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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语文课不是中学语文课的继续”，这一点在我国高校已成为共识。
但是就该课程的性质、教学目的、课程体例等方面的问题，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没有形成统
一的认识。
我们认为，中学语文的主要目的是以文学作品为蓝本来学习汉语言，就像英语是英国语言而不是英国
文学。
但是，“大学语文”不仅仅是语言课，而且是一门用来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进而影响学生的写
作能力和社会认识能力的公共基础课。
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作品鉴赏是达到上述目的的主要内容板块，大学语文课应当涵盖这三个板块
的内容。
但是，在短短的有限课时里，怎样结构课程？
以什么为思路进行讲解？
确实是难以把握的问题。
本书的编写就是针对大学语文课程的特点，进行的尝试性改革。
我们结合多年教学过程中的摸索和体会，以史为基本线索，以作品鉴赏为核心内容，以教学过程中比
较成功的“一讲”为体例进行编排，力求寻找一条流畅的教学思路，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我们对史的讲解，并不强调绝对的完整性，而是根据作品有所侧重，以作品鉴赏的需要为基准，取舍
详略。
详则借助于教师的研究成果，略则一语带过。
对作品的讲解，尽可能从文学角度作详尽的赏析，甚至可以讲到美学的层面。
由于时间有限，作品不可能讲得太多，因此，我们尽可能做到举一反三，向学生传授鉴赏作品的方法
。
本书主要是针对大学语文教学而编著，也可以作为广大读者自修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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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外文学鉴赏》的编写就是针对大学语文课程的特点，进行的尝试性改革。
我们结合多年教学过程中的摸索和体会，以史为基本线索，以作品鉴赏为核心内容，以教学过程中比
较成功的“一讲”为体例进行编排，力求寻找一条流畅的教学思路，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我们对史的讲解，并不强调绝对的完整性，而是根据作品有所侧重，以作品鉴赏的需要为基准，取舍
详略。
详则借助于教师的研究成果，略则一语带过。
对作品的讲解，尽可能从文学角度作详尽的赏析，甚至可以讲到美学的层面。
由于时间有限，作品不可能讲得太多，因此，我们尽可能做到举一反三，向学生传授鉴赏作品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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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十一讲 元曲一、元杂剧元曲与唐诗、宋词一道被视作“一代之文学”，是元代文学的代表。
我们通常所讲的元曲包括元代杂剧的曲词和散曲。
元朝统一中国后，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奉行民族压迫政策，蒙古族居于统治地位.汉人则处于社会的
底层。
又由于元初近半个世纪不设科举，断绝了文人进入上层社会的道路，使得长期以来处于社会上层的文
人，也被打入底层，所以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说。
文人的这种厄运，却正是元杂剧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方面，一些文人在仕途无望的情况下，为了谋生不得不加入元曲创作的行列中去，这无疑提高了元
杂剧创作队伍的文化水平，使杂剧这种民间文学大放异彩；另一方面，文人为了发泄心中的痛苦，也
往往借助于杂剧这种形式。
元杂剧的发展以大德（1300年前后）为界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
前期的创作中心在大都（今北京），后期的创作中心在杭州。
前期的主要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这是元杂剧创作的黄金时期；后期的主要作家
有郑光祖、宫天挺、秦简夫等，杂剧创作已走向衰落。
元杂剧的剧本体制采用曲牌联套形式，每本四折，分别演唱四套不同宫调的曲子，每折限用同一宫调
，而且一韵到底，中间不能换韵。
根据需要外加楔子。
当然亦有变格，如少数的五折、六折、二楔子等等，更有如《西厢记》的多本多折戏。
其角色分为末、旦、净、杂诸类。
每本由一位演员主唱，正末（男主角）主唱者称为末本，正旦（女主角）主唱者称为旦本。
动作表情和舞台效果提示，叫做科范，简称为“科”。
元杂剧反映社会生活广阔而深刻，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五类：通过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追求体现反封
建精神爱情剧；揭露贪官污吏和整个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的公案剧；正面歌颂敢于“犯上作乱”的造反
者的水浒戏；讽刺丑恶现象、赞美被压迫社会阶层的世情剧；讲述历史上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历史剧
。
元杂剧的成功宣告了戏曲文学开始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之一。
由于杂剧作家多为社会地位低下的文人、演员等，观众更是遍及各个阶层，形成了元杂剧以郁勃和反
抗为特征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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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过多位教师的紧张工作，《中外文学鉴赏》完稿了，但这项工作并没有终结。
在我国高校大学语文教学中，不断有新的尝试，《中外文学鉴赏》也需要实践的检验。
我们将在今后的教学中，总结经验，并吸收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大胆改革，进一步修改、补充，使之
更为完善，力求编写一本质量更高的大学语文教材。
本书共分三十三讲，其中，中国古代文学部分二十二讲，现代文学部分七讲，外国文学部分四讲。
全书由杨明、阎瑜最终统稿，阎瑜、邵吉志和殷梅负责中国古代文学部分；王小环负责现当代文学部
分；张树海负责外国文学部分。
本书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在编著过程中，吸收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未能一一注出；此外
，出于教学的需要，书中选取了部分中外名作，这里一并致谢！
若原作者见到该书，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奉寄样书。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难免有不足和缺陷，敬请各位有识之士提出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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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外文学鉴赏》主要是针对大学语文教学而编著，也可以作为广大读者自修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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