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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概论考研模拟卷二

考试时间：180 分钟 总分：150 分

命题时间：2020 年 4.23 日 命题人：育明教育考研考博研究室

考生注意：

1. 本试题的答案必须写在规定的答题纸上，写在试卷上一律不给分。

2. 所有答案用黑色碳素笔或钢笔写在答题纸上，用红笔者不给分。

3. 考试结束后，将答题纸和试卷一并装入试卷袋内。

模拟题说明：

育明教育考研各专业模拟题是结合历年真题、参考书范围、考

试重难点以及课堂延伸知识整理而成。

1.可以帮助考生充分掌握课堂讲解内容，巩固知识点。

2.可以帮助考生了解重点，明确复习方向。

3.可以帮助考生查漏补缺，及时调整重心。

4.可以帮助考生了解出题风格，培养做题敏感度。

5.可以帮助考生体会命题思路，有效规避出题陷阱。

在考研准备过程中，具备自己的知识体系无比重要，否则就是

分散混杂的一团乱麻，而模拟题会发挥这一作用，使考生对知识点

有完整的、系统性的理解。高频考点重者恒重，只有不断练习，形

成知识逻辑，才能应对自如。

考生要合理利用模拟题，整理易错知识点，不浪费每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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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解释（每题 5 分，共 40 分）

1、科林·伍德

2、美育书简

3、涤除玄鉴

4、风骨

5、想象

6、艺术语言

7、艺术风格

8、形象思维

二、简答（3选 2，每题 15 分）

1、简述艺术与经济的关系。

2、简述艺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3、怎样理解典型人物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三、论述（3选 2，每题 40 分）

1、论述艺术生产的意义与特征。

2、论述艺术意境的审美特征。

3、怎样理解“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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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名词解释

1、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兼考古学家，曾执教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任研究员和教授，

表现主义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其重要著作有：《宗教与哲学》、《心灵德思辩》、《历史哲学》

《牛津英国史?第一卷》、《新利维坦》、《自然概念》、《历史概念》。表现主义美学经科林伍德

的着力宣传成为 20 世纪西方美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其理论被称为“克罗齐——科林伍德论”。

美学观点：a.艺术“是表现性的”。科林伍德认为真正的艺术不是再现；b.艺术“是想象性的”。

他指出：艺术品是艺术家“想象的创造物”，艺术家的想象绝不仅是视觉或听觉的活动，而

“是一种总体活动的想象性经验”。

2、德国古典美学家席勒的代表作。是 1793—1794 年作者写给丹麦王子克里斯谦公爵的 27
封信，1795 年经整理出版。追求人类本性的完善，提倡理性的自由是席勒美育思想的核心。

本书是"审美现代性"创生的划时代文献.它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深刻批判了启蒙理性的弊

端,提出恢复感性的合法性,解除理性对感性的粗暴专制,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具有现代性意

义的美和美育范畴.弘扬人的感性本质、揭示和批判现代社会人性的分裂和异化、赋予美和

美育鲜明的现世性和此岸性、把美和审美作为人的生存范畴来理解,构成了席勒美育理论现

代性的基本特征。

3、“涤除”：洗除尘垢，洗去人们的各种主观欲念、成见和迷信，使头脑变得像镜子一样纯

净清明。

“玄鉴”：“玄”是“道”，“鉴”是观照，“玄鉴”就是对道的观照

“涤除玄鉴” 第一层含义：把观照“道”作为认识的最高目的

（老子认为一切观照都要进行到万物的本体和根源的观照，即对于“道”的观照，但对于“道”

的观照怎么实现，老子没有明确的回答）第二层含义：要求人们排除主观欲念和主观成见，

保持内心的虚静——庄子“心斋”“坐忘”

（老子强调，为了实现对“道”的观照，观照者必须保持虚静）

“涤除玄鉴”文学领域的影响：宗炳：澄怀味象 ①实质是“道”的观照 ②审美的心胸

陆机《文赋》，“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文学创造首先要以虚静空明的心境观照万

物本体、生命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虚静的心胸对于审美观照及文学构思都很重要。

其他：唐刘禹锡、宋苏轼、宋画论家郭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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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风骨”的几种理解：a “风即文意，骨即文辞”——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

b认为“风骨”是概括艺术风格的概念；

c“风骨”是一种美学标准，具体为“传神”“自然”等等；

d“风骨”是对作品提出的一种美学标准、美学要求（情志、言辞方面）；

e 认为“风骨”是对文“意”的进一步分析：一方面有“情”的因素（即“风”），一方面有

“理”的因素（即“骨”）；

准确把握“风骨”的含义：

a“风骨”的提出，是着眼于文章的教育、感化的作用；

b刘勰的突破是把这种力量分为：“风”“骨”=“情”“理”=“感染力”“说服力”；

c“风”从情感中来，但情感不等于就是风，情感要和“气”结合起来；

另外，“风骨”的提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美学家对于审美意象的认识的深入。

5、想象是指人脑对已有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和创造新形象的过程，想象的基本材料是表象，

但想象的表象与技艺的表象不同。

类型：a 再造想象：根据语言的描述或图型、音响的示意，在头脑中造出相应的新形象的过

程；b创造想象：不依据现成的描述而独立创造出新形象的过程。

6、任何一门艺术都具有的独特的表现方式和手段，运用独特的物质媒介来进行艺术创作，

从而使的这门艺术具有自己独具的美学特征和艺术特征。

艺术语言的特点：是塑造艺术形象的手段；本身也具有审美特征；随着时代的变化，科技的

发展而更新着。

任何艺术作品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物质传送手段客观化、对象化的过程。

7、艺术风格就是指艺术家在创作总体上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创作个性与鲜明的艺术特色。

艺术风格的特征：

a 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

① 艺术风格的多样性来自艺术家独特的创作个性；

② 艺术风格的形成更离不开艺术家独特的人生道路、生活环境、阅历修养和艺术追求；

③ 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还来自审美需求的多样化；

b艺术风格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

艺术风格的民族特色——是由本民族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多种因

素决定的，体现出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需要，但归根结底是根源于本名族的社会生活与

经济基础；

艺术风格的时代特色——同一时代的艺术作品常常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体现出这个时代占主

导地位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

8、形象思维——是人类能动的认识和反映世界的基本形式之一，也是艺术创作的主要思维

方式；

形象思维的特点：

a 形象思维的过程始终离不开感性形象。

如同抽象思维始终离不开概念一样，形象思维的特点是自始至终离不开具体可感的形象，总

是运用形象来进行思维。

b形象思维过程不依靠逻辑推理，而是始终依靠想象，情感等多种心理功能。

尤其是想象和联想成为形象思维的主要活动方式，情感对形象思维也具有特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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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形象思维具有整体性的特点，抽象思维注重分析，形象思维注重综合。

形象思维更加强调从整体上去把握事物，通过事物的整体形象来把握其内在的本质和规律。

二、简答

1、答案要点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经济基础的发展对于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制约和影响作用。

一般说来，经济对于艺术的制约和影响并不是十分直接的，而是往往要经过一些中介环

节。这个中介包括政治的、社会的、情感的等各方面的因素。正是借助了这些中介，才使得

作为时代精神生活重要方面的艺术接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与影响，同时也借助这些中介，使

艺术又对经济基础施加影响。

我们在强调经济对艺术的制约和决定作用的同时，又应看到，经济的兴衰与艺术的兴衰

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并不是机械地互为因果关系的。那种认为经济繁盛，艺术一定繁荣，

经济衰退、艺术也就衰落的看法是缺乏根据的。

2、答案要点

在艺术创造活动中，艺术主体和艺术客体是一对重要的范畴，它们之间的运动形式，决

定着艺术创造的总体趋势。

艺术主体是指在艺术活动中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与审美对象相对应的具有一定创

造能力的认识和实践者，艺术客体是与艺术主体相对立的诸客观审美事物，是艺术主体认识

和实践的对象；艺术主体具有能动的创造性；艺术主体需要具有一定的审美和艺术创造能力。

艺术创造主体与艺术客体的相互交流运动与相互作用，是艺术活动的核心，二者的相互

交流运动是双向的，同时主体应处于矛盾统一体的主要方面。

3、答案要点

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曾把艺术中的典型人物称之为“熟悉的陌生人”。他说：每一个典

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把典型人物称之为“熟悉的陌生人”，这提法是正确

的，它从典型人物的社会效应方面深刻地揭示了典型人物共性同个性的关系。

一切典型人物都是鲜明、独特韵个性同集中、深刻的某种共性的统一。由于典型人物身

上总能反映出社会生活中某类人或某种事物的本质共性带有的普遍性，是人们所常见的，所

以会产生似曾相识的“熟悉”感。另外，由于典型人物个个都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这

种个性是不可重复的；是作者独特的审美创造，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少见，所以， 人们又会

有“陌生”感。

比如阿 Q，他的“精神胜利法”，他那种虚荣好胜、自欺欺人的可笑品格，在半封建半

殖民地的旧中国是一种弥漫于社会各阶层的恶劣国民性，不少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沾一点，只

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所以，“阿 Q 精神”是人们所熟悉的。但阿 Q的具体个性，他那独特

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行为特征；比如被人欺侮挨打后就说上一句“儿子打老子”来自我

解嘲，因头上长疮袍；葡忌讳入说“亮了”等等言行举止，是罕见的，只有阿 Q 才会如此，

所以，人们又对他产生新鲜感陌生感正是人物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构成了读者“熟悉”和“陌

生”的统一；只有“熟悉”而不“陌生”，便成为只有共性缺少个性的公式化、概念化人物；

只有“陌生”而无“熟悉”，则虽有个性却缺乏共性，容易变得离奇荒诞，沦人非理性主义

泥坑。所以，二者必须巧妙结合，缺一不可。

三、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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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答案要点

艺术生产，既不像一般物质生产那样，完全基于实用的目的，生产人类必需的生活用品，

也不像一般精神生产那样，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演绎和概念论证，而是将自己的主体精神和审

美意识渗透于生产过程，并物化为审美产品的活动。艺术生产是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统一。

艺术生产，就是以审美思维和审美物化为手段，进行艺术创作和制作的活动。艺术生产，

是艺术掌握方式的重要方面，是艺术创制的精神实践和物质实践的统一。艺术生产包括艺术

创作和艺术制作，艺术生产涵盖艺术思维的过程，但不能取代艺术思维的方式，艺术思维方

式主要是对客体世界的认知和反映，艺术生产则主要是对客体世界的变革与创造。

由于艺术生产同时具有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基本特性，因而在生产过程中就要既遵循精

神生产的一般规律，也要遵循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律；由于艺术生产具有与精神生产和物质生

产的许多不同的特点，因而艺术生产就不能完全遵循一般精神生产或物质生产的规律，而要

在此基础上，遵循与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属于艺术生产特有的规律。艺术生

产的规律，是艺术整体规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艺术活动多种规律中的一种。艺术生产的规

律，就是在艺术规律的规范和制导下，遵循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基本原则，按照美的规律

和艺术特性的要求，创制审美产品的一般性规律。艺术生产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

精神性与物质性的统一。 第二，审美属性与商品属性的并重； 第三，创造性与工艺性的

结合。第四，个体生产与集体生产的交叉。

2、答案要点

第一，情景交融。又可分作两个类型，其一，景中有情，即景生情；其二，情中见景，即

“情生景”。（6 分）

第二，虚实相生。 虚实相生，是人们对于和谐美意境的创造和追求。意境，应是实境和

虚境相互转化和融合的结果。（6 分）

第三，意与境谐。即指主体在艺术活动中得以升华的审美精神和生命意识与作品中建构而

成的具有浓郁美感氛围的交融与和谐。（6 分）

第四，韵味无穷。是指意境中那种使人得到美的感染的韵致、情趣和滋味。又可具体从空

灵、飞动、含蓄等方面来阐述。（7 分）

3、答案要点

世界的艺术是多种多样的，日本的相扑，中国的水墨，法国的香颂，非洲的乐鼓，等等

一起构成了我们今天多姿多彩的世界艺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

提出的理论，说的内容是民族艺术并不是与世界艺术对立的，而恰恰正是民族的艺术，才越

能丰富世界艺术。马克思的这个理论，主要是就歌德在同时代提出的：'世界文学'的理念来

反驳的，歌德认为，到了十九世纪，我们的艺术不应该再被划分为各区域的艺术，而应该有

一个'世界艺术''世界文学'的概念。然而，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的代表则是莎士比亚，小仲马

等欧洲艺术家的作品，也就是以欧洲的价值取向为中心的欧州中心论。

在黑格尔的理论中，艺术其实就是时代精神，时代精神就是在历史中的绝对精神，为什

么这么说呢？黑格尔认为世界是有矛盾构成的，矛盾是生命与运动的根源，矛盾的双方是相

互统一构成整体的。所以本质及现象，内部及外部，精神及肉体，上帝即宇宙。黑格尔把这

种辩证统一称之为绝对精神，是一种自由与无限的精神。与柏拉图的理念不同，黑格尔认为

这种觉得精神是真理与现实的辨证统一，是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而艺术则是绝对精神的

感性显现，体现在世界与民族的艺术中，就表现为人类的价值与人类对自身的思考的精神与

各地不同的现实文化以不同的感性方式表现出来。同样是表答爱情，西方有莎士比亚的罗密

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东方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的凄美爱情。不管二者如何在艺术手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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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方式，上有何种不同，他们都是颂扬了作为人类的纯真的愿望与勇敢和敢于牺牲的品质。

何况，正式因为用不同的艺术手法不同的方式与语言，才更好地表达了作为人类所拥有的可

能性，更好地反应了真理。

黑格尔的这种理论，最早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的理念说，之后又汲取了亚里

士多德对世界与真理的辩证图一的看法。到了中世纪，圣父神学的奥古斯丁将柏拉图的理念

与基督教结合起来，他认为上帝是高于一切的存在，人的思想是不能企及上帝的，所以上帝

即真理，尘世即现实。而同时代的经院神学的代表托马斯阿奎那侧不同，他把基督教的思想

与亚里士多德结合起来，发展出了三位一体的神学理论，他认为上帝是真理，尘世即现实，

但是圣灵则是上帝与尘世辩证的统一，代表着所有的一切，这也是我们看到的当欧洲人立下

庄重的誓言时，所要说的'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意思就是以所拥有的一切起誓。到了

黑格尔这个集古典哲学于大成的大事这里，把这种思想又推进了一步，黑格尔认为，艺术就

是决对精神的感性显现。同样都是真理与现实的辩证统一，用感性的手段表达出啦 i 就叫做

艺术，比如前一段时间上映的阿凡达，虽然是美国现代的商业片，但其内容谁可以说不是一

部'勇敢的心'即爱尔兰人抗击英格兰人的英勇历史？不是一部'赛德克巴莱'台湾原著民抗击

外来仅略者的史诗？谁又能说不能反映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仅略者的可歌可泣的伟大斗争？

所以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并不是所有民族的都是世界的，真有哪些能反正人类的真善美

的艺术，才是世界的，而一些狭隘的观念与落后的风俗，并不能认为是具有世界性的。

注意：作答必须结合例子，否则分数不可超过题目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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