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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文论，是指“五四”以前的两千余年的文论，相对现代文论与当代文论来说，它已是历史。
那么，在我们的阅读与理解时，它是否与我们构成对话关系？
如果构成对话关系，那么，在对话中其意义是否有所延续并增殖？
它只是让我们在阅读时品味其历史意味呢？
还是经我们的解读与分析、阐释后对当代文论仍有某些作用？
⋯⋯让我们从本书中寻找答案！
　　传统文论体现性的特点，其表现有二：一是传统文论的构成是理论、评论、创作三位一体的。
文论本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二种：一是对具体文学对象的分析、研究、评价，称文学评论；一是对
理论问题的探讨与论证，称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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