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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概论新探》开篇之时，即首先谈到什么是“理论”和什么是“文学”，之后涉及到文学与
文化、文学与表征的关系问题。
因为作为一个初学者而不是专门研究文学的学生来说，学习理论更多地是为了用于其他学科的思考实
践，和对于生活中一些实际问题的应答，文学与文化、语言与表征的关系问题，是他们平时接触较多
的内容。
接下来是对文学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阐述，如文学话语、文本文类、叙事抒情、经典与大众文学
等，意图在于使学生了解文学理论“地图”中的基本轮廓。
《文学概论新探》的最后，着力谈到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与学生的学习
非常密切：批评关乎价值判断，而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又影响到了他们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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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第一章　理论是什么一、关于“理论”的一些误解二、关于“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三
、学习文学理论的意义和方法第二章　文学是什么一、“文学”的界定问题 二、本质主义者对“文学
”的定义（一）本质主义定义之一：再现的理论（二）本质主义定义之二：形式主义的理论三、建构
主义对“文学”的定义四、（美）乔纳森·卡勒的观点介绍（一）文学是语言的“突出”（二）文学
是语言的综合（三）文学是虚构（四）文学是美学对象，（五）文学是文本交织的或者叫自我折射的
建构第三章　文学与文化一、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二、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一）道德主义批评（二
）唯美主义者的口号是：为艺术而艺术，（三）以富于创造性的形式表达普遍之人性三、文学与形而
上学的关系第四章　文学表征一、文学表征的涵义，二、文学表征与声音、视觉表征三、文学话语与
其他话语四、文学走向终结第五章　文学三要素一、主体（一）对主体概念的攻击之一：结构主义（
二）对主体概念的攻击之二：精神分析学（三）对主体概念的攻击之三：后现代主义二、作者三、文
本四、文类第六章　文学的叙事话语一、叙事话语的涵义二、人物与文本时间三、“典型”理论第七
章　文学的抒情话语一、抒情话语的涵义二、意象：好诗画图难足三、意象与意境（一）虚实相生，
以实写虚（二）以象表意，情景交融（三）瞬间直觉（四）多义性第八章　文学与批评一、文学批评
的影响（一）文学批评对作家的影响（二）文学批评对接受者的影响（三）文学批评对社会的影响二
、文学批评“三步曲”（一）审美体验（二）理性分析（三）价值判断三、文学批评史上的几种主要
方法（一）中国古典的批评方法（二）西方当代的批评方法（三）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四、文学批
评实践：从“阶级论”的角度解读《雷雨》五、蒂博代的文学批评观介绍第九章文学与经典一、“经
典”与经典的树立二、文学经典的意义三、经典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分第十章文学与“真实”一、什
么是“真实”二、什么是文学真实（一）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二）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三
）.艺术真实的主要形态三、真实：迎“生命”而上前四、真实：艺术的“自显自说”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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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文学是美学对象可以把迄今为止我们谈到的关于文学的特征-一语言结构的不同的补充层次，与
语言的实用语境相脱离，与真实世界的虚构关系——都归到语言的美学作用这个总标题下。
历史上一直把美学作为艺术理论的名称,而且关于美究竟是艺术作品的客观属性，还是观赏人的主观反
应，以及美与真和善的关系也一直争论不休。
现代西方美学的重要理论家康德（ImmanuelKant）认为美学就是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架起一座
桥梁的尝试，是沟通一个由。
力量”和庞然大物组成的世界与一个由理念组成的世界的尝试。
美学对象，比如绘画或者文学作品，通过把作用于感官的形式，（色彩、声音）和精神的内涵（思想
理念）融为一体实现把物质与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
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美学对象，这正是因为文学具有最初使其得以定位，或者说使其得以存在的交
流功能。
它可以使读者去思考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内在的关系。
对于康德和一些其他理论家来说，美学对象具有“无目的的目的性”。
它们的建构具有一种目的性：它们之所以这样建构，是为了使它们的各个部分都协调一致地去实现某
个目的，但这个目的就是艺术作品本身，是蕴含在作品当中的愉悦，或者是由作品引起的愉悦，而不
是外在的目的。
具体说来，这就意味着要认定一个文本为文学，就需要探讨这个文本各个部分为达到一个整体效果所
起的作用，而不是把这部作品当成一个旨在达到某种目的的东西，比如认为它要向我们说明什么，或
者劝我们去千什么。
我说故事是语言，它的实际意义就是它的“可讲性”时，是注意到了故事所具有的目的性的（指那些
可以使其成为。
好故事”的特点），但我还注意到，这一点很难与某些外在的目的联系在一起。
因此我是在讲述故事的美学和它激起感情的特点，甚至非文学的作品也是如此。
一个好故事具有可讲性，可以打动读者或者听众，让他们觉得。
“值得一读”。
它可以趣味横生，也可以给人教诲或者激励，它可以起到各种各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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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概论新探》的最后，着力谈到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与学生的学习
非常密切：批评关乎价值判断，而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又影响到了他们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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