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文学评论论文格式 文学评论文章经典
(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文学评论论文格式篇一

导语：文学评论与一般的思想评论是不同的。思想评论的对
象是社会生活和人们在其生活，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种种思想
问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思想认识，分清是非；它可以通
过各种各样，各方面的材料予以论证，只要紧扣你所要阐明
的观点就行。下面是我带来的文学评论怎么写，希望对你有
帮助。

文学评论的写作大致有四个步骤：

阅读——定题——评论——写作。

1、阅读范围。从文学评论的写作要求看，阅读既要做到点面
结合，又要做到深浅结合。

所谓点面结合的“点”，是指作品。所谓“面”是指作家生
平、作家其它作品、其它作家的作品等。在这里，作品的阅
读是最重要的，这是获得评论权的最重要的依据。只有阅读
作品，才能使自己对评论的对象了如指掌，评论时说到点子
上，切中要害，避免片面性。所谓深浅结合，是指作品的阅
读要深一点，钻得透一点，深到能产生真知灼见为止。为了
深，就要多读几遍。^v^为了对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
根》一剧本进行评论，先后将作品至少读了四遍，他在《致
斐迪南·拉萨尔》中说：“为了有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批



判’的‘态度’”，为了“在读了之后提出详细的评价、明
确的意见”，所以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我才能发表自己
的意见”。再如，列宁为了对小说《怎么办》进行评论，在
一个夏天把这部小说读了五遍，“每一次都在这个作品里发
现了一些新的令人激动的思想。”（《列宁论文学艺术》
第897页）^v^也说过，《红楼梦》要读五遍，不读五遍就没
有发言权。

这说明，浮光掠影、晴蜓点水式的阅读是不行的。对于被评
论的对象，一定要研究得透彻一些，对作品象对人一样，要
知心、知音。对其他作品和材料的阅读不妨浅一点，浏览一
遍，有一个直觉印象即可，否则，不能保证“点”的深。

2、阅读方法。一般采取“总体——部分——总体”的步骤。

一、总体，就是从头至尾通读。得出初步而概括的印象。

二、部分，是要对重要部分仔细地读，分析研究，加深印象，
发现特色（或发现问题），初步形成观点。

三、总体，是要获得完整的本质的认识，对作品的倾向和艺
术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在阅读过程中，要及时做好摘记工作。
有一种“评点法”的评论，就是一手拿笔，一边阅读，一边
评点的。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三国演义》。还要通过
阅读培养复述节录作品内容的能力。这是因为评论中常要概
述作品内容，以作评论的依据。

初学写作文学评论的人在定题时常犯以下几种毛病：第一种，
为评而评，无的放矢。评论者随便拿一篇作品，自己没有明
确的目标，未经过认真思考，就去评论。第二种，贪大求全，
面面俱到。一开始就写《论×××的小说创作》这样大的题
目，往往无从下笔而流于一般、平庸、肤浅。第三种，缺乏
新意，老生常谈，步别人的后尘，拾人牙慧。应该怎样定题
呢？首先要选准作品。应该选择什么人的哪一篇作品，这是



有标准的。标准就是：

文学评论论文格式篇二

中国当代散文欣赏之一

【原文欣赏】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
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使在梦里，也
似乎把伞撑着。而就凭着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
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
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
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以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
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
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
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一块地是久违了，25年，四分
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水，千伞万伞。25年，
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
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
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裾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
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
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
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
心灵，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
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
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礼堂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
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



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
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
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
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
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
上，雨下在基隆在防波堤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
性，应该最富于感性。气空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
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林雨后
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的蜗牛的腥气吧，毕竟
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
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呓，那腥气。

雨不但可嗅，可观，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
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的
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
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更笼
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
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二打中年听雨，客舟
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在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
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
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
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在窗外喊谁。

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
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王禹偁在黄冈，破如椽的大
竹为屋瓦。所说住在竹楼上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
玉。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
这样岂不像住在竹筒里面，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
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



文学评论论文格式篇三

文学短评的格式及范文如下：

一、格式：

正标题（一般为评论要点或思想概要，位置在首行正中）。

——副标题（为引入评论的对象，正中）如文学评论的正副
标题应该是这样的。

正文。

二、范文。

如：悠悠海峡情 。

——评《乡愁》所蕴含的深义。

乡愁是一抹心头上的阴翳，是一束情感的投影。小诗《乡愁》
于质朴中蕴真情，辗转中现永恒，给人以颇深的艺术感染力。

为体现^v^现在的乡愁^v^，全诗着眼于格局的布置，由前三
段的蓄势而引起末段的迸发，这不仅仅以浓烈的色彩渲染了
乡愁，也使乡愁得到升华和涵沉。读者从这首极富忧愁的小
诗中极易抠取它的艺术精粹，这是以情感人的结果。

文学评论论文格式篇四

长期以来，关于写作 范文 模仿法是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写
作教学法，中外研究者意见不一。下面是有800文学评论写作，
欢迎参阅。

如果错过太阳时你流了泪，那你也要错过群星了。



——题记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没有什么事物是十全十美的，
但不要为那残缺而伤感，生活中并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
美的眼睛，残缺能反衬现有的美。

维纳斯的双臂

雕像维纳斯，当你看到她时，一定感到惋惜：怎么没有双臂
呢?但正因为是这样，你才能更加用心地去体会 雕刻 者的感
情，从她黄金比例的身躯，标致的五官，深沉的目光，那么
令人惊叹，惊叹这艺术的奇妙，更好地去观赏这个作品，而
不会在意那缺少的双臂。

贝多芬的双耳

音乐家——双耳失聪的音乐家，耳聋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是
一个致命的打击，可贝多芬却在这种情况下创造出那么多震
撼人心的曲子。因为他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安静地弹出他内
心的音乐。那无法比拟的音乐，都是他的心声，是他体内灵
魂的乐曲，而这些全都得益于他的耳聋。一位耳聋的音乐家
谱写了世间宏伟的乐章。

李丽的双腿

200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中的李丽，她是生理上的绝对病人。1
岁时就因小儿麻痹而高度瘫痪，几十年中，先后接受了40多
次手术，靠着体内的钢板站了起来，而40多岁时又惨遭车祸，
永远地坐在了轮椅上，可这并没有打倒她，她从开小商店等
白手起家，直到创办了“加油城”、“园林园艺公司”等大
型企业;她是精神上的绝对巨人，她还为了“问题孩
子”、“失足青年”奔走呼吁，循循善诱，无私奉献，五年
间温暖八万个冰冷的心灵。命运夺去了她的双腿，却未阻止
她精神的奔跑，以坚强的意志与命运抗衡，她拿残疾的腿更



加反衬出她在精神方面的伟大。

这就是残缺的美，反衬出现有事物的美丽、伟大与不易。

在这世间没有什么是完美的，不必刻意追求完美。花开虽艳
却迟早会败，燕舞虽美却春来秋去。完美是稍纵即逝的，它
让生命失去了光泽，失去了社会的真实，失去了意气风发的
自我。断壁残垣的古长城、白璧微暇的宝玉，我们不能说它
们是不完美的，但只要我们用心去体会，去感悟，就会发现
它们的美真实而又和谐，它们的美因残缺而彰显非凡。

现代社会，贫富被装在一间间屋子里，那门锁对应的钥匙已
真真切切地一如它的光泽般，成了实实在在的金色了。

甲问乙：“贫否，富否?”我们已遭大众化了的乙，料想跳不
出窠臼将回答的不是“家徒四壁”就是“家财如山”，而万
万不会是“心境空虚”抑或“神清气爽”。人们似乎默认了
富便是“有钱”、“腰缠万贯”，贫则是“不名一文”，遗
忘了这个世界，精神的饱满才是真正的富!我以为，究其根由，
的的确确是我们在物质上不够富。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其打家劫舍、不义而求财者不胜枚
举。就拿“三鹿事件”来说，它攫取般地夺走了人民的钱财
终于致富乃至成了百强企业，伤及祸及了恁多幼嫩的婴儿，
这不仅是对生命的伤害，更在于对精神的恶劣打击。足以恶
浸大众精神的，必是一种腐败之至的模板。其实，“三鹿”
还不够富，物质上真正的富者应该是至贫的，“大富若贫”，
贫如比尔盖茨捐出一身的财富;“三鹿”，因为它仍不够富，
所以要追求更富有，在追求的过程中它丧失了精神，这就决
定了它依旧无法抵达精神上的富有。别说什么这是国情，因
为无论在哪，都是邪不压正，精神的流失往往阻止我们物质
的求得。

倘若足够的富有(物质方面)，它便不必另辟邪径谋求更大的



富，反而它能安分守己，真心也罢假意也罢它都会摆出一副
回馈社会、为民服务的姿态。而贫者，自然将本纯洁的钱财
不义化，使精神空缺了。

足够的富有也来自于贫穷，由贫穷一步步的积累致富。如果
贫者都自行将钱财不义化，那么世上可有真正的富者?卢梭有
言：“我们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工具;我们所追求的金钱，
则是使我们当奴隶的工具。”现在的企业确乎是为了奴役自
己，又何不将目标定为自由，而追求金钱只作为手段呢。

因而，物质贫乏者求富，先应求精神的富，而物质的富只是
过程、手段而已，是为更好的造就精神的富。

世上没有不弯的路，人间没有不谢的花。挫折宛如天边的鱼，
说来就来，你无法逃避，无法退却;挫折又似横恒的山，赶也
赶不跑，你只有跨越，只有征服。面对挫折，最重要的是心
不烦，意不乱。

某旅游团攀登高山到达半山腰，突然遇到大雨该怎么办呢?按
一般人的想法，这时便选择往山下跑，但有 经验 的登山专
家却是建议应向山顶去。山顶的风雨不是更大吗?登山专家却
是这样解释的往山顶走固然风雨可能更大，却不至威胁到你
的生命，至于向山下跑风雨可能小些，看似比较安全，但却
可能遇到暴发的山洪而被活活的淹死。从侧面看这也是登山
的失败者，遇到这样小的自然险阻岂能退缩，放弃。“人生
挫折何能免”，面对困难我们要做到精神不倒。用执着让前
方的星星照亮我们的前程，让星光永远闪烁。

据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能够到达金字塔顶。一种是老鹰，
还有一种就是蜗牛。老鹰和蜗牛，它们是如此的不同，鹰矫
健，敏捷，锐利;蜗牛弱小，迟钝，笨拙。鹰残忍，凶狠，杀
害同类从不迟疑;蜗牛善良，厚道，从不伤害任何生命。鹰有
一队飞翔的翅膀;蜗牛背着一个厚重的壳。可是，蜗牛仍然与
鹰一样到达金字塔顶，它为什么能够做到，它凭的是什么?正



是它不畏艰难阻险，正是它永不停息的执着精神。

文天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是执着;

郑板桥“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南西北风”是执着;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执着;

曹雪芹“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是执着;

^v^“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执着;

^v^“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是执着;

没有风吹的帆是撑不满的，没有压力的人是走不远的，人生
在世遇到困难是难免的。让我们打起精神，正确对待挫折，
认真度过每一天，用执着来浇灌生命之花，让它茁壮成长。

人生弯弯曲曲水，世事重重叠叠山。用热情去奔跑，去超越，
然后才能拾缀失意后的坦然，挫折后的不屈，困苦后艰难的
从容。

文学评论论文格式篇五

2019年考研初试已经结束了，大家肯定对真题非常感兴趣。
今天文小研为大家介绍一下2019年武汉大学文学类考研初试
题目中大家非常关注的文学评论写作。题目如下：2019年文
学评论写作(30分)

阅读下面这篇小小说，写一篇评论文章，题目自拟，字数不
少于800字。冯骥才苏大夫本名苏金散，民国初年在小白楼一
带，开所行医，正骨拿踝，天津卫挂头牌，连洋人赛马，折
胳膊断腿，也来求他。 他人高袍长，手瘦有劲，五十开外，
红唇皓齿，眸子赛灯，下巴儿一绺山羊须，浸了油似的乌黑



锃亮。张口说话，声音打胸腔出来，带着丹田气，远近一样
响，要是当年入班学戏，保准是金少山的冤家对头。他手下
动作更是“干净麻利快”，逢到有人伤筋断骨找他来，他呢？
手指一触，隔皮截肉，里头怎么回事，立时心明眼亮。忽然
双手赛一对白鸟，上下翻飞，疾如闪电，只听“咔嚓咔嚓”，
不等病人觉疼，断骨头就接上了。贴块膏药，上了夹板，病
人回去自好。倘若再来，一准是鞠大躬谢大恩送大匾来了。
人有了能耐，脾气准格色。苏大夫有个格色的规矩，凡来瞧
病，无论贫富亲疏，必得先拿七块银元码在台子上，他才肯
瞧病，否则决不搭理。这叫嘛规矩？他就这规矩!人家骂他认
钱不认人，能耐就值七块，因故得个挨贬的绰号叫做：苏七
块。当面称他苏大夫，背后叫他苏七块，谁也不知他的大名
苏金散了。苏大夫好打牌，一日闲着，两位牌友来玩，三缺
一，便把街北不远的牙医华大夫请来，凑上一桌。玩得正来
神儿，忽然三轮车夫张四闯进来，往门上一靠，右手托着左
胳膊肘，脑袋瓜淌汗，脖子周围的小褂湿了一圈，显然摔坏
胳膊，疼得够劲。可三轮车夫都是赚一天吃一天，哪拿得出
七块银元？他说先欠着苏大夫，过后准还，说话时还哼哟哼
哟叫疼。谁料苏大夫听赛没听，照样摸牌看牌算牌打牌，或
喜或忧或惊或装作不惊，脑子全在牌桌上。一位牌友看不过
去，使手指指门外，苏大夫眼睛仍不离牌。“苏七块”这绰
号就表现得斩钉截铁了。牙医华大夫出名的心善，他推说去
撒尿，离开牌桌走到后院，钻出后门，绕到前街，远远把靠
在门边的张四悄悄招呼过来，打怀里摸出七块银元给了他。
不等张四感激，转身打原道返回，进屋坐回牌桌，若无其事
地接着打牌。 过一会儿，张四歪歪扭扭走进屋，把七块银
元“哗”地往台子上一码。这下比按铃还快，苏大夫已然站
在张四面前，挽起袖于，把张四的胳膊放在台子上，捏几下
骨头，跟着左拉右推，下顶上压，张四抽肩缩颈闭眼呲牙，
预备重重挨几下，苏大夫却说：“接上了。”当下便涂上药
膏，夹上夹板，还给张四几包活血止疼口服的药面子。张四
说他再没钱付药款，苏大夫只说了句：“这药我送了。”便
回到牌桌旁。今儿的牌各有输赢，更是没完没了，直到点灯
时分，肚子空得直叫，大家才散。临出门时，苏大夫伸出瘦



手，拦住华大夫，留他有事。待那二位牌友走后，他打自己
座位前那堆银元里取出七块，往华大夫手心一放。在华大夫
惊愕中说道： “有句话，还得跟您说。您别以为我这人心地
不善，只是我立的这规矩不能改!” 华大夫把这话带回去，
琢磨了三天三夜，到底也没琢磨透苏大夫这话里的深意。但
他打心眼儿里钦佩苏大夫这事这理这人。

综合武大历年文学评论考题，可以见得武大给出的材料大多
偏于故事性的小说体裁，篇幅一般较短，材料背后寓意深刻。
在开始下笔前首先需要通读材料，读时可以多关注以下几点，
在有自我见解的地方标记符号并做笔记：

题目包含着最凝练的观点，它往往代表着作品全篇的主题思
想或立意角度，比如武大考题中的《轮回》、《同一首歌》。
2019年考题为《苏七块》。

大致阅读过文章后自己的一些观点会初步形成，下一步文本
的细读是文学评论中的主体。“一千个读者有一个哈姆莱
特”，不同的读者在阅读后所得感悟不同，法无定法，自然
文学评论的阐发立足点也就不同。为了大家在考场上较快进
入状态，下面仅从微观角度为大家提供一些文本切入点：

文本中往往会出现一些频率较高的意象，它们或是作为背景
（如武大考题：《送你一轮明月》、《农舍》）或是作为论
说主体存在（如《稻草》）。意象一般会有象征含义，在能
指下面隐藏着所指。

文章总体的语言风格可以是情感激荡的，可以是冷静客观的。
另外需要关注文章中人物对话的语言特点，例如方言的运用，
这可以结合作家的地方性特点来谈。

小说中一般都会对人物进行细节描写，例如动作、神态、心
理等等，这些都会使人物更生动、更立体，尤其是人物间（如
《同一首歌》中的老年士兵与中年人）或是同一人物前后的



对比（如《七情六欲》中的女孩）。

文学评论写作最大的亮点是可以结合文学理论来分析文本，
如何能从文本中透视到相应的理论，又如何能进一步论述，
这些要求我们对文学理论基础有扎实的掌握，只有“熟”才
可生“巧”。可以从以下角度调动起自己平日所学，联通文
本与相应理论：

身份是一种符号象征，不同的角色属性不同。如，《七情六
欲》中的女孩是精神病患者，《做起来》中的臣民与传令官，
《犹大的面孔》中的艺术家，《送你一轮明月》中的禅师，
他们各自的身份便是一种话语。文学理论中关于精神病
有“疯癫”的理论，关于臣民与传令官可以想到福柯的话语
与权力等等，从故事中主人公身份入手是一个很好的引入点。

陌生化、反讽手法的分析很适合于文本细读，武大考题《路
口》的开头与结尾就是反讽手法的运用。形式主义和英美新
批评的一些理论要引起重视。

写作中在引入文论后需要结合文本中的具体例子来阐明，避
免就理论谈理论，使评论写作在骨骼之外能以血肉丰满。写
作的最后可以将文本的思想主旨结合自我阅读体验加以升华。
有时个人生命的经验会使得文本的内涵延伸而得以完满。文
本与读者超时空的互动与沟通是文学评论写作的灵魂，
以“对话”为基础才能使评论写作摆脱单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