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一 律  

欧洲古典主义戏剧的“三一律”原则，它要求剧作的情节、时间和地点三个方面完

整一致，即剧本故事情节必须单一，剧情必须发生在一个地点，剧情延续的时间必

须 以一昼夜为限。 

1 1 3、现代设计 

现代设计,从狭义上讲，也被称作工业设计或工业美术，是从传统的工艺美术事业

中发展起来的。“它是工业革命后，从包豪斯到现在国际上广泛兴起的一门交叉性

应用学科，既区别于手工业品制作也不同于纯艺术品创作，它是在现代大工业生产

基础上产生的工业产品创新的社会实践形态。”现代设计或工业设计，是 20 世纪

中叶迅速发展起来的，它几乎包括一切现代工业产品的造型设计，涉及范围十分广

泛 。  

圆 形人物 

西方文艺理论中，曾经把文艺作品中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称之为“圆形人物”。显

然 ，典型人物应当是血肉丰满的圆形人物，而不是具有单一性格的扁形人物。 

扁 平人物 

西方文艺理论中，曾经把文艺作品中性格单一化的人物称之为“扁形人物”，扁平

人物称为性格人物，而现在有时被称作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他们最单纯的形式，

就 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  

艺 术形象 

艺术形象是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方式，是艺术家在对客观世界审美感知与体验

的基础上，融汇主观的思想、感情、愿望、理想，将在头脑中形成的主客体统一的

审 美意象，经过艺术媒介或艺术语言等物质手段传达出来的艺术成果。 

艺 术风格 

艺术风格是指艺术家在创作总体上表现出来的独特创作个性与鲜明的艺术特色，艺

术风格是非常复杂的，它既与艺术家主观方面的特点有关，也与题材的客观方面的

特点分不开，它涉及到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各个层面，从艺术作品的整体上呈现

出 来。 

审 美体验 

是整个审美过程的中心环节，指鉴赏主体在审美直觉的基础上，达到艺术审美活动

的高潮阶段，调动再创造的想象力和联想力，激起丰富的情感，设身处地地生活到

艺术作品之中，获得心灵的审美愉悦，把外在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转化为鉴赏者自身

的 生命活动。 

声 乐  

指 用人声歌唱为主的音乐。 

2 7、器乐 

指 用乐器发声来演奏的音乐。弦乐、管乐，弹拨乐打击乐 

和 声  

同 样是音乐最基本的表现手段之一, 它是指多声部音乐按照一定关系构成重叠复

合 的音响现象，使音乐具有结构感、色彩感和立体感。  

3 4、交响乐 

交响乐就是大型管弦乐套曲，从意大利歌剧序曲演变而成，至 18 世纪后半期发展

成为独立管弦乐作品交响乐可以说是音乐艺术的精髓，是音乐创作的最高形式。通

常包含四个乐章(有时冠以慢板引子 )，个别也有多于或少于四个乐章的。以海顿、

莫扎特、贝多芬三位音乐巨匠为首的维也纳古典乐派，使得交响乐真正进入了黄金

时 代。 

3 5、古典乐派 

是从 18世纪下半叶至 19世纪初在维也纳形成的以古典风格为创作标志的音乐流派，

以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三人为主要代表，这个流派推崇理性和情感的统一，追求

艺术形成的严谨和完美，创作手法上注重戏剧的对比、冲突和发展，成为当时的典

范 。   

3 6、浪漫乐派 

是 19 世纪在欧洲兴起的音乐流派，浪漫乐派音乐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激情，强调

抒发主观情感，强调表现个性，前期浪漫乐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国作曲家舒伯特

和舒曼、匈牙利的李斯特、波兰的肖邦、法国的柏辽兹等人，后期浪漫乐派的代表

大 物主要是德国音乐家瓦格纳和勃拉姆斯、俄国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等。 

芭 蕾  

起源于意大利，形成于法国，有一整套严格的程式和规范，尤其是脚尖鞋的运用和

脚 尖舞的技巧。动作要求规范化，尤其注意稳定性和外开性。 

生 活舞蹈 

指与人们日程生活联系密切的一类舞蹈，这种舞蹈动作简单，未曾受过专业训练的

人 也能轻易学会，目的主要在于自娱或社交，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或普及性。 

情 绪舞 

直 接抒发舞蹈者思想感情的抒情性舞蹈。  

4 5、情节舞 

通 过简单的事件或情节来塑造人物或表现主题的舞蹈。  

4 6、表演艺术 

是通过演员表演并借助舞台来完成的艺术形式，除音乐、舞蹈外还包括戏剧、戏曲、

曲 艺等艺术种类。 

芭 蕾舞剧 

是以舞蹈作为主要表现手段，将舞蹈、音乐、戏剧、美术等融合在一起，来刻画人

物性格，表现故事情节和传达情感氛围。一部大型的芭蕾舞剧常常是由表现人物性

格和情绪的独舞，传达剧情的发展变化和表现人物的情绪交流的双人舞，以及反映

时 代背景和烘托情绪氛围的群舞等共同构成。 

意 境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艺术意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审美的境界，是

通过对有限时空中物象的描写，抒发无限空间中的历史感、人生感和宇宙感;通过

意象的排列组合，创造具有“象外之象”、和谐广阔的情感活动空间，具有丰富蕴

藉的情思内涵，能够引发欣赏者的想象和思索。意境是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相熔铸

的产物，它是情与景、意与境的统一。除了情景交融的境界外，已经意境还至少有

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意境是一种若有若无的朦胧美，是一种由有限到无限的超越

美 ，是一种不设不施的自然美。 

9 1、艺术鉴赏 

艺术鉴赏是指读者、观众、听众凭借艺术作品而展开的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审美再

创 造活动。  

戏 剧性 

指戏剧艺术通过演员扮演的角色之间的冲突来展开剧情，刻画人物，借以吸引观众，

实现其艺术效果和审美作用的特性。构成戏剧性的中心环节是戏剧动作和戏剧冲突，

或 行动中的人物的冲突。 

艺 术流派 

是指在中外艺术一定历史时期里，由一批思想倾向、美学主张、创作方法和表现风

格 方面相似或相近的艺术家们所形成的艺术派别。 

艺 术的审美性特征 

审 美性，艺术的审美性特征使艺术品和其他一切非艺术品区分开来。 

1、艺术的审美性是人类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艺术美作为现实的反映形态，是艺

术 家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比现实生活中的美更加集中和更加典型。  

2、艺术的审美性是真、善、美的结晶。艺术美之所以高于现实美，是由于通过艺

术家的创造性劳动，把现实生活的真，善，美凝聚到了艺术作品中。艺术通过化真

为 美、化善为美，达到真、善、美的统一。 

3、艺术的审美性是内容美和形式美的统一。艺术美注重形式，但并不脱离内容，

它 是二者的有机统一。  

间 接性与广阔性  

1、文学用语言来塑造艺术形象，传达审美情感，读者必须通过想象才能感受到艺

术形象，因此，文学形象具有间接性。文学形象的间接性是文学区别于其他一切艺

术 的重要特征。  

2、文学天地的广阔性同样来自语言媒介的特征。 

1)语言具有广泛而深入的表现能力，用语言来表现现实生活，很少受到时间和空间

的 限制，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 

2)文学的广阔性更表现在它不仅能描绘外部世界，而且能够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

直 接揭示各种人物复杂丰富的精神世界。  

简 述典型与意境的联系和区别。 

答:典型和意境都是艺术创作中的高层次形象，它们都是在有限的艺术形象中，体

现 出无限的艺术意蕴。  

二 者的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 

( 1 )典型与意境同属于美学范畴。  

( 2 )它们都是在有限的艺术形象中，体现出无限的艺术意蕴。 

(3)在被欣赏接受时，都能够产生较为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力，充分地调

动 起欣赏者的联想和想像，激发起欣赏者投入再创造的状态之中。  

典 型与意境的区别主要在于:（单独提问） 

( 1 ) 各自的含义不同。艺术典型指艺术家运用典型化方法，创造出来的具有栩

栩如生的鲜明个性并体现出普遍意义的典型形象。意境是指作品中所呈现的那种情

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如果典型是以

单个形象而论的话，意境则是由若干形象构成的形象体系，是以整体形象出现的艺

术 形象的高级形态。   

(2)在艺术作品中的侧重不同，典型侧重客体，以再现为主，以人物塑造见长，比

较直接地反映生活:意境则侧重主体，以表现为主，注重抒情，以情景交融的画面

见 长，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比较间接。  

(3)典型与意境具有不同的特征。典型的特征主要体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而意

境的则是在情景交融的境界中让人们领悟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乃至于

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深层意蕴。可以说典型的意义更多诉之于人的理性思考，而

意 境的价值更多引发人的情感联想，二者在审美效应上有一定的差别。 

简 述中西美学的差异。  

答：一、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注重艺术的伦理价值；西方传统美学则

强 调美与真的统一，更加重视艺术的认识价值。  

二、中国传统美学强调艺术的表现、抒情、言志；西方传统美学则强调艺术的再现、

模仿、写实。中西美学的这种区分只能从相对意义上来理解。并且，中西美学在古

代 于近现代之间又有各自不同的发展趋势。 

【 简述艺术鉴赏中的多样性与一致性】 

艺术鉴赏中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它反映出人们精神生活需要的多样性。鉴赏主

体要根据自己的年龄、文化、职业、环境、兴趣、爱好等多种因素来选择不同的门

类 、体裁、题材、层次、风格等。 

同一个人的鉴赏要求也会是多样的、变化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改变、生活

阅历的变化，逐渐改变艺术鉴赏的趣味和要求。然而，艺术鉴赏中又存在着某种一

致性。尤其是同一时代、民族的鉴赏者常常表现出某种一致的审美倾向。艺术鉴赏

中这种多样性和一致性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多样性和一致性普遍存在，一致性正

是 寓于多样性之中。 

简 述语言艺术的间接性与广阔性 

间 接性与广阔性  

1、文学用语言来塑造艺术形象，传达审美情感，读者必须通过想象才能感受到艺

术形象，因此，文学形象具有间接性。文学形象的间接性是文学区别于其他一切艺

术 的重要特征。  

2、文学天地的广阔性同样来自语言媒介的特征。 

1)语言具有广泛而深入的表现能力，用语言来表现现实生活，很少受到时间和空间

的 限制，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 

2)文学的广阔性更表现在它不仅能描绘外部世界，而且能够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

直 接揭示各种人物复杂丰富的精神世界。  

简 述蒙太奇及其完整含义。 

蒙太奇：是法文 Montage的音译，原为建筑学用语，意为装配、组合、构成等，在

影视艺术中，这一术语被用来指画面、镜头和声音的组织结构方式。蒙太奇的完整

概 念，应当包括以下三层含义 : 

其 一，从技术层面上讲，蒙太奇就是剪辑 ; 

其二，从艺术层面上讲，蒙太奇应当是电影的基本结构手段和叙事方式，不但镜头

与 镜头、段落与段落，甚至画面与声音均可构成蒙太奇组合关系; 

其三， 从美学层面上讲，蒙太奇是影视艺术独特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创作方法。

蒙太奇不仅体现在后期剪辑，而且也体现在前期的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剧本，乃至各

个创作部门合作完成的整个创作拍摄过程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蒙太奇思维是影

视 艺术独特的思维方法。 

简 述艺术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 

答: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或文化现象，在整个人类文化大系统中占有极其

重 要的地位。 

一、艺术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首先表现在艺术参与和推动、体现和反映出人类文化

的 历史发展。 

二、作为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从另一方面来讲，艺术又必然受到文化大系统的制

约和影响。文化系统的整体性决定了他所属的子系统必然从属和依附于文化大系统。 

三、社会文化大系统作为一种总的文化氛围或文化条件，直接制约着作家、艺术家

和读者、观众、听众等每一个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从而间接对艺术的创作与欣

赏 产生巨大的影响。 

简 述艺术风格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艺 术风格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常常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每个民族、每个时代的艺术总是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形成艺术的民族风格和时代

风 格，体现出艺术风格的一致性。 

(1)艺术风格的民族特色，就是要体现出民族的精神、性格和气质，体现出民族的

文 化、风俗和习惯，体现出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和美学传统。  

艺术风格的民族特色是由本民族的地理环境、社会状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多

种因素决定的，但归根结底还是根源于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经济基础。（例如文艺

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提香等人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当时地中

海沿岸繁华富裕的世俗气息与色彩绚丽的自然风光。而同是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画

家 丢勒和荷尔拜因的作品却仿佛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从 美学的角度来看，艺术的民族风格又离不开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2)艺术风格的时代特色，是指同一时代的艺术作品常常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体

现出这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风格中我

们可以发现鲜明的时代特色。商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一般体积庞大厚重，流行

饕餮纹，显示出一种神秘的威力，带有明显的奴隶社会的印记，象征着奴隶主阶级

统治的权威和秩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度逐渐瓦解，青铜器己经不再为王

室所垄断和专用，相当一部分青铜器转为日常器具，出现了生活气息浓郁的纹饰图



案 。 ）  

简 述/论述艺术批评的作用和特征。 

答:（艺术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艺术创作与艺术鉴赏之间的一座桥梁，

对 二者都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一 、艺术批评的作用。【简述艺术批评的作用】  

艺术批评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帮助人们更好地鉴赏艺术作品，提高鉴赏能力和鉴赏水

平。（艺术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真正的艺术魅力，常常不是一下子就能领悟和把

握到的，这就需要艺术批评来发现和评价优秀的作品，指导和帮助广大群众进行艺

术鉴赏。因为艺术批评家具有高度的鉴赏力和判断力，能够从人们未曾注意的地方

发现作品的审美价值，能够更加正确更加深刻地理解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从而给

人们的艺术鉴赏以有益的指导帮助和启发。例如 20世纪 80年代《大众电影》等影

评刊物广泛发行，提高了广大观众的电影审美水平，促进了新时期电影艺术的蓬勃

发 展。）   

艺术批评的第二个作用就是通过对艺术作品的评价，形成对艺术创作的反馈。（艺

术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生产， 艺术家需要广大读者、观众、听众和批评家的帮

助，才能深刻地认识自己，不断地提高自己，敢于攀登艺术的高峰。例如别林斯基

著名的论文《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 鼓舞了果戈理坚定地沿

着 现实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艺术批评的第三个作用就是丰富和发展艺术理论，推动艺术科学的繁荣发展。（一

方面艺术批评必须以一定的艺术理论作指导，利用艺术史研究提供的成果，另一方

面，艺术批评也总是通过分析新作品，评论新作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从

而 不断丰富和发展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研究成果。） 

二 、艺术批评的特征。【简述艺术批评的特征】  

一方面，艺术批评具有科学性。艺术批评家需要在艺术鉴赏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

哲学、美学和艺术学理论，对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进行分析与研究，并且做出判断

与 评价，为人们提供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的知识。 

另一方面，艺术批评又应当具有艺术性。艺术批评作为一门特殊的科学，与其它的

科学不同，它既需要冷静的头脑，也需要强烈的感情，既离不开理性的分析，更离

不开艺术的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讲，艺术批评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文艺体裁。优

秀的艺术批评文章不仅应当逻辑清晰、论证严谨，而且应当文字优美、生动感人，

给 人们一种特殊的美感享受。  

（ 论述）实用艺术的审美特征。（包含简述如何认识实用艺术的实用性）  

答 :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有机统一 

（一）实用性:任何实用艺术首先都应当具有实用性。认识实用艺术的实用性应当

注 意以下几点：  

1、应当对实用性作比较宽泛的理解。实用艺术应当分别符合人类不同实际活动的

需要。（例如住宅楼的实用性主要是适应人们日常的起居生活，而陵墓纪念堂的实

用 性则主要是创造肃穆庄严的气氛。） 

2、实用艺术以审美性和实用性相结合为基本特点，但大多数实用艺术品，以实用

为主，审美应当从属于实用，服务于实用。例如河北满城出土的西汉长信宫灯，既

是 一件造型新颖独特的青铜工艺品，又是一件方便实用的生活用品。 

3、实用艺术与生产技术具有紧密的联系，物质材料对实用艺术有直接的制约和影

响。甚至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讲，工艺美术生产的水平常常代表了那个时代生产力

发 展的水平，例如陶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等。 

4、由于实用艺术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物质材料和人工劳力，所以它的实用性也应

当考虑产品的用料、费时、加工和成本等经济方面的原因，尽量做到省工省料和降

低 成本，提高实用价值。 

（二）审美性:实用艺术具有审美性，可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和精神需要。同时，

实用艺术与人们的衣食住用等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一种最普及最常见的大

众 艺术，在美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实用艺术是实用性与审美性的有机统一。实用性是审美性的前提和基础，审美性反

过来可以增强实用性，二者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实用艺术

最 基本的原则和特征。  

二 、表现性与形式美的有机统一 

（一）表现性:实用艺术不注重模仿客观事物的再现性，而注重表现某种朦胧抽象

的情调和意味。表现性是实用艺术一个重要的美学特征，也构成了它与戏剧、小说、

电 影等再现艺术的根本区别。  

（二）形式美:主要指各种形式因素的有规律的组合，从而形成了某些共同的特征

和法则，包括色彩、线条、形体等因素，也包括对称均衡、多样统一等形式法则。

拿建筑艺术来说，自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了黄金分割的比例后，历代的

建 筑师们一直把它奉为重要的形式美法则来遵循。 

在实用艺术中，表现性与形式美密不可分。形式美是表现性的外部体现，表现性是

形 式美的内在灵魂。 

三 、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 

（一）民族性:建筑、园林、工艺美术等各类实用艺术，无一不体现出民族的风格

和特色，设计师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艺术追求都会体现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如中

国园林具有注重人与自然的亲和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欧洲园林和阿拉伯式园林迥

然 不同。 

（二）时代性:首先在于实用艺术总是表现出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情感和理想。

例如青铜器纹饰就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殷商时期的青铜器流行饕餮纹，具有明

显的奴隶社会印记。而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奴隶制瓦解，青铜器纹饰中则出现了狩

猎 、采桑、宴乐、攻占等现实生活的图景，表明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实用艺术的时代性总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发展，在材料和技术等

方 面呈现出鲜明的时代风格和特色。  

实用艺术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二者有机地结合在起，使得实用艺术品既有浓厚的民族

气 息和民族特色，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时代风格。 

简 述/论述艺术作品层次。  

（论述：歌德说过：艺术要通过一个完整体向世界说话。试述对歌德艺术＂完整体”

的 理解）  

答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一个整体，但又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次。   

(1)艺术语言。艺术语言是指任何一门艺术都有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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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得这门艺术具有自己独集的美学特性和艺

术特征。这种独特的表现方式或表现手段就叫做艺术语言。艺术语言是艺术作品外

在 的形式结构。（艺术语言主要有如下作用： 

1、艺术语言或艺术符号本身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2、艺术语言更重要的的作用还是创造艺术形象。 

3、在艺术语言物质的、感性的外壳中蕴藏着意识的、精神的内涵。 

4、艺术语言或艺术符号还是人类艺术思维的工具。）  

(2)艺术形象，艺术形象是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方式，是艺术家在对客观世界

审美感知与体验的基础上，融会主观的思想、感情、愿望、理想，将在头脑中形成

的主客体统一的审美意象，经过艺术媒介或艺术语言等物质手段传达出来的艺术成

果 。艺术形象是作品的内在结构，是艺术作品的核心。  

(在作品中，艺术语言是为了塑造艺术形象，而艺术意蕴也是蕴藏在艺术形象之中，

从 这种意义上讲，没有艺术形象就没有艺术作品。 

艺术形象可以分为视觉形象、听觉形象、文学形象和综合形象，他们的基本特征是

相同的。艺术形象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个性与共性的统

一 。） 

(3)艺术意蕴，艺术意蕴是指深藏在艺术作品中内在的含义或意味。艺术意蕴常常

具有多义性、模糊性和朦胧性，体现为一种哲理、诗情或神韵，经常是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需要欣赏者反复领会、细心感悟，用全部心灵去探究和领悟。艺术意蕴

是艺术创造的最高境界。任何一个作品都必须具有艺术语言和艺术形象两个层次，

但 并不是所有作品都具有艺术意蕴。  

论 述艺术与宗教的关系。 

答:艺术与宗教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互影响、相互作

用 。  

一 、艺术与宗教的联系（相同之处）  

1、其联系主要体现在艺术与宗教之间在认识、掌握世界的方式上有着某些共同之

处。感知、想象、联想、情感等多种心理因素，在艺术和宗教领域都占有同样重要

的地位。审美情感和宗教情感一样，往往都是超脱日常生活的感情，追求精神愉悦

而 不是物质满足。 

2、艺术与宗教的这种紧密联系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宗教对艺术的利用。  

就像当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各门艺术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仅仅从敦煌、云冈、

龙 门、麦积山这四大石窟，就可以看出宗教对艺术的影响。  

二 、艺术与宗教的区别  

1、从根本意义上讲，宗教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丧失，艺术却是对人的自由创造本质

的 确证。 

2、宗教劝人到天国去寻求精神安慰，艺术却鼓励人们热爱并珍视现实生活。  

3、宗教作为鸦片麻痹人的精神，艺术却是培养全面和谐发展个性的必要手段。 

三 、宗教对艺术的影响  

1、首先表现在利用各门艺术来宣传宗教，为艺术提供了宗教题材和内容。 

2、其次，宗教对艺术的影响还表现在它具有促进艺术发展和阻碍艺术发展两种相

反的作用上。由于宗教常常利用艺术来形象地宣传教义，为艺术家提供了实践的天

地和舞台，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艺术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宗教又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着艺术的发展。如中世纪文艺作品基本都以宗教教义为主题，导致了这一时期

文 艺的普遍衰落。 

四 、艺术对宗教的影响  

1、艺术影响宗教，首先表现为参与宗教活动。（例如基督教的各种仪式或活动中，

经 常有唱诗班等宗教音乐参与） 

2、艺术影响宗教还表现在宣扬宗教思想上。（例如唐代的“变文”就是以说唱的

方 式讲述佛经故事、宣传佛教教义，扩大了佛教在中国的影响） 

3、再次，艺术影响宗教更表现在强化宗教氛围上。（例如哥特式教堂高耸的尖塔

直刺青天使人敬畏，教堂内部狭长窄高的空间以及彩色玻璃画、洪亮的管风琴声、

唱 诗班的歌声等，以多种艺术的方式有力地强化了宗教氛围） 

论 述你对意境的理解。  

答: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艺术意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审美的境界，

是通过对有限时空中物象的描写，抒发无限空间中的历史感、人生感和宇宙感，通

过意象的排列组合，创造具有“象外之象” 和谐广阔的情感活动空间，具有丰富

蕴藉的情思内涵，能够引发欣赏者的想象和思索。意境是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相熔

铸 的产物，它是情与景、意与境的统一。  

除 了情景交融的境界外，意境至少还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意境是一种若有若无的朦胧美。（中国传统艺术的最高范畴是意境，意境首

先是作为文学艺术中一种空灵境界出现的。在中国传统艺术意境里，将其分为虚实

两个部分，心与物、情与景、意与象、形与神等等，前者为虚后者为实。虚的部分，

即 意境之重要或本质的部分存在于想象和感悟之中。）   

第二，意境是一种由有限的艺术形象到无限的超越美。(中国传统美学与艺术理论，

从来就是追求一种“韵外之致”或“味外之旨”。魏晋时期王弼就提出“得象忘言，

得意忘象”， 就是力求突破言、象的有限性，追求意的无限性，以有限表现无限，

从 而到达“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  

第三，意境是一种不设不施的自然美。（魏晋时期，就认为“初发芙蓉”是一种更

高的美学境界，这个境界被称为“天趣”“天然”“天真”李白提倡“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苏轼要求诗文应当“绚烂至极归于平淡”， 如王羲之的书法、顾恺

之的画、陶渊明的诗，以及宋代的瓷器和“元四家”“明四家”等的绘画作品，都

是堪称这样的自然可爱的美。总而言之，意境追求天然之美，追求朴素之美，归结

为一种自然天真的审美趣味，对中国传统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在意境中，

境 作为基础，但是在意境中起主导作用的，仍是情、意。）  

论 述如何培养与提高艺术鉴赏力。 

答:（艺术鉴赏作为一种审美再创造活动，必然对鉴赏主体提出了相应的条件和要

求，需要鉴赏者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和艺术鉴赏力。人的审美能力和艺术鉴赏力不

是 天生的，而是长期实践的结果。）  

艺 术修养与鉴赏力的培养与提高，涉及许多方面，尤其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艺术鉴赏力的培养与提高，离不开大量鉴赏优秀作品的实践。（艺术鉴赏的

实践经验非常重要。多听音乐就能培养和提高耳朵的音乐感，多看绘画就能训练和

发展眼睛的形式感;文学作品读的多了，读的熟了，也就有了比较，有了鉴别和欣

赏。尤其是大量地、经常地鉴赏优秀的艺术作品，更是直接有助于人们艺术修养与

鉴 赏力的培养与提高。） 

第二，艺术鉴赏力的培养与提高，离不开熟悉和掌握艺术的基本知识和规律。（艺

术修养包括对一般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初步了解，也包括对各个艺术门类和体裁的

艺 术特征、美学特性和艺术语言的熟悉和了解。） 

第三，艺术鉴赏力的培养与提高，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文化知识水平

对艺术鉴赏也有很大影响，广泛的历史、文化知识十分重要。如果不了解殷商时期

我国早期奴隶制形成和确立的历史过程，就很难欣赏这个时代青铜器上狰狞可怖的

饕 餮形象，更无法从中领略到体现着一种历史必然力量的狞厉之美。） 

第四，艺术鉴赏力的培养与提高，离不开相应的生活经验与生活阅历。（艺术创作

离不开社会生活，艺术鉴赏也同样离不开社会生活。鉴赏主体总是在自己生活经验

的基础上感受、体验和理解艺术作品的。鉴赏者的生活经验越丰富、越深刻，越有

助 于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 

第五，美育与艺术教育在培养和提高艺术鉴赏力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美育与艺术教育作为一个独立或专门的领域，就是要通过培养与提高人们敏锐的

感知力、丰富的想象力和审美的理解力，从而使人们形成健全的审美心理结构。美

育与艺术教育不但重视培养提高鉴赏者个体的艺术修养和鉴赏能力，而且重视培养

提 高全社会群体的艺术鉴赏水平，提高广大群众的艺术鉴赏力。）  

论 述语言艺术的审美特征 

答:文学的审美特征主要取决于语言的特征，集中体现为间接性与广阔性、情感性

与 思想性、结构性与语言美等几个方面。  

一 、间接性与广阔性 

1、文学用语言来塑造艺术形象，传达审美情感，读者必须通过想象才能感受到艺

术形象，因此，文学形象具有间接性。文学形象的间接性是文学区别于其他一切艺

术 的重要特征。  

2、文学天地的广阔性同样来自语言媒介的特征。 

1)语言具有广泛而深入的表现能力，用语言来表现现实生活，很少受到时间和空间

的 限制，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 

2)文学的广阔性更表现在它不仅能描绘外部世界，而且能够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

直 接揭示各种人物复杂丰富的精神世界。  

二 、情感性与思想性 



  一切艺术品从总体上讲都离不开情感性与思想性，但是由于语言艺术在揭示人物

的内心世界和表现作者的思想情感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文学作品的思

想 性和情感性格外突出。   

1、虽然各门艺术都要表现人的情感，但相比之下，语言艺术采用语言作为媒介，

能够深入到人物的精神世界，更能表现人的丰富、复杂、细腻的情感。任何文学作

品都包含着作家的主观情感。抒情诗、抒情散文等自然离不开情感性，小说、报告

文 学、叙事诗等叙事类文学同样离不开情感性。  

2、语言艺术的思想性在深度和广度上也远远超过了其它艺术形式。文学以语言作

为媒介，能直接表达人的思想，在直接披露人的思想认识、评价判断方面具有最强

的 艺术表现力。  

3、在文学作品中思想性和情感性二者关系极为密切。思想性与情感性二者相互渗

透 、相互融会，成为一切文学作品所不可缺少的要素。  

三、结构性与语言美。结构与语言在文学作品中地位和作用特殊，不仅是构成文学

作品的重要艺术手段，而且本身具有审美价值。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就

必须需要利用结构这个重要手段来完成。文学语言的准确性、鲜明性、形象性构成

文 学的特质美。  

谈 谈艺术教育在当代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 

答： 1、艺术教育现代社会中，“艺术教育”这一个概念，有着两种不同的含义和

内 容。 

（1）从狭义上讲，艺术教育被理解为培养艺术家或专业艺术人才所进行的各种理

论和实践教育，如各种专业艺术院校正是如此，戏剧学院培养出编剧、导演和演员，

音 乐学院培养出作曲家、歌唱演员和器乐演奏员等。 

（2）从广义上讲，艺术教育作为美育的核心，它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而不是为了培养专业艺术工作者。广义的艺术教育强调普及艺术的基本知识和基本

原理，通过对优秀艺术作品的评价和欣赏，来提高人们的审美修养和艺术赏力，培

养 人们健全的审美心理结构。  

（3）艺术教育作为美育的核心内容，它对人们道德的完善和智力的开发也将产生

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丰富人的想象力，发展人的感知力，加深人的理解力，增强人

的创造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爱因斯坦曾讲过，在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里对真、

善、美的不断追求，照亮了他的生活道路，对艺术的爱好，丰富和培育了他的感知

力、想象力和创造力。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 1993 年在北京炎

黄艺术馆召开的“科学与艺术研讨会”上有一句名言：“科学与艺术是一个硬币的

两 面，谁也离不开谁”。 

2、艺术教育的重要意义 

（1）艺术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和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已经注

意 到艺术教育问题。 

（2）在当今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水平的日

益提高，艺术教育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注意。特别是随着全面推

行素质教育，以及认真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我国逐步形成了从幼儿

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一整套艺术教育体系。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

艺 术教育的实施逐渐得到推广。 

简 述世界三大园林体系及其特征。 

 世界园林三大体系包括东方园林（以中国园林为代表），欧洲园林（以法国园林 为

代表）以及阿拉伯式园林，都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1) 中国园林重视人与

自然的亲和，成为自然式； 2) 欧洲园林强调几何形图案，崇尚人工美，称为几何

式； 3) 阿拉伯式园林发源于古巴比伦和波斯，主要以十字形道路交叉处的水池为 

中心的格局。 4) 而日本园林作为东方园林的一种特殊样式，既受到了中国园林的

影响，也受到了欧洲园林的影响，并且深受佛教禅宗美学的影响，从而发展出自己

的 特色。 

简 述（论述）中国园林的艺术手法 

 答：在中国园林艺术里，也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美学思想，颐和园就釆用了借景、 

分 景、隔景等多种艺术手法来创造空间美感。 

1、颐和园中的借景，是指站在颐和园长廊东头的鱼藻轩，向西望去，可以望见  远

处 的西山群峰，尤其是建有宝塔的玉泉山，从而扩大了欣赏的视野和范围。 

2、颐和园中的分景，是指贯通东西的长廊，将颐和园分成了北边的山区（万寿  山）

和 南边的湖区（昆明湖），使游人在其中游山玩水，收到步移景换的效果。 

3、颐和园中的隔景，是指颐和园中的谐趣园，是一个自成格局的江南园林风格 

的“园中之园”，从而使游人在颐和园这座北方大型皇家园林中，也能欣赏到  南

方 小型私家园林的风光。  

4.宗白华先生认为：“无论是借景、对景，还是隔景、分景，都是通过布置空  间、

组织空间、创造空间、扩大空间的种种手法，丰富美的感受，创造了艺术意境 。

中国园林艺术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表现，它是理解中国民族的美感特点的 一个重

要 的领域。   

5.园林的设计，常常突出幽深曲折的特点，许多园林在入口处都有一座假山或  照

壁，挡住游览者的视 线，绝不让你对园中风景一览无余，还常常把全园分隔  为

若干个小园或景区，从而达到小中见大、变化多致的美学追求  6、整个园林的设

计，往往也是有层次、有变化，虚实相生，曲折含蓄，咫尺山 林，韵味无穷，

风景时而开朗， 时而隐蔽，犹如一幅逐步展开的画卷，让人回 味无穷，颇有“山

重水复疑无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雅趣，在有限的环境中  创造出无限的意境

来 。   

正 因为传统园林艺术蕴藏着如此丰富的美学思想和历史文化内涵，因而它不仅 

能够给人们提供游憩玩赏的优美环境，而且能够陶冶人的情趣，丰富人的知识, 

使 人们在娱乐休息中增强审美能力，培养高尚情操。 

简述杰姆逊对西方资本主义经历的三个阶段以及与其相对应的 三个文化范式。 

答：一、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形成了国家的市场，这是马克思写《资 本论》的

时代。文化上以现实主义为典型特征。 二、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形成了

不列颠帝国、德意志帝国等。 文化上以现代主义为典型特征。 三、二战后的晚

期 资本主义阶段。文化上以后现代主义为典型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