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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是什么？
如何研究文学？
这是文学理沦作为一个学科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
本书从对作家、文本、修辞等问题的分析人手，回答了前一个问题，又通过对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宗
教、文学经典、读者接受等方面的考察回答了后一个问题，从而建构了一个简明清晰的文学理论基础
知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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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文学的构成　　第一章　文学的功能与机制　　一　文学的再现　　当我们翻开一篇
小说、朗读一首诗时，一个很简单但又很基本的问题就会迎面而来，作品里面有什么？
作者通过它向我们呈现了什么？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是几千年来文学理论聚讼不休的话题。
有一种说法，大家可能最为熟悉：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
坚持这一文学观念的作家和理论家时常把研究的中心放在文学与外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的关系上。
　　古往今来，这方面的研究在文学理论史上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记载。
比如，中国古人认为，外在环境的变迁会在文艺作品中表现出来，“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左传》还记载了一则故事，相传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鲁人随便朗诵《诗经》中的一首诗，季札
可以说出这首诗写于什么时代，什么地方。
西方文艺理论史上，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作品是对现实事物的模仿。
“模仿论”的影响非常巨大，两干多年来的西方文艺史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形象逼真、注重细部刻
画的雕塑、绘画和文学作品，而且19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思潮也与它有着很深的渊源关
系。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就把自己称做“时代的书记员”，他对19世纪初的法国社会进行了精细的描绘，恩
格斯甚至还称赞巴尔扎克，说从他的作品中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
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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