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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确，男，1954年生，吉林省蛟河市人，祖籍太原。
1983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1992年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
1998年获文学博士学，现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吉林省美学学会副理事长。
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美学与审美教育思想的研究。
曾主持国家教委“九五”规划青年基金项目“儒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
发表论文四十余篇，代表性专著为《使命的自觉——儒家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品格》，主编和
参编教育部师范司指导和规划的全国通用教材3部，主编和参编其他著作和教材4部，译著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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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一、什么是“文学理论”　二、学习“文学理论”的意义三、学习“文学理论”的方
法　名词解释与思考题第二章　文学观念　第一节　文学是一种文化现象　 一、文学的文化属性　 
二、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的关系　 三、文学的文化价值第二节　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一、文学在
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二、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三、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　第三节
　文学是一种经验形式一、关于文学存在的几种观点二、文学是一种经验形式三、文本与作品第四节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一、语言是文学意义的中介形式二、语言是文学的直接构成因素三、语言决定
了文学的特殊性第五节　文学是一种历史现象　一、文学的起源　 二、文学的演变与社会的发展　 
三、文学自身的演变　　名词解释与思考题第三章　文学创作第一节　创作过程一、艺术积累二、艺
术构思三、艺术表现第二节　创作原则一、真实性二、概括性三、想象性第三节　作家经验与艺术创
作　一、人生经验与艺术经验　 二、经验的内省与艺术创造　第四节　形式的把握　一、布局的原则
　 二、表现手法　 三、语言的要求　 四、语言的技巧　　名词解释与思考题第四章　文学形象　第
一节　文学意象　 一、文学意象的界定⋯⋯第五章　叙事性作品第六章　抒情性作品第七章　文学风
格及其流派第八章　文学类型第九章　儿童文学　第十章　文学阅读第十一章　文学批评主要参考书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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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文学理论”作为文学基本理论的一种阐释体系，多年来一直是我国高等院校中文专业
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受到了学生、教师和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我们要从根本上理解“文学理论”的理论体系，就必须对其进行本体关注，对学科界定、研究对象和
范围、研究方法等加以思考和说明。
一、什么是“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是文学理论的入门课程，学习的是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
文学理论是文艺学的一个分支。
文艺学实际上是指研究文学的学问，因而应该叫“文学学”，但由于汉语的习惯，人们通常把“文学
学”称为“文艺学”。
一般认为文艺学包括三个分支，即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
文学史是在时间维度上具体地考察文学的发生、演变、发展的过程和规律的学科。
文学史既关注曾经发生过的某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又关注文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全部过去时间里的
总体面貌；既重视文学现象产生和文学史演变原因的揭示，又重视文学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
文学史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对作家、作品进行研究。
文学史的研究是以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为起点，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分析作品的艺术个性、时代特征
、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的。
2．对文学风格、流派和思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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