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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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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表现。 (

六)什么是文学的艺术真实性？试举例说明。 答：人们所要求

的文学的真实性，不是自然形态的生活的真实性，而是艺术

的真实性。艺术真实性是指作家用所创造的具体可感的艺术

形象揭示生活的本质规律、表现人们感情的特性。艺术形象

是虚构的，可它又是合情合理的，这就是艺术真实。 第一，

艺术真实是假定的真实，是“假”中求真，它与自然主义的



机械的摹仿是对立的。艺术真实不是照抄生活的真实，而是

对生活真实进行必要的选择、提炼、集中、补充、推断、虚

构和想象，进行重新的创造。艺术的真实是虚构的真实，想

象的真实，即具有假定性、虚构性的突出特性，然而是这一

切都是符合生活的本质规律和人的思想感情发展逻辑的。(例

如：在生活中花不溅泪，鸟不惊心，但文学作品中“感时花

溅泪，恨别鸟惊心”、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李贺的“

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都是艺术的真实。) 第

二，艺术真实既要符合客体的本质规律，又要切合主体的情

感规律，它与主观随意性是对立的。艺术真实既不是纯客观

，也不是纯主观的，而主客观的统一。(例如：《安娜卡列尼

娜》中男主人不会开枪自杀，女主人也不会卧轨自尽，而人

物性格上来已形成，在那种情势下，都是合乎合乎生活逻辑

的。) 1.艺术真实要符合描写客体的本质规律，体现生活固有

逻辑。 2.艺术真实要切合作家的情感逻辑。 综上所述，艺术

真实性的基本特征是假定性、真理性和真诚性的统一。假定

性使它与生活真实区别开来，真理性使它与表面*真区别开来

，真诚性使它与一般科学真理区别开来。 (七)什么是文学的

倾向性？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这种

因作家在创作中倾注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感情态

度和审美情趣而表现出对生活的明确评判，流露出对特定生

活的褒贬、爱憎等情感态度，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倾向性。 第

一，在文学作品中，真实性是进步的倾向性的基础。艺术真

实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它能深入到生活的深层，提示出生

活固有的本质规律。而作品进步的倾向性，并不是作家主观

随意的偏见，是从作品所描写的冲突产生出来的。因此真实



性与进步的倾向性不但是一致的，而且真实性还是进步的倾

向性的基础。 第二，在文学作品中，进步的倾向性可以加强

真实性。进步的倾向性是作家在进步的世界观指导下，在生

活实践中体验到的、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情感态度，因而是

合乎生活的内在规律的。进步的倾向性不但不会削弱真实性

，反而能加强真实性。 第二章 (一)与科学相比，文学的独特

内容是什么？ 答：1、文学的独特内容是生活的审美属性。

“在自然中一般人所谓的‘丑’，在艺术中能变成非常美。

”科学以客观事物自然的、社会的属性和规律为内容，不管

它们有没有审美特性，而文学则以交融了各种因素的具有审

美特性的生活为内容。 2、文学的独特内容是人生活的整体

。审美是文学内容的根本特性，这就决定了文学内容的另一

个特征所写生活的整体性。所谓生活的整体性是指生活现象

和本质统一为一个完整体的特征。文学是美的领域，审美是

其内容的根本特征，这就要求它反映生活内容的整体性。 (

二)与科学相比，文学的独特形式是什么？ 答：文学和科学的

不同形式是其内容的不同所决定的。科学的内容是揭未客观

事物的本质规律，这就决定了科学必须运用抽象的概念来进

行判断、推理。文学的内容具有审美特征的整体性的生活，

这就决定了文学必须动运用具体的艺术形象的形式来反映社

会生活。 (三)艺术形象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答：1、具体可感

性。作为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具体可感性是指作品的艺术

形象，仿佛能凭人的感觉器官具体感受得到的特性。由于生

活中的事物有多种多样的具体形态，作家在写这些事物的形

象时，就应根据创作的实际需要，通过自己的描写从多种感

受去建立形象，使艺术形象获得具体可感性。 2、艺术概括



性。文学反映生活要通过个别反映一般，这就决定概括性是

艺术形象的又一特色。艺术形象的艺术概括性实际上是要求

把生活中存在的两极，如个别和一般，独特与普遍⋯⋯在作

家深刻的生活体验的基础上，联系起来，统一起来，融合起

来，使文学作品收到所写为一，所指为万的艺术效果。 3、

审美性。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是艺术美，必须具有审美特

征。审美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客体的情感的评价，是主客观的

统一。一个形象是否是艺术形象，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看它是

否经过作者的情感的评价。 综上所述，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

就是具体可感的、概括的、具有审美价值的人生图画，具体

可感性，艺术概括性，审美特征，是艺术形象的三个基本特

点，三者缺一就不能构成艺术形象。 (四)怎么理解审美教育

功能？ 答：所谓审美教育功能，就是一种寓含着认识和教育

因素的审美享受。它的特点是既给人们以精神的愉悦，又给

人以思想的、伦理道德的教育。(其中有两种错的倾向：一种

是唯美主义的倾向，认为文学完全是一种闲情逸致的享受物

，与功利性毫无关系，提倡“为艺术而艺术”。另一种是单

纯的功利主义的倾向，认为文学不过是廉价的宣传品，甚至

是认为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以政治代替艺术，这就

否定了文学的审美特质。 (五)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的基本特

点是什么？ 答：1、寓教于乐。2、动人以情。3、潜移默化 

第三章 (一)艺术可以分成哪些种类？各有何特点？ 答：艺术

可分为：1、实用艺术2、表情艺术3、造型艺术4、语言艺术5

、综合艺术 (二)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具有什么特点？举例说明

。 答：1、更加浓厚的文化性2、艺术形象的间接性3、描述生

活的宽广性4、蕴含思想的深刻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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