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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学通论》是吉林大学“十五”教材建设项目成果；关于该教材的编写有以下几点说明：一、《文
学通论》编写的缘由及思路文学理论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
该课程有两项主要的教学目标：一是为中文专业各门课程（特别是各文学史课程）的教学打下基础，
以便于其课程教学的深入进行；二是对文学理论的一般性、普遍性原理加以全面、深入的讲授，使学
生对文学现象有深刻的理性把握。
同时，对于学生的培养也要实现两个目标：一是使学生掌握有关文学理论的必要知识，建立起体系相
对完整、结构相对合理的理论框架；二是使学生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掌握分析、总结、研究文学现
象的能力，能够从现象中提取必要的规律性的东西。
但是，目前全国各高校通常的课程设置和相关教材都在这两大教学目标之间存在着明显而突出的矛盾
，从编写体例到内容，都极不适应教学的需要。
理论本是对现象的总结和提炼，深刻的理性认识应在充分而丰富的感性认识基础上形成。
因此，该课程的理论性及理论的深刻性应在学生掌握大量文学现象之后才可能达成。
目前，刚由高中升人大学本科的中文专业学生往往缺少文学知识的积累，需要在入学之后大量接触文
学作品及文学现象，这就应该在本科高年级时讲授本课。
但是，如果学生不首先具备初步的文学理论知识，其他的各门文学史课程又不能很好地进行，这就需
要在本科低年级时讲授。
因此，在课程的讲授次序上常常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
而在多数情况下，是牺牲该课程的理论深度而迁就其他课程急迫的教学需要，在低年级时就安排文学
理论课程，讲授《文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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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左手李宗吾右手厚黑学全集》以李宗吾自1912年至1938年所陆续发表的全部厚黑学著作为底本
重新整理勘校，为读者展现出一个最完整的厚黑学全貌。
读罢《左手李宗吾右手厚黑学全集》，我们得到的不仅是对世间百态的领悟，更得一把通往成功巅峰
的天梯。
“古所谓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
”厚黑教主李宗吾用这样简单的话，便一语道破了古往今来成太事的真谛。
在此书中，李宗吾旁征博引，纵贯古今，横越中外，以辛辣而又极富幽默的笔法讲述他首创的厚黑理
论，并从多种角度去阐述厚黑学之于成功的重要性。
　　李宗吾作厚黑学的本意是批判民国时期的腐朽政治，旨在讽刺民国政府中的为官之道。
但后人发现，厚黑学其实更是一部在为人处世方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成功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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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文学审美性界说——文学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一、审美发生与文学审美性的获得（一）人
类审美活动的发生过程与机制（二）审美理论正确的逻辑起点二、文学审美性是文学整体的功能性属
性（一）审美性是文学的特定功能（二）审美性由多种因素组成三、文学审美性的内涵和表现（一）
文学审美性的非功利性质来自于文学元形式的存在性质（二）艺术性不等于审美性四、文学功利性与
非功利性的关系（一）文学中功利性与非功利性并存的现象（二）功利性概念内涵的界定（三）功利
与非功利关系解析五、功利在文学审美性中的地位与作用（一）审美功利性要通过人的认识而产生作
用（二）功利是怎样成为审美的基础和前提的（三）文学的社会功利作用与文学审美性中的功利因素
第二章 文学审美性的构成性特征——文学的形象性一、文学形象与文学形象的形成（一）文学形象是
形式化了的生活（二）形式化的主要过程二、文学形象与语言（一）语言为什么能够建构形象（二）
语言如何构建形象三、文学形象的内部结构（一）文学形象的四个层次（二）语言层（三）语象层（
四）具象层（五）思想层第三章 文学审美性的条件——文学的真实性与倾向性一、文学的真实性（一
）文学真实性作为审美条件的原理（二）文学真实性的特点（三）现实主义作品对真实性的要求及表
现二、文学的倾向性（一）文学倾向性作为审美条件的原理（二）文学倾向性的种类（三）文学倾向
性的表现（四）文学倾向性的显现状态及艺术表现方式三、文学倾向性与文学真实性的关系第四章 文
学审美价值的实现——文学接受一、从审美需要的角度看文学接受的美学基础二、文学接受主体的构
成（一）审美知觉的构成（二）审美意识的构成三、文学接受客体的构成（一）接受客体审美价值的
来源（二）文本客体潜在审美价值的属性条件四、文学接受与文学审美价值的实现（一）文学审美价
值的多样可能性（二）文学审美价值得以实现的制约因素第五章 文学审美价值的评价——文学批评一
、文学批评的性质(一)关于文学批评性质的几种学说(二)文学批评的艺术性与科学性二、文学批评的
标准(一)关于文学批评标准的几种代表性学说(二)关于社会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探讨三、文学批评的
方法(一)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二)文学史中几种主要的批评方法(三)“美学－历史”批评方法四、文学
批评实践中须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批评标准要与批评对象对应、统一(二)批评方法要与批评对象相适
应(三)批评标准、批评对象、批评方法的对应契合统一第六章 文学的构成性本质属性——文学是可以
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审美社会意识形式一、文学的社会意识性质二、文学是社会意识的分工形式之一三
、文学是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审美社会意识形式(一)“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存在的问题(二)马克
思恩格斯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内涵(三)根据唯物史观原理对“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合理界定(
四)意识形态不等同于观念上层建筑(五)文学本性不是审美意识形态而是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审美社
会意识形式四、文学审美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一)要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上认识文学审美性与意识形
态性关系(二)对某些作品来说，文学审美性要以意识形态性为前提条件(三)怎样科学地坚持文学的意
识形态性第七章 文学审美性的关联性思考——“文学性”问题研究的理论与阐释一、关于“文学”的
词源学考察二、几种不同的研究模式三、“文学性”问题的滥觞四、“文学性”问题的演化五、“文
学性”问题的实质及其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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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过，艺术的种类及表现是丰富多样的。
有些艺术品的内容因素并不明显突出，技术性形式占据更大比重，例如几何形的图案；这类艺术品，
由技术性形式所表现出的艺术性就几乎可以决定着审美性。
有些艺术品的内容具有一般性，其深刻新颖程度对审美性有很大的影响，其艺术性不能在审美性中占
据主导地位。
还有些艺术品的内容具有特定的功利倾向性，可以同接受主体意识中的倾向性相关联，对接受主体的
价值判断有决定性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对作品审美性的判断，此时，艺术性就处于次要的甚至是附属
的地位。
可见，艺术性即技术性形式只是文学审美性的构成因素之一，同审美知觉模式相关联。
如果只看到“形式”的概念而不顾及其具体的存在方式和地位，就会形成机械的误读，把“形式”在
不同层次上的内涵混为一谈，以为技术性形式就是文学审美性的决定性因素。
事实上，艺术性对审美性的影响是有条件的，具有艺术性的作品未必一定具有审美性或一定具有现实
的审美价值。
在艺术的各个种类中，文学带有相当的特殊性。
文学以语言为载体，而语言可以表现丰富而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和人类的情感及心理状态。
这一特点使得文学的内容常常同人们现实的社会活动密切相关，进而带有特定的倾向性、功利性。
当文学作品的内容与接收者的观念意识相一致时，作品的艺术性可以无阻碍地形成审美价值；当作品
内容的功利倾向与接收者观念意识中的倾向不相一致时，作品的艺术性就不能无阻碍地产生审美价值
，整个作品的审美价值都无法实现。
因此，作品的审美性不能无条件地由艺术性所决定。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形成一种误解，把文学的功利性内容看做非审美的表现，而只把文学的形式表现
因素看成审美性的表现，从而在观念上造成功利性与审美性的对立，以为非功利性或审美性就是要摆
脱与现实社会生活及事物“内容”的联系，仅只停留于对事物“形式”的“观照”或“静观”。
还以为，如果文学作品需要内容的话，真正具有审美性的内容就是一般的事理和普遍的人性、情感、
直觉等等。
在这种认识影响下，我国文艺理论界近一时期以来，形式主义的文论渐成通行的理论，并且被塑造成
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理论指向，即对文艺创作和文艺审美中非功利因素的追求。
这种非功利因素，被认为就是文学语言、表现技巧等等能够体现出艺术性的外在形式。
以至于在相当普遍的认识中，审美性就是艺术性，艺术性就是形式表现性，形式表现性就是文学非功
利性的实质内涵；从而形成片面的审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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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用厚黑以图谋一己之私利，是极卑劣；用厚黑以图谋众人公利，是至高无上之道德。
　　——李宗吾　　把李宗吾与孔子相提并论：“近代之新圣人，其唯发布厚黑学之李宗吾！
”　　——林语堂　　认为《厚黑学》“光就文字而言，即属汉唐以来所未有，至于见识之高超奇远
，更是春秋以来所全无的了”。
　　——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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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通论:原理》是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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