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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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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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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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诗者以识为主
第二节 文学与宗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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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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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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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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艺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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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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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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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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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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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