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学（专业代码：０５０１０１）

一、培养目标

（一）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要求学生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有理想，

遵纪守法，有敬业精神，有职业道德，有团队合作精神，有健康的体魄和心智。

（二）系统掌握文艺学美学、文艺批评与文化研究等方面的专门知识与基本理论，打下坚

实的专业基础，了解本专业领域的最新学术动态，具有严谨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较强的科学研究

能力。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和翻译本专业外文资料，具有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培养具有

坚实的文艺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新闻学专门知识，能在学校、文化、新闻、传播、编辑、出版等单

位从事教学、科研和实践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二、总体介绍

本专业以四川外国语大学强大的外语优势为学术支撑，全面、深入地研究文艺学美学、文

艺批评与文化产业和区域文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思潮流派，尤其关注文艺美

学和文化产业的基础与最新进展、关注外国当代文论与的译介、评述与运用。

三、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 主要内容 导 师

１ 文艺美学

主要研究文艺美学的基本问题、范畴、观念、方法和体系，深入

理解历代经典文论与美学家的理论文本与基本观念，尤其关

注文艺美学的最新进展、中国文论基本范畴的深入挖掘、中西

文论之间的比较研究。

２ 西方文论

主要研究西方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范畴、观念、方法、体系以

及重要的思想理论家，深入理解西方经典文学理论的发展脉

络，关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最新进展，从而为建设当代中国

文学理论提供有益的借鉴。

３ 文学批评

主要以当代日益发展的影视文本及其生产机制、文化现象为

研究对象，通过文艺学的基本方法和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研

究和学习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

４ 文化研究

主要研究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相关的文化研究的基本现象。本

专业方向特别注重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与理论的特殊性研

究，力图对中国现当代文化现象做深入的挖掘，注重培养将文

学批评与理论同现实生活进行结合的研究能力，从而实现文

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更好结合。

朱周斌　教　授
杨晓莲　教　授
刘云春　教　授
袁　晶　副教授
赵　飞　副教授
薛　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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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颁发学位

文学硕士

五、学习年限

学制为３年，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６年。

六、课程类别及学分

要求学生达到总学分不少于３２学分，其中包括：

学位基础课 ３门课 ６学分

专业必修课 ４门课 ８学分

专业选修课 ６７门课 １２１４学分

跨专业选修 ２门课 ４学分

学术与实践活动

学术训练 ２学分

创新活动（可选） ２学分

·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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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设置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数

总
学
时
数

开课学期／周学时
一
学
期

二
学
期

三
学
期

四
学
期

五
学
期

六
学
期

任课

教师

备
　
　
注

学
位
基
础
课

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３ ７２ ２ ２

２ 外国语 ３ ７２ ２ ２

专
业
必
修
课

１ ２０世纪西方文论专题研讨 ２ ３６ ２

２ 《文心雕龙》导读 ２ ３６ ２

３ 文学批评与方法研究 ２ ３６ ２

４ 美学原典导读 ２ ３６ ２

专
业
选
修
课

１ 中西比较诗学 ２ ３６ ２

２ 西方文学专题 ２ ３６ ２

３ 文化研究专题 ２ ３６ ２

４ 中西美学范畴比较研究 ２ ３６ ２

５ 诗话研究 ２ ３６ ２

６ 中国现代文论导读 ２ ３６ ２

７ 新诗文本细读研究 ２ ３６ ２

８ 华语电影研究 ２ ３６ ２

９ 比较叙事学 ２ ３６ ２

１０ 中国古代文论经典导读 ２ ３６ ２

１１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２ １８ １

论

文

撰

写

及

答

辩

钟谟智

王正宇

通识教育

学院教师

朱周斌

袁　晶

朱周斌

刘云春

刘云春

杨晓莲

袁　晶

薛　红

赵　飞

朱周斌

赵　飞

刘云春

文一茗

袁　晶

导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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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描述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２０世纪西方文论专题研讨
ＴｈｅＳｅｍｉｎａｒｏｆ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ｈｅｏｒｙ

本科程２０世纪西方文论经典名著为基本文献，采用课前预习、课堂讨论
和课后总结的方式全面深入研讨２０世纪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流派、重要范
畴与理论体系。研究内容包括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英美新批评、结

构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

义、新历史主义、酷儿理论、文化研究等理论话语。

文学批评与方法研究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文学批评与方法研究是在文学理论学习的基础上，通过对西方和中

国现代具有理论意识的批评大家及其方法的分析与拆解，进一步探

讨文学理论的内在构成要素，从而使学生在更为深层次上理解文学

理论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将理论意识转化为更为自觉的批评方

法。通过这种学习与研究，将理论概念进一步转化为理论思维，将

理论的抽象进一步落实为解决文学文本及其生产机制等相关问题

的实践能力。

美学原典导读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ｅｔｈｅｔｉｃ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本课程是文艺学硕士的专业必修课，本课程主要讲授和研读西方美学

经典论著，梳理和分析西方美学演变的基本线索、重要人物、基本概

念、主要范畴等等。课程以西方美学史为背景，集中探讨中世纪以后

到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主要贡献。主要包括法国启蒙运动美学、英国

经验主义美学、德国古典美学、科学主义美学和生命美学、符号美学

等几个重要流派和代表人物。课程内容涉及到夏夫兹伯里、休谟、鲍

姆嘉通、莱辛、温克尔曼、康德、黑格尔、尼采、罗森克兰兹、苏珊 Ｇ朗
格、海德格尔等美学家的主要思想和经典论著。本课程的方法是讲解

和精读结合，由老师讲解西方美学的基本发展脉络，然后指导学生阅

读经典篇目，领会重要思想观点的理论要旨，深入研究西方美学重要

范畴。

《文心雕龙》导读

ＡＧｕｉｄｅｆｏｒ“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ｉ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ｒｖｉｎｇ
ｏｆＤｒａｇｏｎｓ”

《文心雕龙》是魏晋六朝时期文学理论集大成的著作，理论体系之完整，写

作结构之严密，包含材料之丰富，探索问题之广泛，空前未有。本课程以

该书为主要研读对象，与《中国古典文论》课程相互匹配。在明白该书总

论、文体论、创作论和文学评论所涉及思想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对每一篇

的细致导读，使学生对刘勰建立的“本乎道，师乎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

之文论体系有系统了解，并对书中论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论题

有深入挖掘。

中西比较诗学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ｏｅｔｉｃｓ

本课程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全面、系统讲授中西诗学与美学比较的基本理

论体系与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包括中西比较诗学与美学的理论特征、平

行研究基本范式与个案、影响研究基本范式与个案、异质研究基本范式与

个案、比较诗学与翻译研究、比较诗学与美学的社会学之维、知识学之维、

神学之维和存在论之维等。课程广泛涉及王国维、鲁迅、朱光潜、宗白华、

钱钟书、刘若愚、叶维廉、宇文所安等中西比较诗学大家的理论文本与基

本观念。

·６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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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西方文学专题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ａｎｏｎｓ

本课程主要选取西方文学从古代到现代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作品

及其文学现象进行讲授，拟从全球文化的视角，将古代与现代、宏观与微

观、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传统方法与新方法相结合，从社会学、文化学、

文艺学、美学、比较文学等多种角度去点评和考察西方文学。主要有神话

原型专题、圣经文学专题、西方文学女性形象专题、现代主义文学专题、后

现代主义文学专题、荒诞派戏剧专题、黑色幽默专题、西方小说情节模式

专题等等。

文化研究专题

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本课程以西方文化研究的学术脉络和基本论题为基础，同时致力于引导

学生从跨文化的视角、运用跨学科的方法理解、发掘和尝试解决当代大众

文化研究相关的文献，以其思想内容的讲解为主，辅以中国当代文化特别

是青年文化现象，呈现文化研究的问题和方法，以使学生获得文化研究的

思想脉络、问题领域、研究方法和理论兴趣。

中国现代文论导读

Ｌ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ｈｅｏｒｙ

中国现代文论导读系统地讲解和描述自晚清以降至新中国发生之初，中

国现代文学理论发生、发展的变化与脉络。课程采用历史描述、理论文本

的分析、问题意识的总结等方法，呈现中国现代文论内在变化的动力和理

路，由此解释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其中主流思想占

据主导地位的必然性。

比较叙事学

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Ｎａｒｒａｔｏｌｏｇｙ

该课程以文学方向研究生为授课对象，旨在系统介绍中西叙述学理论，以

及不同叙述文本类型的比较研究。授课过程中，以叙述的发出及接收感

知为核心思路，注重理论阐释与文本分析相结合，全面梳理中西叙述学的

源起、推进与演绎。主要内容分为三个环节：第一环节为打基础阶段，教

学目标是让学生掌握广义“文本”、“叙述”及“认知”等核心概念。第二环

节教学重点是梳理叙述学科发展过程中卷入的“主体”、“意义”问题。第

三环节结合大量文本分析，帮助学生熟练运用叙述形式手法，解读具体的

文本形式问题，如不同叙述文本类型（以电影、歌词、小说等为主要案例）

叙述视角、人称、分层、话语模式、不可靠叙述等在中西文学不同阶段的体

现。课程最终教学目的是帮助学生经由形式深入文本内涵的理解。

九、培养方式与方法

（一）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实现课程思政全覆

盖，做好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二）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取理论学习与科学实践相结合、讲授与讨论相结合以

及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方法。

（三）培养环节主要包括课堂教学（１～２年）和学位论文撰写及指导（１年）。
（四）鼓励研究生参加学校及国内外的各种学术、社会实践、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活动，

参加由中外学者举办的各类学术讲座，关注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学术前沿。

十、考核方式

（一）课程考核：采用课程考试和课程论文方式，按百分制评定成绩。

（二）必修课程原则上应进行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评定，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者可获得学
·７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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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选修课程采取考试或考查的形式，成绩达到６０分者可获得学分。
（三）中期考核：研究生应在第二学年的期末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应对研究生的学习

做全面评估，包括思想品德、身心健康、学位课程学习情况、专业及方向书目阅读情况、论文开

题计划、学术活动、语言能力（语音语调、口语表达）等。具体考核方式由各个教研室制定，上

报研究生院备案。考核组成员由研究生导师组成。考核结果分“通过”“暂缓通过”“不通过”

三种，“暂缓通过”者应进行补考，“不通过”者将终止学业，通过中期考核者方可进入学位论文

撰写阶段。

（四）学术与实践活动考核：学术型研究生培养以提高学术创新能力为导向，研究生应积

极参加系统科研训练，参与前沿性、高水平科研工作，拓宽学术视野，激发创新思维。在校期间

参加学术活动累计达到２４次，并通过研究生教务管理系统提交学术活动报告１２篇。教学实
践、业务实习、社会实践等教学活动由各培养学院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学分。

十一、学位论文

研究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论文的选题工作，提交学位论文计划，并作开题报告，经本专

业方向专家集体讨论认可后正式撰写论文。研究生应按照论文撰写进度要求，完成各阶段撰

写任务。

学位论文的撰写是全面训练和考验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必须在导师

的指导之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学位论文选题应属所在学科或交叉学科范围。学位论

文的基本要求是：选题应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科学意义或应用价值，并尽量贴近本专业的学科前

沿，有利于研究生对所学的专业理论和实践知识的综合运用，有利于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训

练与提高。学位论文的文字和格式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学术规范和写作规范。

学位论文原则上要求汉语撰写，正文篇幅要求３万字左右。

十二、学位论文预答辩

学位论文在正式答辩之前，应进行预答辩。预答辩与正式答辩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１个
月。学位论文预答辩委员会由３名同行专家组成。预答辩结果分“通过”“有条件通过”“不通
过”三种。“有条件通过”的学位论文由预答辩委员会提出具体修改意见，研究生应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修改并提交培养学院，培养学院组织教研室对修改稿进行评审，决定其是否通过。

“不通过”的学位论文作者可在规定时间内重新提出预答辩申请；通过预答辩后方可进入学位

论文评审程序。

如果第二次预答辩仍未通过，学位论文作者须按规定申请延期答辩。

十三、学位论文评审

学位论文答辩前，由培养学院聘请３名同行专家进行书面匿名评阅，其中至少有１名外单
位专家，评阅人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学位论文获得两名及以上评阅人通过，申请人可参

加论文答辩；如学位论文未获得两名及以上评阅人通过，申请人可按规定申请延期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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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５名同行专家组成（其中教授不得少于１人）。答辩结果分“通
过”“有条件通过”“不通过”三种。“有条件通过”的学位论文由答辩委员会提出具体修改意

见，申请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修改并提交培养学院。培养学院组织教研室对修改稿进行评

审，决定其是否通过。凡未通过答辩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以在半年后一年之内修改论文

并重新申请答辩（含论文评阅）一次。凡对答辩结果有异议者可在规定时间内向培养学院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申诉，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研究生组）作出最终结论。

十五、毕业与学位授予

学位授予程序按照《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工作细则》中

的有关规定执行。

通过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后，颁发硕士学位证书及研究生毕业证书。凡参加答辩，但答辩

委员会不建议授予学位、同意毕业者，可颁发研究生毕业证书。

十六、主要阅读书目和期刊杂志

（一）必读书目

［１］柏拉图．朱光潜译．文艺对话录［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
［２］德里达．张宁译．书写与差异［Ｍ］．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１．
［３］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Ｍ］．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７．
［４］海德格尔．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编（上、下）［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
［５］黑格尔．朱光潜译．美学［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
［６］康德．邓晓芒译．判断力批判［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７］刘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原版，２００６新版．
［８］亚里士多德．罗念生译．诗学［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
［９］严羽．张健校点．沧浪诗话校笺［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０］伊格尔顿．商正译．理论之后［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

（二）推荐书目

［１］鲍尔德温等．陶东风等译．文化研究导论［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贝斯特、科尔纳．陈刚等译．后现代转向［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Ｍ］．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８．
［４］陈鼓应译注．老子注释及其评价［Ｃ］．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
［５］陈鼓应译注．庄子今注今译［Ｃ］．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
［６］丹尼尔·贝尔．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Ｍ］．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８９．
［７］弗洛伊德．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８］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

·９４４·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21版第11稿



［９］哈贝马斯．曹卫东等译．后形而上学思想［Ｍ］．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０］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两卷）［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１］李泽厚．美学三书［Ｍ］．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２］陆贵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概论［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３］陆机．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４］陆梅林．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５］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６］马歇尔·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理解媒介［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
［１７］毛泽东．毛泽东论文艺［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８］尼采．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Ｍ］．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８６．
［１９］钱钟书．管锥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２０］钱钟书．谈艺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２１］塞尔登．刘象愚等译．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２２］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３］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４］王国维．周锡山编校．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Ｍ］．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５］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下卷）［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６］韦勒克，沃伦．刘象愚等译．文学原理［Ｍ］．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７］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下卷）［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９．
［２８］杨伯俊译注．论语译注［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２９］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Ｍ］．上海：上海人同，１９８５．
［３０］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第三版）［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３．
［３１］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Ｍ］．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９．
［３２］宇文所安．王柏华译．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３３］张法．中国美学史［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４］赵毅衡．新批评文集［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５］钟嵘．陈延杰注．诗品［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６］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思想发展史教程［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２００２．
［３７］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２］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下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
［３９］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２版）［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０］朱立元．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下卷）［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三）期刊杂志

［１］《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
［２］《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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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文学评论》
［４］《文艺研究》
［５］《文艺理论研究》
［６］《中国社会科学》
［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８］《中国新文学史料》
［９］《小说评论》
［１０］《人民文学》
［１１］《小说选刊》
［１２］《小说月报》
［１３］《中篇小说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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