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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文学担当了重要的社会角色，起到了引领思潮、启迪心智、陶冶情操的作
用。
它的人文性是任何其他学科所不可替代的。
文学作品总能引起人们的愉悦情绪或满足某种感情上的需求，使人进入一个自足的境界，然后转化为
一种力量，鼓舞人们创造更高的文明。
文学欣赏是以实现审美价值为核心而融会了其他价值的有机活动。
它融会的是认识价值、道德伦理教育价值和政治价值，这几种价值的实现都是建立在审美价值实现的
基础上。
　　跨入新世纪的今天，重新审视和反思大学语文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素质、审美能力、创新
意识、写作能力，是对大学生进行全面素质教育的最佳方式。
本教材正是源于这种需求而编写的。
全书由文学审美、文学源流、诗词赏鉴、散文品读、戏剧欣赏、小说建构、写作知识、书法技巧、名
家传略、名言警句十个篇章构成，每章后都附有相应的思考题，帮助读者理解和强化所学的内容。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院校及高职院校的教材，对于其他文学爱好者也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由于时间紧迫、学识所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与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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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和全面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这一理念编写的，由十章组成，分别是：
文学审美、文学源流、诗词赏鉴、散文品读、戏剧欣赏、小说建构、写作知识、书法技巧、名家传略
、名言警句。
全书力求从审美的视角在宏观上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进行梳理，对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四种文学
样式做系统的把握。
名篇佳作的赏析，引导读者步入美的殿堂；书法技巧、写作知识，帮助读者提高书法、写作的基本技
能；名家传略、名言警句，拓展读者认知视野。
　　本书适用于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各类教育，还可作为教师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广大文学
爱好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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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明传奇、小说和民歌　　明朝吸取了宋、元覆亡的教训，权力更加高度集中，思想的统治更
加强化。
宋元理学被列为明王朝的正统思想。
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列为八股取士的官定文献。
为满足统治者奢华生活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工场和作坊生产，加速了都市经济的繁荣，海外航道
的开辟、社会的相对安定，都有助于商业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发展。
文学艺术适应市民的需要，在宋话本、元杂剧的基础上兴盛起来的是南戏传奇和小说民歌。
这些几乎替代了历来的诗词散文而成为这一时代文化的主流。
　　罗贯中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复杂的时代。
由于社会动荡不安，他南北漂流，东奔西走，农民起义开拓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阅历。
三国故事很早就在民间流传，诸宫调和杂剧中也有不少演唱三国故事的。
他多方面吸收前人的成果，加上本人的想象和缜密的构思，终于完成了《三国志演义》这一长篇巨著
。
在作品中，他善于把历史上重大事件巧妙地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
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个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的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通过作品中人物彼此之间
的合作和斗争、拉拢和排斥等活动，被生动地再现出来。
让读者从这些人物形象身上清楚地看到了剥削者彼此间的冷酷无情，反映了统治阶级掠夺成性的真实
面貌。
他的揭露是深刻的，高度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
　　与罗贯中同时的施耐庵，把那些表现在口头传说、话本、杂剧中的彼此不联缀的水浒故事，运用
惊人的艺术才能，进得了创造性的组合，对人物进行了更细致、更深刻、更典型的塑造，揭示了阶级
压迫是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
通过宋江等接受招安，他又奉诏征讨方腊等故事情节，描绘出，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被逐渐瓦解
的过程，使整个作品在一种凄凉悲惨的气氛中结束，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历史悲剧。
不论是《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他们都以生动的笔墨，色彩鲜明地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
物典型。
罗贯中善于抓住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突出他的某一方面并加以夸大，例如，曹操的奸诈、关羽的义
气、孔明的智慧，并运用对比的方法。
使得人物个性鲜明，生动地出现在读者面前，显示出其高超的艺术手法。
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描绘的人物有几百个，许多英雄形象写得有血有肉，显示出不同的面貌。
例如，武松的刚烈果敢；李逵的坚决莽撞；林冲的厚道温情、优柔寡断；鲁智深的慷慨直爽、嫉恶如
仇。
这些人物形象逼真，性格奇特，以自身的行动展示各自的性格和精神面貌，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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