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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适用于本科阶段高年级学生，偏重于文学理论的深层次发展，尽可能地提高其理论素养，增
进应用理论来认识和解决具体文艺现象的能力。
     根据近年来文艺理论及美学理论的发展，本书的体例不采取“本质论创作论”“构成论”“发展论
”“批评论”等几大板块并列的传统方式，而是以文学的审美性为核心，呈放射状地辐射到相关领域
和问题。
希望能够有利于突出文学的审美规律，增强文学各部分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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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学的特征本章主要是探讨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现
象的不同点，即它所独有的特殊性。
所以，文学的特征也可以说是关于文学的“本质”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分如下几个层次来阐述：一、文学表现的对象和内容；二、文学存在的形态——
文学的形象性；三、文学形象的典型性；四，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的语言艺术。
一、文学表现的对象和内容考察文学的“本质”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人手：一个是它的内容，
一个是它的形式。
因为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特殊的（这表现在：任何事物都是特殊
内容与特殊形式的统一）。
所谓“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这里，先谈文学的特殊性。
我们所说的“文学的特殊性”，主要是指“以文学作品为中心”而形成的“文学现象的特殊性”。
由于在历史过程中，对于“文学的特殊性”问题，人们更多的是“通过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去认识的
。
而文学作品的特殊的内容，又是与它的特殊的表现对象，联系在一起的。
由此，我们把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它的表现对象，放在一起来考察，从它的表现对象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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