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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首先，必须承认文学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归根结底受着经济基础的
制约和决定；同时，它又具有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反过来对经济基础必然产生影响和反作用
。
 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总和，它与生产力共同构成了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生产力是其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其社会形式。
这种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包括精神生活的过程，文学也不例外。
它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其内容、形式、水平、风貌等都受到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和影响。
 原始社会的文艺活动，和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他精神活动直接结合在一起，自身各个部分的分野
也不明显。
它表现了原始人对于自然的依赖和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方面幼稚的幻想，往往带有神奇的色彩。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的产生，随着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国家出现，各种社会意识形态逐
步发展起来，社会生活的内容也越来越复杂。
社会物质生活与生产方式的变动，以及由此引起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变动，也是不断的、经常的，这些
都给文学以深刻的影响。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
、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
”离开了经济基础，就无法正确地解释各个时代的文学观念。
 从作家个人来说，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自己的创作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
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作家、诗人被宫廷、贵族或教会等豢养保护，当他们处于并安于这种地位
时，便不可能违背主人的意愿观念和审美趣味进行创作。
而经济地位的变动也常常带来作家个人思想观念、审美趣味以至题材视野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导致其
创作指向和文学风格的改变。
 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并不一样，普列汉诺夫曾经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的学说概括为一个公式： 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的发展；由这个程度所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
相互关系；这些人的关系所表现的一种社会形式；与这种社会形式相适应的一定的精神状况和道德状
况；与这种状况所产生的那些能力、趣味和倾向相一致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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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文艺学论纲(修订本)》为大学交科基础课程的教材，初版二
十年来作为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参考书一直受到考生的欢迎，也可以供一般文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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