后一章抒情、状景、叙

事融为一体，把一个征战将归的士兵哀伤时光流驰、路途艰难的思绪

表现得深长真切，使人味之无极，闻之动心，强烈地感受到战争带给

人民的痛苦。 

3.试以《离骚》为代表，说明屈原作品的浪漫主义特征。 

屈原作品的浪漫主义特征如下： 

第一，表现进步理想，孜孜不倦地追求进步理想。《离骚》立足

于诗人理想破灭、身遭流放的现实生活，以丰富的幻想、炽烈的情感，

描写了诗人对进步理想的追求、坚持和献身，以及诗人对现实世界的

反抗。 

第二，采用丰富的神话素材，通过自由的幻想，构成奇特的情节、

境界。《离骚》这首诗从“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以后，

尽情刻画了诗人上天下地，神游天国的活动，字里行间出现了一系列

众多的神话人物和神域，还出现了众多的灵异事物，所有这些又都一

齐围绕着诗人的行止旋转，以诗人为中心组织出了一幅“路曼曼其修

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壮阔画面。 

第三，善于利用、发展民歌的比兴手法，来象征自己与楚国黑暗

势力的斗争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这一特征在《离骚》

的前一部分尤其突出。 

4.关于《诗经》作品的来源主要有哪几种说法?《诗经》采编的目

的是什么? 

5.《毛诗序》是如何解释风雅颂的?谈谈你对这种解释的看法。 

《毛诗序》把《风》作为教化、讽谏的政治工具，并以此出发，

断章取义，强作解释，以为《风》诗句句关涉美刺政治。如本是表达

青年男女爱情的《周南·关雎》，竟被曲解为：“《关雎》，后妃之德

也。” 

《毛诗序》认为《雅》是专门陈述政治的利弊得失，并以政事的

大小来区分大小雅，这与《雅》诗的内容也不尽吻合。其一，《雅》



中有许多诗并非是“言王政之所以兴废也”，而抒发的却是不直接关

涉政治的一己之情。如《白驹》写女子怀念所爱之人，《隰桑》写女

子对爱人倾诉款曲。其二，《小雅》中有天子之大政，《大雅》中有

诸侯之小政。这一点，《毛诗序》早有察觉，其本身就前后矛盾。 

《毛诗序》认为颂是歌颂赞美的意思，颂诗是歌颂赞美统治者盛

德功绩，并把这些盛德报告给神明，以祈求上天先祖的赐福。这个解

释基本上反映出了颂诗内容的特征。但并没有概括出颂诗音乐上的特

征；颂诗也并非全是美盛德之诗，如《毛诗序》说：“《振鹭》，二

王之后来助祭也。” 

6.《诗经》中是否有史诗?谈谈你对此的看法。 

《诗经》中有史诗，即《大雅》中的《生民》、《公刘》、

《绵》、《皇矣》、《大明》。“史诗”的必要条件应是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歌谣、传说、神话，以及创作

时代(人类初期)、形象、情节、叙述的方式。《生民》、《公刘》、

《绵》、《皇矣》、《大明》这五首诗基本具备了这七个要素，因而

是史诗。 

7.试举例说明周民族史诗的历史价值。 

8.如何理解《诗经》中农业祭祀诗的价值?试举例说明。 

9.为什么说燕飨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直接产物? 

周代的礼不仅是伦理道德的规定，社会生活的仪式，还包括国家

政治上的制度法令在内。诸礼之中，燕飨之礼运用得最为普遍，周代

统治者将之作为和睦九族、沟通上下、巩固统治秩序的政治手段。燕

飨诗的写作目的也并非纯是表现欢聚宴饮的活动场面，而是用诗歌的

形式告诫人们要遵循燕飨礼仪，重在突出燕飨能够联络情谊、巩固统

治的政治功利作用。因此说，燕飨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直接产物。 

10.结合作品分析《诗经》燕飨诗的审美价值。 

11.《诗经》战争诗表达了怎样的情感内容?试结合作品进行分析。 

12.《诗经》政治颂美诗创作的基本模式是什么?结合作品进行说

明。 

《诗经》政治颂美诗创作的基本模式是：颂扬周代贵族内德外仪



的统一，也就是既歌颂君子的内在美质，又赞美君子的外在仪容。

《大雅·假乐》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两点。诗中第一段说周成王有美好

的品德，能安抚百姓，使所有的人都能尽职。所以从天那里承受了福

禄。第二段说他因受福禄而有众多的子孙。他又有肃穆的神态，堂皇

的仪表，他是一个很好的君主，因为他从来不犯什么过错，一切都按

先王的法度办事。第三段再一次申说他 

有严肃庄重的仪表，谈吐文雅有序。因而他没有任何私怨私恶，

他率领着众多贤人治国，成为四方纲纪。第四段写朝中群臣对他充满

了热爱，一个个尽职尽责；老百姓在他的荫庇下也都安居乐业。全诗

并没有具体地写成王到底取得了哪些功业，而是一再地歌颂周成王的

德行与仪容。不过，正是由此，诗人向我们暗示了成王所取得功业的

伟大，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他的真挚的热爱。 

13.《诗经》中的婚恋诗包括哪几类内容?试举例说明。 

14.为什么说《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试结合作品

进行说明。 

之所以说《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是因为十五

《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在《雅》、《颂》的抒情诗

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如《周颂·载芟》中的

人们津津乐道于农业的丰收，在宗教仪式上表演关于农业生产的舞蹈，

从春天的垦荒一直写到秋天的收获。他们在祭坛上献上最好的粮食贡

品以娱乐祖先和神灵，乞求神灵明年带给他们更好的收成；他们在故

乡的土地上编织着生活理想的花环，描绘着事业兴旺发达的图画。

《唐风·鸨羽》写远行在外的征人久役不归，首先想到的是家里田园的

荒芜，想到父母的无人奉养，并为此而一遍遍地呼喊苍天。 

总之，植根于农业文化的安土重迁的乡土情蕴，在《诗经》中得

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15.结合作品分析《诗经》作品是怎样表现宗族伦理之情的。 

（1）在祭祖诗中，诗人把他们的开创基业的祖先奉为神明，乞求

祖先神保护自己部族的事业昌盛，人丁兴旺。他们以自己拥有后稷、

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这样的祖先英雄而自豪，以自己是



感，也使他们在宗族血缘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形成极强的宗国意识，

共同抵御外侮、创造家园。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

等。 

（2）在农业祭祀诗中，他们以全部族的共同劳作作为向神明敬献

的厚礼，如《载芟》；也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如《良耜》。 

（3）在农业生活诗中，他们也表现出氏族兄弟之间的团结。甚至

在《七月》这样的诗里，尽管显见着封建领主与农奴之间存在着鲜明

的阶级差别和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但温情脉脉的血缘关系仍然把

他们联结在一起，在丰收后的喜庆典礼上全氏族的人都喜气洋洋地会

聚公堂，共叙亲族之间的依恋之情。 

（4）在战争徭役诗里，诗人们一方面表现出为保卫祖国家园而战

的宗国精神，为此不惜抛弃了个人的安定生活。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

于父母兄弟的牵念与关心。如《唐风·鸨羽》。 

（5）在卿大夫士的政治美刺诗里，诗人一方面颂赞那些给宗族国

家带来幸福的君子，如《南山有台》；另一方面也对那些不顾宗族国

家利益的昏君与佞臣给予严厉的批判，甚至要以宗族老人的身分教训

他们，如《抑》。 

（6）在礼仪诗中，诗人更热情表达父兄朋友君臣之间的血肉亲情。

如《常棣》。 

（7）在男女情爱诗中，诗人同样把夫妻之间的相亲相爱之情写得

真挚生动，如《郑风·女曰鸡鸣》。至于在那些写怀人念旧、民俗风情

等的诗中，也处处都有这种浓厚的宗族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如《小

雅·黄鸟》。 

16.如何理解《诗经》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诗经》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周人以人为本的哲学、政治

思想在文学中的最鲜明体现。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这使中国人

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观念，也使诗这种文学体裁很早就

从巫术宗教中脱离出来。在《诗经》中，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也

是诗歌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诗经》的作者以自己的



命题，早在2500 多年前的时代就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并且奠定了以人

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中国诗歌发展的民族心理传统。 

17.简叙《诗经》抒情诗创作取得的成就。 

18.《诗经》作品是如何在抒情诗中塑造人物形象的? 

《诗经》中人物形象塑造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通过事件的简要叙述或抓住人物活动的典型场景描述来塑

造人物。如在《卫风·氓》中，诗人通过自己和氓从相识到结婚再到反

目的整个事件发展的简要描写，塑造了“氓”这个生动的人物形象，

他在求婚时表现得老实忠厚，在结婚初时“信誓旦旦”，可是随着时

间的推移却渐渐露出其凶狠的本相。 

第二，通过简单的外貌描写和心理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如《卫

风·硕人》写庄姜容貌，由静态的面容到动态的顾盼，其中“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句，向来被人们所称道，公认为是描述写人物形象的传神

之笔。 

第三，通过朴实无华的抒情议论来塑造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如在

《廓风·载驰》中，诗人许穆夫人一方面了表达自己对故国的哀伤和要

回故国的决心，另一方面对那些只知拘守古礼的许国大夫们进行了批

评和谴责。正是通过这种抒情，诗人塑造了自己的形象，她是一个既

有政治远见，又有爱国热情，既敢于冲破旧礼教束缚，又敢于和那些

迂腐大夫们争理的杰出爱国女性。 

19.《诗经》抒情诗是如何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的? 

《诗经》中运用那些带有文化原型意义的起兴诗句构成简单意象，

对这些意象再进行和人物情感相融合的画面描述，就产生了情景交融

的意境。如《秦风·蒹葭》把男女相恋这一在现实生活里要受到多方限

制约束的艰难过程融会入水的文化意象的描写之中。这首诗把男女相

恋的艰难追求放人河水阻隔的意象之中进行描写，再衬托以秋天的凄

凉，就创造出一个迷离扑朔、凄清感伤的艺术境界，在那秋水伊人可

望而不可及的画面里，蕴含着无穷无尽的、难以言传的中国文化情韵，

古往今来，不知道曾经打动过多少读者。 



何谓赋比兴？试举例说明。 

“赋、比、兴”本是古人在谈及《诗经》时使用的三个名词，后

来被人们当作《诗经》艺术手法名词使用。通俗点说，赋就是直陈，

比就是运用比喻，兴就是借物起兴。直陈者如《采蘩》、《氓》；比

喻者如《硕鼠》、《兔爰》；起兴者如《关雎》、《桃夭》。 

21.以“玉”为例，分析周代文化精神与《诗经》物象选择之间的

关系。 

在《诗经》关于服饰方面，一个重要的物品是玉和玉制成的各种

佩饰。《诗经》的作者把玉的佩饰作为人物形象描写的最重要组成部

分。他们之所以在《诗经》的人物描写中这么注重玉，是因为玉在周

代文化中既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人的道德品质的象征。惟其如此，

玉才成为《诗经》创作中一种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文学描写对象。在

诗中只要一提到玉，就会让读者或听众从中体会到它所象征的等级意

义和道德意义。如《卫风·淇奥》，据说这首诗是歌颂卫武公的。在诗

中，美玉既是卫武公身上穿戴的一部分，更是他的优雅风度和美好品

质的象征。玉在《诗经》中的象征意义，在这首诗中有着最集中的体

现。 

22.结合作品分析周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心理对《诗经》作品内在

结构的影响。 

周人的艺术思维方式和审美心理，对《诗经》作品的艺术结构的

组成也具有决定性影响。如《鄘风·相鼠》和《小雅·都人士》这两首诗，

一为刺，一为美，一在《鄘风》，一属《小雅》，按理说作者之间没

有什么创作联系。但是仔细一看，就发现这两首诗把对人物的视角都

放在了“礼仪容止”上面。由此可见，服饰打扮和礼仪容止在这里不

仅仅是一种描写的选择，而且表明了周人的艺术思维方式和审美心理。

在周人看来，得体的服饰仪容本身就是一种美，不仅是一种外在美，

而且是内在美的外在显现。 

周人的这种艺术思维方式和审美心理必然要影响作品的内在结构。

通读《诗经》，我们就会发现，当诗人在对人物进行或美或刺的抒情

评判时，他们最擅长的方法就是通过人物的外在打扮、礼仪容止的描



 

23.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和批评的艺术原则，“风雅”和“比兴”

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它们对古代诗歌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风雅”和“比兴”的内涵 

“风雅”，要求诗歌创作具有高尚的意义和严肃的情感内容。

“比兴”，要求诗歌在艺术表现上“托物以讽”。 

（2）对古代诗歌创作产生的影响 

“风雅”和“比兴”这两条艺术创作和批评原则，给中国文人指

出了如何走向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完美结合的创作道路。它

同时也培养了中国人的艺术审美观念，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既重内容

的纯正文雅，又重形象的生动感人，以含蓄蕴藉、韵味深厚而见长的

民族风格和美学特征。24.简述《楚辞》流传和编辑成书的过程。 

屈原的作品早在他生前，或已就在社会上较广泛的流传，包括宫

廷、上层士大夫之间和民间。 

屈原的作品出现以后，在当时就产生了影响，涌现出一批景慕者

和学习者。宋玉、唐勒、景差诸人是屈原的景慕者，作品的学习者、

承传者。屈原作品最初的搜集者、保存者、传播者，也正是这些楚国

的文化人。 

我们今天读到的最早《楚辞》本子，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

本，而王逸所用的又是刘向辑本，刘向又曾典校群书，许多古籍赖其

编辑以存，从而历来都认为刘向是《楚辞》的最早编辑者，以至“楚

辞”的定名者。 

从现存资料来看，楚辞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实并不始于刘向，而

是在汉初就已经开始了。 

楚辞作品在汉初发掘、流传与保存的情况：首先是汉初吴王濞文

学集团，汇聚辞赋之士，学习楚辞，使楚辞部分作品得以保存。接着

是淮南王刘安集团，通过庄助、朱买臣和刘安等的递次进献，使诸多

流传和藏于个人手中的楚辞作品，得以汇存于宫廷之中。 

今本楚辞，是经刘向整理写定的。刘向所编楚辞作品的来源，当

然正包括了前述刘安等所献楚辞在内。这时，楚辞终于有了一个相对



 

刘向纂辑《楚辞》，除收入屈、宋作品外，还编入了他以前汉人

仿楚辞作品，和刘向自己的《九叹》。王逸在以刘向本为底本加注时，

又加入了王逸自己作的《九思》，于是全本就成了今传的十七卷本。 

这就是今天所能考见的楚辞之流传和编辑成书的过程。 

25.诗人屈原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情势是怎样的?当时楚国的情况如

何? 

26.关于《离骚》诗题的含义有哪几种说法? 

关于《离骚》诗题的含义有种说法： 

（1）别忧或别愁的意思。如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

也。”东汉王逸说：“离，别也；骚，愁也。” 

（2）遭忧的意思。如班固《离骚赞序》说：“离，犹遭也；骚，

忧也，明己作辞也。” 

（3）楚语牢骚的意思。 

27.《离骚》中对诗人三次游览天界的描写有什么寓意? 

28.《离骚》一诗中对往古世界的回顾有怎样的含义? 

29.谈谈你对《天问》一诗主旨的看法。 

《天问》一诗的主旨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舒愤说。二

是诘问说。三是究理讽谏说。以上种种说法，虽各偏执一隅，不能完

全说明全诗的思想内容，但也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各有其合理成分。 

从整个内容来看，《天问》是一首独特的咏史之作，它的前半部

分是对自然史的发问，表现了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考，是对古信仰的

怀疑。后半部分是通过对夏、商、周三代兴亡的发问，流露出对楚国

前途的强烈忧患意识。最后，全诗则以楚国的现实和自己的处境做结，

对楚国当权者的倒行逆施，表示了无限愤慨。 

综上所述，我认为《天问》一诗的主旨应该是：以古为鉴，讽谏

楚王。 

30.简叙《天问》一诗的结构层次及其思想内容。 

31.组诗《九章》是怎样反映诗人屈原一生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历程

的? 



谗被疏以后，或作于顷襄王时被放于江南，分别反映了诗人一生的悲

惨遭遇和苦难历程。 

《惜诵》、《抽思》和《思美人》三篇其创作时间和背景与《离

骚》同，从内容看，主要是写对已往经历的追溯和身遭挫折后的思想

矛盾和斗争过程。其情虽烦冤愁苦，但仍企图自适自遣；对楚王虽有

谴责，但仍觉得其或有改悟的一天；对自己的前途虽感到十分失意，

但并未完全绝望。故惜、思之情，在这些诗中还一直占着主导地位。 

《哀郢》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 278)秦将白起攻克郢都之时。

在百感交集中诗人以血泪写下此诗。 

《涉江》与《悲回风》都是屈原在顷襄王时放逐于江南所作。

《涉江》一诗真实地记写了屈原放逐于江南时的苦难生活。《悲回风》

一诗叙写了朝廷群小对自己的迫害。 

《怀沙》与《惜往日》都是屈原临近自沉之前所作，表达了诗人

在极端困厄中，在沉冤莫申、国亡无日，而又进谏无路，已无可为的

情况下，从容赴死的决心。《怀沙》一诗表达了诗人死意已决，《惜

往日》则是屈原的绝笔，是他的一首最后的述志诗。 

32.清人陈本礼曾说：“盖《离骚》、《九歌》犹然比兴体，《九

章》则直赋其事”，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离骚》、《九歌》等作品，多以瑰丽奇幻为其主要特点，但

《九章》中的作品除少数片断外，采用幻想、夸张的手法较少，主要

是纪实之辞。《九章》各篇主要是用直接倾泻的方法来表达其复杂的

心曲和凄苦的忠怨之情，所谓“直而激，明而无讳”，但以其内容的

悲剧性和感情的真实性，读之每裂人肺腑，催人泪落。《九章》各篇

除《橘颂》一诗外，其他作品分别真实反映了诗人一生的悲惨遭遇和

苦难历程。如《九章·哀郢》就是一篇哀痛国破流亡的纪实之作。 

33.试析屈原的《九章·涉江》一诗。 

《涉江》是屈原《九章》中的一篇。诗人晚年流放江南时作，篇

中着重记述了诗人渡江而南，浮沅水西上的历程和心情，故名《涉

江》。诗篇具体叙写了他这次被放逐的地区和所行的路线。这是有关



诗人晚年被流放所经历地区的一项重要史料。诗人所达到的流放地区

是十分僻远、荒凉的，但诗人却表现出“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

何伤”的矢志坚持理想、决不屈服的无私无畏精神。本篇为纪实之作，

但在诗的开端却采用浪漫主义手法，极写他的苦闷和欲忍不能的感情。

表示他既不被污浊黑暗的社会所了解，则将“高驰而不顾”，幻想自

己将乘龙驾马，去寻古帝重华(帝舜)同游于天上，以至“与天地兮同寿，

与日月兮齐光。”全诗塑造了一个光明正大、执著不阿的爱国者的形

象。他失去家国、带罪远行，虽在这无情的打击面前，却始终眷恋祖

国、坚持理想，自觉地承担了悲剧性的命运。他的遭际是凄苦的，但

他的感情却是崇高悲壮的。诗中感情起伏，回旋激荡，动人心弦。 

《涉江》一诗记写了诗人晚年被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

但诗中所洋溢的情绪，却是不屈服的。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诗人那种艰

苦卓绝，矢志不渝，有进无退的精神，是如此的动人心弦，感人肺腑。

在艺术手法上，它与《九章》中其他诸作亦有异，其虚实相生，大胆

想象，比兴兼用近于《离骚》。崇高的思想，悲壮的经历，情真意切

的言词，读之催人泪下。 

34.试分析屈原的《九章·哀郢》一诗。 

《哀郢》一诗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前 278 年)秦将白起攻克郢都

(楚国都，今湖北江陵)以后。当时楚王仓皇东迁，百姓四处逃亡，屈原

百感交集，写下了这篇哀歌。“哀郢”，谓哀悼郢都之沦亡。诗歌开

头描写了郢都百姓因避难而四散逃亡的慌乱景象。继而写诗人离郢时

对故都的系念和国破家亡的悲哀，并对楚统治集团误国的罪行加以揭

露和批判，结尾则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的诗句，表达了

诗人至死不忘故都的深挚的感情。全诗紧扣“哀”字展开，并多用呼

告、感叹句，词悲情烈，裂人心肺，深刻地表达了诗人的爱国情怀。 

35.《九歌·东君》是怎样塑造一位英雄神的形象的? 

一是采用拟人化的手法。《九歌·东君》一诗从日神的出现，到他

的除暴安良，直至杳然离去，全都采用了拟人化的手法，从而为我们

塑造了一个奇丽、威武、扶正驱邪的英雄神的形象。诗中首先描写日

神驾着龙车启程。然后写日神在受享之后，西行之时，开始了他为民



除害的壮举。只见他高举起大弓长箭，奋力射向肆虐的“天狼”。结

果肆虐的天狼应声而坠。灾星已除，人间天上皆大欢喜，日神也为自

己的成功而感到无比痛快和骄傲，于是以北斗为勺，挹桂浆痛饮，庆

贺诛暴取得的胜利。 

二是运用丰富的想象。如诗中写日神身着青云、白霓，手持长矢，

勇武无畏，这也正是对行于高空，光芒四射的太阳的丰富想象。而太

阳神的那种光明磊落、豪迈的性格，富于正义感，除暴安良的品格，

实际上也正是对太阳作为一个巨大、辉煌的天体，光明所至，黑暗无

所藏身的自然素质的概括和想象。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太阳作为一

位英雄神而出现了。 

36.试析屈原《九歌·少司命》一篇。 

《九歌·少司命》所写的内容，是叙写神来神往的一个片断，具有

人神相恋的性质。 

《九歌·少司命》篇幅虽小，然而却成功地塑造了少司命这一人类

守护神的形象。诗人在对他丰富而动人的描写里，虽然涉及爱情问题，

但终没有离开司命这一主题。 

诗前六句虽是迎神词，然而通过诗人极力描写的迎神殿堂之美，

写出了人们对少司命的热爱和尊敬，从侧面写他职守无亏；“登九天

兮抚彗星，竦长剑兮拥幼艾”写出他扫邪秽，保儿童，严守岗位，这

是从正面来对他的品德进行礼赞。中间三节描写了人神恋爱之情，以

诗的主题看，是骈枝。然而正是这插曲使他的形象更完美。 

这首诗的语言情味悠深。如诗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

相知!”这两句诗极为简练、深刻、动人，从而被古人推许为“千古情

语之祖”。 

37.有人认为《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原本是一篇，谈

谈你对此的看法。 

我同意《湘君》、《湘夫人》原本是一篇的看法。 

首先，从这两诗的内容看，写的都是相思、相疑、相约而又得不

到相会的。上篇用“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表达所求不遂；

后篇则也同样用“鸟何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表达同样遭遇和境



况。前篇最后用投物江中表示无奈和决绝；后篇同样也用投物江中表

示无奈和决绝。如果说两篇各写一方，故事就很难理解了。按明故事

的内容，只能是一方痴情，一方变心爽约，才会有失望和绝望的结局。

因此，前后两篇只能理解为同一主人公的活动和情绪。 

其次，《九歌》里的其他篇都是新颖而自成面目的，但惟独《湘

君》、《湘夫人》却文章结构大体相同，内容文字亦复相似。从内容

来说，两章或几章的重复可以是平行关系，也可以是前后递进的关系。

而《湘君》、《湘夫人》按其内容来看，正是表现了同一主人公的活

动和思想情绪的递进。 

因此，《湘君》、《湘夫人)无论从内容来看，还是从结构上来看，

都说明它原本是一篇。从内容上说，它写的只是湘夫人一人的活动，

描写的是一个爱情悲剧故事——湘夫人的相思痛苦、失恋的遭遇及其

心理波折。从诗歌的结构上说，它采用的是回环复沓的手法，不过在

情节上有所递进。 

38.分析《国殇》一诗并说明其题目的含义是什么。 

《国殇》作为楚辞《九歌》中的最后一篇，是《九歌》这组诗的

高潮，也是这场祭礼的目的所在。《国殇》诗的内容是颂悼为国捐躯

的死难将士，它以激越的感情，壮烈的战斗场面描写，歌颂了死于国

难的楚国将士们的英雄气概。这虽是一次失利的战争，但写得激昂壮

烈，正气凛然，充满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诗中为爱国者树立

了英雄群像，读来令人敬仰，激人心志。 

对于“国殇”两字的字义，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具体到本篇诗来

说，“殇”，即指战死者而言。“国殇”，即死于国事者。 

四、论述（部分） 

1.谈谈你对“孔子删诗说”的看法。 

关于诗的编集，汉代学者认为是经孔子删定而成的。此说最早见

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认为是孔子将古《诗》三千余篇

删至 305 篇。 

孔子删诗说影响很大，唐代陆德明，宋代欧阳修、王应麟、马端

临、邵雍、清代顾炎武等皆据此发挥解说。 



此说存在许多难以解释的地方，逐渐引起后来学者的怀疑。首先

提出怀疑的是唐代的孔颖达，之后宋代的朱熹、叶适，清代的崔述、

朱彝尊、方玉润，近代的魏源、梁启超以及当代的大多数学者对此说

提出质疑。 

教材认为，说孔子未曾删诗，指的是孔子未曾将“古者《诗》三

千余篇”删至今本的 305 篇，并不否认孔子对《诗经》的文字、方言、

乐谱等方面所做的整理修订。应该说孔子对《诗经》的完善、传播和

保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说孔子未曾删诗，不是说当时未曾删过诗，也不是说六百年间只

有 305 篇诗，被称为礼乐之邦的鲁国绝不会在几百年间连一首风诗都

没有。那么，究竟是谁删定的呢?用于祭祀和燕飨的诗可能是巫、史奉

命而作，政治讽喻诗多是士大夫献的，风谣可能是周王朝及各诸侯国

的乐官采集的，而最后的删选编定者当是周王朝的乐官，故称之为

“周乐”，正考父校商颂于“周之太师”。 

2.谈谈你对风雅颂划分标准的看法。 

风、雅、颂是按照什么标准划分的，古来众说纷纭，其中影响较

大的说法有四种：一是按照诗歌的体裁和内容进行划分。二是按照诗

歌的作者来划分。三是按照诗歌的音乐划分。四是按照诗歌的用途划

分。 

今人多认为风、雅、颂是音乐上的分类。其实“音乐”与“用途”

两说并不矛盾。风、雅、颂是音乐术语，当是音乐分类。不过，不同

的音乐风格乃是由于不同的用途所形成的。故用途的分类当是根本的，

音乐的分类则是表面的、直接的。 

诗、乐、舞紧密融合，是上古歌谣的时代特点。《诗经》时代的

诗与舞虽有一定程度的分离，但诗乐仍旧融合为一，诗为乐之词，乐

为诗之声。“诗为乐章”几成定论，人们多从音乐上解释风、雅、颂

的含义。 

风，本义是乐调。所谓“国风”，便是汇集各地的地方土乐。 

雅，是正的意思。雅即朝廷正乐，也称朝廷正乐为雅乐。 

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舞曲。 



我们既要说明风、雅、颂是音乐上的分类，同时又要说明不同乐

调风格的形成与其不同的用途，乃至不同的作者、时代、产地等因素

都密切相关。用于宗庙的祭歌自然会带有板滞凝重的宗教色彩；用于

朝廷的正乐自然是雍容典雅；用于民间的土风民谣自然不会有那么太

多的约束，而显得质朴活泼，刚健清新。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正

是不同的用途决定了不同的音乐风格，不同的用途才是风、雅、颂分

类的深层原因，不同的乐调只是表面的差异。但就风、雅、颂的字面

含义而言，音乐确是其分类的直接标准。风、雅、颂不同风格的音乐

不仅对诗歌内容有一定的制约，而且还影响了诗歌的表现形式。 

3.试结合作品，分析周民族史诗的艺术特色。 

4.关于《豳风·七月》，《诗序》认为是周公在“陈王业”，建国

后的学者多以为是被剥削的农奴在倾诉自己的痛苦悲哀。试结合作品

和有关典籍，阐述一下你自己对《七月》的作者的看法。 

5.试结合作品分析《诗经》农业生活诗的社会意义、历史价值及

文学价值。 

6.《诗经》燕飨诗具有怎样的政治价值和历史价值?，试结合作品

进行分析。 

7.试结合作品分析《诗经》徭役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8.《诗经》中的讽喻规谏诗和怨刺批判诗在思想情感上有哪些异

同?试结合作品进行分析。 

9.创作《诗经》讽喻怨刺诗的讽喻诗人具有什么样的精神品格?这

对后世的诗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0.结合作品分析《诗经》婚恋诗的艺术成就。 

11.《诗经》中的婚姻诗和爱情诗有什么社会文化价值? 试结合作

品进行分析。 

婚姻诗和爱情诗的社会文化价值，主要在于我们可以通过婚恋当

事人的遭遇和命运，来透视当时社会历史的本质。 

这些诗篇产生的时代，初期封建社会制度已日趋形成，但原始社

会的某些残余影响尚存在，故尔纵然有男女结合需遵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的封建礼教，但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终究使男女恋情有了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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