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绍兴文理学院 2014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试题（A 卷） 

报考专业：     文艺学     考试科目：     文学原理         

科目代码：       611       

注意事项：本试题的答案必须写在规定的答题纸上，写在试题上不给分。 

 
一、请写出提出下列观点或著作的作者（10 分，每题１分） 

  
1．“鉴赏判断仅仅是静观的，这就是这样的一种判断；它对一对象的存

在是淡漠的，只是把它的性质和快感与不快感结合起来。” 

 

2．“观照（思索）是人对他周围世界的一种自由关系。如果说欲望是直

接抓住它的对象，那么观照就是把自己的对象推到远处，使其不受热情干扰，

从而把它变成自己的和不会丧失的财富。” 

 

3．“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4．“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5．“个人的发展总是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其他人的发展……单

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或同时代的其他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研

究决定的。” 
      

6．“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7．《薑斋诗话》 
  
  8．《摩罗诗力说》 
  
  9．《人间词话》 
 
  10．《拉奥孔》 

   
    二、简答题（30 分，每题 10 分） 

 

1.简述现实主义的特征。 
 

2.如何理解文学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性。 
 

3.简述审美认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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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指出下面两段话的出处并阐释其涵义（2 0 分，每题 10 分）  
  
  1．《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

谓之诗，咏其声为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

正也。 
  
  

2．悲剧是对于一个完整而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所谓“完整”，

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所谓“头”，指事之不必然上承他事，但自然引起

他事发生者；所谓“尾”，恰与此相反，指事之按照必然律或常规自然的上承

某事者，但无他事继其后；所谓“身”，指事之承前启后者。所以结构完美的

布局不能随便起讫，而必须遵照此处所说的方式。 
 
 
   四、论述题（30 分，每题 15 分） 
    

1．举例说明典型化与类型化有什么区别? 
  
  2．举例阐述作家风格在作品里的表现? 
  

五、分析题（30 分） 
 
结合自己的阅读经验，谈谈自身体验在阅读中对理解作品产生的影响，

及其理论意义。 
 
 
  六、作品评论（30 分） 
   

请运用文学理论知识，分析作品，自拟题目，字数不限，写一篇评论。

 
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

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

的磐口的腊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蝴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

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眼前放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

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鲁迅《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