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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文艺学三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分支中，文学理论是以人类社会历史的、现实的一切文学
现象作为其研究的对象，是以美学方法论作为总的指导原则，从宏观视野和理论高度阐述文学的性质
、特点和一般规律，而有别于文学史、文学批评那样去分析、评论一个个的作家或作品。
　  作为研究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文学理论，一般分为文学本质论、文学作品论、文学创
作论、文学发生发展论和文学接受论。
《文学概论》依从这一分类，分章进行阐述。
第一、二、三章为文学本质论，第四、五两章为文学作品论，第六、七两章为文学创作论，第八章为
文学发生发展论，第九、十两章为文学接受论。
《文学概论》因受篇幅所限，只能讲述文学理论的概要，所以称之为&ldquo;文学概论&rdquo;是恰当
而贴切的。
希望由此而为读者奠定文学理论的基础，为将来深入学习、研究汉语言文学铺就一条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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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　　文学的本质问题，是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
所谓本质，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的性质、面貌与发展的根本属性，简单地说，就是一事
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根本不同之所在。
由于其重要性，文学的本质问题历来是人们关注和探讨的焦点之一，并形成了种种不同的观点与看法
。
童庆炳先生在《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一书中，根据艾布拉姆斯的&ldquo;宇宙、作品、作家、读
者&rdquo;文学四要素理论，把历来关于文学本质的种种看法归纳为六种观点，即：强调作品与宇宙关
系的再现说，强调作品与读者关系的实用说，强调作品与艺术家的心灵关系的表现说，强调文学作品
本身的客观说，强调读者对作品的体验说和强调宇宙，把自然、现实当成作品自身来看的自然说。
他认为这六种文学本质论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有诸多不足，不能为我们完全采用。
　　我们认为，文学是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这是文学最重要的属性。
凶此，探讨文学的本质，也必须扣住这一点进行。
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在社会结构中，文学属于上层建筑领域，是一种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文学又是人们审美的产物，是按照&ldquo;美的规律&rdquo;建造的，具有审美的特性。
探讨文学的本质，应该考虑到文学这两方面的特性，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文学的本质，对文学
有正确的认识。
换句话说，文学的本质必然要包括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审美性两个方面，更具体地说，文学是一种审
美的意识形态。
　　下面我们试作具体阐述。
　　第一节  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　　一、意识形态概述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
克思指出：&ldquo;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
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rdquo;在这里，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总体结构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部分。
经济基础是与一定物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由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现实
物质基础；而上层建筑，则是由经济基础影响和制约的各种制度、设施及情感、信念、幻想、思想方
式和世界观的总和。
它又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二是社会意识形态，如哲学、宗教、道德、艺术（
包括文学）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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