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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概论（第2版）》是以大学中文系学生为主要对象的高等学校文学概论课程教材，是原师
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系列教材《文学概论》的修订版。
　　《文学概论（第2版）》从20世纪中西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和高校文学概论课程建设的实际出发，
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它的体系建构虽仍继承了传统教材关于文学本体论、创作论、作品论、发生发展论和接受论这五大板
块，但并没有机械地按这样的“板块”组章，而是按其逻辑联系安排章节。
最前面的两章--“文学的社会属性”和“文学的审美特征”是对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基本定
位，紧接着就以“审美”为主线讲述文学作品的审美构成、文学体裁、文学创作、文学思潮、文学形
象和文学风格，然后讲述“文学的起源和发展”，最后两章分别讲述“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
同时，本书吸收了不少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较好地实现了继承传统与借鉴创新的融合。
如，讲“文学作品的审美构成”时，既以哲学视角介绍传统的内容与形式及其关系，又以西方形式主
义文论视角展示文本层次结构；讲“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时融会古今中西，把典型、意境、意象视
为三足鼎立的文学形象体系。
这些阐述都能给读者以启示，引发他们的深思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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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修养修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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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文学作品的结构结构就是作品内容的组织方式和构造所呈现出的具体样式。
作家在思考一部作品的整体结构时，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结构要服从主题表现的需要。
在结构工作中，材料的取舍、事件的详略、人物的设置、叙述的顺序、前后的呼应等，都应为主题的
表现服务。
只有这样，作品才不会是散金碎玉式的堆积，而是完整的有机整体。
第二，结构要为人物塑造和意境创造服务。
叙事性作品的中心是塑造人物，抒情性作品的中心则是意境的创造。
因此结构要服从于这两方面的中心任务。
第三，结构应遵循和谐统一的规律。
在整体结构上注意前有伏笔，后有照应，过渡连接应自然顺畅，没有疏漏残缺。
作品的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间关系协调，各得其所。
第四，结构要服从不同体裁的要求。
文学体裁是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的文学作品的具体样式。
不同体裁各有自己的审美要求。
而结构则是体现不同体裁的不同审美要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些我们将在文学体裁一章里具体讲述。
第五，结构应考虑到民族审美的心理习惯。
如我国的叙事性作品脉络清楚、层次分明、针线紧密、首尾照应而又曲折回环、跌宕起伏的结构特点
，就较为中国民众喜闻乐见。
《红楼梦》的结构就是曹雪芹匠心独运的结果：以甄世隐与贾雨村两个次要人物穿线，构成一环形结
构；以被弃的补天石这虚幻的存在为实，以真实的人生为幻，从而表现作者红尘若梦的人生感悟。
（三）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就是运用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构成文学
作品的具体艺术手段和方式。
基本的表现手法有描写、叙述、抒情和议论等几种。
对表现手法的掌握，应在大量的文学作品阅读中进行。
这里只作简单的介绍，为大家提供一个线索。
1.描写描写，是文学作品基本的艺术手法之一。
它是用形象化的语言对人物和事物的形态、特征作具体生动描绘的一种手法。
从描写对象角度，可分为人物描写和环境描写；从描写切入角度，可分为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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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了进一步把教学改革深入课程建设领域，逐步建立面向21世纪、体现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特点的学科
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酝酿组织编写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系
列教材，并于同年11月在福建省武夷山召开了汉语言文学各学科教材的主编、副主编会议。
文学概论组在武夷山会上讨论拟定了编写大纲。
接着，1998年4月由全国各省高等院校推荐组成的编写人员在河北承德召开了编写会。
同年10月在舟山召开了审稿会。
1999年8月在北京定稿。
本书的分工情况如下：第一章 ，崔月恒（山西长治学院）；第二章 ，徐景熙（江苏省南通大学）；
第三章 ，刘双贵（河南省洛阳师范学院）；绪论、第四章 ，刘甫田（河北省承德民族师专）；第五
章 ，杨立元（河北省唐山师范学院）；第六章 ，李长风（山东省泰山学院）；第七章 ，张德礼（河
南省南阳师范学院）；第八章 ，成远镜（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第九、第十章 ，泓峻（山东大学威
海分校）；第十一章 ，柳和勇（浙江海洋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文艺理论家、主审童庆炳教授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倾注了大量心血。
亲自参加了舟山和北京的两次会议，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责编参与编写全过程，为本书的撰写、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编写者阅读、参考了国内公开出版的有关专著、论文、教材，借鉴、吸收了某些
见解。
在此一并鸣谢。
本书的编写，历时数年，几易其稿。
自2000年7月出版以来，每年再版，印数可观，受到许多高校文学概论课教师的欢迎，有的还结合自己
的教学实践，写来使用教材的感受和建设性意见；一些知名专家也对该书的理论构架和某些观点的阐
述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
2007年，根据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建议，原编写组成员同心协力，吸收新的文论成果和教改成果，花半
年时间，对各自撰写的部分进行了修订。
主编分工审读，张德礼同志做了最后的统稿。
敬请专家和同行在使用时继续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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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概论》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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