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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个“书”应该是指所有关于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书
”；“读一本好书，就像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这个“书”不但能给人知识，而且给人精神方面的
陶冶和审美的愉悦，我想，她应该是文学。
　　文学欣赏是一个过程，指对于文学书籍的阅读——分析——理解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从这个过程
中吸收知识，充实自己。
作为大学生应该了解阅读的重要性，并且把阅读变为一种习惯。
　　文学欣赏是一种审美。
文学是美的反映，无论自然之美、人性之美都是她永恒的主题。
文学使我们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可以感叹“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也可以感慨“雕
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可以感受“金戈铁马”、“大江东去”，也可以体悟“才下眉头，却
上心头”。
从“骏马秋风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满地黄花堆积”到“山花烂漫”，从“执手相看泪眼
”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也不过转瞬之间。
　　文学欣赏是一种乐趣。
当你读一本好书，进入到作者所营造的文学世界，与一首诗心有灵犀，与一篇散文娓娓而谈，与一位
小说的主角同呼吸共命运，或者在影视剧里找到一个知音，觅到一位偶像，这都是心灵的共鸣。
文学可以怡情，也可以遣性，对于文学的欣赏可以提高个人的修养，陶冶我们的情操，从而使人文素
质得以完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编写《文学欣赏》，可见其对素质教育的重视，我们十分荣幸地借这样
一个宝贵的机会与读者交流读书的体会和感悟。
作为一线教师，我们在长期的语文教学中积累了一些文学欣赏方面的技巧，可以帮助读者在阅读和欣
赏过程中提高效率，加深理解，增强审美的愉悦。
　　这本书汇集了编者多年的教学经验，更是编者多年读书经历的理性升华，以多读书，读好书为目
的，试图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加理性深入地理解阅读对象，提高阅读质量，为高职院校学生乃至所
有读书爱书者人文素质的提高略尽绵薄之力。
因此，我们首先在总论部分对文学欣赏的性质、特点和相关的文体知识做了梳理（第一模块），然后
按照文体样式依次对诗歌（第二模块）、小说（第三模块）、散文（第四模块）、戏剧（第五模块）
和影视文学作品（第六模块）的欣赏做了系统的指导，包括文体知识、欣赏技巧和欣赏所需的背景知
识与实例等方面的内容。
　　本书由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王若琚担任主编，具体编写情况是：王若琚负责编写第一模块文学
欣赏总论、第二模块诗歌欣赏和第六模块影视文学作品欣赏；关利负责编写第三模块小说欣赏；马静
影负责编写第四模块散文欣赏；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宋书琴负责编写第五模块戏剧欣赏。
全书由王若琚统稿。
　　由于编写者都是来自教学一线的青年教师，水平和能力有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教育界同仁和广大读者对本书的不当和不足之处给予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诸多同行的著作，并引用了部分资料，在此谨向这些作者表示真诚的感
谢。
此外，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的各位院领导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诸多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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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欣赏是一种审美。
文学是美的反映，无论自然之美、人性之美都是她永恒的主题。
文学使我们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可以感叹“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也可以感慨“雕
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可以感受“金戈铁马”、“大江东去”，也可以体悟“才下眉头，却
上心头”。
从“骏马秋风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满地黄花堆积”到“山花烂漫”，从“执手相看泪眼
”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也不过转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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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模 块文学欣赏总论第一节 美与审美欣赏一、美的特征二、美的形态三、审美欣赏第二节 审美感
受一、美感的特征二、审美感受的形态三、审美感受的差异性和共同性第三节 文学的审美特征一、文
章与文体二、欣赏客体——文学三、文学的特点四、文学的风格第二模 块诗歌欣赏第一节 诗歌文体
概述与欣赏技巧一、诗歌文体概述二、诗歌欣赏技巧第二节 中国诗歌发展概述第三节 外国著名诗人
举要一、欧洲古代诗人二、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三、古典主义与启蒙主义时期的诗人四、浪漫主义文
学时期的诗人五、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时期的诗人六、无产阶级诗人的创作七、现代主义文学与诗歌创
作八、东方文学与诗人第四节 中国古典诗歌欣赏一、先秦时期诗歌欣赏二、两汉至南北朝诗歌欣赏三
、唐五代诗词欣赏四、宋元至清诗词欣赏第五节 中国现当代诗歌欣赏一、现代诗歌两首二、当代诗歌
两首第六节 外国诗歌欣赏一、文艺复兴时期诗歌二首二、抒情诗三首三、近现代诗四首第三模 块小
说欣赏第一节 小说文体概述与欣赏技巧一、小说文体概述二、小说的欣赏技巧第二节 小说发展简述
一、古典小说二、现代小说三、当代小说第三节 中国古典小说欣赏一、早期小说二、唐传奇三、明清
小说第四节 中国现当代小说欣赏第五节 外国小说欣赏第四模 块散文欣赏第一节 文体概述与欣赏技巧
一、散文概念及散文的特点二、散文分类三、散文鉴赏的重点四、散文鉴赏的难点第二节 中国散文发
展简述一、先秦时期的散文创作二、中国散文的发展期三、中国散文的成熟期四、现代散文创作五、
当代散文创作第三节 中国古典散文欣赏第四节 中国现当代散文欣赏第五节 外国散文欣赏第五模 块戏
剧欣赏第一节 戏剧的特点与欣赏技巧一、戏剧的特点二、戏剧的欣赏技巧三、中外戏剧欣赏比较第二
节 戏剧发展概述一、戏剧的概念二、中国戏剧的产生与发展三、国外戏剧发展概述第三节 中国古典
戏剧欣赏第四节 中国现当代戏剧欣赏第五节 外国戏剧欣赏第六模 块影视文学作品欣赏第一节 影视艺
术的审美特征与欣赏技巧一、电影（电视）艺术的审美特征二、电影（电视）艺术的欣赏技巧三、影
视欣赏的具体层面第二节 中国电影发展简史一、第一次浪潮二、第二次浪潮三、第三次浪潮第三节 
电视的产生和发展一、电视的诞生二、电视剧的发展三、中国电视剧的发展第四节 中外电影作品欣赏
一、早期电影经典欣赏二、类型片经典三、爱情伦理片作品欣赏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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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风格必须是独创的。
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家无一例外的都有着自己独树一帜的文学风格。
李白的飘逸清新，杜甫的沉郁顿挫，果戈理的辛辣幽默，契诃夫的隽永深远，郭沫若的热情奔放，鲁
迅的刚毅冷峻，都是风格独创性的表现。
不同作家的风格可以相近、相似，却不会相同。
完全模仿、重复别人的风格，就等于没有风格。
　　风格的独创性同作家创作个性密不可分。
席勒认为，最理想的风格就是最高度的独创性。
别林斯基说：“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
”他认为，从笔迹上可以窥知其人，“从文体上则可以窥见伟大的作家，正像从笔锋上可以认出伟大
画家的绘画一样”。
赵明诚的五十首《醉花阴》同李清照的一首《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混在一起，陆德夫一眼就
看出它们的不同，指出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三句最佳。
这已经被传为以文探人的佳话。
实际上，独创性也就是排它性，它可以从一部大作中，也可以从一首小诗、一篇短文中表现出来。
莱辛说，莎翁作品的“最小的优点也都打着印记，这印记会立即向全世界呼喊。
我是莎士比亚的！
”我们读鲁迅的作品也是这样。
　　风格的独创性，关键在于“创”字。
任何作家都需要学习前人的经验，起步时作些模仿也在所难免，但是要想形成风格则必须有所发展创
造。
齐白石有一句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就是这个道理。
　　2.稳定性　　风格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
当作家的一种风格形成之后，它的基本特点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不变。
因为风格同作家的个性密切相关，而作家个性的形成，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丹纳说：“一个艺术家的许多不同的作品都是亲属，好像一父所生的几个女儿，彼此有显著的相像之
处。
”事实也是如此。
鲁迅在白色恐怖下，为了斗争策略的需要，频繁地变更笔名，但明眼人还是能从风格上认出他的手迹
。
他在给黎烈文的信中说：“夜里又做一篇，原想嘻皮笑脸，而仍剑拔弩张，倘不洗心，殊难革面，真
是呜呼噫嘻，如何是好。
换笔名，图掩人目，恐亦无补。
”　　风格的稳定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作家的道德观和艺术观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作家生活环境、政治地位和审美趣味的改变，也会给他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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