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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说：“吃透真题，考研就成功了一半。
”这是至理名言，因为历年真题最直接、最全面地显现着命题的方向趋势和基本原则。
这也是广大考生一向对真题重视的原因所在。
“历年真题”是最经典的试题，是命题专家认真研究分析考试大纲后形成的，既反映了考试大纲的基
本要求，又蕴涵着命题的指导思想和发展趋势，是广大考生了解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最直接的第
一手资料，考生从中可直观地了解到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试题类型、考点分布和难易程度。
　　“历年真题”的构成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考试大纲的基本精神，是检验考生对考试大纲理解和对基
础知识掌握的标尺。
考生对基础知识进行了一轮复习后，做一遍真题是对自己最好的检验。
既能从中找到考研的信心，又能找出自己的不足，使以后的复习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做到心中有数
，了然于胸。
因此做一遍真题，本身就是一次收获。
　　由专家对“历年真题”进行解析，从中可看到解答问题的方法和规范，开阔解题思路，增强答题
技巧，提高应试水平，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水平。
有许多考生反映，该看的教材都看了，辅导书也读了不少，自认为对基础知识掌握得比较好，却考不
出好的成绩来。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答题技巧和应试水平的欠缺，通过看专家对历年真题的解析，可从根本上
解决这一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编写了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历年真题解析系列丛书，以期对广大考生有所帮
助。
　　为帮助考生更好地把握命题方向，便于考生全面系统地复习应试，我们从全国著名高校中挑选了
一些经典试卷进行解析，供广大考生参考使用。
希望考生能从中提取精华，受到启示，获得收益，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
解析时参考了多部大学经典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由于体例的原因未能一一注明，在此对教材和教学参
考书的编写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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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人说：“吃透真题，考研就成功了一半。
“历年真题”是最经典的试题，是广大考生了解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考生
从中可直观地了解到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试题类型、考点分布和难易程度。
这也是广大考生一向对真题重视的原因所在。

为帮助考生更好地把握命题方向，便于考生全面系统地复习应试，编者从全国著名高校中挑选了一些
经典试卷进行解析，供广大考生参考使用。
希望考生能从中提取精华，受到启示，获得收益，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
本册为《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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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6.请你谈谈文学典型的艺术魅力。
 典型的艺术魅力，主要来自典型独特的审美效果。
这种审美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文学典型以人的生命形式而呈现出无穷魅力。
 美国现代美学家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一种生命形式，因此它能“激发人们的美感”。
而典型却是按人自身的生命形式创造的艺术形象，因而分外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特别具有满足
人类在最充分的意义上“直观自身”的审美价值。
这种艺术魅力首先在于典型以人的生命形式所展现的生命的斑斓色彩。
文学典型给人提供的精神世界是如此丰富，往往令读者叹为观止。
 性格的魅力更来自作家塑造的灵魂的深度。
即它在何种程度上表达了人类解放自身的要求和改变现存秩序的愿望。
黑格尔说：“一个艺术家的地位愈高，他也就愈深刻地表现出心情和灵魂的深度。
，’因此这种“灵魂的深度”一方面是作家的慧眼所在，是作家、艺术家超越群侪的标志；另一方面
又是文学典型之所以称为文学典型的必备品格。
 （2）典型的艺术魅力还来自它的真实性。
 这是艺术创造的原则，更是马克思主义典型观的核心命题，它为艺术典型规定了严格的历史尺度。
要求典型具有的真实性，应含有更丰富深刻的历史意蕴。
他们提倡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希望通过卓越的个性刻画能揭示出更多的政治和社会的真理，体现
出历史的必然趋势。
文学典型的真实性呈现的艺术魅力，并非仅在于它符合历史的尺度，还在于作家人格的真诚。
真诚也是典型真实性的一个侧面，透过典型总是折射出作家最真诚的人格态度和情感评价。
 （3）文学典型的魅力还在于它合乎理想。
 黑格尔说：“艺术可以表现神圣的理想。
”所以，他把典型直接称为“理想”，并且认为它高于自然中的原型。
这是因为典型是“从心灵生发的”，“在心灵土壤中长着的，受过心灵洗礼的”，“符合心灵（愿望
）的创造品”，这“比起任何未经心灵渗透的自然产品要高一层”。
这里所说的“理想”，实际上就是人类的审美理想，而典型便是人类根据审美理想的范型模式创造的
艺术至境形态，它已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是合乎人类心灵愿望的审美的升华物了。
 前述一般艺术形象已具有这样的性质，文学典型则更集中地体现了审美理想。
老舍在描述典型塑造的审美升华过程时这样写道：“创造是被这表现力催促着前进，非到极精不能满
足自己。
心灵里燃烧着，生命在艺术境域中活着，为要满足自己把宇宙擒在手里，深了还要深，美了还要美，
非登峰造极不足消减渴望。
”显然，上述文学典型那样丰满深刻，性格的光辉那样璀璨夺目，实际上便是这样“深了还要深，美
了还要美”的审美升华的结果，是人类的艺术创造力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把他们的审美理想张扬到
“登峰造极”的程度的体现。
由于文学典型总是登峰造极地体现着审美理想，所以，审美理想的魅力，也构成了文学典型的魅力。
 （4）文学典型的艺术魅力还来自它的新颖性。
 新颖性就是典型塑造的独创性。
在文学典型的画廊里，绝不允许重复。
别林斯基认为，在真正的艺术里，“一切形象都是新鲜的，具有独创性的，其中没有哪一个形象重复
着另一个形象，每一个形象都凭它所特有的生命在生活”。
所以，文学典型总是古今唯一的，以鲜活的生命形式呈现的十分独特的“这一个”（黑格尔语），别
林斯基又称它为“熟悉的陌生人”。
新颖的东西，总是富有魅力的。
文学典型的新颖性，也符合文学鉴赏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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