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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理论教程》原是教育部&ldquo;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rdquo;
的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普通高等教育&ldquo;九五&rdquo;规划国家级重点教材，也属
于高等教育出版社&ldquo;百门精品&rdquo;课程教材。
目前经再修订而形成的第四版，吸收了近年来在教材使用过程中的各方面的意见，与过去相比有一定
程度的改动。
全书内容分为五编：第一编导论介绍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形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诞生与中
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第二编阐述了文学活动的性质、特点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活动；第三编论
述了文学创造的过程和价值追求；第四编从不同角度考察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分析文学作品的文
本层次，讨论叙事性作品和抒情性作品，把握文学风格内涵和价值；第五编论述文学消费、文学接受
和文学批评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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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导论第一章 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形态第一节 文学理论的性质一、文学理论的学科归属二、文学
理论的对象和任务三、文学理论的应有品格第二节 文学理论的形态一、文学理论形态多样化的依据二
、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文学
理论的基石一、文学活动论二、文学反映论三、艺术生产论四、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五、艺术交往论
第二节 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建设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南二、中国特色三、当代性第二编 文
学活动第三章 文学作为活动第一节 活动与文学活动一、人类活动的性质二、生活活动的美学意义三
、文学活动的地位第二节 文学活动的构成一、世界二、作者三、作品四、读者第三节 文学活动的发
生与发展一、文学活动的发生二、文学活动的发展第四章 文学活动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第一节 文学
的含义一、文学的文化含义二、文学的审美含义三、文学的通行含义四、文学与非文学第二节 文学的
审美意识形态属性一、文学作为一般意识形态二、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三、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
性的表现第三节 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一、文学与话语二、文学与话语蕴藉三、话语蕴藉的典范形态第
五章 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活动第一节 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的基本属性一、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性
二、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的主导性、层次性、多样性第二节 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的价值取向一、
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的主要价值取向二、雅与俗:“阳春白雪”
与“下里巴人”的统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谱写真、善、美的时代华章四、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三节 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一、科学发
展观:时代精神的精华,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指南二、继承与创新: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
统三、借鉴与创造:在对话与交流中实现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沟通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
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学第三编 文学创造第六章 文学创造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第一节 文学
创造作为特殊的生产一、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二、文学创造与其他精神生产的区别第二节 文学创造的
客体与主体一、文学创造的客体二、文学创造的主体第三节 文学创造的主客体关系一、文学创造中主
客体关系的特点二、文学创造中主客体的双向运动第七章 文学创造过程第一节 文学创造的发生阶段
一、材料(信息)储备的主体性特征二、艺术发现三、创作动机第二节 文学创造的构思阶段一、艺术构
思及其心理机制二、构思方式第三节 文学创造的物化阶段一、“形之于心”到“形之于手”二、语词
提炼与技巧运用三、即兴与推敲第八章 文学创造的价值追求第一节 文学的真实一、文学中的求真二
、艺术真实的主要特征三、真实的发掘与表现第二节 文学的伦理与情感一、伦理与情感是文学的核心
要素二、情感与“诗意的裁判三、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第三节 美的创造一、审美理想的烛照二、文学
形式的升华三、文学形式之美第四编 文学作品第九章 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第一节 文学作品的类型
一、现实型文学二、理想型文学三、象征型文学四、文学类型的发展演变第二节 文学作品的基本体裁
一、诗二、小说三、剧本四、散文与报告文学第十章 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和文学形象的理想形态第一
节 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一、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问题二、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第二节 文学典型一、
典型论的发展二、文学典型的美学特征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第三节 意境一、意境概念的形成及
界定二、文学意境的特征三、意境的分类第四节 文学意象一、观念意象及其高级形态审美意象⋯⋯第
十一章 叙事性作品第十二章 抒情性作品第十三章 文学风格第五编 文学消费与接受第十四章 文学消费
与接受的性质第十五章 文学接受过程第十六章 文学批评出版后记修订版后记修订二版后记第四版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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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文学理论是人文学科之一，是一门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学科，它在整个人文科学中占有
重要地位。
当我们开始学习文学理论的时候，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它和整个文艺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它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它具有怎样的性质和品格？
当然，我们学习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即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的文学理论
。
这样我们就必然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基本理论是什么？
今天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应从何着手？
应注意些什么问题？
简要回答上述问题，构成了本书“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的内容。
第一章 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形态文艺学是一门以文学为对象，以揭示文学基本规律，介绍相关知识为目
的的学科，包括三个分支，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
这三个分支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它们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
文学理论作为研究文学普遍规律的学科，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价值取向。
文学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广延性极强的事物，决定了文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
这也使得文学理论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文学哲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价值学、文学信息学和文学文化学等是文学
理论的基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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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部教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完全由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师合作编写的“文
学概论”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编高等师范院校的教材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因为师范院校的教学确有区别于一般综合院校的特点，这就是“师范性”。
就文学概论这门课程而言，“高师”的教学不但要使学生掌握文学的一般原理和相关的知识，而且还
要让学生更具体、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样式、类型、形态、结构、层次、叙事和抒情的技巧和风
格特征等，并进而具有较强的分析作品的能力。
因为“高师”中文系的毕业生将站在中学的讲台上，面对程度不一的中学生，具体解析一篇篇样式不
一、类型不一、形态不一、风格不一的文学作品。
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如果面对具有无穷艺术魅力的作品只会分析段落大意，抽取枯燥的“主题思想”，
却走不进作品的绚丽多姿的艺术世界，对作品没有具体、深入的体会和领悟，不会解析作品，那么这
个语文教师很难说是合格的。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强调要体现师范性特点。
我们在讲清文学基本原理和相关知识的基础上，特别加强作品论这一编，用六章篇幅展开了对文学作
品各个方面的解析和阐述，从而突出了本教材的师范性特色。
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反复强调的另一点，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
我们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更是充分加以阐述。
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问题十分重要，为此我们列了专章。
我们在教材中引用了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观点和材料，并对社会主义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的研
究成果，也力图加以总结和吸收，但我们这样做时，都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过滤，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理论教程>>

编辑推荐

《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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