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关于 
调整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科目的说明 
 

为优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根据国家及学校相关政策，我院对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科目进行了调整。为方便各位考生做好准备，现将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科目调整方案予以说明，并附参考书

目。 

文学类考生（含 050101 文艺学、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

学、050105中国古代文学、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0501Z2文体研究与文学教育、0501Z4

民间文学与文化）原考试科目③716《文学综合》（含中国古

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文学、文艺理论）变更为③

767《文学原理》；原考试科目④语言综合（含古代汉语、现

代汉语）变更为④867 中外文学综合（含中国古代文学、中

国现当代文学、世界文学），“中外文学综合”的考试科目，

考生可在三部分专业基础课中任选两部分。 

语言类考生（含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原考试科目③716《文学综合》（含中国古代

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文学、文艺理论）变更为③768

《语言学基础》；科目④816《语言综合》（含古代汉语、现代

汉语）不变。 

学科教学（语文）原考试科目④907《汉语与写作》调整

为④907《中国语言文学基础》。 

 

请考生务必注意：我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以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2023 年 硕 士 研 究 生 招 生 简 章 为 准

（http://yz.snnu.edu.cn/info/1008/2882.htm）。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办公室 

2022 年 9月 19日 

http://yz.snnu.edu.cn/info/1008/2882.htm


附各考试科目参考书目： 

767【文学原理】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文学理论》，高等教育出版

社，2022 年版。 

[2]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3]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 

[4] 王运煕、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5] 畅广元、李西建主编《文学理论研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版。 

867【中外文学综合】 

中国古代文学 

[1]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8月第 1 版 ，2005

年 7月第 2版 ，2014年 5月第 3版。 

[2] 郁贤皓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7月第 1

版，2014 年 9月第 18次印刷。 

[3]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7月第 1

版，2017 年 1月第 34次印刷。 

  

中国现当代文学 

[1]郭志刚等：《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朱栋霖等：《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4]洪子诚《当代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5]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6]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北京师范大学，2011年版。 

 



世界文学 

[1] 郑克鲁《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 3版。 

[2] 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 

[3] （美）旦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768【语言学基础】 

[1]徐通锵、叶蜚声著，《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1 月。 

[2]邢福义、吴振国著，《语言学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月。 

[3]王力著，《中国语言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 4月。 

 

816【语言综合】 

[1]胡安顺、郭芹纳主编，《古代汉语》（上下册），中华书局， 2014 年第 3 版。 

[2]王力主编《古代汉语》（四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 2版。 

[3]兰宾汉、邢向东主编，《现代汉语》（上下册），中华书局，2014 年第 3版。 

[4]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 6 版，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 

 

907【中国语言文学基础】 

[1]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2]胡安顺、郭芹纳主编，《古代汉语》（全二册），中华书局出版，2006 年 9月第

1版，2007 年 10月第 2版，2014年 7月第 3版。 

[3]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 6版，上下两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4]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14 年或 1999

年 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