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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各是什么？ 答：语言、题材、蕴含

是文学作品的构成三大要素。 (二)“言语”与“语言”的区

别何在？“内指”语言与“外指”语言的区别何在？ 答：“

语言”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中的

宝库，一个潜存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或者说得更确切些，

潜存在一群人的脑子里的语法体系”。“言语”则是“说话

者赖以运用语言规则表达他个人思想的组合”。 文学作品的

语言是“内指”语言，而非“外指”语言。“内指”语言即

语言意义指向作品内部；所谓“外指”语言意义指向外部的

客观世界。文学的艺术形象本来就是虚构的具有假定性的社

会生活的图画，因此文学作品的语言也只能是“内指”语言

。 (三)文学语言的基本特征。 答：1、音乐性。是文学语言的

语音层面，文学作品语言的音乐性，即指文学作品的语言具

有节奏鲜明、韵律和谐，念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悦耳动听

的特征。 2、形象性。是文学语言的语义层面，文学作品的

语言具有的使读者能够“感知”到作品描绘的艺术形象，即

能够唤起读者的“想象”，在自己的头脑中构造艺术形象的

特征，就是它的形象性。语言的形象性其中又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它是抽象化的，具有概念功能；另一方面，它

又和形象有着密切关系，具有表象的功能。 3、含蓄性。是

文学语言的蕴含层面，即它的深层意义。所谓含蓄性即文学

作品的语言所具有的以“有限”表现“无限”、言有尽而意



无穷，能够给读者留下充分咀嚼、品味、回想思索的广阔空

间的特性。优秀的文学作品凝炬的语言表达丰富、深刻的内

涵从而产生极大的艺术魅力。 4、情感性。是它在叙述客观

事物时流露出的主观倾向，文学作品的语言情感性，即指蕴

含于作品语言的意象以及词语表达形式之中的情感力量、情

感色彩。 (四)什么是人物语言？什么是叙述人语言？ 答：在

叙事作品中，文学作品分为人物语言和叙述人语言。人物语

言，即作品中的人物的外部语言和内心语言，它的表现形式

多种多样，对话、独白、日记、演说、内心自语等。(人物语

言个性化，即是作品的人物语言具有独特的个性特色，能够

体现出人物的年龄、气质、身份、教养等特点，从而给读者

留下鲜明的印象。) 叙述人语言，即指作品的叙述人叙述故事

、刻画人物、描写场景、抒写情感、评判议论的语言。(叙述

人语言个性化包括两方面：其一，指叙述人语言必须表现出

作者本人的语言风格。其二，指叙述人语言的格调必须与所

描写事物的特征相一致，相协调。) (五)什么是景语？什么是

情语？ 答：抒情作品的语言可以分为景语和情语。景语，即

抒情作品中作家、诗人用以写景、状物的语言。情语，即抒

情作品中作家、诗人用以抒发感情的语言。 (六)为什么说“

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答：在优秀的抒情作品中，景语

与情语的配合、交融更显得突出。抒情作品的本质在于一个

“情”字。因而作家、诗人的抒情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开直

抒胸臆，或借景抒情，或托物寄情，但其语言都浸透着浓裂

的感情。正如王国维所讲“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七)题

材与索材的区别？题材的审美特征？ 答：我们把作家以这样

或那机关报方式搜集、积集的各种原始形态的生活现象称之



为文学创作素材，简称“素材”。 题材是文学作品的构成因

素之一，是作品的第二个层面，它是作品中所描写的，由人

物、景物、情节、情感等组成的一组特定的生活材料。 【区

别】 第一，由零星、局部、各不相关的分散状态，整合为统

一有机、血肉丰富的生活整体。素材是作家分别地得自于不

同的时间、空间和心理、情感状态之下的，它是最大特点就

是“分散”而由素材变为题材，就需要作家给予“整合”。

这一“整合”的过程即选择、提炼的审美加工改造过程。可

见，“有机整体性”正是文学作品的题材的审美特征之一。 

第二，由浅层芜杂的众多直感，凝聚为深层的审美创造成果

。素材不仅具胡分散性，而且具有直感性。而由素材变为题

材，就需要作家给予“升华”，这一“升华”的过程即作家

进行深层开掘、深层感受的审美创造过程。经过这一“过程

”，显现在文学作品中的题材就成为了蕴含着作家深层思维

成果和鲜明情感倾向的一组“生活材料”了。可见，“具有

深刻蕴含”是文学作品的题材的又一审美特征。 第三，由原

生态的生命力和生动性，转化而为显现着作家创造性本质力

量的艺术魅力。素材是作家从客观的社会生活搜集、积集起

来的“生活材料”，因而它带有生活本身的生动、鲜活的特

点，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但也正是因为素材直接来自于

社会生活，未经作家的加工，磨砺，所以它必然又是粗糙、

琐屑。而由素材变为题材，就需要作家给予“去粗取精”。

这一“去粗取精”的过程即作家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性，把

素材本身的原生态的生命力生动性转化为一咱巨大的艺术感

染力量的创造过程。可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是文学

作品的题材具有的第三个审美特征。 (八)叙述作品的题材三



个要素是什么？ 答：人物、环境、情节是叙事作品的题材的

三个要素。 (九)人物在文学作品中构成什么重要性？ 答：首

先，从文学的本质上看，人物是作家对作为社会实践的人的

审美反映的成果，亦即文学的写人的，是“人学”。作家只

有通过对各种各样的人物性格的描写、刻画，才能对社会生

活作出审美的反映。离开了人物形象的塑造，既无法实现对

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当然也就无实现社会生活的“反作用

”。其次，从题材的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来看，人物亦处于

主导地位。环境，是围绕着人物的外部条件的总和，没有人

物，环境就失去了主体，也就无所谓环境。而且，就环境本

身的构成而言，其主要内容亦是指围绕着人物的特定的人物

关系。情节，指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关系和人物行动所构成

的有机的生活事件的发展过程。情的基础是人物性格。没有

人物，也就谈不上情节。可见，塑造性格鲜明生动而又具深

刻内涵的人物，是叙事作品创作的中心任务。 (十)什么是环

境？ 答：环境是人物生存的空间。它是指围绕着人物的、形

成其性格、驱使其行动的一切外部条件的总和。所谓“一切

外部条件”，包括自然环境、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 (十一)

什么是情节？情节与人物关系如何？ 答：情节是文学作品中

所描写的人物关系、人物行动所构成的有机的生活事件的发

展过程。 情节与人物的关系：首先，人物性格决定情节的构

成和发展，人物性格是情节的根本的制约因素。 其次，情节

又是展示人物性格的凭借，情节推动人物性格的发展。 (十

二)情的基本组部是什么？ 答：情节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开端、

发展、高潮、结局，有些作品还有序幕和尾声。 (十三)什么

是文学作品的蕴含？文学作品蕴含的特征是什么？ 答：蕴含



，是文学作品的又一构成因素，是文学作品的构成的第三个

层面。它是文学作品的题材所包蕴的思想、意义。 文学作品

的蕴含特征： 1、审美性。 文学作品的蕴含虽然是某种“思

想”、“意义”，但是它与一般的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意义

有着明显的区别。 第一、文学作品的蕴含与作品的题材是血

肉相连的，它决不游离于作品的艺术描绘之外的某种抽象的

“思想”或“意义”。相反，文学作品的蕴含只是凭借作品

的具体生动的生活画面和形象描绘自然流露的，一般并不直

接说出来。诚然，在某些文学作品中也确有一些“直接说出

来”的议论性语言。但是，这些议论成分，无论是通过作者

之口说出来还是通过作品人物之口说出来，都是作为艺术画

面的构成成分存在的。文学作品的蕴含必须由读者通过对题

材的审美感受而“领悟”。 第二、文学作品的蕴含作为一种

思想、意义，是浸透着情感的思想、意义。别林斯基说过：

“抽象的思想和诗的思想是很明显的：前者是理性的果实，

后者是作为热情的爱情的果实。”它既带有理性的品格又带

有情感的色彩，是情感和思想、意义的融合，或者说是一咱

情感性的思想意义。 2、客观性。 文学作品的蕴含，作为交

融于作品题材之中的情感性的思想、意义，其生成无疑是作

家审美活动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文学

作品的蕴含都只局限于作家的理解、把握的范围之中。 其中

有两种情况：一种所谓的“形象大于思想”，另一种是“形

象小于思想”。“形象大于思想”是指一部作品的蕴含大于

创作该作品的作者当初的意图。由于他极其真实的对有关人

生景象作了整体性的艺术描绘，因而这一相对完整的人生图

画所具的蕴含就成为一咱不依赖于作者主观意志的客观存在



了，“形象大于思想”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

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形象

小于思想”即作品的蕴含小于作者的主观意图。“形象小于

思想”当然是一些不成功的文学创作的特征，但它也毫无疑

问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文学作品的蕴含具有客观性。 除此之外

，也还要看到另一方面，是读者方面的原因，读者接受文学

作品所提供的艺术信息，并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一种艺术

再创造的活动。读者从作品中所实际接受的信息，与作者在

作品中所提供的信息就必然会产生某种差异，即作品的蕴含

与作者的创作意图不尽一致，可见，对于作者而言，作品的

蕴含是客观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