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列举题（每题 3 分，共 15 分） 

1、 文学活动的四要素 

2、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五大基石 

3、 话语的五要素 

4、 列出三部（篇）中国文学理论名作及其作者 

5、 关于文学创作主体的三种基本认识 

二、 理论阐释题（每题 8 分，共 24 分） 

提示：先说明所给这段话所包含的文学理论，再对其作简要评析。 

1、 “我们观察一切事物，有三种方式一一实际的、理论的和审美的。一个人若从实际 

的观点来看一座森林，他就要问这森林是否有益于这地区的健康，或是森林主人怎样计算 

薪材的价值；一个植物学者从理论的观点来看，便要进行有关植物生命的科学研究；一个 

人若是除了森林的外观没有别的思想，从审美的或艺术的观点来看，就要问它作为风景的 

一部分其效果如何。”一一（丹麦）勃兰兑斯 

2、 “一部艺术作品是一种内心的进程。它在每一种单一的情况之下都是处在黑暗之中， 

就像我们世界的诞生一样，是一种不可窥见的，一种神圣的现象，是一种神秘。 ”一一（奥 

地利）茨威格 

5、“内容作完全适合内容的形式达到独立完整的统一，因而形成一种自由的整体，这就是艺 

术的中心。”——（德国）黑格尔 

三、 术语解释题（每 3 分，共 15 分） 

1、 艺术真实 

2、 精神生产 

3、 话语蕴藉 

4、 直觉 

5、文艺学 

四、 简答题（每题 8 分，共 32 分） 

1、 你如何理解文学语言的特殊性？ 

2、 作为文学创作客体的社会生活有哪些特殊性？ 

3、 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其特殊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 

4、 在消费文化背景中，你如何理解雅俗文学的关系？ 

五、 论述题（共 14 分） 

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文学何为？请以文学作品中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关系理论 

为切入点，谈谈你的看法。



一、 1、文学活动论 文学创造论 文学作品论文学消费与接受论 

2 、叙事类抒情类戏剧类诗散文小说戏剧文学 

3 、写实直接抒情暗示 

4 、无焦点式内在焦点式 

二、 1、创作个性是作家气质禀赋、思想水平、审美趣味、艺术才能等主观 

因素综合而成的习惯方式，是在日常个性的基础上经过审美创造的升华而形成的 

独特的艺术品格，是文学风格的内在根据，支配着文学风格的形成和显现。 

2、文学典型是文学形象的理想形态之一，它是指文学言语系统中显示出 

特征的富于魅力的性格，在叙事性作品中又称典型人物或典型性格。 

3、 文学传播是文学生产者借助一定的物质媒介方式赋予文学信息以物毛贼 

载体，将文学作品或文学信息传递给文学接受者的过程。 通俗地说，它指的是文 

学作品的出版、制作和发行活动。 

4、 文学批评指对作品、作家、文学现象进行分析、鉴别、阐释、判断的理 

性活动。 

5、 在阅读之先及阅读过程中，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基于个人与社会的复 

杂原因，心理上往往会有既成的思维指向与观念结构。 读者的这种据以阅读文本 

的既成心理图式，即期待视野。 

三、 答题要点 

1、 （1）这说明文学接受中的差异性。（2）文学接受的效果受读者因素的 

制约很大，具有再创造的性质，正是读者的经历、审美趣味等不同导致阅读效果 

的不同。（3）差异性中也有共同性，一千个观众心目不同的哈姆莱特， 毕竟都是 

哈姆莱特，而不是别的人物。 

2、 （1）这说明了文学意境理论中的“情景交融”现象，是王国维先生提 

出来的。（2）景是由抒情话语组织和表现出来的，被赋予了情感内涵的画面，它 

有灵性，情趣盎然；而其中的情常常附丽于写景的话语上， 由景象征性地表现出 

来的。 

3、 （ 1）散文理论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命题，主要指的是散文创作既具有随 

意性特点，同是又要求主题集中。（2）这一理论的合理性。（3）这一理论的局限 

性。 

四、答案要点 

1 、（1）文学生产规定文学消费。主要表现在：第一，文学生产规定文学消费 

的对象；第二，文学生产规定着文学消费的方式；第三，文学生产规定着文学消 

费的需要。（2）文学消费反作用于文学生产。具体表现在：第一，文学消费决定 

着文学生产的最后完成；第二，文学消费制约着文学生产的方式和规模；文学消 

费体现为文学生产的目的和动力。 

2、 （1）文学风格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 比如古代的屈、庄相通，诗、骚不同， 

现代的京派与海派风格之迥异即是明证。 （2）地域风格首行缘于不同地域的自然条 

件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如南方的温和湿润与南方作家的敏感细腻， 北方寒冷干 

燥与北方作家的开朗豪爽等。（3）地域风格与社会环境，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社 

会制度等同样密切。 

3、 （1）内指性。（2）心理蕴含性。（3）阻拒性。（4）。 以 上 三 个 个 方 面 分 别 



举例，并略作解释。



四、答题要点 

(1)这一现象说明了文学接受的不同层次，简要分析文学消费、 

文学欣赏的不同。(2)着重分析形成以上不同接受状况的原因。

文学接受、 



一. 术语解释（每题 4 分，共 20 分） 

1. 共鸣 

2 .文学传播 

3. 社会历史批评 

4. 创作个性 

5. 意象 

二. 名言分析（每题 4 分，共 20 分） 

1. “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做”。 

2 “仅仅对一个人有价值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这是文学铁的规律。” 

3 “种族、环境、时代” o 

4 “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 

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5 “我所评论的就是我！” 

三. 简要回答题（每题 6 分，共 30 分） 

1. 网络文学是什么？你是如何评价这种文学现象的？ 

2. 对比现实型和理想型文学作品的特点，并举例说明。 

3. 文学言语的审美性表现有哪些？ 

4. 说说叙事的构成情况。 

5. 抒情作品的特点是什么？ 

四. 详细阐述题（每题 10,共 30 分）。 

1. 结合实际，谈谈你对文学批评特点多样性的理解。 

2. 叙事的意识形态功能表现在哪里？ 

3. 举例说明文学消费作为特殊精神产品的表现。



一. 术语解释（每题 4 分，共 20 分） 

1. 共鸣：文学接受的高潮阶段特有的一种状况，是读者与作品形成强烈心灵感应，或不 

同读者在同一作品中产生相近心灵感应的现象。原因。艺术原因。情感原因：观念相通、情感 

经历相似、意志愿望相近等。共同美。类型：一是指读者与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和命运、及作者 

灌注于其中的情感及意义等形成强烈的共鸣，二是指不同读者面对同一作品而产生出大体相同 

或相近的共鸣。 

2. 文学传播：指文学生产者借助于物质媒介和传播方式将文学信息传递给文学消费者的过程 ，即文学的 

出版制作和发行（流通）。 

3. 社会历史批评：最常用的批评模式之一。强调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认为文学是再 

现生活并为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所形成的，因而文学作品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社会认识功用和 

历史意义。分析、理解和评价作品，必须将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作家的生活经 

历等与作品联系起来考察。 

4. 创作个性：作家特有的思想气质、生活经验、社会思想、审美观念、艺术修养等精神 

特点的总和。 

5. 意象：表意性的特殊的艺术形象。 

二. 名言分析（每题 4 分，共 20 分） 

1. “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做”。 典型人物的特点。 

2. “仅仅对一个人有价值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这是文学铁的规律。”瓦雷里。抒情自 

我与社会的联系最突出地体现为与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联系。个性 +社会。“一个成功的抒情 

诗人，必定怀有一颗独一无二的心灵”。 

3. “种族、环境、时代”。 西方最典型的社会历史批评。泰纳《艺术哲学》：认为艺术 

来自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种族是先天的生理遗传，内在的；环境包括外在的地理；时 

代指后天的文化因素。如希腊雕塑的形成原因。 

4. “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 

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鲁迅。“知人论世”说。通过了解作家和 

时代背景，才能在作品中得到真正的理解。中国古代最典型的社会历史批评。《孟子•万章上》： 

孟子对弟子咸丘蒙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 

对学生方章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主体参与。表现论批评观。立足批评主体，批评的目的不是5. “我所评论的就是我！” 



重建和阐释对象本来面目，而是批评家的自我实现和需求的一种精神方式。 批评是一种主观性 

创造。法朗士：优秀的批评家就是这样的人，他把灵魂在许多杰出作品中的探险活动，加以叙 

述。 

三. 简要回答题（每题 6 分，共 30 分） 

1. 网络文学是什么？你是如何评价这种文学现象的？ 

一种用电脑创作、在互联网上传播、供网络用户浏览或参与的新型文学样式。背景是因特 

网。特点有：一.网络创作手段既简便又多样化。二.强烈的主观表现和自我实现色彩。三.独 

特的写作和阅读方式。1）多媒体、多门类的综合 2）超文本化。四.类型多样。 

2. 对比现实型和理想型文学作品的特点，并举例说明。 

都是直接，明确情感，但现实型：真实、客观、再现，小人物，冷静客观的逼真。取材于 

现实理想型：理想、情感、主观表现，英雄，绚丽多彩的夸张。取材于神话。 

3. 文学言语的审美性表现有哪些？内指性、心理蕴含性、阻拒性。 

4. 说说叙事的构成情况。 

叙述内容：被讲述的故事（讲什么），叙述话语：讲述故事的语句（讲的形式），叙述动作： 

“叙述”活动本身（如何讲）。 

5. 抒情作品的特点是什么？ 

1） 抒情作为一种主观表现，并不脱离现实，而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评价，也是对现实 

的一种意识中的改造。主观+现实。对“化景物为情思”的理解：化实为虚和超时空的自由。 

2） 抒情自我与社

会的联系最突出地体现为与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联系。个性 +社会。“一 

个成功的抒情诗人，必定怀有一颗独一无二的心灵”，瓦雷里： 仅仅对一个人有价值的东西是 

没有价值的，这是文学铁的规律。 

3） 文学抒情是一种审美表现，需要适度的意识控制与思维参与，需要创造有序的话语组 

织形式，与普通情感宣泄不同。抒情主体把自己的内心体验作为对象来表现，既是情感的释放， 

又是情感的构造。感性+理性。李贽的偏差：“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文学抒情和 

普通日常情感区别：其一，精心选择、提炼和改造的结果；其二，有理性参与；其三，重新审 

视和表现；其四，内在自足的审美形式世界。 



四. 详细阐述题（每题 10,共 30 分）。 

1. 结合实际，谈谈你对文学批评特点多样性的理解。 

科学理性。认识论批评观。从认识论出发，认为批评是一种认识的过程，是一种科学的认 

识活动，立足于批评对象，强调客观性，批评是一种科学。普希金“论批评”：“批评是科学，批 

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美和缺点的科学”。  



主体参与。表现论批评观。立足批评主体，批评的目的不是重建和阐释对象本来面目，而 

是批评家的自我实现和需求的一种精神方式。批评是一种主观性创造。法朗士： 优秀的批评家 

就是这样的人，他把灵魂在许多杰出作品中的探险活动，加以叙述。鲁枢元：我所评论的就是 

我！ 

社会批评性质。价值论批评观。即艺术和社会相结合的意识形态特性，深刻地联系了社会 

意识形态，在社会意识形态中评估其他文学现象，通过批评话语对社会意识形态起巨大作用。 

不仅以文学作品为直接评价对象，而且以社会生活为间接对象。优秀文学批评家， 往往是优秀 

的思想家。别林斯基：公众是文学的最高审判、最高法庭。萨特：读者的接受水平如何，作品 

就如何存在。毛泽东：文艺界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 

文学批评三观念融合。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既是主体的，又是客体的；既是艺术的， 

又是社会的；既是知识的，又是科学的。极端的认识批评观，过分强调科学性，导致非人本化。如 

“不是歌德创作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作了歌德”。极端的表现论批评观，过分 

强调主观性，导致非理性化。极端的价值观批评论，过分主张实用性，导致了非艺术化。 

2. 叙事的意识形态功能表现在哪里？ 

1） 从叙事的内

容来看，任何叙事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某种解释，必然带有时代、 民族等意识 

形态的印记。如《旧约》是希伯莱民族意识形态的体现。 

2） 从叙事方式来看，一定的叙事写作方式形成一定的写作风格，而种种风格背后的制约要 

素之一就是审美意识形态。譬如自然主义是 19 世纪实证主义意识形态的体现。批判现实主义 

文学的“真实的幻觉”和话语霸权。现实主义“写实”风格，是“自由、平等、公正、客观” 

观念的反映。“纪实”（道格玛电影）是“伪真实”。 

3. 举例说明文学消费作为特殊精神产品的表现。 

文学产品主要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文学产品中作家的创造性劳动难以作定量评估， 

优秀的文学产品具有超时代性，价值损耗特殊，文学产品的消费具有再创造（文化传播）的性质， 

需要消费者的积极参与，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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