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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一） 试用辨证唯物主义说明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的源

泉。 答：第一，之所以说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的源泉，

这是因为除社会生活这个源泉之外，再不可能有第二个源泉

了。古代的、外国的文艺作品，也能供作家创作时借鉴和利

用，但“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

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

料创造出来的东西。 第二，之所以说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

的源泉，这是因为文学作品的一切因素都来自生活。文学作

品的题材、主题、人物、情节、结构、语言和创作技巧等都

来自生活，写实的与虚构的、曲折的与直线的⋯⋯统统来自

生活的赐与、暗示和启发。 （二） 什么是艺术虚构？为什么

说艺术虚构必须以生活为基础？ 答：艺术虚构是作家根据生

活中存在的事物和生活固有的逻辑，通过想象，以构成艺术

形象。艺术虚构必须以生活为基础。离开生活，想象的翅膀

就腾飞不起来了，虚构就寸步难行。 （三） 再现和表现有何

区别？为什么说表现也要以生活为基础？ 答：文学创作的复

杂情况也表现在文学作品中 有的是重再现的，有的是重表现

的。所谓再现是指注重客观地描写外部世界的一种艺术倾向

。所谓表现是指注重抒烈军属作家内心的世界的一种艺术倾

向。 表现性的作品，虽然专注于作家内心感情的抒发，但作

家所抒发的感情仍然是外在的客观世界在作家头脑中折射的

结果。由此，一切抒发内心世界的、注重表现的作品，也是



以生活作为基础的。 （四） 怎样理解文学对生活的反映是能

动的反映？ 答：文学对生活的反映不是对社会生活的机械摹

仿、简单再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家

头脑中的能动的反映，它既服从自然又不等于自然，而是作

家创作的“第二自然”。因此，所谓能动反映就是经过作家

的选择、集中、想象、虚构等艺术加工的创造性的反映。 （

五） 文学能动反映生活具体表现是什么？ 答：文学能动反映

生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变位与变形。马克思

早就指出，人类的意识“是在人的头脑中变位了变形的物质

。”在文艺创作中，通过艺术想象使客观事物变位、变形，

改变客观事物的外貌，和在时间、空间上的原有位置，是文

学能动反映生活最常见的、也是最突出的一种表现。例如：

王维“雪里芭蕉”是变位，李白的“白发三千丈”是变形。 

第二， 以形传神，显现意蕴。作家反映生活的主观能动性还

可以传达出事物的内在的“神”，所谓“神”就是事物的内

在的本质和规律性。“意蕴”则是总比直接显现出的形象更

为深远的一种东西。 第三， 渗透个性，表现心灵。文学不是

纯然的自我表现，但作家可以而且也必然会在作品中表现“

自我”。只要这个“自我”不是与世隔绝的，而是与时代、

人民息息相通，那么表现自我心灵就是文学能动反映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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