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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艺学美学研究导论》是专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高年级学生的专业方向课&ldquo;文艺学美学研
究导论&rdquo;课程编写的教材。
主要是向本专业学生系统介绍文艺学和美学各学科分支的学科性质、学术沿革、研究范围、研究方法
和研究意义，以及本学科学术论文的选题思路和写作方法等问题，内容包括&ldquo;文艺学基本理论研
究&rdquo;、&ldquo;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rdquo;、&ldquo;西方文艺理论研究&rdquo;、&ldquo;美学
基本理论研究&rdquo;、&ldquo;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rdquo;、&ldquo;西方美学思想研究&rdquo;
、&ldquo;中西文艺美学比较研究&rdquo;。
以期为中文系高年级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以及今后进一步深造打下基础；而通过学术范文的精读揣摩
，真正有助于学生学术能力的获得和写作水平的提高。
《文艺学美学研究导论》也可以作为文艺学美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基础课教材和入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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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学基本原理研究
  一、学科概述
  二、论文精读
    朱光潜《什么叫做美》
    汪裕雄《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转换——宗白华美学思想评议》
    张政文《论康德对美与美感关系的批判性阐释——兼及其对20世纪西方美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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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学科概述
  二、论文精读
    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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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白华《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
    李泽厚《美英现代美学述略》
  三、文献链接
  四、选题示例
第七章  中西文艺学美学比较研究
  一、学科概述
  二、论文精读
    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
    杨绛《李渔论戏剧结构》
    张隆溪《诗无达诂》
    叶维廉《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略论》
  三、文献链接
  四、选题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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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学理论则是以哲学思辨的方法，从理论上阐明文学和文学活动的本质特征、文学发展的历史规
律和文学的分析研究方法的学科。
所谓哲学思辨的方法，就是在掌握古今中外各种文学现象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思维科学地概括文学的
本质、特征和规律，以概念、范畴和命题的方式，系统阐述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的本质规律它的主要
任务是从理论上阐明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分析文学作品的结构层次和各种体裁种类的
艺术特征；揭示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的独特规律和相互联系；探讨文学发生发展的多种根源和文学发
展进步的复杂形态等等，从而为认识文学和文学活动，进行文学的创作、鉴赏和研究提供理论上的启
示和方法。
亚里士多德《诗学》和刘勰《文心雕龙》是中西古代文艺学经典，韦勒克《文学理论》和弗莱《批评
的剖析》则是西方现代文艺学名著。
　　在文艺学或文学学体系中，文学理论具有基础地位和&ldquo;引论&rdquo;性质，它为文学批评、
文学教学和文学史研究提供系统的价值体系和方法论体系，因此又被称为&ldquo;文艺学引论&rdquo;
或&ldquo;文艺学导论&rdquo;。
本章所谓&ldquo;文艺学基本理论&rdquo;的研究，特指文艺学学科分支中的&ldquo;文学理沦&rdquo;的
研究。
　　2文艺学的功能　　文学理论有什么用？
&ldquo;文艺学摹本理论&rdquo;或&ldquo;文学理论&rdquo;研究的意义何在？
理沦是灰色的，更是深刻的。
文学理论是一种&ldquo;有用之学&rdquo;。
具体地说，。
它具有双重意义和三种功能。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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