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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论》

内容概要

《文学论》是日本近代大文豪、国民作家夏目漱石的名著，是作者在东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也是世
界上第一部从心理美学、读者接受角度写成的文学原理著作，既有文本特色，又具世界性的广泛影响
。《文学论》可以说是一部英国文学评论集，从社会心理学、美学出发，夏目漱石认为文学的内容由
观念、理智、印象等 “认识” 方面的要素(漱石用 F 来表示)与情绪的要素(漱 石用 f 来表示)两部分构
成，并创造了 F+f 的文学公式，由此展开了他的文学观。后来的许多日本作家、学者对《文学论》给
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指出，像《文学论》这样自成体系的文学概论大部头著作，在当时的欧洲也是
独一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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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论》

作者简介

夏目漱石（1867年2月9日－1916年12月9日），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文学家，本名夏目金之助。夏目漱石
出生东京官吏之家，幼年起学习汉学，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专业，赴英留学后，在东京大学教
授英国文学。夏目漱石兼具东西方文化素养，既是英文学者，又精擅俳句、汉诗和书法。代表作有《
我是猫》、《哥儿》、《三四郎》、《后来的事》、《门》、《心》、《明暗》等。写作小说时擅长
运用对句、迭句、幽默的语言和新颖的形式。夏目漱石的小说多以细腻的心理分析，刻画了日本近代
化背景下，信奉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伦理观、宗教观、自然观上的探索，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影响
深远。其门下出了不少文人，芥川龙之介就曾受其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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