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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鉴赏》

前言

　　高等艺术职业教育自诞生至今，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探索，已经逐步形成教学、科研、创作、实践
为一体的新的教育教学体系，并与中等艺术职业教育、高等艺术教育、社会艺术教育共同构成了我国
完整的艺术教育体系。　　当前，高等艺术职业教育所面，临的形势有了根本转变，人才的选拔、人
才的培养、人才的走向等均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需求紧密相联。因此，厘清高等艺术职
业教育思想脉络，更新高等艺术职业教育教学方法，其关键就在于建立高等艺术职业教育科学完善的
教材体系，从而展示各学科领域韵发展方向和综合型艺术人才所拥有的知识结构，为高等艺术职业教
育的核心任务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　　全国高等艺术职业教育系列教材是《中国艺术教育大系》系
列教材编写工程的补充和延续，称之为（中国艺术教育大系）（高职卷）也未尝不可。它是为适应当
前与未来我国艺术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而编撰出版的系统教材。其选编思路，注意围绕“基础”
这一主线，强调基本概念的清晰准确、严谨科学，同时兼顾了与中等艺术职业教育、高等艺术教育之
间相互衔接、互为补充的有机联系，着力于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思维创新能力。全国高等艺术职业
教育系列教材涵盖音乐、美术、舞蹈、戏剧、戏曲等各个艺术门类，这套系列教材遵循现代高等艺术
职业教育和未来高等艺术职业教育的理念，突出了基础教育相对的稳定性和规范化，注重了基础教育
内容中核心成分的提取，使教材更符合教学过程中螺旋式提升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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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鉴赏》分小说鉴赏、戏剧鉴赏、散文鉴赏、诗词鉴赏四个大的板块，摘选了一些中外知名的经
典文学作品进行了赏析、品评。小说如《红楼梦》、《倾城之恋》等，戏剧如《哈姆雷特》、《桃花
扇》等，散文如《逍遥游》、《贝多芬百年祭》，诗词从《关睢》到《再别康桥》，跨越了古典与现
代， 中国与西方，文字优美，语言清丽，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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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小说鉴赏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名篇选读红楼梦（节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奔月倾城之恋（
节选）边城（节选）最后一片藤叶安娜·卡列宁娜（节选）老人与海（节选）第二章 戏剧鉴赏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名篇选读俄狄浦斯王（节选）哈姆莱特（节选）伪君子（节选）窦娥冤（节选）长生殿（
节选）桃花扇（节选）白毛女（节选）白蛇传（节选）第三章 散文鉴赏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名篇选读
逍遥游（节选）虎丘记雪匆匆笑都江堰贝多芬百年祭世界最美的坟墓时钟第四章 诗词鉴赏第一节 概
述第二节 名篇选读关雎将进酒丽人行李凭箜篌引雨霖铃定风波如梦令临江仙葬花词雨巷再别康桥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双桅船乡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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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小说鉴赏　　第一节 概述　　小说是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形式。在人们的阅读视野里
，四大名著早已耳熟能详，而此外的风格各异的流派和佳作也在用各自的方式影响某个特定的时代或
者特定的群体。谈及小说，我们会发现话题如此广泛，不论是作家还是作品，不论是立足民族还是放
眼世界。对于一个青年学生来说，学会如何去认识并欣赏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
、小说的定义　　千姿百态的文学世界里，怎样给小说下一个定义呢?有人这么说：“小说就是讲故事
。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不成为小说了。”这应该是自古以来小说留给人们的基本印象，
小说区别于其他众多文体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其故事性。但是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不够准确的，我们知道
小说有三个要素，即人物、情节和环境。所以我们给小说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应该是这样：小说是一种
以塑造人物为中心，通过描叙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生活环境，从而深刻、形象、全方位地展现不
同的社会生活的叙事性文学体裁。　　二、中国小说的发展历程　　我们先从了解中国小说的产生和
发展开始。一般说来，中国的小说起源于远古的神话，《精卫填海》、《女娲补天》这些最早的叙事
文体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那个蛮荒时代人们的丰富想象力，展示着我们祖先的智慧。后人根据这些原
始材料整理出了《淮南子》和《山海经》，从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到完整的故事，其情节大多加入了夸
张的想象，为后代的志怪志人小说开了先河。　　先秦诸子的寓言故事也是我们不可忽略的，它们大
多短小精悍，文笔凝练，有着很强的讥讽特色，用生活中的小事去启发人们的思考。诸子们的原意自
然是寓大于小，充分展示自己对国民的教化，但在客观上，这恰恰成了当时人们最为喜闻乐见的故事
阅读。不能不说，诸子的智慧在客观上为中国文学所起到的源头作用，是他们自己也不曾预料的。我
们在后来魏晋的诸多志怪小说中，几乎都可以找到诸子寓言的影子。　　神话和寓言虽然都有了故事
的雏形，但是小说真正开始粗具规模，并且基本上被人们认可为一种文学种类，该算是魏晋南北朝时
期。这一时期，小说开始有了比较完整的篇章结构，并且被后人大致分为“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
”两类。志怪小说的出现显然和当时社会上宗教迷信盛行有关，这类作品体现了人们在认知有限的基
础上的精神寄托，以千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其中有些篇目已粗具短篇小说的规模，比如流传颇
广的《干将莫邪》。而轶事小说保存到现在最完整的当属刘义庆编纂的《世说薪语》，其中大部分描
写当时士族阶层的“名士风度”，比如为后人津津乐道的《王子猷居山阴》中“雪夜访戴，过门而不
入”，也有一些记载了晋司马氏的暴政和豪门氏族的享乐生活。《世说新语》是中国笔记体小说的雏
形，它把记言叙事巧妙地结合，语言精练含蓄、隽永传神，对后世的小说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中
很多故事都被后世作家作为创作素材而广泛加以利用。　　到了唐代，小说的题材沿袭了前人的搜神
索逸，但在此基础上却让情节更曲折完整，人物性格更加鲜明，文辞表达更为成熟。唐人把小说称为
“传奇”。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短篇小说的成熟，因为它已超出了记录传闻逸事的范畴而成为文
人有意识的创作。它大体可分为三类内容：一是神怪故事，这一类直接继承了前人笔记小说，著名作
品有《南柯太守传》、《枕中记》，都讽刺了当时热衷功名富贵的封建士子；二是侠义故事，描写侠
客义士惩强扶弱的英雄行为，如《谢小蛾传》、《红线传》；三是爱情故事，这也是唐传奇中流传最
广、影响最深的，著名作品很多，比如《柳毅传》、《霍小玉传》、《李娃传》等，当中塑造了一批
勇于冲破封建束缚争取自身婚姻幸福的女子形象，人物刻画十分鲜明，艺术成就很高，对后世影响很
大。　　宋元“话本”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一个重大飞跃。话本是“说话艺人”的底本，而
“说话”又是当时人们最为喜闻乐见的娱乐场所的伎艺，所以流传的范围很广。较之以往，话本又有
了很多发展，如为了使情节更能吸引观众，说话人在小说的结构中设置了层层悬念，每每在关键处能
让人捏一把汗；同时，说话人开始运用典型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比如人物的内心活动和言行，借
此来更好地表现人物性格。而且，运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来叙事也让小说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前人的积累，为后来中国古典小说步人成熟，出现诸如四大名著这样享誉中外的经典著作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元末明初出现了一批长篇章回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残
唐五代史演义》、《平妖传》、《水浒传》等，这是文人们通过整理“话本”并加以加工创作的结果
。到了明清时期，我国小说步入发展的最高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这四大名著相继问世。这时小说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学体裁在中国才开始真正得到它所应有的地位，
小说也逐渐成为人们所喜爱的阅读方式。除四大名著外，开拓写实道路的《金瓶梅》、冯梦龙的“三
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凌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
刻拍案惊奇》）也是值得关注的作品。　　现代中国的文学在五四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有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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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的发展，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作家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同时带有浓厚的时代特性。鲁迅的杂文和
小说像匕首一样在黑暗的现实中闪烁着寒冰一样的光芒，他也成为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其《狂人
日记》是我国现代文学中的第一篇小说，后收入小说集《呐喊》。除《呐喊》外，鲁迅主要的小说作
品集还有《彷徨》和《故事新编》。继鲁迅后，中国现代作家和作品层出不穷，茅盾的代表作是《子
夜》和《林家铺子》，老舍的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巴金留下了“激流三部曲”（
《家》、《春》、《秋》）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沈从文的《边城》带给
了人们唯美的别样感受，而钱钟书的《围城》又在轻松之余，给人留下了更多对人生的思考。除此之
外，叶圣陶（《倪焕之》）、郁达夫（《沉沦》）、柔石（《二月》）、萧红（《生死场》）、丁玲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周立波（《暴风骤雨》）、孙犁（《荷花
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学界百花齐放。初期的重要作家
有：欧阳山（《三家巷》）、杨沫（《青春之歌》）、梁斌（《红旗谱》）、曲波（《林海雪原》）
、茹志鹃（《百合花》）、王愿坚（《党费》）、柳青（《创业史》）、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王蒙（《青春万岁》）等。这些作家的作品同样有着鲜明的　　时代特色。　　经历了“文革”之
后的中国文学逐渐和世界接轨，在创作方法上有了很多新的突破。“文革”‘之后人们开始试着反思
，这一时期就出现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前者的代表作品有刘心武的《班主任》，着眼于
揭露和批判，再现“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生活悲剧和精神创伤；而“反思文学”则试图站在一
个较高的历史高度来思考以往的教训，这类作品有谌容的《人到中年》、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
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同时
，“文革”后的中国开始走向改革开放，反映这一时代特征的“改革文学”应运而生，主要作品有蒋
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另外，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和李存葆的
《高山下的花环》也是这一时期脍炙人口的作品。　　受西方小说的影响，中国的作家们开始了对薪
的创作手法的探索，这使得新时期中国小说的创作走向了多元化。　　三、外国小说的发展历程　　
欧洲小说的发展有着类似于中国的经历，即它们的起源也来自于远古的神话，人们幻想中的古希腊神
话家族为叙事文体的繁荣提供了相当数量的素材。但小说开始受到更多关注是在欧洲步人中世纪的时
候，骑士文学的出现让人们在作品中寄托了勇武和光荣的英雄理想。　　《十日谈》是人们公认的欧
洲近代小说的开先河之作，其作者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薄伽丘，这部小说讲述了十个青年男
女为躲避瘟疫，结伴在一个乡间的别墅住了十天，期间他们轮流讲故事打发时间，一共讲了一百个，
题材广泛，涵盖了当时意大利的各行各业，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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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就是中国大学中文系流水线出来的代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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