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概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文学概论>>

13位ISBN编号：9787300143774

10位ISBN编号：7300143776

出版时间：2011-11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

作者：许鹏 编

页数：22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概论>>

内容概要

《文学概论(第2版)》系统阐述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文学作品的构成规律，文学作品的创作
、传播、欣赏和批评规律，文学的历史发展规律以及作者、读者、批评家审美实践中的心理活动规律
，有助于读者形成较为系统的文学理论思维模式，从而能够正确地理解、分析和研究各类文学现象。

 《文学概论(第2版)》修订充分注意到了网络学习的特殊需要，新增了
“文学传播”、“网络文学”和“文学对其他艺术的吸收与借鉴”等章节；章节的划分在学理逻辑清
晰完整的前提下从小从细，既便于初学者自学领会，又与“自由支配”、“化整为零”的网络学习特
点相吻合；在编写体例上与网络课程完全一致，便于相互参照学习。
本教材由本课程的主讲教师、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许鹏教授主持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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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鹏，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曾于1994-1995年赴韩国讲学一年。
主要讲授文学理论、美学原理、文艺美学、新媒体艺术研究等课程。
已出版专著9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其中《角色冲突与复杂性格》(论文)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中介的探索——文艺社
会心理研究》(专著)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中青年学者文库”；《新媒体艺术论》和《新媒体节目策
划论》人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布达拉宫》(多媒体光盘电子出版物)1998年
获国家信息中心颁发的“1993-1997年全国光盘电子出版物测评十佳优秀光盘奖”，2000年获中宣部、
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首届电子出版物国家图书奖提名奖”，2000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学成果
奖，《长城的故事》(多媒体光盘电子出版物)2000年获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首届电子出
版物国家图书奖”；《(老舍先生》(多媒体光盘电子出版物)2002年获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
“第二届电子出版物国家图书奖”，被中国现代文学馆、老舍纪念馆永久收藏，主持并完成了多项国
家及教育部科研项目，主持并完成了两项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硕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概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第一节  文学理论概述
  第二节  文学理论的研究范畴
  第三节  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第一节  文学反映社会生活
  第二节  文学表现作家的思想感情
  第三节  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与倾向性
  第四节  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
  第五节  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第三章  文学是人类特有的审美活动
  第一节  文学审美特征的根源
  第二节  文学审美特征的表现
  第三节  文学审美价值的生成
  第四节  文学审美价值的结构与功能
第四章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第一节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
  第二节  语言造型的基本规律
  第三节  语言艺术的特点
第五章  作家
  第一节  作家的生活积累与修养、能力
  第二节  作家审美意识的结构与功能
  第三节  作家的艺术风格与流派
第六章  文学创作的过程
  第一节  文学创作的基本过程
  第二节  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心理机制
  第三节  创作心理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第七章  创作方法与文学思潮
  第一节  文学创作方法的基本内涵
  第二节  创作方法的主要类型
  第三节  文学思潮的内涵与特征
第八章  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
  第一节  文学作品的内容及其要素
  第二节  文学作品的形式及其要素
第九章  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
  第一节  文学形象
  第二节  典型形象与典型化
  第三节  意境及其创造
第十章  文学体裁
  第一节  诗歌
  第二节  散文
  第三节  小说
  第四节  戏剧
  第五节  影视文学
第十一章  文学的传播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概论>>

  第一节  文学传播的机制与功能
  第二节  文学的口头传播
  第三节  文学的书写传播
  第四节  文学的印刷传播
  第五节  文学的网络传播
第十二章  文学欣赏(一)
  第一节  文学欣赏概述
  第二节   文学欣赏的基本过程
  第三节  文学欣赏的心理特征
第十三章  文学欣赏(二)
  第一节  文学欣赏的差异性与一致性
  第二节  文学欣赏中的“共鸣”现象
  第三节  文学欣赏中的“读者群”
第十四章  文学批评(一)
  第一节  文学批评概述
  第二节  文学批评的职能与作用
第十五章  文学批评(二)
  第一节  批评家的修养与能力
  第二节  批评家的文学观念、批评方法与批评标准
  第三节  批评家应遵循的批评原则
第十六章  文学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文学的起源
  第二节  文学发展的社会原因
  第三节  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
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概论>>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三、文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一）文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历史生成第一，我们今
天的人类文化是世界性的，它是由远古时期的部落文化发展而来的。
这一时期尽管生产力低下，但人类还是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这种初期的文化更多的是属于本部落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交往的频繁，部落文化发展为几个部落组合而成的部族文
化，部族文化又发展成为地区文化。
同理，不同地区的文化随着相互交流和碰撞又逐渐产生了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又产生了世
界文化。
文化如此，文学也是如此。
第二，融合过程以及不同阶段之间的相互差异是相对的。
对于地区文化来说，民族文化是一个更大范围的文化，表现为共性，地区文化表现为个性。
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也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
而且，两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这种转变与融合并不意味着取代。
例如，部落文化发展为部族文化，并不意味着部落文化的消失。
部族文化转变为地区文化，地区文化转变为民族文化，民族文化转变为世界文化也是同理。
就中华民族文化来说，我国有南方的精巧细腻的文化，也有北方豪放粗犷的文化。
以宋代的词为例，既有苏轼的“大江东去”之豪放，又有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之婉约，这都是
中华民族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地区文学的角度看，它们又都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
第三，民族文学向世界文学的发展有一个过程。
我们国家的文化有文字记载的可以追溯到5000年以前。
公元前11世纪，武王建周，促使以“尊神”为特征的殷商文化与以“尊礼”为特征的周朝文化融合成
“商周文化”。
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由齐鲁文化和三晋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文化。
以功利、说教、纪实、节制等伦理因素见长的黄河流域文化与由荆楚、吴越、巴蜀文化构成的以唯美
、抒情、想象、率性等自由精神见长的长江流域文化相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
与此同时，古印度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也同样在冲突与融合中发展起来。
继而又崛起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
在长期的民族融合兼并、东西碰撞交流中，形成了以印度佛教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更大地区
范围的东方文化，以希腊和希伯来文化为基础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以阿拉伯世界为代表的伊斯兰文化
。
三大文化既冲突又融合，进而形成了今天的世界文化格局。
从以上世界文化格局总体的发展过程同样可以看到，世界文学也是基本上应和了这个过程。
（二）文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对立统一关系文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
之间的关系，文学世界性的普遍性是存在于文学民族性的特殊性之中的。
正是在风格迥异的民族文学之中，体现了共同追求人性发展的人文主义的共性，形成了世界文学的总
体特征。
文学世界性的普遍性体现在文学的民族性之中，这是一种相融的关系。
另外，世界性的东西也不能代替民族性的东西，摇滚与卡拉OK的浮躁、激烈毕竟无法代替《高山流
水》、《二泉映月》的悠扬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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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概论(第2版)》为21世纪远程教育精品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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