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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简明扼要、体系完整、适应课堂教学需要的文艺理论基础课教材。
   本书共分五编二十章，从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鉴赏论、发展论五个方面，介绍了文艺学的基
本理论、基础知识，融进了西方文艺理论的诸多精华，涵盖了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各种新成果。
   本书既是一部普及性的文学理论课教材，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学术性，适合大专院校学生和文学爱好
者阅读，也适合文学研究者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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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
一 历史的观点
二 美学的观点
第五编 发 展 论
第一章 文艺的起源
第一节 文艺起源论述评
一 摹仿说
二 游戏说
三 巫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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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劳动说
第二节 文艺起源与人类的审美需要
一 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美感
二 审美意识与艺术共生共长
第二章 文艺发展与社会发展
第一节 文艺发展取决于社会发展
一 几种文艺发展观
二 促进文艺发展诸因素
第二节 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现象
一 不平衡现象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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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
一 古典主义
二 浪漫主义
第二节 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
一 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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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表现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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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修订本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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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可能是年代太早，很多观念略有一点旧了
2、作为文艺学入门读物，\(^o^)/概念解释清晰，收获颇丰。

Page 8



《文艺学导论(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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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