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年高二年高二12月月考考试（山西省太原市第五中学）月月考考试（山西省太原市第五中学）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小说简谈

①魏晋南北朝小说分为志人志怪两种。志怪方面，又可分为文人之作和宣扬佛教教义的作品两

种。志人小说则以记文人及贵族的生活为主，笑话也可以属于这一类。这些小说在小说史上有

如下的特点：一是真实和虚构的问题。小说是虚构的故事，但这个时期的小说作者即使是写鬼

故事，也自以为是写真事；志人小说更是以真实作为评定小说优劣的标准。二是写作态度问

题。现代小说的作者，会为了某个目的去编写小说，也就是有一定的写作动机；但这个时期的

作者写这些作品则是“被动的”记录，也就是“非有意为小说”。三是志人小说的出现，显示了小
说向写人事发展的趋势。四是小说和历史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

②至于文学手法方面，这一时期小说在叙事上只是“粗陈梗概”，只有故事大纲，基本上没有较
高级的小说技巧出现。但《世说新语》却长于叙事，善用比喻，文字生动，成就较高。

③小说发展到唐代，无论在形式观念上，还是在写作技巧上，都与前代作品有本质的改变。唐

传奇兴盛的原因首先是唐代社会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政治经济的成

功，促成了文学的发展。但这一点同时也适用于其它文体，所以就讨论唐传奇来说，单作这样

的分析还不够。要注意的是，小说以写人的社会生活为主，如果社会停留在“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那种简单朴素的农村生活，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小说就只能写一些口耳相传的鬼故
事，不会有更大的发展。唐代社会的进步，都市的出现，使人与人的来往密切了，出现了各种

悲欢离合的故事，还有人生得失的反省，政治上尔虞我诈的斗争，宗教的流行等，都可以在小

说中出现。丰富的社会生活是形成唐代小说蓬勃发展的主因。

④其次是文学本身的条件。具体来说一是小说体裁的发展。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为唐传

奇的出现提供了基础，例如一些志怪的作品成为唐传奇创作的题材；而志人小说由写鬼怪的风

气转而为写人事，对文人的创作也有很好的启示。唐传奇的发展，由初期的神怪故事，如《古

镜记》，到后来的半人半鬼，如《离魂记》，到纯人事的描写，如《李娃传》可以看到这种发

展的痕迹。二是其它文学样式的配合问题。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评唐人传奇说：“盖此等
（指唐传奇）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唐传奇和多种文体有关系，这是大家同意
的，如传奇写人物与史传有关系，传奇篇后的议论与史评有关系，都是事实。至于诗和传奇的

配合，二者相辅而行，如《长恨歌传》之有《长恨歌》。传奇和“古文运动”的关系，有人认为
古文运动的成功，对唐代小说具有十分的积极作用，这一看法有待商榷。

⑤唐传奇在小说发展史上摆脱了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的写法，使之在对生活的描写和人物的刻画

上走向了细致化的艺术境地，注重生活细节的描写和人物的精神心理的展现，成功地塑造了众

多的、具有性格化的人物形象，并且开始注意小说的审美价值和娱乐功能。其次，唐传奇

是“有意为小说”，因此在创作手法上较六朝志人的偏重写实增强了虚构性，较六朝志怪的偏重
记述传闻增加了再创作性，作家真正开始自觉地进行艺术想像和艺术创造，而且在艺术构思、

情节结构上，都取得了新的成就。 
（选自钟海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有改动）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魏晋南北朝小说分为志人和志怪两种，它们相互没有交叉性，所以把笑话归为志人一类有一
定道理。

B. 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只注重故事大纲，没有高级的小说技巧出现，只有《世说新语》是个例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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