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讲、隋唐五代的文学艺术与科
技

教学目标：了解隋唐五代的文学艺术与科技
。

教学重点：隋唐五代的文学与艺术，隋唐五
代的科学与技术。

教学难点：隋唐五代文学艺术出现繁盛的原
因。

教学时数：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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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

三、科学技术



  

一、文学
1、诗

 诗是隋唐五代尤其是唐代文学的主体内容。唐诗按作者生年分为初唐、
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

 初唐，即高祖到睿宗时期。初唐四杰。高宗到武后时的王勃、杨炯、卢
照邻、骆宾王，盛唐，即玄宗肃宗时期。代表人物为王维、李白和杜甫。
王维，善长五言诗，开元天宝时被称为“文坛霸主”。李白，堪称唐代
诗苑第一人。杜甫，字子美，现实主义诗人，其诗有“诗史”之称，诗
作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内容深刻。

 中唐，即代宗到文宗时期。代表人物为白居易和元稹。
 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作品最多的一位，白诗最大特点是通俗易懂，但

由此一来，有些诗“近乎鄙俚”之语（惠洪《全斋夜话》），降低了作
品的艺术性。元稹，与白居易见解、风格同，并称“元白”。二人的诗
的史料价值可贵。

 晚唐，即武宗到唐末。代表人物为李商隐和杜牧。
 李商隐，所写的抒情诗文字与音节高度和谐，被后人举为诗的美的典范

。
 杜牧，代表作有抒情诗《泊秦淮》等。
 晚唐诗人中有影响的还有李贺、皮日休、杜荀鹤等。诗作多，艺术性高

，大都模仿盛唐诗风，包括李商隐、杜牧，被称“小李杜”。总的看来
，随着唐王朝的衰落，诗的时代渐渐的过去了。



  



  

一、文学
2、词

     唐末词人主要有温庭筠和韦庄。温庭筠，
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既写诗又
写词，成就大的是词。他是大量写词的第一人
，被后人奉为词作正宗。韦庄，他写词语言朴
素明白，尤善长写离别相思之情，风格很清新
。

       五代十国时期词作中心在川蜀和南唐。
后蜀时赵崇祚编选词集《花间集》，收录唐末
五代十国 18位作家 500首词，人称“花间
派”；温、韦均被收，主要作者为前后蜀人士。
南唐词作也很发达，主要代表人物有冯延已和
李煜。冯延已，近人王国维评其词不失五代风
格，又开北宋一代风气。李煜，字重光，即南
唐李后主。在词作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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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一、文学
33、文体的变化与古文运动、文体的变化与古文运动

 南北朝时期尤其南朝通行骈体文，这种文体韵律明快，也能写出好作品南北朝时期尤其南朝通行骈体文，这种文体韵律明快，也能写出好作品
，读起来上口，但作为公文用，显得呆板。隋初李谔极言骈体之弊，文，读起来上口，但作为公文用，显得呆板。隋初李谔极言骈体之弊，文
帝曾下令公文不得用此文体，但不奏效。唐初仍通行，陈子昂等再次呼帝曾下令公文不得用此文体，但不奏效。唐初仍通行，陈子昂等再次呼
吁废之建议“文字复古”，即改用秦汉以前的古文体。直到唐中叶以后吁废之建议“文字复古”，即改用秦汉以前的古文体。直到唐中叶以后
，经韩愈、柳宗元倡行，才实现了文体改造。韩愈推崇先秦秦汉的散文，经韩愈、柳宗元倡行，才实现了文体改造。韩愈推崇先秦秦汉的散文
体，主张用古散文取代骈体文，故称“古文运动”。名义上复古，实际体，主张用古散文取代骈体文，故称“古文运动”。名义上复古，实际
在古散文传统基础上创新，返求自由、质朴的新散文体，是使文体、文在古散文传统基础上创新，返求自由、质朴的新散文体，是使文体、文
风、语言全面进步的革新运动并且提出“文以载道”，重视内容，反对风、语言全面进步的革新运动并且提出“文以载道”，重视内容，反对
空洞形式美，以文害义。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身体力行，把新空洞形式美，以文害义。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身体力行，把新
散文体用于政论、传记、书信以及序跋、墓志铭中，写了大量优秀散文散文体用于政论、传记、书信以及序跋、墓志铭中，写了大量优秀散文
，如，如《《师说师说》》、、《《原道原道》》等。他的散文气势大，文字极为精炼，不仅为等。他的散文气势大，文字极为精炼，不仅为
当时所重，也为后代所传。当时所重，也为后代所传。

 柳宗元是韩愈古文运动中的得力参与者，他的主要贡献是创作了大量优柳宗元是韩愈古文运动中的得力参与者，他的主要贡献是创作了大量优
美的散文。在参与“二王八司马”改革被驱之后，他更深入地了解了社美的散文。在参与“二王八司马”改革被驱之后，他更深入地了解了社
会，作品更有深度和力度，会，作品更有深度和力度，《《捕蛇者说捕蛇者说》》即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写自即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写自
然风景然风景《《永州八记永州八记》》，把自己的遭遇、情绪融入自然山水之中，情景交，把自己的遭遇、情绪融入自然山水之中，情景交
融，浑然一体，成为新散文的杰作。融，浑然一体，成为新散文的杰作。

 古文运动经韩愈、柳宗元倡行，在改变唐代文体、文风方面起到了很大古文运动经韩愈、柳宗元倡行，在改变唐代文体、文风方面起到了很大
作用。虽然唐后期的制诰仍有用骈体文的，到北宋欧阳修再倡古文运动作用。虽然唐后期的制诰仍有用骈体文的，到北宋欧阳修再倡古文运动
之后骈体文才退出文坛，但后人称古文运动的“唐宗八大家，文章数韩之后骈体文才退出文坛，但后人称古文运动的“唐宗八大家，文章数韩
柳”，即含有推崇韩愈、柳宗元首倡之功的意思。柳”，即含有推崇韩愈、柳宗元首倡之功的意思。



  



  

一、文学
 4、传奇小说
 唐代传奇小说由六朝志怪小说发展起来，盛唐和中唐传奇小
说数量较多，流传下来 90余种，这些小说有短篇有中篇，
情节起伏，人物刻画生动，语言幽默通俗，标志着小说创作
走向成熟了。

 5、通俗文学
 通俗文学的形式在唐代主要是变文。变文是在佛教的影响下
产生的。僧侣演讲佛语经文，对寺院僧人直接讲佛经，称为
“僧讲”；同时为了扩大影响，还常对僧侣之外的普通人讲
，称为“俗讲”。所用的讲稿话本就是变文。

南柯太守传 -----黄粱一梦 



  

二、艺术
1、书法

 唐代书法即成熟又不老化，很
活跃。这个时期的书法艺术可
分作三个阶段。

 隋朝和唐初。唐朝中期的书法
艺术成熟，成就最高的时期，
最有影响的是颜真卿的“颜
体”。唐朝后期。最有影响的
是柳公权的“柳体”。唐中期
有张旭和怀素，张旭酒后狂奔
，然后落笔成书；怀素也是酒
后动笔大起大落，并称草书
“二圣”随着书法艺术上的成
熟，这个时期的书法论也多了
起来。欧阳洵和颜真卿都有讲
书法的论著，在讲究具体技巧
的同时，已经注意到了书法感
悟的重要性，强调“神遇”即
心灵感悟问题。 怀素书法



  

二、艺术
2、绘画

 唐代是画家辈出的时期，并且绘画的种类也多了起来。可归为四类：
 人物画。包括贵族人物、佛像故事、仕女等内容。善画贵族人物的有唐

初阎立本。
 山水画。隋朝展子虔的《游青图》是保存下来最早的山水画卷。山水画

真正成为一个画派是唐中叶李思训父子和王维开始的。
 禽兽画。隋唐以前禽兽多画在器皿上，唐代成为独立画种。韩平画马，

有玄宗的名马《照夜白》；韦偃的《牧放图》画千余匹马，神态各异；
韩滉《五牛图》等。

 壁画。陵墓壁画以章怀太子墓及长乐公主墓、永泰公主墓内容丰富。佛
洞壁画主要是敦煌莫高窟，内容是佛教故事，也有当时社会生活画面。



  

二、艺术

 3、雕塑
 雕塑含石雕和泥塑两类，石雕，佛像雕刻以洛阳龙
门石窟为代表，开凿于北魏。泥塑。敦煌千佛洞的
泥塑佛像半数以上出自唐朝，有的是独立的，有的
与塑画配合，构思很巧妙。

 4、音乐和舞蹈

 音乐分燕乐和雅乐两种。燕乐是在欢宴场合演奏的
乐曲，雅乐是祭祀时演奏的乐曲。

 舞蹈在隋朝分文武和武舞，唐朝分健舞和软舞两种
。



  

三、科学技术

 隋唐五代没有宋代那样的大发明，但有一
些具体成就。

 1、天文历法
 最有成就的是唐代僧一行。一行在实际观
测的基础上用 3年时间编成《大衍历》，
于开元十七年颁行全国，为当时最先进的
历法。隋唐时期天文历法专家很活跃，历
法更改频繁，隋朝四改，唐朝十改，连
“大衍历”也只推行了不到 30年。

 2、医药学
 隋唐王朝的尚药局主管宫廷御用医药事务

，太医署主管全国的医学教育。当时，分
为医学和药学两部，孙思邈是隋末唐初医
学家，后人尊之为“药王”。



  

三、科学技术
 3、数学
 数学在隋唐时称算术，算学，国子监设有算学馆，教授生徒，唐代科考中有“算

学”科，考中后授以官职，从事天文测算。

 4、建筑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说：“唐之建筑风格，既以倔强粗壮胜，其手法又以柔和
粗美见长，诚蔚为大观”，五代以后渐趋华丽。桥梁技术主要是隋代赵州桥。城
市建设最突出的是长安城和洛阳城，尤其是长安城。佛塔在长安城有慈恩寺的大
雁塔和荐福寺的小雁塔。两塔都是密檐式砖塔，为当时存放佛教经卷之用。陵墓
建筑在唐代也有特点。咸阳附近有“关中十八陵”，保存最完整的是乾陵，规模
最大的是太宗的昭陵。

 5、雕版印刷术
 最早的印刷方法是雕版印刷，这种方法起源于古代印章和碑刻的捶拓技术，是公

元六、七世纪即隋唐之际形成的。雕版印刷已经成为一个新兴行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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