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学导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文艺学导论》

13位ISBN编号：9787309068849

10位ISBN编号：730906884X

出版时间：2010-2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吴中杰

页数：31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文艺学导论》

内容概要

《文艺学导论(第4版)(精华版)》是一本简明扼要、体系完整、适应国内课堂教学需要的文艺理论基础
课教材。《文艺学导论(第4版)(精华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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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文艺学基本理论各个方面的基础知识，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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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导论(第4版)(精华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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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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中杰，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36年出生。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主要从事
文艺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于鲁迅研究用力尤勤，兼写杂文随笔。已出版的学术著
作有：《吴中杰点评鲁迅小说》、《吴中杰点评鲁迅杂文》、《吴中杰点评鲁迅诗歌散文》、《吴中
杰点评鲁迅书信》、《鲁迅的艺术世界》、《论鲁迅的小说创作》(与高云合作)、《论鲁迅的杂文创
作》、《鲁迅文艺思想论稿》、《海上文谭》(与高云合作)、《文艺学导论》、《中国现代文艺思潮
史》、《1900—1949：中国现代主义寻踪》(与吴立昌合作主编)等，鲁迅传记三种：《鲁迅传》、《
鲁迅画传》、《鲁迅传略》，又有散文集《人生大戏场》、《海上学人漫记》等。他所主持的“文艺
学系列教材建设”项目，于2001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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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导论》

书籍目录

绪论 文艺学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
第一节 文艺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
一、总观全局，系统考察
二、外部关系与内部关系
三、稳定性与发展观
第二节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
一、方法论的意义
二、唯物史观的统率性与开放性
三、独立学科与综合科学
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
第一编 本质论
第一章 文学的审美本质
第一节 再现论和表现论
一、再现论
二、表现论
三、对于再现论和表现论的历史评价
第二节 人对现实的审美观照
一、科学反映与艺术反映
二、客观现实与人化的自然
三、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第二章 情感与形象的融合
第一节 文学的形象性
一、写人与格物
二、以形象反映社会生活
三、艺术形象的特点
四、形象与议论
第二节 文学的情感性
一、文章之作，本乎情性
二、情感与理智的关系
第三节 语言艺术的特征
一、形象的间接性
二、反映生活的广阔性
三、表达感情的明确性
第三章 文学的社会功能
第一节 文学对社会的影响
一、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
二、干预生活与改造灵魂
第二节 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
一、文学的认识作用
二、文学的教育作用
三、文学的审美作用
第四章 文学的社会联系
第一节 文学与哲学的关系
一、哲学对文学的影响
二、文学对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三、学诗者以识为主
第二节 文学与宗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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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利用艺术传经布道
二、宗教思想影响文学思想
第三节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一、政治对文学的需要
二、文学不能超脱政治
三、文学家的独立精神
第二编 创作论
第一章 文学创作的现实基础
第一节 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
一、心动，还是幡动?
二、从观念出发，还是从生活实际出发?
第二节 生活是作家的学校
一、深入生活，熟悉生活
二、熟悉生活的不同途径
第二章 文学创作的主体意识
第一节 创作主体的能动性
一、主体对客体的渗透
二、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
三、主体意识的发挥与创作自由
第二节 创作主体的创造能力
一、观察力
二、审美力
三、想象力
四、表现力
第三章 文学创作的提炼与加工
第一节 文学的典型性
一、典型性是文学创作的基本法则
二、典型:以独特的个性反映社会关系的本质
三、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
第二节 典型人物的创造
一、专用一个人为模特儿
二、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
第三节 典型形态的历史演变
一、从神和超人到普通人形象
二、从过实描写到如实描写
三、从类型化到个性化
四、从单一性到丰富性
第四章 创作过程中的思维活动
第一节 形象思维
一、诗要用形象思维
二、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共同规律
三、形象思维的特殊性
第二节 创作灵感
一、文章天成，妙手可得
二、灵感是创作思维质的飞跃
第三编 作品论
第一章 文学作品的构成
第一节 文学作品的内容因素
一、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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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题
第二节 文学作品的形式因素
一、情节
二、结构
第三节 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一、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二、意境之美
第二章 文学语言
第一节 文学对于语言的要求
一、文学变革与语言变革
二、语不惊人死不休
第二节 文学语言的特点
一、形象性
二、情感性
三、音乐性
第三节 文学语言的提炼
一、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
二、吸收外国语中有用的成分
三、择用古语中有生命的东西
第三章 文学作品的体裁
第一节 诗歌
一、诗体之流变
二、诗歌的特点
第二节 散文
一、散文文体之流变
二、散文的特点
第三节 小说
一、小说文体之流变
二、小说的特点
第四节 戏剧文学
一、戏剧文学文体之流变
二、戏剧文学的特点
第四章 艺术风格论
第一节 风格的重要意义
一、什么是风格
二、风格是作品成熟的标志
三、风格的多样化
第二节 风格形成的客观因素
一、时代特色
二、民族特色
三、地方特色
四、社群特色
五、随体成势
第三节 风格形成的主观因素
一、创作个性形成的原因
二、创作个性的发展与艺术风格的变化
三、风格与人格
第四编 鉴赏论
第一章 文学鉴赏的意义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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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文学鉴赏的意义
一、创作通过鉴赏来实现其价值
二、鉴赏对于创作的影响
第二节 文学鉴赏的特点
一、鉴赏与共鸣
二、鉴赏是再创造的过程
第三节 鉴赏主体的养成
一、对象创造了主体
二、鉴赏主体养成的主观条件
第二章 审美力分析
第一节 审美心理机制
一、审美感知
二、审美想象
三、移情作用
四、审美认识
第二节 美感的差异性与共同性
一、美感的差异性
二、美感的共同性
第三章 文学批评的性质、作用和标准
第一节 文学批评的性质和作用
一、文学批评的性质
二、文学批评的作用
第二节 文学批评的标准
一、批评一定有标准
二、批评标准的选择
三、真、善、美的标准
第四章 文学批评的方法
第一节 文学批评流派述评
一、印象式批评
二、诠释式批评
三、考据式批评
四、评点式批评
五、社会历史批评
六、形式主义批评
七、新批评派理论
八、接受美学批评
九、精神分析批评
十、原型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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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的起源
第一节 艺术起源论述评
一、模仿说
二、游戏说
三、巫术说
四、劳动说
第二节 艺术起源与人类的审美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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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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
第一节 文学发展取决于社会发展
一、几种文学发展观
二、促进文学发展诸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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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出现不平衡现象的原因
第三章 文学思潮与创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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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然主义
第三节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一、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
二、象征主义
三、未来主义
四、表现主义
五、意识流小说派
六、荒诞派戏剧
第四节 社会主义文学思潮
一、社会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第四章 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借鉴
第一节 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学遗产
一、文学发展的继承性
二、对过去的文学必须加以批判地审查
第二节 文化交流与文学发展
一、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
二、放出眼光，挑选占有
修订本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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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文艺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一、总观全局，系统考察文艺学是人文科学中的一门学科，这个学科
的名称，是上世纪50年代从前苏联传人的。因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人类的文学活动，有人提议将它改称
为文学学，但这三个字中却有两个相重，不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也有人沿袭古代文论用语，称之为
诗学，但在现代人的心目中，诗学已不是文学理论的同义词，而是指专门研究诗歌的学问，容易引起
误解，所以人们仍称它为文艺学。何况，文学和艺术原是相通的，它们有许多共同的规律，所谓“诗
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即此之谓也，因此，研究文学现象的文艺学，同时也必然包含许多艺术学
原理。文艺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通常泛称文艺
理论和文艺批评，它们所研究和评论的文学现象，也泛称文艺现象。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基本原理
，它给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以理论指导，提供理论基础；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则分别研究文学的发展
历史和评论当前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活动，它们从生动活泼的文学实践中总结经验，丰富和发展文学的
基本原理，使之免于停滞和僵化。所以，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文学批评是相辅相成的有机组成，不可
偏废。本书以研究和阐述文艺学基本原理为己任，属于文学理论部分，虽然也涉及文学的历史和现状
，但只从理论的角度加以概括，不作具体论述。不过，本书在论述文学问题时，却常涉及其他艺术领
域，求其触类旁通也。文艺学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科，它有着不同的派别。在各个流派之间，不但文
学观点极为歧异，而且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也不甚一致。文艺社会学主要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文艺心理学则研究创作与阅读的心理机制；新批评派着重研究文学作品本身，而接受学派则研究作品
在流通过程中，读者在接受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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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从1988年出版至今，已有21个年头了，其间修订过两次，现在是第三次修订。不过觉得原来的框
架还比较合理，有其存在的价值，所以没有变动，只是在各章节间有所增删修改。同时，在艺术分类
上删去其他艺术样式，只谈文学的特征，以切合文艺学本来的含意——文学学。与此相应，在全书的
某些用语上，也有所更改。近60年来，是我国社会变动最大的年代，也是文化界教育界变动最大的年
代。就高等学校中文系而言，变动最大的，则是文学理论课程。先是从欧美体系变为苏联体系，接着
又将苏联体系作为修正主义理论来批判，理论走向是愈来愈左，愈来愈脱离实际。到了改革开放以后
，则又重新向西方学习，引进了许多新理论，并根据这些理论来编写教材。我有幸亲身经历了这60年
变动的全过程，真是被弄得眼花缭乱，有时简直是无所适从。但在这频繁的变动中，却也悟出了一些
道理：对于任何理论，都不能盲从，而必须把它放到实践中加以检验，观察其正确性和适应性，以决
定取舍。理论的正确性取决于它在实际运用中的合理性，并不在乎它的来头大小和时髦与否。有时来
头很大的理论，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是错误的；有些时髦的理论或有其部分的合理性，但却有其片
面性，只能部分吸取，而不能全盘照搬。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我们的文学理论界曾经处于与世隔绝
状况，这自然不利于理论的发展。因此，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地引进外国文论是必要的，这能打开我
们的眼界。但是，我们不应停留在介绍阶段，而要利用这些资源来研究本国文学运动的实际问题，提
出具有针对性的理论见解。外国的文学理论，毕竟是在外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我们面对的却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我们要吸取外国理论的合理成分，来解决中国文学的
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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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艺学导论(第4版)(精华版)》：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Page 11



《文艺学导论》

精彩短评

1、内容写的一般吧，没有啥太深刻的见解。
2、这本书发对了，就是我想要的。
3、作为反拨的1988年老教材，言必谈马列主义，有点恶，要手动筛读。而且实在是“通俗易懂”，随
便翻翻足矣。有些例证可以参考下。
4、浅易好懂。
5、的确不错的 速度也还行，嗯嗯嗯呃
6、垃圾 
7、好著作
8、这本书内容十分充实，有条理，很不错。
9、虽然对每个观点的论述都缺不了马列主义的论证，但逻辑思维条例清楚，若第一次捧起来肯定很
恶心，我是第二次看，从后往前读，仔细过完一遍后，感觉还可以。正对本科生的教材，非常合适。
复旦老师的文笔，奈真性情。中间有一句，居然说古代某人描写人物只是“义理”论说毫无价值可言
，就是连人物的”生殖器都比别人伟岸”。这位老师该有多么可爱呢。哈哈
10、文艺发展极度依赖于哲学思想的发展。在文论本身上，最好中西体系分开，然后建立连接点。
11、很好的考研专业书籍 推荐购买
12、老师推荐的，举例子很多，比较容易理解，是本不错的教材
13、是正版，书很好，物流也很快，赞一个
14、书虽然很文学，还是不错的
15、废话连篇，这什么鬼啊
16、大学生就应当看这种有水准有思想见的书，语言也好。
17、还做了笔记呢，然后就把书送学妹了
18、课前准备用的，比较简单==看不懂卡勒的时候就翻翻这本。。。
19、选择性地看
20、蛮有用的入门书
21、唉...............................................................
22、书很不错，感觉是正版
23、很好，买了本作课本，也是一些学校的考研必备书。
24、东西不错，质量很好，但是包装很简陋，幸好没有碰坏。
25、值得购买，结构清晰，知识丰富。
26、以前喜欢的书。买来也没考研。。
27、作为参考书，偶尔翻一下。
28、看的88年第一版⋯⋯不知道新版有没有与时俱进。虽然经常引用马克思毛泽东，但基本上是坚持
真理的。讲得也通透。除了最后一章有点没劲
29、基本没有从内视角解读文艺学的感觉，应试性不强
30、很好······
31、同事推荐的，弥补理论知识，内容很全面，值得一看。
32、在高中政治课本的思想指导下的大学文学专业教材，的确很通俗易懂，易懂的可以不用读了，高
中政治课本和高考语文教参式的语言让人不断回忆起往昔岁月，定义下了不少，问题谈的不多，读了
三分一，越读越无味，弃之弃之。
33、简单易读但真是实在没啥学术性的东西
34、买来当教材的
35、同类中很不错了
36、考研要求书籍
37、买不到王岳川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就买了这本。内容丰富新颖，文笔流畅，读起来感觉不
错！
38、鲁迅出现频率真高
39、毕竟是学校的教材，但翻了翻没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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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想起这门课上得我简直觉得各种梦幻...就觉得内容让我很容易就走神游离了...太抽象了，全是意识
形态的东西...后面带上作品还好一些...现在想想当年的考试我都不知道自己那里瞎编了多少东西...
41、送货速度快，服务质量高，希望继续保持
42、文艺学经典教材
43、总的来说比较浅显易懂，而且信息量蛮大
44、十分马克思、热爱分类（。）许多我觉得重要的问题半页就带过了。
45、文艺学考研用的书，还比较简单易懂。
46、包装很好，我本专业的书，看着很舒服。
47、浅显易懂，但行文不简洁，是有道理的马列。
48、觉得写得超好，为什么分这么低呢。那我只能打5星了
49、正版，考试用的，很好。
50、好烂 写的跟软文似的
51、考试要考的，当然得看
52、纸张内容都不错  ！！速度挺快
53、考研推荐教材，还不错
54、还不错，专业课入门的书，邮寄很及时
55、不想说它，虽说是后来修订过的，但是观点也太陈旧了点吧亲，要不是看在编排体系还比较好看
在举例子还比较多的份上真想给个两颗星。老先生受马列的影响至深，例证以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为
主，果然是研究现代文学的受传统文化熏陶的老先生啊！
56、到达很快，考研用书。
57、不断地复习辩证法。。。太过啰嗦了。
58、复旦，白白。
59、考研用书，思路很清晰，不错。
60、老师要求买的教材啊
61、垃圾
62、看了一张总结出来不过一句话，不考研的不用买
63、白导了
64、只是用来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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