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大学 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831 科目名称：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

满分：150 分

中国古代文学部分考试大纲（75分）

【古代文学部分】

一、考试的总体要求

中国文学史主要考查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重要作家及流派等相关知识以及中

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能力，要求学生掌握运用文学史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要求学生具备条理明晰、逻辑清楚地表述自身思想的能力。

二、考试的内容

（一）各种文学文体的发展演进

1．诗词等韵文文体

2．各体散文

3．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文体

（二）从先秦到近代各历史时期的文学风貌

1．各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思潮

2．各历史时期文学在内容与艺术等方面的独特表现

3．社会历史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三）重要作家、文学团体和文学流派

1．重要作家的生平、思想及创作特色

2．重要文学团体的产生时代、成员、文学主张及创作特色

3．重要文学流派的形成、主张、影响及流变



（四）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

1．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2．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3．叙事文学作品故事题材、人物形象等因素的演变

（五）文学思想与批评

1．重要作家、理论家的文学思想与主张

2．重要的文论著述

3. 重要文学理论观点的评析

【文献学部分】

一、考试的总体要求

文献学主要是考查古典文献学的基本常识及识读、辨析、理解古书的基本能力。要求学

生掌握运用文献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要求学生具备条理明晰、

逻辑清楚地表述自身思想的能力，能够进行简单的古籍整理工作。

二、考试的内容

（一）古典文献的载体与类型

1．古典文献的各种载体与时代

2．古典文献的类型及含意

（二）古典文献的目录

1．相关的概念和术语

2．目录学发展简史

3．历代重要目录



（三）古典文献的版本

1．相关的概念和术语

2．版本的不同类型与特征

3．版本的辨识

（四）古典文献的校勘

1．相关的概念和术语

2．基本原则和方法

（五）辨伪与辑佚

1．相关的概念和术语

2．基本原则和方法

（六）古典文献的整理

1.古典文献的标点

2.古典文献的注释

（七）综合应用

1.对指定古籍版面的辨识

2.识读并其内容

3.按要求对其进行整理

中国现当代文学部分考试大纲（75分）

要求：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众多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论争等的把握，掌握



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趋势，能够灵活运

用当代文学理论观点和审美眼光评价分析各类文学现象，初步具备独立从事相关科学研究的

能力。

第一章 第一个十年（1917-1927）的文学

一、 文学思潮和运动

文学革命的发生；各类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及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新社团的

创立；早起新文学的理论建设；文学创作的潮流与趋势等。

二、 现代文学之父——鲁迅

鲁迅的生平、文学道路、文艺思想；《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野草》《朝花夕拾》

等。

三、 第一个十年的小说

问题小说；自叙传抒情小说、乡土小说等各类小说取得文学的正宗地位。

四、 第一个十年的诗歌

新诗的诞生、早期白话诗；郭沫若的生平、文学道路、诗歌创作；新月派诗歌；早期象

征派诗歌；早期无产阶级诗歌。

五、 第一个十年的散文

言志派散文；文学研究会作家散文；创造社作家散文；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散文。

六、 第一个十年的戏剧

现代话剧的诞生；田汉、丁西林等早期话剧的开创者及他们的创作。

第二章 第二个十年（1928-1937）的文学

一、 文学思潮与运动

第二个十年文艺运动发展的线索；无产阶级文学思潮、民族主义文艺思潮和自由主义文

艺思潮的出现及对立论争；文学创作的潮流和趋势。

二、 第二个十年的小说

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等的小说创作；京海派论争及京派与海派小说；左翼小说。

三、 第二个十年的诗歌

中国诗歌会诗人群的创作；后期新月派的创作；现代派诗人的创作。



四、 第二个十年的散文

鲁迅杂文；京派的散文；林语堂为代表的幽默闲适的小品文；各类报告文学与游记。

五、 第二个十年的戏剧

走向广场的戏剧；剧场戏剧的确立；曹禺、夏衍、李健吾的戏剧。

第三章 第三个十年（1938-1949）的文学

一、 文学思潮与运动

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文学；文学思潮论争与胡风等的理论批评；文学创作的潮流和

趋势。

二、 第三个十年的小说

路翎、赵树理、张爱玲、钱钟书、老舍、巴金等小说创作；后期浪漫派小说等。

三、 第三个十年的诗歌

艾青的诗歌；七月派、九叶派以及敌后根据地的诗歌创作。

四、 第三个十年的散文

报告文学的勃兴；继承鲁迅传统的杂文；小品散文的多样化。

五、 第三个十年的戏剧

广场戏剧的三次高潮；剧场戏剧的再度兴起与繁荣。

第四章 1949—1976 的文学

一、 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

50 年代、60 年代的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文艺思潮。

二、 50 年代、60 年代小说

50 年代、60 年代小说概述；柳青、梁斌、杨沫的长篇小说创作；李准、茹志娟的短篇

小说创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小说。

三、 50 年代、60 年代新诗

50 年代、60 年代新诗概述；郭小川、贺敬之、闻捷。

四、 50 年代、60 年代戏剧

老舍《茶馆》；田汉《关汉卿》。

五、 50 年代、60 年代散文



50 年代、60 年代散文概述；杨朔、秦牧、刘白羽

第五章 80 年代、90 年代的文学

一、 文学思潮

80 年代文学思潮；90 年代文学思潮。

二、 80 年代小说

80 年代小说概述；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现代派小说、先锋小

说、新写实小说等；王蒙、刘心武、陆文夫、高晓声、蒋子龙、张洁、谌容、汪曾祺、邓友

梅、冯骥才、张贤亮、张承志、韩少功、莫言等；马原等人的先锋小说。

三、 90 年代小说

90 年代小说概述；现实主义冲击波、女性小说、新生代小说、长篇小说创作；贾平凹、

陈忠实、王安忆、陈染、王小波、王朔、余华等。

四、 80 年代、90 年代诗歌

80 年代、90 年代诗歌概述；归来诗人群、朦胧诗、新边塞诗、后朦胧诗；艾青、雷抒

雁的诗；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的诗。

五、 80 年代、90 年代戏剧

80 年代、90 年代戏剧概述；沙叶新、高行健的戏剧。

六、 80 年代、90 年代散文

80 年代、90 年代散文概述；巴金《随想录》；余秋雨《文化苦旅》等。

第六章 新世纪文学

一、 新世纪小说

新世纪小说概述；精英写作的坚守；莫言等；打工文学与底层写作；“80 后”青春写作；

新媒体与文学新形态。

二、 新世纪诗歌、戏剧、散文概述

第七章 港台文学

一、 台湾文学



台湾文学概述；白先勇、余光中等。

二、 香港文学

香港文学概述；金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