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作品阅读与欣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文学作品阅读与欣赏》

13位ISBN编号：9787811229219

10位ISBN编号：7811229218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社：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页数：31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文学作品阅读与欣赏》

前言

　　本书原为21世纪新概念·教材高职高专公共基础课教材新系《语文》的第四册《文学作品阅读与
欣赏》，自2003年发行以来，由于特点鲜明，又配有“学习指导与练习”，所以好教好学，受到欢迎
。　　此次修订出版第二版，以《文学作品阅读与欣赏》为名单独出书，保留了原书的体例和特点，
适当调整了一些内容（配套教材也相应做了调整），订正了原书的个别错漏。　　编委会名单也根据
现在的实际情况做了一些调整。原书的总序、编写说明、第一版前言仍旧保留。这样，使用本教材的
师生可以借以了解本书的形成过程、体例及特点。　　此次修订，由原书总主编、本册主编、教育部
商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职教学会常务副主任乔正康高级讲师主持，仍由
上海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陶本一教授和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孙绍振主审。配编
的“学习指导与练习”由乔正康主审。　　本来有个打算，想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分类更细一些，使其
更符合中国文学诗歌、词曲、辞赋、楹联、散文、戏剧、小说发展的源流和实际情况。但由于时间太
紧，不可能做这样大的变动，所以不尽如人意及其他不足之处，希望能在第三版时得以完善，也希望
有关专家、学者、师生给予批评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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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阅读与欣赏》

内容概要

《文学作品阅读与欣赏(第2版)》原为21世纪新概念教材高职高专公共基础课教材新系《语文》的第四
册《文学作品阅读与欣赏》，自2003年发行以来，由于其特点鲜明，又有《自觉指导与练习》《教师
手册》，所以好教好学，受到欢迎。
此次修订出第二版，以《语文（文学作品阅读与欣赏）》单独出书，保留了原书的体例和特点，适当
调整了一些选篇（配套教材也跟着作了调整），订正了原书的个别错、漏和文字上的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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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阅读与欣赏》

章节摘录

　　认为楹联完全应该占据一个独立地位，笔者早在1989年出版的《中国旅游文学》（北京，展望出
版社）中就已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只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本书将它暂且附在诗歌之后，有待进一步研
究与讨论。　　楹联只有上下两句，在书写和使用时都有固定的格式：（1）上句在右，下旬在左；
楹联不论有多长，书写时换行不抬头；实际使用时，楹联都竖写、竖读、竖贴。（2）一副楹联，上
下联字数相等，句式相同，词性相同，平仄相对，如杭州岳坟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
佞臣”，整齐和谐。（3）楹联上下两句，短的只有八个字（如杨州平山堂鉴真纪念馆郭沫若题写的
对联：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最长的是四川江津城楼钟耘舫的对联，上下联共有1612个字。　　楹
联上下联的意思相类似或相反的，习惯上叫正对或反对；上下联完全符合格律的叫严对或工对，不完
全符合格律的就叫宽对了。另外，古今创作楹联的技法很多，有嵌字联（联内嵌有特定的词语）、谐
音联、集句联（集古今诗词成句为联）、迥文联等。　　楹联的美学价值很高，上下两联寥寥数语，
能极其概括、形象地把有关的景色、人物、事迹的特点勾勒出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抒写浓烈的
感情。它不像赋和骈文的篇幅大，文字上也比较好懂，所以从审美角度讲，它也完全有资格进入正式
的文学殿堂。　　楹联在政治、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作用明显，为其他文学样式所不及
。各种政治、经济会议的会场主席台两侧常常悬挂与会议内容相关的楹联（有时是标语）。毛泽东在
共产党整风时用“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为党内某些人“画像”
，批评他们不认真学习而又骄傲自大、夸夸其谈，既形象生动又幽默风趣。1976年，人民群众反对“
四人帮”，悼念周恩来，在天安门广场写了“忠魂不泯，热血一腔化春雨；大义凛然，壮志千秋泣鬼
神”的对联，震撼力极强。　　在经济生活中，楹联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的广告宣传和营业场所的环
境布置。如饭店业的“烹煮三鲜美，调和五味羹”；纺织业的“聚来千重雪，纺出万机云”；文物业
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美容美发业的“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有几？及锋而试，
看老夫手段何如！”戏剧业的“尧舜净、汤武生、桓文丑黑，古今来几多角色；日月灯、云霞彩、风
雷鼓板，宇宙间一大戏场”；邮电业的“送佳音飞骑连万户，报喜讯银线达九州”；百货业的“百货
百态、百问不厌，千客千意、千拿不烦”等等。　　在日常生活中，楹联仍广泛用于结婚、贺寿等喜
庆场合和丧葬等追悼场合。楹联常常一字千金、一语破的，十分精练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至于广
大农村，在春节等重大传统节日，更是家家写春联，户户贴春联，创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喜庆氛围。
恐怕没有任何一种文学样式能在这么大的范围内被如此多的人民群众所用了。楹联是真正雅俗共用的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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