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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什么意思8股文是什么意思？-股识吧

一、八股文什么意思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文章格式，是一种非常严格的注重格式的文体。
每篇文章的格式非常标准，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
股、落下等组成部分。
在起股、中股、后股、束股4个部分，各有两股互相对应的文字，共有八股，所以
称八股文。
八股也称八比，比是对偶的意思。
在这8个部分中，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都要相对成文，字体也有明
确规定。
对于文章的内容，八股文要求立言必须用古人的语气，题目主要从四书里出，议论
的内容也必须根据宋代理学家朱熹写的《四书章句集注》，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
字数也有限制。
给你一个例文吧：【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选自《钦定四书文》（康熙）韩菼 圣人行藏之宜，俟能者而始微示之也。
盖圣人之行藏，正不易规，自颜子几之，而始可与之言矣。
故特谓之曰：毕生阅历，只一二途以听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穷于其际者，往往而
鲜也。
迨于有可以自信之矣。
而或独得而无与共，独处而无与言。
此意其托之寤歌自适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语尔也。
回乎，人有积生平之得力，终不自明，而必俟其人发之人有积一心之静观，初无所
试，而不知他人已识之者，神相告也，故学问诚深，有一候焉，不容终秘矣。
回乎，尝试与尔仰参天时，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 汲于
行者蹶，需于行者滞，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则行者乎？此其人非复功名中人也。
一于藏者缓，果于藏者殆，有如不必于藏，而舍之则藏者乎，此其人非复泉石中人
也。
则尝试拟而求之，意必诗书之内有其人焉。
爰是流连以志之，然吾学之谓何。
而此诣竟遥遥终古，则长自负矣。
窃念自穷理观化以来，屡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余以自处者，此际亦差堪慰耳
。
则又尝身为试之，今者辙环之际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与人同学之谓何，
而此意竟寂寂人间，亦用自叹矣。
而独是晤对忘言之顷，曾不与我质行藏之疑，而渊然此中之相发者，此际亦足共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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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
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与尔也。
惟我与尔揽事物之归，而确有以自主，故一任乎人事之迁，而只自行其性分之素。
此时我得其为我，尔亦得其为尔也，用舍何与焉？我两人长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
。
惟我与尔参神明之变，而顺应无方，故虽积乎道德之厚，而总不争乎气数之先，此
时我不执其为我，尔亦不执其为尔也，行藏又何事焉？我两人长留此不可知者予造
物已矣。
有是夫，惟我与尔也夫，而斯时之回，亦怡然得默然解也。

二、8股文是什么意思？

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
股、束股八部分组成

三、科举八股文怎么解释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
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
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
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
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
格式也很死。
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
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
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
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
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
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
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主要来源于朱熹注解）演变而成。
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把
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
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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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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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八股文是什么意思，怎么写，有示例最好

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
股、束股八部分组成。
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

六、什么是“八股文”？

释义：八股文就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也称制艺、制义、时艺、时文、八比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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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体源于宋元的经义，而成于明成化以后，至清光绪末年始废。
文章就四书取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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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
《四书集注》等书“代圣人立说”，不许作者自由发挥。
它是封建统治者束缚人民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

七、八股文是指什么?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所采用的一种专门文体。
又叫制艺、制义、时艺、时文（相对于古文而言）、八比文等。
它要求文章必须有四段对偶排比的文字，总共包括八股，所以称八股文。
“股”或“比”，都是对偶的意思。

八、八股文的含义是什么啊！急啊！

八股文是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
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
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
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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