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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教程》

内容概要

《文学理论教程(第4版)》原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
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普通高等教育“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教材，也属于高等教育出版社“
百门精品”课程教材.目前经再修订而形成的第四版，吸收了近年来在教材使用过程中的各方面的意见
，与过去相比有一定程度的改动。全书内容分为五编：第一编导论介绍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形态，阐述
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诞生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第二编阐述了文学活动的性质、特点和社
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活动；第三编论述了文学创造的过程和价值追求；第四编从不同角度考察文学作品
的类型和体裁，分析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讨论叙事性作品和抒情性作品，把握文学风格内涵和价值
；第五编论述文学消费、文学接受和文学批评等内容。《文学理论教程(第4版)》适合高校汉语言文学
专业作为基础课教材使用，也可以被其他专业作为选修课程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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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教程》

书籍目录

第一编 导论第一章 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形态第一节 文学理论的性质一、文学理论的学科归属二、文学
理论的对象和任务三、文学理论的应有品格第二节 文学理论的形态一、文学理论形态多样化的依据二
、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文学
理论的基石一、文学活动论二、文学反映论三、艺术生产论四、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五、艺术交往论
第二节 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建设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南二、中国特色三、当代性第二编 文
学活动第三章 文学作为活动第一节 活动与文学活动一、人类活动的性质二、生活活动的美学意义三
、文学活动的地位第二节 文学活动的构成一、世界二、作者三、作品四、读者第三节 文学活动的发
生与发展一、文学活动的发生二、文学活动的发展第四章 文学活动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第一节 文学
的含义一、文学的文化含义二、文学的审美含义三、文学的通行含义四、文学与非文学第二节 文学的
审美意识形态属性一、文学作为一般意识形态二、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三、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
性的表现第三节 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一、文学与话语二、文学与话语蕴藉三、话语蕴藉的典范形态第
五章 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活动第一节 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的基本属性一、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性
二、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的主导性、层次性、多样性第二节 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的价值取向一、
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的主要价值取向二、雅与俗:“阳春白雪”
与“下里巴人”的统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谱写真、善、美的时代华章四、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三节 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一、科学发
展观:时代精神的精华,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指南二、继承与创新: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
统三、借鉴与创造:在对话与交流中实现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沟通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
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学第三编 文学创造第六章 文学创造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第一节 文学
创造作为特殊的生产一、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二、文学创造与其他精神生产的区别第二节 文学创造的
客体与主体一、文学创造的客体二、文学创造的主体第三节 文学创造的主客体关系一、文学创造中主
客体关系的特点二、文学创造中主客体的双向运动第七章 文学创造过程第一节 文学创造的发生阶段
一、材料(信息)储备的主体性特征二、艺术发现三、创作动机第二节 文学创造的构思阶段一、艺术构
思及其心理机制二、构思方式第三节 文学创造的物化阶段一、“形之于心”到“形之于手”二、语词
提炼与技巧运用三、即兴与推敲第八章 文学创造的价值追求第一节 文学的真实一、文学中的求真二
、艺术真实的主要特征三、真实的发掘与表现第二节 文学的伦理与情感一、伦理与情感是文学的核心
要素二、情感与“诗意的裁判三、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第三节 美的创造一、审美理想的烛照二、文学
形式的升华三、文学形式之美第四编 文学作品第九章 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第一节 文学作品的类型
一、现实型文学二、理想型文学三、象征型文学四、文学类型的发展演变第二节 文学作品的基本体裁
一、诗二、小说三、剧本四、散文与报告文学第十章 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和文学形象的理想形态第一
节 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一、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问题二、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第二节 文学典型一、
典型论的发展二、文学典型的美学特征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第三节 意境一、意境概念的形成及
界定二、文学意境的特征三、意境的分类第四节 文学意象一、观念意象及其高级形态审美意象⋯⋯第
十一章 叙事性作品第十二章 抒情性作品第十三章 文学风格第五编 文学消费与接受第十四章 文学消费
与接受的性质第十五章 文学接受过程第十六章 文学批评出版后记修订版后记修订二版后记第四版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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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教程》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文学理论是人文学科之一，是一门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学科，它在整个人文科学中占有
重要地位。当我们开始学习文学理论的时候，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它和整个文艺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它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它具有怎样的性质和品格？当然，我们学习
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即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的文学理论。这样我们就必
然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基本理论是什么？今天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应从何着手？应注意些什么问题？简要回答上述问题，构成了本书“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的内容
。第一章 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形态文艺学是一门以文学为对象，以揭示文学基本规律，介绍相关知识为
目的的学科，包括三个分支，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这三个分支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任
务。它们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文学理论作为研究文学普遍规律的学科，有独特的
研究对象和任务，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价值取向。文学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广延性极强的事物，决
定了文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这也使得文学理论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文学哲学、文学社会学、
文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价值学、文学信息学和文学文化学等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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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部教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完全由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师合作编写的“文
学概论”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编高等师范院校的教材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因为师范院校的教学确
有区别于一般综合院校的特点，这就是“师范性”。就文学概论这门课程而言，“高师”的教学不但
要使学生掌握文学的一般原理和相关的知识，而且还要让学生更具体、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样式
、类型、形态、结构、层次、叙事和抒情的技巧和风格特征等，并进而具有较强的分析作品的能力。
因为“高师”中文系的毕业生将站在中学的讲台上，面对程度不一的中学生，具体解析一篇篇样式不
一、类型不一、形态不一、风格不一的文学作品。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如果面对具有无穷艺术魅力的作
品只会分析段落大意，抽取枯燥的“主题思想”，却走不进作品的绚丽多姿的艺术世界，对作品没有
具体、深入的体会和领悟，不会解析作品，那么这个语文教师很难说是合格的。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我们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强调要体现师范性特点。我们在讲清文学基本原理和相关知识的基础上
，特别加强作品论这一编，用六章篇幅展开了对文学作品各个方面的解析和阐述，从而突出了本教材
的师范性特色。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反复强调的另一点，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历史唯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有关文艺问题的
论述更是充分加以阐述。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问题十分重要，为此我们列了专章。我们在教材中引
用了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观点和材料，并对社会主义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的研究成果，也力图
加以总结和吸收，但我们这样做时，都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过滤，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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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教程》

编辑推荐

《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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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教程》

精彩短评

1、考研用的书~~纸质不错哦
2、大师级作品
3、五星评分，求过。
4、现在学的是第五版，如果不考研，以前后绝对不想在看第二遍了
5、总体上理论脉络梳理还是清晰的，只不过有些意识形态内容需要自动跳过
6、为什么指定教材是这个！什么鬼！
7、你麻痹 说人话 说人话 说人话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8、充满马和毛的粪便,文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相比简直如垃圾,条条列举,只为背诵,僵化教条.唯一有
些的可观之处也不过是装些别人家的旧酒卖罢了.
9、虽然背得死去活来但这门课的老师我超级喜欢呀以及这门课我学的也不错哈哈哈
10、汉语言文学课本，真心编得很乱，隔壁班老师一学期课都是吐槽书本哪里观点与自己相左这个我
会说吗？
11、虐我千百遍!!! 于是我把一整本背了下来....
12、这书真不怎么样 完全是和谐版本  和北大南帆的那本没得比
13、和《艺术概论》一样的看到第三遍依然一句话都记不住的神奇的书！
14、虽然革命气息浓重，但也不至于掩盖了干货。
15、应该淘汰了的教材，从头到尾都散发着的结构固化的意思。脉络大体清晰，可怜编者心血，打分
高是体恤。不过只能算一本目录，对，就这一本书还不如一张目录。
16、抛开考研这样的用途之外，这本书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只不过是御用文人编的官方理论
的宣传，文学理论这样夸张的渗透进意识形态，很富有“中国特色”。
17、和封面一样红
18、虽然不是考研科目，浏览了一遍高教版的课本，算是给批评史打个基础吧~  不过这本总论里的意
识形态色彩也太浓重了-_-||满目尽是马克思-_-||  举例经常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感时花溅泪
”人间词话以及卡夫卡重复出现⋯⋯内容不算很深，便于理解，能略做了解，不错不错，目的达到
19、虽然上过一遍课但还是看不懂。
20、晦涩难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文笔挺好，我终于强忍着不适看完了。
21、很失望。36.8.再加上运费，买着一本纸质不怎么样的书很无感。
22、通过读这本书，锻炼了自己忍受枯燥的能力。每句话都很对，但没什么理论的新颖、洞察力⋯正
确的废话。杂糅中西真别扭。所谓“特色”的理论真是太弱鸡了 基本上是概念辨析的水平
23、童庆炳先生的文学理论教程是国内的权威教材，许多大学的文学概论课都采用这本教材，这部教
材使用面很广，但是教材中的语言过于难懂，很晦涩，让本来就比较抽象的文艺学变得难上加难。也
许是一般本科生甚至研究生水平太低的缘故。
24、这本很多学校的中文考研都要用到。
25、再多看几本这样的教材，我就要弃文从医了。
26、作为教材已经是国内最好的一本了。
27、唯物。
28、不怎么样，比简单深比复杂浅就是一本教材
29、从表面看起来还不错。
30、同樣是教材，洪子誠的當代文學史比這個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
31、是我要的，每次送货都很及时
32、童老特喜欢红楼。。。。
33、书在手，看你怎么读。靠背的话，还是洗洗睡吧。
34、再见。
35、前段时间复习的时候正好看到先生逝世的消息，又少了一位巨擘。
36、编的严谨扎实就不说了，只是太基础太基础，没有很大的收获。我还是坚持“文学艺术还是唯心
的好”。。
37、书的质量还挺好的，还没看内容，这是陕师大指定的考研教材，还是具有权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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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写得挺不错的。不过要很热爱文学才能读下去
39、一無是處
40、背的我死去活来
41、毕竟不是看了一遍，好像有点用！！
42、过分！ 实在过分！第五章第六章简直明摆欺负人！我宁愿去看春晚和新闻联播！
43、呵呵。
44、印刷质量一般，没想象中的好。其他的还可以
45、记得把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都涉及到了。但辩证法的翻来覆去还是很无聊
46、正版的，就是觉得贵，嗯嗯
47、很不好看 但是考试用得上 嘿嘿
48、是正版，挺好的，看着很舒服。。
49、文学理论-政治先行。真是本和书皮一样“根正苗红”的书。
50、信任卓越。从印刷和纸张看都还不错，做教科书用是没问题，收藏的话就粗糙了些。
51、呵呵呵终于看不到鹏鹏了
52、逻辑也太乱了
53、文论基础（一）
54、自动忽略部分内容。
55、通讀一遍，除去濃濃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基本脈絡還是清晰的。“文學是審美意識形態”這
句話本身沒有錯，不用批判啦。：）
56、内容不错，质量很好，快递也给力。
57、书还不错，挺满意的。
58、马克思文艺理论观真的适合用来理解文学吗？
59、不错 老师介绍的 这一系列差不多都快买齐了
60、很不错，补充了很多必备知识，答了疑，解了惑。
61、不为考研鬼才去看。
62、好像变相的政治书
63、如果豆瓣可以打零分就好了，中间有几章简直不能忍，不断的提到意识形态马克思⋯⋯〒_〒编
者你能不能不要么露骨，把自己的观点隐藏起来可以吗？！花了好久圈重点，感觉再也不想看了。结
构也很乱，内容也很乱，都没有展开观点！！！！就把页数浪费在马列上！！！
64、心情不好，懒得评价了
65、比较合适。价格实惠。
66、博取众家之长。学贯东西，解说到位
67、比我想象中有意思，可能读完太久了。
68、配着参考书逐字背了两遍，我最最讨厌的理论⋯⋯想用刘索拉的一句名言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妈的力度！！！”
69、阿弥陀佛
70、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十几个人攒出来的书，大都顶着政治正确的帽子，塞些奇怪的东西进来。
一刷。

Page 8



《文学理论教程》

精彩书评

1、物质、实践、唯一、社会生活、艺术生产、主观客观、主体客体、审美意识形态，这些都是文学
理论里很讨厌的字眼。信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定是很无聊的人，这种人不适合搞文艺创作和研
究，他们写出的东西一定像水泥板和人行道一样死板僵硬，风采全无。只有唯心和“虚”的人才能写
出极光般绚丽多彩而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作品和理论。童庆炳还写过中国古典文论的一本小书，是他多
年来研究撰写的小论文集。书名内容一概忘了，只记得当初翻阅有浊臭逼人之感，匆匆放回。像他这
种彻头彻尾的唯物论实在论者，怎么能写得好文学理论，尤其是中国古典文论？像他这种无条件拥护
社会主义艺术理论的人，怎么能正确对待西方文论，尤其是20世纪的西方文论？
2、虽然有些观点比较政治化，但整体上还是中规中矩的教科书。童老爷子，名师出高徒。这本书最
大不足就是封面太丑，原谅我是学美学的，哈哈哈哈哈。我们老师一开始就推荐这本书做教材，虽然
她自己讲的不按照这本书来，俺还是很喜欢的。几年后再翻起这本书，满满的回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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