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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和教育部考试中心制订颁布的《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复习考试大纲（专科
起点升本科）》规定了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法学、理学、工学、农学和
医学等学科的考试科目和复习考试内容，共编为5册，由我社独家出版。
    为了满足广大考生复习备考的需求，我们组织长期从事成人高考复习辅导的专家、教授、前大纲编
写修订和考试命题研究人员，编写了与考纲配套的系列复习考试辅导教材，包括《政治》、《英语》
、《教育理论》、《大学语文》、《艺术概论》、《高等数学（一）》、《高等数学（二）》、《民
法》、《生态学基础》和《医学综合》共10册。
该系列教材问世近10年来，历经多次修订和完善，整体质量不断提高，结构更趋科学、合理，因此深
受广大考生的好评和喜爱。
    该系列辅导教材得到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的推荐。
    本系列辅导教材具有如下特点：    1.紧扣大纲、内容翔实、叙述准确、重点突出，注重基础知识复习
和解题能力训练，例题和习题贴近考题，实用性、针对性强，有利于考生提高复习效率和考试通过率
。
    2.通过内容讲解和经典例题解析，注重培养考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3.每个章节后附有大量有针对性的习题和参考答案，方便考生学练结合，及时检验复习效果，增强
应考适应能力和信心。
    由于修订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不足或错误，恳请各界人士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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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总体上讲，舞蹈的品种有民族舞、民间舞、古典舞、芭蕾舞、现代舞等。
按出场人物的数量可分为独舞（由一位演员表演的舞蹈样式，如芭蕾舞剧《天鹅湖》中就有白天鹅独
舞与黑天鹅独舞）、双人舞（由两位演员，通常是一男一女合作表演的舞蹈样式，如我国舞剧《丝路
花雨》中英娘和神笔张的双人舞）、三人舞（包括独立作品的三人舞如《金山战鼓》和舞剧中的三人
舞如《天鹅湖》的大天鹅舞）、群舞（也称集体舞，指四人以上合作表演的舞蹈如《红绸舞》）等。
第五节 语言艺术（文学）语言艺术即文学，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和影视文学等。
文学是以语言作为表达方式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
文学语言是指加工提炼了的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语言。
创作主体通过对于语言的审美把握来塑造艺术形象，表现思想感情。
文学作为一个庞大的艺术门类，历史悠久，成就辉煌，形成了自己系统的、独特的艺术规律和审美特
征。
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和影视文学是构成文学艺术的主要体裁分支。
诗歌是文学的基本体裁之一，是用有节奏、韵律的语言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
诗歌在文学发展历史上出现最早，在艺术起源时期，诗歌与音乐、舞蹈三者常常融为一体，只是到后
来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
中国古代曾把不合乐者称为诗，合乐者称为歌，现在一般统称为诗歌。
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它记录了上自西周初期，下至春秋末期的诗歌，最后于春秋时
代汇编而成。
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杰出诗人屈原，创作了古代最早的一篇长抒情诗‘《离骚》。
《诗经》成为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离骚》则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河。
西方流传至今最早的文学作品，是诞生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的古希腊荷马史诗，即《伊利亚特》和《
奥德赛》，这两大著名史诗对后来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诗歌作为历史最久、流行最广的文学体裁，在中外文学史上产生了难以计数的众多作品，形成了丰富
多样的形式。
因此，诗歌分类方法多种多样，可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
一般情况下，按照作品的性质和塑造形象的方式不同，可分为抒情诗和叙事诗；按照诗歌的历史发展
和语言有无格律，又可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
作为诗歌的一种，抒情诗通过直接抒发作者的思想情感，袒露诗人的内心世界来间接地反映社会生活
。
抒情诗并不追求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描述，而是注重个人情思的抒发，即使诗中有一些关于生活现象
和自然景物的描写。
但诗人仍然是通过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来体现自己的感受与情绪。
例如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首诗以高度精练的语言，描绘了自己在水乡秋夜所见、所闻、所感的各种景物，而诗人浓郁的羁
旅之情也始终融会于夜泊之景，诗人的情绪情感仿佛随着这静夜的悠扬钟声回荡不已，正是这种独特
的感受与体验使这首诗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叙事诗常常通过描述故事或塑造人物来间接反映诗人对生活的认识、评价、愿望和理想。
叙事诗通常不像抒情诗那样，直接抒发诗人自己的情感，而是将叙事与抒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
将诗人的主观感情融入叙事之中。
例如著名的北朝民歌《木兰诗》，叙述了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从木兰女扮男装参军到屡建战功返乡
，在写人叙事中融入作者对木兰的敬佩赞誉之情，使这首长篇叙事诗具有了浓厚的抒情意味，也使得
木兰的形象千百年来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格律诗，又称旧诗，是指按照一定的字句格式和音韵规律写出的诗歌作品。
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格律诗都是古代形成的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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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五绝、七绝、五律、七律等，都是格律诗，每首诗的对仗、平仄、押韵等都有严
格的规定，甚至每句诗的字数也有严格的限制。
又如，欧洲古典诗中的十四行诗，也是格律诗，莎士比亚就曾经写过154首十四行诗。
自由诗，又称新诗，是与格律诗相对而言的，指那些只求节奏韵律和谐的诗歌作品，它们在句式、行
数、字数、音韵上没有严格固定的限制和要求。
一般认为，美国19世纪诗人惠特曼是自由诗的创始者，他的代表作是诗集《草叶集》。
五四前后，自由诗开始在我国流行，郭沫若、胡适、刘半农、徐志摩等在此期间创作了大量新诗。
散文也是文学的基本体裁之一，散文的含义和范围随着文学形态的发展演变，在各个历史时期有着不
同的内涵和内容。
我国古代的散文范围很广泛，主要是指一种与韵文、骈文相对立的文体，包括经、史、传等各种散体
文章。
随着文学的发展，散文后来被专门用作泛指诗歌以外的一切文学体裁，包括杂文、传记、小说等都被
容纳在里面。
近现代的散文，则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的，专指与诗歌、小说、剧本相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包括杂文
、随笔、特写等。
这是五四以来人们较为认同的现代散文含义。
我们这里所讲的散文也是从这种意义上来定义的。
散文是一种自由灵活、不受拘束的文学样式，能够迅速地表现作者的生活感受，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
。
散文的选材范围广泛，表现手法多样，结构自由，以形散而神不散的艺术特长来集中而凝练地体现主
题思想。
散文的种类丰富，一般可分为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和议论散文三大类。
抒情散文，注重在叙事写人时表现作者主观的感受与情绪，通过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抒发作者微妙
复杂的独特情感，将浓郁的思想感情融会在动人的生活画面之中，如现代作家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冰心的《往事》等。
叙事散文，包括报告文学、特写、速写、传记文学、游记等，侧重叙述人物、景物或事件，尤其是现
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并且将作者的主观情感蕴藏在对于人物和事件的叙述之中，如唐代柳宗元的山
水游记《小石潭记》和《钴姆潭西小丘记》、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现代朱自清的《背影》等
。
议论散文，主要是指杂文，它将政论性和文学性结合在一起，运用形象生动的语言，以及比喻、反语
，乃至幽默、讽刺等手法作为锐利的武器，通过精辟深刻的说理和妙趣横生的议论，使文章具有以理
服人的理论说服力和以情感人的艺术感染力，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样式。
作为议论性散文的杂文，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著作就具备了杂文的特征。
在现代文学中，鲁迅的杂文更具有鲜明的政论性和强烈的战斗性，以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成为
现代杂文的典范。
小说是一种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形象为主的文学体裁，它的特点是在生活素材的基础上用虚构的方
式来再现生活，因此，人物、情节和环境是小说不可缺少的三个基本要素。
人物在小说中是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之一，创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历来是小说的首要任务，也是小
说最重要的特征。
小说运用语言作为媒介，通过各种艺术的表现手法来刻画人物，它可以详细描绘人物的外貌、举止，
也可以表现人物的对话、行动。
可以通过不同的视角，从其他人物的眼中观察和表现这个人物，还可以把笔触伸人人的内心世界，通
过深层心理描写来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特别是小说可以把人物放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来描写，从而塑造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复杂丰
满的典型人物。
情节是小说另一个基本的构成要素。
传统小说的情节具有完整性、复杂性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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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起伏的情节不仅可以引人人胜，对读者产生强烈的感染力，还是展现人物性格、拓深作品主题的
重要手段。
环境同样是小说一个基本的构成要素，一般是指文艺作品中人物活动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
任何一部小说，它所描述的情节和刻画的人物，都只能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条件下存在，绝
对不可能脱离环境而存在。
因此，环境对于塑造人物和展现情节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比起其他的文艺作品，小说的环境要求更加细致详尽、广阔丰富。
中外古今的小说数量众多，分类方法也多种多样。
根据题材的不同，可分为神话小说、传奇小说、历史小说、志怪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社会小
说、战争小说、惊险小说、科幻小说等等；根据艺术结构和表现形式的不同，又可分为话本小说、章
回小说、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新体小说、现代派小说等等。
但最常见的分类方法，是根据容量大小和篇幅长短，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这样三大类
。
长篇小说容量大、篇幅长，包含着复杂曲折的情节和数量众多的人物形象，可以反映广阔复杂的社会
生活；短篇小说容量小、人物少，情节和环境相对集中，往往通过人物的一段经历或生活的一个片断
，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或侧面来再现生活的局部；中篇小说，顾名思义则介乎以上二者之间。
戏剧文学和影视文学主要指戏剧和影视剧的剧本。
电影、电视剧本与戏剧剧本一样，也属于语言艺术，是一种文学体裁，可供读者阅读。
但是，影视剧本的创作，主要是为拍摄故事片和电视剧提供脚本，所以，它要受到影视艺术特点的影
响和制约，从而使它与戏剧、小说等有明显的区别。
影视剧本的特征主要有三点：一是影视剧本的语言描写具有较强的视觉性和画面感。
电影、电视主要通过银幕上的可视画面来创造艺术形象，因此，影视剧本应力避印象式的描写和抽象
的概述、议论，必须突出视觉的效果，直接描写和塑造视觉画面，以便于拍摄和银幕展现。
譬如在小说《青春之歌》中，对林道静贴传单的描写长达两页，而《青春之歌》的电影剧本，却将其
中的心理描写等删除，改编为直接描写林道静贴传单动作和神态的、画面感强的几十个字。
二是影视剧本的语言要采用影视蒙太奇的表达方式，按蒙太奇的组接方式进行结构，以利于拍摄和胶
片的剪辑组合。
三是人物对话应少而精。
戏剧剧本主要由人物台词构成，人物性格、时代背景、故事情节、台外发生的事件等，都需要通过人
物对话来表现。
而电影、电视主要是通过画面来表现这一切，所以，人物对话应少而精，而且要高度性格化。
过多的人物对话，会导致影视作品的戏剧化，从而可能破坏影视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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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第5版《艺术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基础上，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和考试中心新修
订的《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复习考试大纲（专科起点升本科）》重新修订而成。
北京大学艺术学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彭吉象教授审阅了本书第1版的全文，又对本次修订提出了具
体修改意见。
北京大学艺术学系叶宇博士为本书增补了2万多字的“作品赏析”部分，本书策划编辑田晓兰女士对
本次修订提出了具体建议并给予了多方面支持。
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有限，书中尚有诸多不足之处，诚望专家和读者给予指正，以期进一步完善
这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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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概论(第6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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