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采风流：近现代闽籍文人与作家-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大学MOOC慕
课答案

单元检测

1、单选题：林则徐诗歌中最重要的艺术特征是__________________ 。
选项：
A、现实主义
B、浪漫主义
C、自然主义
D、现代主义
参考：【现实主义】

2、单选题：作为晚清著名的外交家，（ _________）也是著名的翻译家，被誉为“我国研究法国文学的
第一人”，同时在欧洲不遗余力地宣扬中华文明。
选项：
A、林纾
B、陈季同
C、严复
D、薛绍徽
参考：【陈季同】

3、单选题：陈季同把《 _________》中的故事编译了26篇，定名为《中国故事》，1884年在巴黎出版法
文版，1885年在伦敦出版英文译本。
选项：
A、《搜神记》
B、《西游记》
C、《聊斋志异》
D、《三国演义》
参考：【《聊斋志异》】

4、单选题：著名学者严家炎认为，陈季同创作的小说《_________》具有现代意义，对溯源五四文学思
潮具有重要推进作用。
选项：
A、《中国戏剧》
B、《黄衫客传奇》
C、《中国人的快乐》
D、《中国人笔下的巴黎》
参考：【《黄衫客传奇》】

5、单选题：1899年，林纾、王寿昌合译的《_________》刊行与风靡，是翻译界和小说界的大事，在中
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林纾向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文学之窗，极大地提高了
域外小说在中国士人心目中的地位，扩大了泰西文学的影响力。
选项：
A、《黑奴吁天录》
B、《巴黎茶花女遗事》



C、《公主遇难》
D、《决斗得妻》
参考：【《巴黎茶花女遗事》】

6、单选题：__________自称吾诗七律专学东坡（苏轼）、简斋（陈与义）；七绝学白石(姜夔)、石田
(沈周)，参以荆公（王安石）；五古学韩（愈）；其论事之诗则学杜（甫）。
选项：
A、陈衍
B、郑孝胥
C、陈三立
D、林纾
参考：【林纾】

7、单选题：在《诗书画三绝的别样译才：林纾》课中，主要讲述了林纾创作的 __________诗。
选项：
A、山水田园
B、题画
C、边塞
D、叙事诗
参考：【题画】

8、单选题：1923年，_________ 评价严复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
选项：
A、胡适
B、鲁迅
C、刘半农
D、蔡元培
参考：【蔡元培】

9、单选题：严复的诗歌创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他的《八月戊戌感怀》首联写道“求治翻为罪，明时误
爱才”，其中哪一个字道出了时代的吊诡和悲凉？ （ ）
选项：
A、求
B、明
C、误
D、爱
参考：【误】

10、多选题：林纾的诗歌创作具有哪些特征？ （ ）
选项：
A、细致入微的描述纪游感受，同时表现得别致奇特；
B、用语新巧别致，注重表现视觉形象的动态感；
C、从日常生活的感悟中加以生发，呈现出超出画境之外的性情吟咏；
D、在题画抒怀之中，寄寓自已的现实感悟和人生持守。
参考：【细致入微的描述纪游感受，同时表现得别致奇特；#用语新巧别致，注重表现视觉形象的动态
感；#从日常生活的感悟中加以生发，呈现出超出画境之外的性情吟咏；#在题画抒怀之中，寄寓自已的
现实感悟和人生持守。】



11、多选题：严复的翻译考究、严谨，每个译称都经深思熟虑，他提出的“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 ”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选项：
A、信
B、达
C、清
D、雅
参考：【信#达#雅】

12、填空题：魏源评价_________ 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参考：【林则徐】

13、填空题：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__________________。”（《赴戍登程口古示家人·其二》）充
分表达了对国家的热爱之情，一直为人们所传诵。
参考：【岂因祸福避趋之】

14、填空题：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秉辉，字_________ ，号畏庐、畏庐居士，别署冷红生。
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福建闽县（今福州）人，近代著名文学家。
参考：【琴南】

15、填空题：_________翻译了《天演论》、《国富论》、《法意》、《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
等西方现代经典名著，广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变革。
参考：【严复】

第二章单元测试

1、单选题：陈衍的诗歌创作具有（ ）特点？
选项：
A、英雄失路，万绪悲凉
B、平淡自然，韵味醇厚
C、曲折用笔，骨力清健
D、炳若缛绣，凄若繁弦
参考：【曲折用笔，骨力清健】

2、单选题：（ ）的《石遗室诗话》，篇幅浩繁，以品评道、咸以来诗人诗作为主，显示出极富个性特
色的诗学观念和审美取向。
选项：
A、陈衍
B、陈宝琛
C、郑孝胥
D、沈曾植
参考：【陈衍】

3、单选题：（ ）是近代中国诗坛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是近代宋诗运动发展到同治光绪时代的一个诗
歌流派。
选项：
A、汉魏六朝诗派
B、晚唐诗派



C、同光体
D、新诗派
参考：【同光体】

4、单选题：1898年12月21日，南下投入张之洞幕府的郑孝胥在宴席上诵读了《__________》，张之洞
听后，“怃然曰：‘抑何沉痛也。’”
选项：
A、《寄严又陵》
B、《望月怀郑子培》
C、《戏赠王又点》
D、《十一月十八日出山海关》
参考：【《寄严又陵》】

5、单选题：下列选项中，哪一项不是同光体诗歌的代表人物？
选项：
A、郑孝胥、陈宝琛
B、陈三立、沈曾植
C、龚自珍、黄遵宪
D、沈瑜庆、陈衍
参考：【龚自珍、黄遵宪】

6、单选题：2017年，福建师范大学迎来办学110周年，它的前身即是由___________在1907年创办并主
持的福建优级师范学堂。
选项：
A、陈宝琛
B、陈衍
C、林则徐
D、严复
参考：【陈宝琛】

7、单选题：作为“同光体”诗派的重要诗人，（ ）的《沧趣楼诗集》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选项：
A、陈衍
B、陈宝琛
C、郑孝胥
D、沈曾植
参考：【陈宝琛】

8、单选题：陈宝琛诗歌中常见的吟咏物象是（ ）。
选项：
A、荷花
B、榕树
C、松树
D、牡丹
参考：【松树】

9、单选题：陈衍《石遗室诗话》中评价 ______ “好学淹雅……撰述甚富，诗词骈体文裒然”。
选项：



A、朱淑真
B、李清照
C、薛绍徽
D、秋瑾
参考：【薛绍徽】

10、单选题：薛绍徽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个__________。”
选项：
A、女小说家
B、女翻译家
C、女诗人
D、女戏剧家
参考：【女翻译家】

11、单选题：薛绍徽创作了许多咏史诗词，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描述中，寄托着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刻忧
虑。下列诗词与其中涉及的历史事件搭配错误的是（ ）。
选项：
A、《满江红·并序》 中法海战
B、《海天阔处·闻绎如话台湾》 甲午海战
C、《丰台老媪歌》 八国联军侵华
D、《哀伊藤》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
参考：【《丰台老媪歌》 八国联军侵华】

12、多选题：陈衍对“同光体”的理论贡献有那些？（ ）
选项：
A、标举“三元”说：“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
B、提出诗不必分唐宋，宋皆法于唐。
C、认为“大家诗文，要有自己面目，决不随人作计”、“诗虽小道，然却是自己性情语言，且时时足以发
明哲理”。
D、强调诗歌风格的多样性与时代风气的关系。
参考：【标举“三元”说：“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提出诗不必分唐
宋，宋皆法于唐。#认为“大家诗文，要有自己面目，决不随人作计”、“诗虽小道，然却是自己性情语
言，且时时足以发明哲理”。#强调诗歌风格的多样性与时代风气的关系。】

13、多选题：下列选项中，哪些是同光体诗歌的主要特点？
选项：
A、反映民生疾苦
B、学宋诗风气比较浓重；
C、语言多用典故；
D、字句上追求新巧。
参考：【学宋诗风气比较浓重；#语言多用典故；#字句上追求新巧。】

14、多选题：郑孝胥诗风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选项：
A、论诗秉承不墨守盛唐，转益多师的诗学宗旨；
B、意度简穆，韵味淡远,造语生峭,往往清言见骨；
C、强调胸中先有意，以意赴诗，率意而作，不作苦吟之态；



D、古奥雄奇，生涩奥衍。
参考：【论诗秉承不墨守盛唐，转益多师的诗学宗旨；#意度简穆，韵味淡远,造语生峭,往往清言见骨；
#强调胸中先有意，以意赴诗，率意而作，不作苦吟之态；】

15、多选题：从地域角度来看，同光体诗歌大致可分为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三大
支。（ ）
选项：
A、浙派
B、闽派
C、粤派
D、赣派
参考：【浙派#闽派#赣派】

16、多选题：陈宝琛的诗歌创作具有哪些特点？（ ）
选项：
A、向宋人学习，叙事寓理、以散为骈
B、字工、事切、律细
C、情深意切，感人至深
D、熔铸古今、博采众长，自成一家
参考：【向宋人学习，叙事寓理、以散为骈#字工、事切、律细#熔铸古今、博采众长，自成一家】

17、多选题：薛绍徽的诗词创作具有哪些特点？（ ）
选项：
A、擅长赋和骈文创作；
B、早期以诗词创作为主，词胜于诗，诗风清丽敦厚；词风兼有婉约、豪放、纤巧、阔大的特征；
C、晚期诗文创作多关心世变之作，多有议论时局，气势阔大沉郁，却不失清丽隽永；
D、用语奇崛
参考：【擅长赋和骈文创作；#早期以诗词创作为主，词胜于诗，诗风清丽敦厚；词风兼有婉约、豪
放、纤巧、阔大的特征；#晚期诗文创作多关心世变之作，多有议论时局，气势阔大沉郁，却不失清丽
隽永；】

第三章单元测试

1、单选题：五四时期提出的“德先生”“赛先生”指的是（ ）
选项：
A、民主 平等
B、自由 博爱
C、民主 科学
D、自由 科学
参考：【民主 科学】

2、单选题：许地山与郑振铎在1921年参与发起了（ ）
选项：
A、创造社
B、新潮社
C、浅草—沉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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