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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基础的入门性文学理论著作，其基本宗旨着眼于读者文学欣赏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主要介绍了文学欣赏的角度、原则和方法，重点推荐了“从人生视角解读文学，借助文学透视人生”
，意在使文学中的普世性精华从专业范围里解放出来，走向大众，走向人生，让文学与每个人的心灵
生活发生联系，使文学真正成为“人学”。
    本书寓理论导引于具体例证的分析之中，行文通俗易懂，语言平易流畅，具有趣味性和可读性。
适宜作为中文专业和各类非中文专业本、专科学生提高综合素质的教材，也适合于广大文学爱好者自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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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必要的理论准备　　第一章　文学概论　　第一节　文学的学科属性　　文学欣赏作为
一种活动，读者是主体，文学是对象。
要把握这一对象，首先就要对它有一个宏观认识，了解它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属于什么性质的学科
。
这就需要把它放到更大的学科背景下进行判断，即从“天空”俯视它，看它在学问、学科版图上的位
置。
　　一、文学属于人文学科　　一般认为，人类的学问大致有两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什么是自然科学？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是：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和现象的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矿
物学、生理学、数学等。
而社会科学则是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科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历史学、文艺学、美学、
伦理学等。
　　那么科学又是什么呢？
“科学”一词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广义地说，科学是人类用以探究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在西方，往往特指近代以来所形成的
实验科学体系，它的产生有多方面文化因素作支撑。
例如，独特的世界观——理性精神和怀疑哲学；独特的方法论——归纳法和演绎法；独特的操作方法
——观察、分析、实验：独特的表达方式——实证地描述研究对象的联系和发展规律。
科学的最大特点是实验可以无限重复，结论都一样。
反映客观世界规律的原理、公式、数据永远都是共同的、确定的、不变的，不因阶级、民族、时代的
不同而不同，不因科学家的个性、情感等主观因素的不同而不同。
　　科学最初产生于也应用于自然现象的研究，后来，西方人把这一套又用于对社会现象，包括对人
、人生的研究，于是产生了所谓的社会科学。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发现许多社会人生现象的研究无法达到理想的“科学”状态。
例如哲学，第一大问题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从古到今意见纷纭，水、火、风、土、原子、理念、物质⋯⋯，哪个是最后真理？
就人生哲学来说，第一大问题是人生意义，人为什么而活着，又是人言言殊，言人人殊，谁的最正确
？
哪个是科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欣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