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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古代文学作品的传播具有强烈的“时差性”，有些作家的作品一写出来就立即得到迅速而广泛的
传播，特别是知名度高的作家，其作品基本上能及时传播，如宋代苏轼、黄庭筠等人的诗文一

落笔，即为人传诵。而有些作家的作品就很难及时传播，常常是生前藏之名山，身后才得以传

之后世。宋人的文集，有一些是在作者本人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由其子孙亲友刊印流传

的。文学传播的“时差性”必然会造成作家影响的延后性，即作品传播滞后的作家，不可能对同
时代的其他作家产生影响，而只有当他的作品传播之后才会产生影响。一般说来，作家知名度

的高低与传播的速度与广度成正比。

作品传播的速度与广度，除与作家的知名度有关之外，又与作品本身的审美趣味有关，如北宋

柳永的词作，符合当时市民大众的审美趣味，故传播及时而广泛，以至于“凡有井水饮处，背
可歌柳词”。而北宋中后期的黄裳，是神宗朝的状元，在社会上的名气不算小，因为他写词，
不注重娱乐性，不考虑听众的审美趣味，只是按自己的志趣写风雅之词，“以清淡为正，悦人
之听者鲜”，所以无人传唱，也无人欣赏，只好孤芳自赏。
作品传播的历程，常常不是直线型的而是曲线型的，有沉寂期也有盛行期，有低谷也有高峰。

有些作家作品的传播，具有连续性。在当时及后世都盛传不衰，如宋代欧阳修、苏轼和辛弃疾

的作品，问世后历来都为人传诵，基本不断。有些作家作品的传播，则呈现出间歇性的特点。

盛行一时后，就湮没无闻，沉寂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崛起。比如李清照的作品，在南宋盛极一

时，当时刊行的李清照作品集有《李易安集》十二卷本，《易安居士文集七卷本》等多种版

本。到了明代，李清照的作品集又全部失传，以致于像杨慎那样博学的学者，也未见过李清照

的调集，而近代以来，随着李清照在文学史上地位的不断攀升，她的作品又得到了重新整理，

并广泛传播。

作品的传播，又有突起的现象。当时流传不广，在后代某个时期，因为某种特别的机缘而大受

关注，广为流传，之后又复式微。如宋末周密、张炎、王沂孙等人的唱和词集《乐府补题》，

在当时传本极少，元明两代一度失传，清代康熙年间朱彝尊偶然发现，让人在北京镂板刊行

后，即大受追捧，广为传播，词坛上一时形成学习模仿《乐府补题》的热朝，京城的词风为之

一变。此后，《乐府补题》虽然并未绝版，但传播有限。

一个时期，不仅是传播当代的作品，还要传播前代的作品，一种作品，不仅是在当代传播，还

要在后代传播，所以考察一个时期文学的传播，不仅要考察其同时代作家作品的传播，还要考

察前代作家作品在该时代的传播。如研究宋代文学传播，就不仅要关注宋一代先后传播了多少

宋人的作品和文集，还要注意当时传播了多少唐人及唐以前的文学作品集，前代哪些人的作品

在宋代最具影响力。

——（摘编自王兆朋《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凡是知名度高的作家的作品，一写出来就立即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
B. 古代很多作家的作品很难及时传播，宋代一些作家去世后作品才流传于世。
C. 宋代苏轼、黄庭坚两人的诗文，因为作品通俗，所以基本上能及时传播。
D. 欧阳修、苏轼和辛弃疾的作品传播历程是直线的，问世后历来都为人传诵。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举北宋中后期的黄裳的例子，主要是为了论证作品传播的速度、广度与作品本身的审美
趣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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