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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辅导及习题精解》是为了配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童庆炳主编的《文
学理论教程》(第四版)教材而编写的配套辅导书。

　　全书总共分为五编十六章。
每章的内容分为知识点详解，考研真题与典型习题等。
循序渐进地帮助读者分析并解决问题。

　　《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辅导及习题精解》适用于本科生学习辅导、研究生入学考试，亦适用于
专升本、自学考试、在职考试的广大考生，还可为高校教师编制考试提供参考，是一套实用性、针对
性较强的辅导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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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6.文学的审美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如果说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那么，怎样理解审美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
【解题参考】_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它既具有审美属性，又具有意识形态属性。
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是指文学的审美表现过程与意识形态相互浸染、彼此渗透的状况，审美中
渗透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巧借审美传达出来。
文学的审美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具体表现是：一，文学的审美属性和
意识形态属性是不同的。
文学具有审美属性，表明文学具有自身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性质。
这种特殊性在于，文学意味着对现实无功利目的，采取意象——直觉方式，表现主观情感评价。
文学同时又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即它是认识——实践的。
正是文学的这种意识形态性质决定了文学又同其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乃至经济基础有复杂联系。
二，文学的审美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又是统一的。
一般言之，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作为文学和其他意识形态所共同具有的普遍性质，是共性。
而文学的审美属性作为文学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质，是个性。
在这里，文学的一般意识形态性质是根本性的，它制约着文学的审美性质。
但是，文学的审美性质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使文学的一般意识形态性质以特殊的审美风貌
显示出来。
实际上，这两方面性质是相互渗透在一起的。
在一般层次上，作为意识形态，文学既是一般意识形态，也是审美意识形态；而在特殊层次上，作为
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既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审美活动，也是具有审美性的意识形态活动。
在这种双重性质中，审美性质总是直接的、突出的，而意识形态性质则是间接的、隐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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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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