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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的戏剧性变迁，中国文艺学也经历了多次转型。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在以“史”为主要线索的基础上，以文艺学思潮为主体安排章
节结构。
本着历史和逻辑兼顾的原则，对于那些性质相同或者相似的文艺学思潮，即便不是发生在同一时间段
，也安排在同一章节，以突出这一思潮的完整内涵和发展变化脉络。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共分二十七个专题。
作者陶东风、和磊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在清晰梳理各种文艺学思潮的基础上，分析了文艺学发展的
内在脉络，力求全面而有条理地呈现文艺学六十年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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