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文学读书笔记(模板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中国古代文学读书笔记篇一

又名《唐新语》、《大唐世说新语》、《唐世说新语》、
《世说》、《大唐新话》等，唐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刘肃著。
刘肃，宪宗元和时人。生卒年、籍贯、字号均不详。《新唐
书·艺文志》说他是“元和中江都主簿”。此书有元和二
年(807)自序，署衔为“登仕郎前守江州浔阳县主簿”。

该书记载唐代历史人物的言行故事，起自唐初，迄于代宗大
历年间，多取材于《朝野佥载》﹑《隋唐嘉话》等书。体例
则仿《世说新语》，分匡赞﹑规谏﹑极谏﹑刚正﹑公直﹑清
廉﹑持法﹑政能﹑忠烈﹑节义﹑孝行﹑友悌﹑举贤﹑识量﹑
容恕﹑知微﹑聪敏﹑文章﹑著述﹑从善﹑谀佞﹑厘革﹑隐逸﹑
褒锡﹑惩戒﹑劝励﹑酷忍﹑谐谑﹑记异﹑郊禅等30门类﹑13
卷。书后有总论一篇，表明作者的意图是以前事为鉴戒。此
书以记言为主，但皆因事而记，可由此窥知高祖至代宗朝政
治事件和社会风尚，其中有些记载较两《唐书》为胜，还有
一些地方可补两《唐书》的缺漏：(1)有一些为两《唐书》未
载的重要人物事迹，如李渊起兵太原后，李靖在长安捕杀李
渊亲族，李渊克长安后欲杀之，临刑赦免，后李靖任岐州刺
史时，被诬告谋反，赖某御史解救，而两《唐书》李靖传皆
失载。(2)有不少两《唐书》无传的官吏的事迹，赖此书得以
流传。(3)有些不见于两《唐书》的疏奏、弹文、手诏、榜文
的片段，赖此书保存下来。(4)书中也记载了不少有关诗文的
材料，尤其是“文章”门，录存初唐及开元初人所作诗歌多
首，并叙其本事，间载时人评论，为后来编集和研究唐诗者



所取材。如叙述玄宗命张说、徐坚、韦述等辑录《初学记》
的经过。使我们得知古代类书是为了作文速成、取材方便而
辑撰，也使我们了解《初学记》比前代类书在编排、体例上
的优长。另外，像张说对杨炯“耻居王后，愧在卢前”自白
的评语，也也首建于该书。

《大唐新语》有明嘉靖潘玄度刻本﹑及明人抄本残卷刻本，
改题《大唐世说新语》或《唐世说新语》。《四库全书》据
《新唐书·艺文志》恢复原名;《四库全书》文津阁写本;
《稗海》本。以《稗海》本较为通行。

今有：《大唐新语》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大唐新语》许德
楠﹑李鼎霞点校，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4年版。
该本以《稗海》本为底本，以明代嘉靖潘玄度刻本﹑《四库
全书》本等对校，末附佚文及有关序跋;《大唐新语译注》何
正平、王德明等译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大唐新语》，
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20--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读书笔记篇二

距今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时期，我国产生了最初的文字——
甲骨文。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出自《吕
氏春秋·古乐》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出自《吴越春秋·勾践阴谋
外传》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出自
《礼记·效特性》

《诗经》婚恋诗的基本内容：抒发恋爱和相思的甜蜜，表现
恋爱的曲折，写夫妇间深挚情爱，弃妇诗。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出自《关
雎》

我国古代第一部历史文集《尚书》，它以记言为主。《逸周
书》，本命《周书》，向来被视为《尚书》的余篇或逸篇。

《战国策》杂记东周、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
宋、卫、中山各国之事。它敷载当时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
争及其策谋或说辞，所记以战国时纵横家的事迹、言论为多。
经西汉刘向整理编订，成33篇。

诸子散文发展的三个阶段?

1、春秋末至战国初，有《老子》《论语》和《墨子》。

2、战国时期，有《孟子》和《庄子》。它们开始摆脱语录体，
往往是长篇大论，说理畅达，文辞富赡，是说理文的进一步
发展，很多篇章形象生动，比喻，寓言叠出，行文的波澜起
伏，有比较浓厚的文学色彩。

3、战国后期，有《荀子》和《韩非子》。它们议题集中，逻
辑严密，说理透彻，文辞富丽，是先秦说理文的高峰。

第二编秦汉文学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组织其门客集体编纂的。秦代散
文，多出于李斯。

学到了一个知识点，“互见法”。

互见法：《史记》写人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在本人的传记中
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
而其它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
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如《高祖本纪》。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记事年代起自高祖元年，止
于王莽地皇四年。其体例，基本继承《史记》，只是
改“书”为“志”，又取消“世家”，并入“传”。全书100
篇，分为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传。

《古诗十九首》的离情别绪，表现为思乡和怀人。另一个重
要的主题，是表现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
些观念。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评论《古诗十九首》说：
“五言之冠冕也”。

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艺术特色：体现了作者辞官归隐的
意志和纯洁高旷的品行，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
文中所写的归途情景，与家人团聚的情景以及来年春耕的情
景，都是想象之词，从中可见诗人对自由向往。文中不乏华
采的段落，跌宕的节奏，轻快的行文，将作者摆脱官场回归
田园的欣喜之情表现得极为生动。

南北朝时期文坛上的重要现象就是骈文的出现和流行。骈文
是一种具有均衡对称之美的文体，它实际上是广义散文的一
部分。

骈文的主要特征：对偶、用典、声律、辞藻。

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

隋统一全国后，融合南北文学之长，探索创造新文学。其中
有一股力量就是北齐、北周的旧臣，如卢思道、杨素、薛道
衡等。

初唐四杰：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勃。

文章四友：杜审言、苏味道、李峤、崔融。



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平淡自然，不求工为自工。自然
平淡是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尽管他的诗中也有刻画细
致，用字精审的工整偶句，如“无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
但非有意模山范水，只是一时兴到之语。观其全诗，多以单
行之气运笔，一气浑成，无刻画之迹，妙在自然流走、冲淡
闲远，不求工而自工。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出自《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李白诗歌对后世的影响：

1、李白诗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首先是他诗歌作品中反映出
来的人格力量和个性魅力。他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
自信，那“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独立人格，那“戏万乘
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凛然风骨，那与自然冥一的潇洒
风神，曾经吸引过无数士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那种人格
意识受到正统思想压抑的文化传统中，李白狂放不受约束的
纯真的个性色彩，无疑有着巨大的魅力。

2、他诗歌的豪放飘逸的风格、变化莫测的想象、清水芙蓉的
美，对后来的诗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苏轼、陆游等大家，
都曾受到他的影响。

杜甫诗：一是虚心学习前人经验，不薄今人爱古人;二是作诗
兼备众体，风格多样化;三是功力深厚，能自铸伟辞。杜甫于
各种诗歌体裁都很擅长，并能推陈出新。他的五言古诗、五
言排律、七言古诗、七言律诗都很擅长，形成沉郁顿挫的主
导风格，还有萧散自然、平淡简易和含蓄委婉等诸多变化。

第五编大历诗坛

韦应物和刘长卿是大历至贞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诗人中的
佼佼者。



白居易把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
律诗。白居易的讽喻诗在思想内容上体现“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精神，在形式上追求“其辞质而往，
其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体顺而肆”的形式。在诗中充分暴
露出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体现出对社会、对政治、
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具有不朽的价值。

简书著作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的转载都请联系作者获得
授权并注明出处。

韩愈《山石》读书笔记

韩愈《山石》如何体现“以文为诗”的特点?

《山石》是有独创性，将散文句法引进诗歌，汲取游记散文
的特点，详记游踪，而又诗意盎然，体现出其“以文为诗的
特点。

此诗气势遒劲，风格壮美，按时间顺序，依次记述游踪。全
诗单行顺接，不用偶句，不事雕琢。在结构安排上，以浓丽
的色彩来点染景物，以清淡的笔触来抒发情怀;在表现手法上，
较为自由的散文笔调，极富诗意。《山石》“以文为诗”的
特点表现在：

1、谋篇上：它是一般山水游记的顺序，再加上后几句的议论。
通读全诗，我们不难发现它汲取了散文中有悠久传统的游记
文的写法，按照行程的顺序，叙写从“黄昏到寺”、“夜深
宿寺”到“天明辞寺”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是一篇诗体的
山水游记。

2、语言上：语句清新自然，特别是在炼字方面，非常新颖。
如：“大”和“肥”，虽是很寻常的字眼，但用在芭蕉叶和
栀子花上，特别是用在“新雨足”的芭蕉叶和栀子花上，就
突出了客观景物的特征，增强了形象的鲜明性，使人情不自



禁地要赞美它们。

3、取景上：选取的画面具有独到性，构成独特的意境。在这
一夜到晨的所见所闻中，选用了色彩浓淡明暗变化的若干图
景，错落交叠，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写出暮色苍茫中的“暗”;下两句写芭蕉与栀子花，又是暗色
中的一“亮”;下写以火把观壁画，是明中有暗;而夜卧无声时
“清月出岭光入扉”，又是暗中来明;“天明独去无道路，出
入高下穷烟霖”，则是天色蒙蒙亮时的山岚弥漫;而下接“山
红涧碧纷烂漫”，则又豁然一明。这样，就在读者脑际留下
了视感极强的连续图景。全诗流畅中见奇崛，有精心的雕琢
但又显得很自然。

综上：

《山石》一诗，采用一般山水游记散文的叙述顺序，从行至
山寺、山寺所见、夜看壁画、铺床吃饭、夜卧所闻、夜卧所
见、清晨离寺一直写到下山所见，娓娓道来，让人身历其境。

全诗以时间为序写游踪，以移步换形法写见闻，以议论突出
主题，正体现出韩诗的散文化倾向;而诗境如画，语言平易，
风格清新。

读书笔记之二

李贺《李凭箜篌引》如何表现音乐?

李贺的《李凭箜篌引》被誉为唐诗中描写音乐题材的名篇。
此诗最大的特点是想象奇特，形象鲜明，充满浪漫主义的色
彩。纵观全篇，此诗寄托着诗人的情思，曲折而又明朗地表
达出他对乐曲的感受和评价。

诗的起句开门见山，把人们带入了一个不同凡响的音乐世界。
“吴丝蜀桐”写箜篌的构造精良，借以衬托演奏者技艺的高



超。二、三两句写乐声，诗人从客体(“空山凝云”之类)落
笔，以实写虚，把本来诉于听觉的音乐声响转变成具体可见
的生动形象。移情于物，把云彩写成具有人的听觉功能和思
想感情，空山凝云和湘娥素女互相补充，极力烘托出箜篌声
响的神奇美妙，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魅力。前四句，
诗人先写琴，再写声，后写人，有先声夺人的艺术力量。

接着诗人从更多的侧面描摹箜篌奇异变幻乐声。五、六句正
面写乐声。“昆山”句以声写声，着重表现乐声的起伏变化。
“芙蓉”句则以形写声，刻意渲染乐声的优美动听。诗人
用“芙蓉泣露”摹写琴声的悲抑，而“香兰笑”显示琴声的
欢快。从第七句起到篇终，都是写音响效果。其中，“女娲
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个“逗”字把乐声强大
的艺术魅力和奇幻瑰丽的景象紧紧联系起来。后几句运还用
神话传说的形象，进一步烘托出李凭演奏技巧的高超和乐声
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

【课堂补充】

1、异于常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幻想。

2、侧面烘托的手法。

3、浪漫主义的手法。

4、运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音乐。

5、运用典故来表现音乐之美。例如：“女娲补天”的典故。

6、衬托的手法，运用“石破天惊”、“秋雨”衬托音乐的优
美。

7、动静结合的手法。例如“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
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运用了动静结合



的手法，作出进一步的烘托。

8、将抽象感转化为形象感。诗人将自己对于箜篌声响的抽象
感觉、感情与思想借助联想和想象转化成清晰可见的鲜明的
具体形象。诗人取譬设喻意象，如昆山之玉、高贵的凤凰、
俏丽的芙蓉、幽兰的香花，都能给人以一种特殊的美感。

综上：

李贺用大胆的夸张、神奇的想象、瑰丽的比喻，鬼泣神惊，
极其浪漫。李贺此诗运用瑰丽的想象，新颖的比喻，奇特的
夸张，把诉之于听觉的音乐声响表现为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
创造出飘逸隽永的诗的意境，令人耳目一新。

读书笔记之三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是什么?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历来都有爱情说、讽喻说、两者兼
有的争论。我持爱情说的观点。我觉得通篇是以“情”作为
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进一步
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诗人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向我们呈现了所谓的“长恨”。
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
“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
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
生”的杨贵妃。贵妃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
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
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
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
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
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
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



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
历史的理性批判。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
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
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
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
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
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
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
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
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
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
境。

《长恨歌》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
实想像而成的爱情故事。而“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
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
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
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
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捉弄，是爱情
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
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
明全诗的主题。

中国古代文学读书笔记篇三

今年暑假，妈妈给我买了一本《中国古代神话》，里面的.每
一个故事都有着独特的魅力，我被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住了，
于是很快就读完了整本书。

走进神话世界，我认识了很多人物，例如：用生命创造世界
的盘古、女娲，造福人类的神农氏、大禹、后羿，为理想而
奋斗的愚公、刑天、精卫，推进华夏文明的燧人氏、仓颉，
承载着人们梦想的八仙.......



《精卫填海》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神话故事，故事讲的是炎
帝的女儿女娃划船出去玩时不幸溺水身亡，她的灵魂化作成
一只小鸟，她为了报复大海每天叼起山上的石头丢进大海，
她相信总有一天会把大海填平的。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坚持
不懈、永不言弃的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她直到填平大海。
也是这种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进步，超越自我，走向成功。
这让我想到了我骑自行车时的情景，一开始，我总是摔倒，
摔了多次后，失去了信心，觉得自己根本没办法学会，当时，
我很想放弃，但爸爸妈妈都鼓励我，让我坚持下去，于是我
不断地摔倒爬起，摔倒爬起.......也正是靠着这种不放弃的
精神才使我最终学会了骑自行车。

神话源于远古时代，虽然现在的科技已经相当发达，我们也
知道世界上并没有神，但神话故事里那些积极的正能量精神
依然在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

中国古代文学读书笔记篇四

中国拥有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民族，散落在各地的神话使每
个民族变得神秘而动人。中国神话一直以来都是零碎复杂的，
茅盾先生早年在《中国神话研究》中说过中国神话不但一向
没有集成专书，并且散见于古书的，亦复非常零碎，所以我
们若想整理出一部中国神话来，是极难的。而袁珂先生知难
而上，利用自己的学识，将一些人民的口头文艺创作以及一
些古书里的神话资料缀集起来，写成了一部有系统的完整的
东西，就是《中国古代神话》。

袁珂(1916.7.12—20xx.7.14)，本名袁圣时，笔名丙生、高标、
袁展等，生于四川新繁县。生前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
究所研究员、中国神话学会主席、国际知名学者，当代中国
神话学大师。

袁珂先生著述颇丰。1950年，第一部神话专著《中国古代神



话》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汉民族古代神话专著，
由此奠定了袁珂先生的学术声望。之后，袁珂先生先后撰写了
《中国古代神话》、《中国神话选》、《中国传说故事》、
《山海经校注》、《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中国民族神话
词典》、《神异篇》、《巴蜀神话》(合著)等20多部著作以
及800余万字的论文。

第一章导言

(1)阐述了神话的概念，神话的产生，“神话是自然现象”，
神话的产生是基于现实生活。美好的神话产生于那个没有人
剥削人的原始社会，同样神人之间的差距使得人们想要反抗。
因此，神的世界是人的世界的投影。

(2)分析中国神话保存不完整的原因，第一、中国民族重实际
轻玄想;第二、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第三、在中国神鬼不
分。并提出了“神话历史化”是导致中国神话保存不完整的
重要原因。

(3)大致介绍了《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同时比较了各注本
之间的差异

(4)阐述了神话和迷信之间有本质的差别，神话和传说、和仙
话也不尽相同。神话记载的也有对当时文学艺术的展示。

以《天问》开篇，引出长久盘亘在我们心头的问题---世界是
怎样开始。类似《圣经》创世纪开篇，袁珂先生将中国古代
神话中的关于“开天辟地”、“女娲造人”的故事整合在一
起，从神话角度初步解答了“世界是怎样开始的”这个问题。

介绍了女娲之后出现的神话人物：南方天帝炎帝、西方天帝
少昊和北方天帝颛顼。

主要讲述昆仑山上的黄帝，以及在他的领导下众神兽的职务。



举例叙述了黄帝的公平、尊严，并强调神人有别。

第五章帝俊、帝喾和舜

(1)关于帝俊的形貌、妻子、朋友、子女。

(2)帝喾的妻儿，后稷的出生和他对人类的贡献。

(3)节俭、朴素顾念人民的好国君尧，在他的领导下各司其职、
各尽其责。

(4)舜在家经常受到欺负，但他的老实、才干使他深受尧的喜
欢，并成为尧的女婿。娥皇、女英二人帮助舜一次又一次的
躲过了险恶的家人的陷害。险恶的家人的计谋又一次失败，
舜成功通过考验成为国君，以宽容之心对待并感化了自己的
父亲和弟弟。舜死于苍梧之野，娥皇、女英在赶去途中死于
湘江。

中国古代文学读书笔记篇五

今天，我读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古代神话》。其中，我最喜
欢的人是《盆子里的孩子》中的老爷爷。因为他获得了一个
宝盆，这个宝盆里的图画一到晚上就变成真的，而从盆子里
的水珠掉出来都会变成珍珠，他把这珍珠分给大家不小气。
所以我喜欢他。我从他身上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要常
常助人为乐。

我也常做助人为乐的事。我记得那是我读三年级的时候，那
时我上完体育课在排队回家，在队伍行走时，我看到了二年
级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也排队出来，突然，他们队伍中有一个
人一不小心红领巾脱落下来，掉在了地上。看到红艳艳的红
领巾躺在地上，我跟老师说了要去捡起来，老师同意了，我
就跑过去捡起红领巾跑到二年级所在的地方，谁料他们的`队



伍刚解散，我问来问去，终于找到了红领巾的主人。我发现
他是一个小弟弟，我把他的红领巾给回了他。这才又急急忙
忙地跑回我的队伍，排好队回家。

我觉得《中国古代神话》太有趣了，从中我们还可以学到很
多做人的道理。你也去看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