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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是什么意思每十股转让八股是什么意思？-股识吧

一、八股文指的是哪八股?

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固定段落组
成，句型，字数都有规定，故称八股文。
八股文是我国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又叫“制义”、“时文”、“八比
文”。
八股文的规则随时代不同小有变化，但大体上每篇要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
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几部分组成。
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各自要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这就是八
股文名称的由来。
八股文的字数一般不超过七百字。
八股文的命题取自《四书》、《五经》，行文要求“代圣贤立言”，就是只能用孔
子或朱熹等人的口吻说话。
解释《四书》只能依“朱注”，不许自由发挥。
八股文形式呆板，内容贫乏，束缚人们的思想。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废八股文，改试策论。
从此，这种通行四百多年的文体，终于寿终正寝了。

二、八股是什么？

八股文——中国明、清科举考试用的文体。
也称“制艺”、“时文”。
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
成。
内容空洞，形式死板。
后用以比喻空洞死板的文章、讲演等。

三、每十股转让八股是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有10股，可以转让8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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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什么是八股作文？

老八股 据说 指的是 文言文那种 古文

五、八股取士八股指的是什么

八股文就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也称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
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
成。
起源于宋元的经义，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试文格式》谓其定型于明成化
二十三年（1487年）以后，至清光绪末年始废。
文章就四书五经取题。
开始先揭示题旨，为“破题”。
接着承上文而加以阐发，叫“承题”。
然后开始议论，称“起讲”。
再后为“入手”，为起讲后的入手之处。
以下再分“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四个段落，而每个段落中，都有两
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称八股文。
其所论内容，都要根据宋代朱熹《四书集注》等书“代圣人立说”。
参阅《明史�选举志二》，示例：清�阮元《四书文话》、梁章钜《制义丛话》。
《儒林外史》第一回：“此一条之后，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
经》《四书》八股文。

六、八股的股是什么

老八股分别为： 1.上海申华电工联合公司 600653，申华控股
2.上海豫园旅游商会成股份有限公司 600655豫园商城 3.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
600654，飞乐股份 4.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600602，广电电子
5.浙江凤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00656，ST方源 6.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600651，飞乐音响 7.上海爱使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600652.爱使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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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上海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601，方正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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