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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鉴赏》资料丰富、选材新颖、文字畅达、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集知识性、趣味性、通俗
性和实用性于一体。
《文学鉴赏》共分五章，第一章为文学与文学鉴赏概论，第二章为诗歌鉴赏，第三章为散文鉴赏，第
四章为小说鉴赏，第五章为戏剧鉴赏。
《文学鉴赏》视文体不同，在诗歌鉴赏和散文鉴赏部分设有“作品正文”、“作者简介”、“作品赏
析”等三个栏目；在小说鉴赏和戏剧鉴赏部分设有“作品正文”、“作者简介”、“故事（剧情顺概
”、“作品赏析”、“人物分析”等五个栏目。
这些栏目不仅对作家的生平经历、创作成就及文学地位作了简要介绍，也对作品的情节梗概、经典名
句、内涵主旨、名家评点、艺术特色等内容作了归纳、介绍和分析。
　　《文学鉴赏》不仅可作为高职高专及本科院校文学欣赏类课程教材，也可作为广大文学爱好者快
速阅读和赏析中外文学精华的读本和实用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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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消遣性阅读是欣赏心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各层次的读者中都普遍地存在着，但有些读者能从单
纯的排解消遣进入审美欣赏，有些读者的注意则过于注重满足直接的心理欲望，使想象活动受到制约
，无法进入一种更高的审美境界。
　　欣赏性阅读超越了单纯的消遣性阅读，它追求审美愉悦和情感的陶冶升华，而不停留在文本中捕
捉直接的感官满足。
消遣性阅读往往着眼于故事的热闹、曲折离奇或表层的意义，读者在阅读中常常处于被动的地位。
而欣赏性阅读则有着读者积极的参与，读者在感受作品带来的直接的心理冲击的同时，其注意力更多
地被作品的意趣和深刻的内涵所吸引，并且在审美的层次上展开想象和情感活动，主动地对作品所蕴
含的审美价值进行感受和思考，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加以诠释和补充。
在心理期待方面，读者在欣费陛阅读中，对审美情感和道德情感等高级情感的追求也占了较大的比重
。
对同样一部作品，欣赏性阅读比消遣性阅读能得到更多的信息量，从中获得更多的人生感悟和审美愉
悦。
　　在欣赏性阅读的基础上，读者根据一定的批评标准，对作品的是非、美丑、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
进行理论甄别和判断，就进入了批评性阅读。
批评性阅读要求欣赏者具有更为复杂的欣赏心理结构和深刻的理解能力，能够透过表面意象的组合准
确地把握作品的本质特征，并且非常鲜明地将其提取和概括出来。
批评性阅读往往具有专业性，阅读者往往带有比较明确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其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各种
对批评活动有意义的对象上，而不会一味地放纵自己的感官和情感随波逐流。
如果说消遣性阅读偏重于娱乐型，欣赏性阅读偏重于情感型，那么批评性阅读的心理结构则是比较地
偏重于理智型的。
一般所说的文学鉴赏，主要指用欣赏性的阅读态度对待文学作品。
　　（二）文学鉴赏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人们阅读文学作品时的精神活动，与阅读社会科学著作时
的精神活动有明显的不同。
文学的本质是审美，文学鉴赏是一种独具特点的精神活动。
它不仅是一种审美享受活动，而且是一种参与艺术创造的活动。
读者在鉴赏活动中，依靠形象思维，结合个人的生活体验，对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进行补充、扩大、丰
富，对艺术形象进行再创造。
读者凭借作品中的艺术形象，通过联想发掘形象中更隐蔽的意义，甚至会发现作者未曾想到的问题，
领悟到作者没有领悟到的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鉴赏者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实质上是参与了作家对艺术形象的创造活动，因此，可以
说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是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创造的。
所以，某一鉴赏者在头脑中呈现的艺术形象与其他鉴赏者以及作者创作时心目中的艺术形象不可能完
全一样。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所说的“诗无达诂”，欣赏外国文学作品时人们常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
哈姆雷特”，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在鉴赏活动中读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自己的想象、情感来诠释、充实鉴赏的对
象。
文学鉴赏的主观性，既表现在不同的读者之间，也表现在同一个读者身上。
由于生活经验、文化素养、审美情趣的差别，所处的时代、民族、社会地位的不同，在鉴赏同一部文
学作品时，每个人产生的主观感受可能不同；同一个人，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即使对同一部作品
的感受，也会随着年龄阅历、心境意绪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一部作品，少年时代阅读时可能使人如醉如痴，成年后再去读它，可能会感到平淡无奇；有时f青况可
能正好相反。
这种现象的产生，正是由文学鉴赏的主观性的特点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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