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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新论》

内容概要

《文艺学新论》根据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精神，从中外文艺理论与美学理论的广阔视野中
，着重阐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文学基础知识，特别注重引导读者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
义创始人及其后继者的重要文艺观点；同时结合发展市场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实践，引入文学的“自由
的精神生产”性质、文学的文化学意义、文学的审美元素、文学的生产过程、文学的接受活动与消费
方式、文学的审美阅读、文化市场培育等新鲜论题，作出新的探讨；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
术性与通俗性、科学性与可读性相统一。

Page 2



《文艺学新论》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文学的社会本质第一节 文学艺术的起源一 文学观念的演变二 文学艺术的产生第二节 文学
的社会本质一 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根本性质二 文学的“自由的精神生产”性质三 文学的意识形态性
四文 学的文化学意义第三节 文学社会性的内涵一 文学与人性二 文学的阶级性和文学的党性原则三 文
学的人民性四 文学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第二章 文学的基本特征和审美元素第一节 文学的审美特性一 艺
术的掌握世界方式二 文学反映生活的形象性和想象性三 文学反映生活的情与理的统一四 文学反映生
活的美感性第二节 文学的审美元素一 生活二 情感三 思想四 艺术形象五 文学语言第三节 文学的语言
艺术特点一 艺术的分类二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特点三 文学语言的学习和丰富第三章 文学作品的内容
与形式第一节 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一般原理一 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的一般含义二 文学作品艺术内
容与艺术形式的辩证关系第二节 文学作品内容的构成一 题材的选择与多样化二 主题的多重组合与开
掘三 情节的提炼与构成第三节 文学作品形式的构成一 文学语言的基本要求二 结构的作用与原则第四
节 文学作品的风格一 文学风格与创作个性二 文学风格的多样化与共同性第四章 文学作品的体裁和样
式第一节 文学体裁的分类一 文学体裁的形成和发展二 文学体裁的分类第二节 主要文学体裁的基本特
征和分类一 诗歌的基本特征和分类二 小说的基本特征和分类三 散文的基本特征和分类四 戏剧文学的
基本特征和分类五 影视文学的特点第五章 文学生产与文学原创活动第一节 文学生产的性质与原创过
程一 文学生产的性质与环节 二 文学原创过程的界限三 创作源泉与创作冲动四 艺术构思与艺术灵感五 
艺术表现与把握生活第二节 文学创作过程的审美认识特点一 艺术反映生活的审美认识特点二 形象思
维与抽象思维第三节 艺术典型化的过程和方法一 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二 艺术典型化的内容与方法第
四节 作家的基本素养一 丰富的生活积累二 进步的世界观和高尚的情操三 一定的文化艺术素养第六章 
文学的创作方法与文学流派第一节 创作方法与文学流派的一般原理一 创作方法、文学流派与文学思
潮二 制约作家运用创作方法的诸因素第二节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文学潮流一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
的历史发展二 浪漫主义的基本创作特征三 现实主义的基本创作特征第三节 创作方法与文学流派的多
样发展一 自然主义与唯美主义二 象征主义与后象征主义三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第七章 文学接受与
审美鉴赏第一节 文学的社会功能一 文学创作的社会意义二 文学的审美认识功能与教育功能三 文学的
美感作用第二节 文学的审美接受活动一 文学的接受方式：消闲性消费与审美性文化消费二 文学阅读
与审美鉴赏三 审美感受与艺术形象的再创造四 情感共鸣与审美愉悦第三节 审美鉴赏的特性与鉴赏主
体条件一 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二 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三 文学鉴赏的多样性与共同性四 文学鉴赏的主
体条件与文化市场培育第八章 文学批评第一节 文学批评的作用和性质一 文学批评的作用二 文学批评
的性质和任务第二节 文学批评的标准一 文学批评标准的历史性二 文学批评的思想性标准和艺术性标
准第三节 文学批评方法与批评家素养一 “美学－历史”批评的基本方法二 开展文学批评的基本方针
三 文学批评家的基本素养第九章 文学发展的基本原理第一节 文学发展的历史基础一 两种艺术发展观
二 艺术生产发展与物质生产发展第二节 文学发展的社会因素一 社会生活与文学发展二 文学与政治的
关系三 文学与哲学、道德、宗教、社会心理第三节 文学的继承、吸收与创新一 文学发展的历史继承
性二 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吸收三 文学发展中的批判任务四 文学发展中的革新创造后记附录1 发展文化产
业探讨附录2 市场经济与文艺发展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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