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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一项重要的教学改革举措，而加强文学、历史与艺术
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则是其主要内容。
在这种宏观背景下，文学欣赏作为一门新型的素质教育课程应运而生，并且有替代过去的与中学语文
面孔雷同的《大学语文》的态势。
本教材是教育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根据教育部制定的《高职高专教育文学欣赏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编写，旨在提高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
　　文学欣赏是一种审美活动，它以文学作品为主要对象，以审美享受为根本标志，以培养学生审美
情趣和提高审美能力为基本目标。
自古以来，人们就十分重视文学欣赏对修身养性乃至兴邦治国的重要价值。
文化素质教育不应当将学生培养为仅仅能够接受直观艺术形象的人，而应当激发他们的文学兴趣，培
养他们文学阅读的想像力与再认识的能力，而加强文学美育教学，无疑会使之具有较高的审美情趣和
良好的文学艺术修养。
我们期望本教材在素质教育乃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基于上述指导思想，本教材在编写上进行了尝试，主要有以下主要特点：　　1．在体例上，打
破了传统的“纯文选”模式，代之以“文学欣赏”为主线的分文体教学模式。
首先讲述了文学欣赏的必备知识，然后以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为四大模块逐次展开，注重欣赏方
法的介绍，加强了名篇赏析的力度。
　　2．在内容上，贯穿了以“学会做人”为重点的教育思想。
本教材所选的大部分名篇，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古今中外的百态人生：或悲壮，或淡泊，或迷惘，或旷
达，或进取。
切望学生通过甄别、品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报效祖国和人民。
　　3．在载体上，除了书面教材，本教材还配有光盘。
光盘内容包括：每篇课文的赏析提示，名词解释，同时增加了选文，扩充了阅读容量。
部分课文配以优美的吟诵，声情并茂，可以使学生在愉悦中享受美感。
光盘有助于教师授课和学生阅读，以期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本教材由徐挺主编，马莲、尤冬克和任君庆副主编。
全书共五章，具体分工如下：徐挺，第一章、第二至五章的第一节和部分文选；马莲，第二至五章的
第二节；尤冬克，第二至五章的第三节；任君庆，第二至五章的第四节。
全书由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徐挺副研究员统稿，光盘由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冯华副教授等制作。
　　本书承蒙北京海淀走读大学张德实副教授主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
谢。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有限，书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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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欣赏》是教育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是根据教育部制定的《高职高专教育文学欣赏课程教
学基本要求》编写而成的。
《文学欣赏》以提高高职高专学生的文学修养为编写指导思想，以史为纲，以篇为点，精选不同历史
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公认的名家名篇。
每章附有赏析提示和练习，内容简练，重点突出。
《文学欣赏》附光盘，可使学生欣赏到声情并茂的朗诵，强化课堂教学效果，也便于学生自学。
《文学欣赏》适用于各级各类高职高专学校的各专业学生学习，亦可供文学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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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文学接受主体与文学文本之间的辩证关系考察，文学欣赏是一种审美认识活动。
也就是说，一般的文学阅读活动并不等于文学欣赏，只有那种获得审美享受的阅读活动，才是文学欣
赏。
　　一、文学欣赏是一种认识活动　　读者的知识、经验是有限的，但社会生活却是无限的。
因而，文学欣赏就成为读者认识客观世界、丰富生活经验、洞悉人生真谛的有效途径。
　　文学欣赏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读者通过感知文学形象，通过文学
作品这面“生活的镜子”，逐步认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从而发见社会，也发见我们自己；另一方
面，作品的审美价值也只有通过这一认识活动，才能最终得到实现。
因为文学文本——未经读者阅读的作品，是难以实现其价值的。
现代法国评论家瓦莱里说得好：“‘仅仅对一个人有价值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这是文学铁的规律
。
”②但这种活动又有其特殊性：　　首先，文学欣赏的认识属性不同于阅读科学论著的认识属性。
科学论著以概念、命题等方式来揭示社会的某种本质规律，运用的是抽象思维，人们常为其论点的准
确、论据的确凿和论证的充分所折服；而文学欣赏是从感知形象开始的，离不开形象思维，人们往往
被作品思想的深邃、作家感情的激荡和艺术形象的生动所吸引。
因而，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
　　其次，文学欣赏的形象思维过程又不同于作家创作的形象思维过程。
读者阅读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先通过语言信息，树立祥林嫂这个形象，然后才认识封建社会的
君权、神权、族权、夫权摧残劳动妇女的本质。
这一思维过程，与鲁迅在把握社会本质的基础上，塑造祥林嫂这一艺术形象的创作过程恰好相反。
　　再次，文学欣赏是一种以感性认识为主的认识活动，但并不排除理性认识的积极参与。
这种理性认识活动表现为：文学欣赏活动需要以读者的生活经验为基础，要求以读者的审美观念为指
导，依靠读者的形象思维来判断。
正因为如此，克罗齐等学者提出的“直觉说”，仅仅只能解释欣赏活动的初始阶段。
　　文学欣赏的本质是一种接受与扬弃。
欣赏者按照一定的价值取向，对对象进行选择、取舍，接受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我所用。
因此，重视文学欣赏的认识属性就成为一种共识。
马克思、恩格斯之于巴尔扎克或狄更斯的作品，列宁之于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毛泽东之于曹雪芹
的作品，都无不注重其认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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