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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美学原理标准预测试卷 （八 ）
（考试时间 １５０分钟 ）

题　号 一 二 三 四 五 总　分

题　分 ３０ １０ １２ ２１ ２７ 核分人

得　分 复查人

第一部分　选择题

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一、单项选择 题 （在 每 小 题 的 四 个 备 选 答 案 中，选 出 一 个 正

确答案，并将答案序号写在题后的括号内，每小题 １分，
共 ３０分 ）

１相对于审美意识，美学思想是能够揭示审美现象某些内在本质的 （　　 ）

　Ａ感性认识　　　　　　　　　　　　　　　　Ｂ确定性认识

　Ｃ理性认识　 Ｄ非确定性认识

２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极其重要的宝库是 （　　 ）

　Ａ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　 Ｂ论语

　Ｃ史记　 Ｄ汉书

３人类对美的鉴赏活动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其中最根本的是审美主体的鉴赏能力和 （　　 ）

Ａ审美意识　 Ｂ审美观念

　Ｃ审美心理　 Ｄ审美态度

４具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的美的本质论是 （　　 ）

　Ａ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Ｂ移情说

　Ｃ美在关系说　 Ｄ美是生活说

５狄德罗的 “美在关系 ”的理论，只是从直观的形式来理解事物的关系，没有从

来探讨关系的产生和形成，因而是形而上学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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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人的实践活动　 Ｂ人的审美活动

　Ｃ人的现实活动　 Ｄ人的认识活动

６伽达默尔在 《真理与方法 》一书中，从现代解释学美学的角度提出了 “ ”说。

（　　 ）

　Ａ心理距离　 Ｂ时间距离

　Ｃ空间距离　 Ｄ欣赏距离

７在美的问题上，应以 为本，注重美的创造。 （　　 ）

　Ａ艺术　 Ｂ人生

　Ｃ社会　 Ｄ实践

８中国人以火红色作为喜庆的象征，西方人以白色作为圣洁的象征，这说明 （　　 ）

　Ａ中国人喜欢火红色，西方人喜欢白色

　Ｂ中西方的文化传统不同

　Ｃ中西方人对色彩的理解不同

　Ｄ人类的趣好在特殊的环境中，与特定民族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特

殊的审美心理结构和审美爱好

９审美欣赏的心理特征，首先应当是形象的 （　　 ）

　Ａ鲜明性　 Ｂ个性化

　Ｃ刺激性　 Ｄ直觉性

１０ “爱美是人的天性 ”出自 之口。 （　　 ）

　Ａ柏拉图　 Ｂ苏格拉底

　Ｃ亚里士多德　 Ｄ培根

１１当感性形象从客观的物质存在转化为内心的印象或意象，变成内心的形象的时候，就出

现了 （　　 ）

　Ａ幻想　 Ｂ表象

　Ｃ概念　 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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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亚里士多德在 中系统区分了悲剧和喜剧，并详细探讨了各自的特点。 （　　 ）

　Ａ 《修辞学 》　 Ｂ 《形而上学 》

　Ｃ 《诗学 》　 Ｄ 《美学 》

１３在西方美学史上，最早把滑稽和丑的概念联系起来的美学家是 （　　 ）

　Ａ康德　 Ｂ黑格尔

　Ｃ亚里士多德　 Ｄ普罗提诺

１４下列观点属于黑格尔的是 （　　 ）

　Ａ崇高是表现在作为 “艺术前的艺术 ”的古代象征型艺术中的

　Ｂ崇高来自于恐惧和痛苦的消除，是痛感向快感的转变

　Ｃ崇高同一个人的道德情操和文化修养有关

　Ｄ崇高是人的本质力量经由对象的震撼、压抑而获得的显现

１５艺术丑是 （　　 ）

　Ａ现实性因素的丑　 Ｂ创造性因素的丑

　Ｃ作品所反映的对象的美　 Ｄ作品所反映的对象的丑

１６王国维的 《红楼梦评论 》反映了他的美感 （　　 ）

　Ａ非功利思想　 Ｂ功利思想

　Ｃ旷达主义　 Ｄ赏玩主义

１７物质实在层是艺术品的 （　　 ）

　Ａ间接性物质存在　 Ｂ物质基础

　Ｃ直接性物质存在　 Ｄ核心

１８ 认为艺术的审美意象是一种 “非现实 ”的 “幻想存在 ”。 （　　 ）

　Ａ荣格　 Ｂ萨特

　Ｃ弗洛姆　 Ｄ康德

１９艺术品的审美特质和价值集中体现在 （　　 ）

　Ａ物质实在层　 Ｂ形式符号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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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意境超验层　 Ｄ意象世界层

２０我国古典诗歌中赋、比、兴的 “兴 ”，是典型的创造 （　　 ）

　Ａ兴象的方式　 Ｂ喻象的方式

　Ｃ抽象的方式　 Ｄ仿象的方式

２１最早提出意境一词的是 （　　 ）

　Ａ王维　 Ｂ李白

　Ｃ杜甫　 Ｄ王昌龄

２２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将多种人生感慨熔铸在一起，正是借助了 （　　 ）

　Ａ感性　 Ｂ虚拟性

　Ｃ情感性　 Ｄ想象

２３艺术的首要功能是 （　　 ）

　Ａ审美　 Ｂ实用

　Ｃ交流　 Ｄ宣传

２４艺术品的根本特征是 （　　 ）

　Ａ具有审美价值　 Ｂ丰富人类生活

　Ｃ创造意象世界、传达人类审美经验　 Ｄ扩大人类审美视野

２５意象是 （　　 ）

　Ａ一种心理存在　 Ｂ一种生理存在

　Ｃ一个审美的表象系统　 Ｄ一种物质存在

２６ 《文赋 》的作者是 （　　 ）

　Ａ孔子　 Ｂ庄子

　Ｃ老子　 Ｄ孟子

２７ 反映了在文学艺术中美育与德育的统一。 （　　 ）

　Ａ教学相长　 Ｂ循循善诱

　Ｃ博闻强记　 Ｄ寓教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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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观 ”是指接受者透过艺术的形式符号在直观层次上 （　　 ）

　Ａ初步感受　 Ｂ重建意象

　Ｃ初步感受和重建意象　 Ｄ进一步展开与深化

２９被英国经验派和康德当成区分美感活动和非美感活动重要标志是 （　　 ）

　Ａ有无自然性　 Ｂ有无社会性

　Ｃ有无审美性　 Ｄ有无功利性

３０最重要的美育方式是 （　　 ）

　Ａ智育审美　 Ｂ自然审美

　Ｃ艺术审美　 Ｄ社会审美

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二、多项选择 题 （在 每 小 题 的 ５个 备 选 答 案 中，有 二 个 或 二

个以上的正确答案，请选出，多选或少选均不给分，每小

题 ２分，共 １０分 ）

１从事物的客观属性中探求美的片面性在于 （　　 ）

　Ａ脱离了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来谈美的本质

　Ｂ感性形式是构成美的基本因素，但是不能保证符合形式美观律的事物就是美的

　Ｃ认为美在事物的形式特性的说法不适合一切美的事物

　Ｄ否定美的客观标准

　Ｅ没有区别美感和快感

２美的创造也是由多层次的积累所造成的一个开放系统，其中， （　　 ）

　Ａ自然物质层决定了美的整体形象和感情色彩

　Ｂ知觉表象层决定了美的客观性质和感性形式

　Ｃ社会历史层决定了美的生活内容和文化深度

　Ｄ心理意识层决定了美的主观性质和丰富复杂的心理特征

　Ｅ劳动实践层决定了美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

３美感产生的必要条件 （　　 ）

　Ａ人类的诞生　 Ｂ制造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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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使用工具　 Ｄ语言的产生

　Ｅ人脑的形成

４丑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 （　　 ）

　Ａ原始时代　 Ｂ古典时代

　Ｃ文艺复兴时代　 Ｄ西方现代主义时代

　Ｅ中世纪时代

５艺术家的创作激情是突如其来，难以预料的，这一点昭示了艺术意象的产生与 （　　 ）

　Ａ意志无直接关系　 Ｂ意象无直接关系

　Ｃ情感激荡无直接关系　 Ｄ逻辑无直接关系

　Ｅ主体自我状态无直接关系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

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三、名词解释 （每小题 ３分，共 １２分 ）

１意象

２ “技 ”与 “道 ”

３美在愉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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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集体无意识

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四、简答题 （每小题 ７分，共 ２１分 ）

１为什么艺术创造的核心是意象的生成？

２中国当代美学界对美学研究对象的主要观点有哪些？

３艺术与非艺术品的区别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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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五、论述题 （第 １小题 １３分，第 ２小题 １４分，共 ２７分 ）

１试述艺术只能存在于主体的审美心理活动和审美经验中的原因。

２论人的感觉何以能产生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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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美学原理标准预测试卷 （九 ）
（考试时间 １５０分钟 ）

题　号 一 二 三 四 五 总　分

题　分 ３０ １０ １２ ２１ ２７ 核分人

得　分 复查人

第一部分　选择题

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一、单项选择 题 （在 每 小 题 的 四 个 备 选 答 案 中，选 出 一 个 正

确答案，并将答案序号写在题后的括号内，每小题 １分，
共 ３０分 ）

１西方美学思想得到充分发展，盛极一时是在 （　　 ）

　Ａ古罗马时代　 Ｂ希腊化时期

　Ｃ中世纪　 Ｄ古希腊时代

２ “应该学会把心灵的美看得比形体的美更可珍贵 ”语出 （　　 ）

　Ａ苏格拉底　 Ｂ柏拉图

　Ｃ毛泽东　 Ｄ茅盾

３在 中，阿里生认为： “想把各种形式的美的巨大多样性简化为任何简单的原则，

这一眼就看出是根本不可能的。” （　　 ）

　Ａ 《论鉴赏力的性质和原则 》　 Ｂ 《美学与艺术理论 》

　Ｃ 《文化和价值 》　 Ｄ 《论人的智力力量 》

４现行西方美学出现了一种 的思潮。 （　　 ）

　Ａ给美简单下定义　 Ｂ全面定义美

　Ｃ否定美的可定义性　 Ｄ采取集合化给美下定义

５ “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衷 ”的原因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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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忧心忡忡的穷人没有看到美丽的景色

　Ｂ忧心忡忡的穷人在美丽的景色面前未能建立自由性的审美关系

　Ｃ忧心忡忡的穷人认为美丽的景色没有实用价值，所以不美

　Ｄ忧心忡忡的穷人在美丽的景色面前未能建立认识关系

６下列不属于柏拉图的观点的是 （　　 ）

　Ａ美是某种客观的物质属性

　Ｂ美的理念是永恒不变的

　Ｃ美不是美的东西

　Ｄ现实世界中一切美的东西之所以会美，是由于 “分享 ”了美的理念

７美感与动物性感觉的区别，在于美感不只是一种生物现象，更是一种 （　　 ）

　Ａ社会实践　 Ｂ社会现象

　Ｃ文化现实　 Ｄ历史现象

８形象的直觉性属于审美欣赏心理活动的 （　　 ）

　Ａ第二个层次　 Ｂ深层心理特征

　Ｃ知觉层面　 Ｄ第一个层次

９我们欣赏文艺作品，是在作家想象创造的基础上，通过想象进行 （　　 ）

　Ａ欣赏　 Ｂ再创造

　Ｃ理解　 Ｄ认识

１０要获得独立自主的美感欣赏能力，形成独特的爱好和趣味，必须经过 （　　 ）

　Ａ不断学习　 Ｂ大量实践

　Ｃ长期的审美锻炼和积累　 Ｄ理性思考

１１ 认为悲剧是 “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

突 ”。 （　　 ）

　Ａ马克思　 Ｂ恩格斯

　Ｃ黑格尔　 Ｄ亚里士多德



美学原理标准预测试卷 （九 ）第 ３　　　　页 （共 ８页 ）

１２ 认为，人有两种情欲，其中自我保存的情欲来源于恐惧和痛苦，而崇高感正是

来自于恐惧和痛苦的消除，是痛感向快感的转变。 （　　 ）

　Ａ爱迪生　 Ｂ博克

　Ｃ康德　 Ｄ黑格尔

１３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 （　　 ）

　Ａ德国　 Ｂ法国

　Ｃ意大利　 Ｄ希腊

１４有人称罗丹雕刻的丑陋的 《老妓 》为 “丑得如此精美 ”，原因是 （　　 ）

　Ａ以丑为美　 Ｂ丑不存在了

　Ｃ作品是以艺术的存在否定自身现实存在的美　Ｄ作品体现了艺术丑

１５意象世界潜在地存在于 （　　 ）

　Ａ客体层　 Ｂ图式层

　Ｃ物质实在层　 Ｄ形式符号层

１６意境超验层是意象世界背后所蕴含着的富有形而上学的人生哲理意味的 （　　 ）

　Ａ核心层次　 Ｂ形上至境

　Ｃ形下层次　 Ｄ基础层次

１７想象是一种运用表象自由把握世界和创造形式的 （　　 ）

　Ａ心理能力和机制　 Ｂ能力

　Ｃ活动　 Ｄ表现

１８意境有两种艺术类型，即 （　　 ）

　Ａ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Ｂ超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Ｃ超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Ｄ永恒之境与相对之境

１９艺术意象的最根本的特征是 （　　 ）

　Ａ虚幻性　 Ｂ审美

　Ｃ它来自实在的世界却追求虚拟的审美效应　 Ｄ具有多重功能



美学原理标准预测试卷 （九 ）第 ４　　　　页 （共 ８页 ）

２０艺术多元功能的实现必须借助于 （　　 ）

　Ａ审美价值　 Ｂ审美功能

　Ｃ审美意识　 Ｄ审美观念

２１苏轼的 《念奴娇·赤壁怀古 》具有很强的 （　　 ）

　Ａ思想启迪作用　 Ｂ道德教育作用

　Ｃ宗教感化作用　 Ｄ娱乐消遣作用

２２意象孕育中所发生的主客体交流的形式是主体意识的自身协调或主客体契合达到共振的

一种 （　　 ）

　Ａ自由状态　 Ｂ偶然状态

　Ｃ必然状态　 Ｄ相对状态

２３艺术的产生标志着艺术家意象创造的 （　　 ）

　Ａ开始　 Ｂ终结

　Ｃ物化　 Ｄ物态化

２４古罗马的贺拉斯在谈到文艺的功能时，提出的著名原则是 （　　 ）

　Ａ寓教于乐　 Ｂ循循善诱

　Ｃ开门见山　 Ｄ启发诱导

２５艺术技巧的操作在质料上留下的痕迹就是 （　　 ）

　Ａ艺术的内容　 Ｂ艺术

　Ｃ艺术的形式　 Ｄ艺术品

２６ 把天才分为生就的天才——— “自然天才 ”和 “造就的天才 ”。 （　　 ）

　Ａ阿勃拉姆斯　 Ｂ艾迪生

　Ｃ莫扎特　 Ｄ荷马

２７ “曲高和寡 ”、 “知音难求 ”，反映了接受主体与作品之间的 （　　 ）

　Ａ矛盾　 Ｂ鸿沟

　Ｃ不一致　 Ｄ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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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接受者在解读形式符号过程中，根据符号的暗示而自身的主体意识重建 （　　 ）

　Ａ艺术品　 Ｂ意境

　Ｃ符号形式　 Ｄ意象

２９ 描述了艺术美的形象性和非概念性特征。 （　　 ）

　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Ｂ草上之风必偃

　Ｃ谁言一片红，解寄无边春　 Ｄ心胸旷大，志气高远

３０叔本华说： “国王与乞儿从窗口看夕阳，都没有功利性，都可以感到夕阳的美。”这种说

法 （　　 ）

　Ａ正确　 Ｂ有合理性

　Ｃ错误　 Ｄ未反映美的本质

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二、多项选择 题 （在 每 小 题 的 ５个 备 选 答 案 中，有 二 个 或 二

个以上的正确答案，请选出，多选或少选均不给分，每小

题 ２分，共 １０分 ）

１美学必须研究 （　　 ）

　Ａ审美意识　 Ｂ审美范畴

　Ｃ美学思想　 Ｄ人生价值

　Ｅ人生理想

２康德把美学研究从客观世界转移到主观世界，认为主观性是 （　　 ）

　Ａ个人的任意性　 Ｂ普遍性

　Ｃ主观上的合目的性　 Ｄ客观性

　Ｅ特殊性

３关于艺术丑的含义是 （　　 ）

　Ａ指艺术作品的内容虚假、腐朽，技巧伪劣

　Ｂ艺术作品中反映丑的对象不等于艺术丑

　Ｃ艺术还指一种特殊形式的美，在园林艺术中山石以 “丑 ”为美

　Ｅ生活丑就是艺术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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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艺术丑也是对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肯定

４意象、意境在本质上是 （　　 ）

　Ａ虚拟的　 Ｂ审美的

　Ｃ真实的　 Ｄ物质的

　Ｅ意识的

５席勒认为，要构成完美的人生，需由 的统一。 （　　 ）

　Ａ美育　 Ｂ美感

　Ｃ智育　 Ｄ感性

　Ｅ理性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

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三、名词解释 （每小题 ３分，共 １２分 ）

１ “美在形式 ”说

２悲剧性

３仿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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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艺术的审美功能

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四、简答题 （每小题 ７分，共 ２１分 ）

１美育的作用是什么？

２意象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３什么是美感的功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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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五、论述题 （第 １小题 １３分，第 ２小题 １４分，共 ２７分 ）

１试论意象的孕育过程。

２试述美感活动的表层心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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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美学原理标准预测试卷 （十 ）
（考试时间 １５０分钟 ）

题　号 一 二 三 四 五 总　分

题　分 ３０ １０ １２ ２１ ２７ 核分人

得　分 复查人

第一部分　选择题

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一、单项选择 题 （在 每 小 题 的 四 个 备 选 答 案 中，选 出 一 个 正

确答案，并将答案序号写在题后的括号内，每小题 １分，
共 ３０分 ）

１ “美是和谐与比例 ”的美学理论的提出者是 （　　 ）

　Ａ柏拉图　 Ｂ亚里士多德

　Ｃ毕达哥拉斯　 Ｄ伽利略

２美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是 （　　 ）

　Ａ五行说　 Ｂ唯物辩证法

　Ｃ形而上学　 Ｄ唯心主义

３ “劳动创造了美 ”出自 （　　 ）

　Ａ 《１８８４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 》　 Ｂ 《费尔巴哈论 》

　Ｃ 《反杜林论 》　 Ｄ 《资本论 》

４车尔尼雪夫斯基把生活中的美当成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提出 “美是生活 ”，反对

（　　 ）

　Ａ黑格尔的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说　 Ｂ狄德罗的 “美在关系 ”说

　Ｃ弗洛伊德的 “美在无意识的欲望 ”说　 Ｄ布洛的 “心理距离 ”说

５康德在 《判 断 力 批 判 》中 反 对 “美 是 完 满 ”说，而 他 所 说 的 “审 美 规 范 ”实 际 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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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　　 ）

　Ａ “移情说 ”的　 Ｂ “美在愉快 ”说的

　Ｃ “完满说 ”的另一种　 Ｄ距离说的一种

６布洛 “美在距离 ”的理论，认为距离有 “否定的、抑制性的 ”作用，即 （　　 ）

　Ａ距离使我们从事物的实际利害关系中超脱出来

　Ｂ在距离的抑制作用所创造出来的新基础上将我们的经验予以精炼

　Ｃ距离可以消除艺术作品的错误

　Ｄ距离可以增加审美的魅力

７李泽厚认为自然美的原因是 （　　 ）

　Ａ在于自然事物本身的属性

　Ｂ人类的主观意识加上自然物上的结果

　Ｃ由于 “自然的人化 ”，自然具有了社会意义

　Ｄ因为事物的典型性

８美是自由的形象， （　　 ）

　Ａ所有领域的美都应通过形象来体现

　Ｂ人的精神世界的美则无法通过形象体现

　Ｃ社会领域的美有一部分也无法体现形象

　Ｄ艺术美的一部分无法通过形象来体现

９构成形式美的物质材料各部分之间的组合关系，主要有比例与匀称 和反复与节

奏等。 （　　 ）

　Ａ多样与统一　　　　Ｂ匀称与平衡　　　Ｃ对称与匀称　　　　Ｄ对称与平衡

１０美感欣赏的个性特征，指的是 （　　 ）

　Ａ个人主义倾向　 Ｂ自由性

　Ｃ放荡无羁　 Ｄ理性思考

１１ 把崇高的范畴拓展到对人格的评价，开启现代审美意义上的崇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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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博克　 Ｂ朗吉诺斯

　Ｃ黑格尔　 Ｄ康德

１２ 认为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第一次作为悲剧出现，第

二次作为喜剧出现。 （　　 ）

　Ａ黑格尔　 Ｂ康德

　Ｃ马克思　 Ｄ恩格斯

１３我们将本体论范畴借用到美学中来，主要是讨论艺术的存在论，即艺术的 （　　 ）

　Ａ物质性　 Ｂ根本特性

　Ｃ二元性　 Ｄ存在方式

１４生活丑转化为艺术美的原因是 （　　 ）

　Ａ生活丑本身就是美的因素

　Ｂ丑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丑的事物

　Ｃ艺术形象既含有现实性因素，又含有创造性因素

　Ｄ艺术形象只含有艺术家的创造性因素

１５意象世界现实地生成于 （　　 ）

　Ａ物质实在层　 Ｂ图式层

　Ｃ接受者鉴赏时的心理活动中　 Ｄ形式符号层

１６集体无意识是一种心理学的假设，并没有足够的 （　　 ）

　Ａ社会学的根据　 Ｂ伦理学的根据

　Ｃ生理学的根据　 Ｄ心理学的根据

１７意境的两种艺术类型的最初提出者是 （　　 ）

　Ａ蔡元培　 Ｂ苏轼

　Ｃ杨慎　 Ｄ王国维

１８ 说明美的相对性。 （　　 ）

　Ａ “奇峰一见惊魂魄 ”　 Ｂ “美不常珍，恶不终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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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里仁为美 ”　 Ｄ “美之所在，虽污辱世不能贱 ”

１９艺术家具有艺术敏感首先在于艺术家具有特殊的 （　　 ）

　Ａ审美文化心理结构　 Ｂ审美眼光

　Ｃ审美价值　 Ｄ审美态度

２０人类的美感 （　　 ）

　Ａ是人的自然禀赋

　Ｂ是个性心理的自然流露

　Ｃ是在人的自然禀赋基础上经由社会历史实践的产物

　Ｅ是社会心理的个性化

２１西方美学史上最早专门讨论美的文章，是柏拉图 《文艺对话集 》中的 （　　 ）

　Ａ会饮　 Ｂ大希庇阿斯篇

　Ｃ理想国　 Ｄ斐德若

２２接受者在艺术欣赏中欣赏的审美对象，是他自己在解读文本基础上所重建的 （　　 ）

　Ａ审美价值　 Ｂ审美经验

　Ｃ艺术意象　 Ｄ物化

２３灵感是主体艺术状态对日常状态的 （　　 ）

　Ａ反映　 Ｂ超越

　Ｃ写照　 Ｄ说明

２４ 不属于缘情说。 （　　 ）

　Ａ诗以言志　 Ｂ情者文之经

　Ｃ情发而为辞章　 Ｄ辩丽本乎情性

２５下列观点正确的是 （　　 ）

　Ａ崇高是表现在作为 “艺术前的艺术 ”的古代的象征型艺术中的

　Ｂ崇高来自于恐惧和痛苦的消除，是痛感向快感的转变

　Ｃ崇高同一个人的道德情操和文化修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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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崇高是人的本质力量经由对象的震撼、压抑而获得的显现

２６审美意象最重要的特征是 （　　 ）

　Ａ感性　 Ｂ虚拟性

　Ｃ想象性　 Ｄ情感性

２７弗洛伊 德 提 出 的 受 本 能 冲 动 支 配 的 “快 乐 原 则 ”，是 人 的 感 性 要 求，这 是 美 感 的

之一。 （　　 ）

　Ａ社会基础　 Ｂ功能

　Ｃ作用机制　 Ｄ生理基础

２８ 不属于社会悲剧。 （　　 ）

　Ａ 《安娜·卡列尼娜 》　 Ｂ 《高老头 》

　Ｃ 《玩偶之家 》　 Ｄ 《哈姆雷特 》

２９艺术的本质体现于 （　　 ）

　Ａ意象　 Ｂ意境

　Ｃ物质实在层　 Ｄ意象世界

３０《红楼梦 》的审美价值远高于 《金瓶梅 》，是因为，二者虽都写男女间的关系， 《红 楼

梦 》 （　　 ）

　Ａ升华到了心理的品味和愉悦　 Ｂ重视生理感官的满足

　Ｃ得视性要求的描述　 Ｄ表现了原始的野性的呼喊

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二、多项选择 题 （在 每 小 题 的 ５个 备 选 答 案 中，有 二 个 或 二

个以上的正确答案，请选出，多选或少选均不给分，每小

题 ２分，共 １０分 ）

１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是 （　　 ）

　Ａ应当有专门的美学著作　 Ｂ有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

　Ｃ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独立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Ｄ有较大范围的影响　 Ｅ有较多的追随者和信奉者

２人的审美感觉的能力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 （　　 ）



美学原理标准预测试卷 （十 ）第 ６　　　　页 （共 ８页 ）

　Ａ生理结构上与动物不同　 Ｂ感觉的积累性和连续性与动物不同

　Ｃ通过种族的遗传不断得到发展　 Ｄ人类感官自然功能超过动物

　Ｅ对外界刺激的反应

３ 准确表达了美学家观点。 （　　 ）

　Ａ亚里士多德联系悲剧来谈丑

　Ｂ普卢塔克认为，现实中丑的东西经过艺术模仿是不能变成美的

　Ｃ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创造的和谐的美的宇宙里，丑不是主要的，它只是美的陪衬

　Ｄ鲍姆嘉登从感性认识的完善或不完善来区分美和丑

　Ｅ休谟认为丑不能进入造型艺术

４ 曾就美育与德育关系作过探讨。 （　　 ）

　Ａ休谟　　　　Ｂ席勒　　　　Ｃ韩非　　　　Ｄ商鞅　　　　　Ｅ墨子

５人是 “世界的美 ”，含义是 （　　 ）

　Ａ美既是自然现象，又是社会现象，但总的说来，人是自然社会中最美的

　Ｂ美是对人而言的　 Ｃ美诞生在自由性的审美体系中

　Ｄ美既是个人现象，又是社会现象　 Ｅ人为美而存在，美也为人而存在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

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三、名词解释 （每小题 ３分，共 １２分 ）

１艺术想象力

２表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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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意象思维

４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

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四、简答题 （每小题 ７分，共 ２１分 ）

１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为什么？

２为什么说 “美是自由的形象 ”？

３西方美学家对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有哪些基本思路？其各自的核心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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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五、论述题 （第 １小题 １３分，第 ２小题 １４分，共 ２７分 ）

１为什么艺术接受的核心是意象的生成？

４试论在审美活动中，知觉和表象是怎样实现对客观对象的转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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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原理标准预测试卷 （一 ）参考答案

一、１Ｂ　２Ｄ　３Ｃ　４Ｃ　５Ｂ　６Ｂ　７Ｄ　８Ｂ　９Ａ　１０Ｄ　１１Ｃ　１２Ｃ　１３Ｃ　１４Ａ　１５Ａ　１６Ｂ
　１７Ｄ　１８Ａ　１９Ｂ　２０Ｄ　２１Ｃ　２２Ｄ　２３Ｂ　２４Ａ　２５Ｄ　２６Ｂ　２７Ｄ　２８Ｃ　２９Ｂ　３０Ｃ
二、１ＡＢ　２ＢＥ　３ＣＤＥ　４ＡＢＣ　５ＢＣＤ
三、１是德国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提出的著名命题。他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认为只有理念才是美

的，而且美的理念要获得一种感性的显现，要表现为一定的感性形象，才成为美。
２审美范畴是人们在长期审美活动中形成的、能帮助人们认识和掌握审美现象的一些使用最普遍、最基本

的种类概念。主要有崇高、优美、悲剧性、喜剧性和丑等。
３符号说是当代美国女哲学家苏珊·朗格提出认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是一种非逻辑非抽象的符

号，具有表现情感的功能；艺术符号所表现的情感不应是个人瞬间的情绪，而应表现一种人类普遍 情 感 或

情感概念，它能展示人的经验的、情感的、内心生活的 动 态 过 程，即 人 的 “生 命 形 式 ”，能 表 现 出 人 类 的

情感和 “生命形式 ”的内在本质。
４灵感是艺术家在意象创造中，由 于 各 种 心 理 机 制、功 能 处 于 高 度 协 调 的 自 由 状 态 而 突 然 生 成 的 精 神 昂

奋、注意集中、情绪激动、想象力空前活跃的一种思维活动的境界。
四、１答：美感作为一种特定的感觉符合感觉的基本特点，这就是：
（１）美感是客观的美的刺激和主 观 对 美 的 反 应 这 两 个 方 面 构 成 的，对 象 首 先 以 审 美 的 特 征 对 感 官 进 行 刺

激。
（２）美感同样离不开刺激感觉的光、色、形、声、味、气息和触等这样一些永远在变化的形式因素。
（３）美感体现了人在审美活动中的主导意向。
２答：丑是近代精神的产物，原因是：
（１）近代自然科学发达，一方面打破了上帝创世的神话，另一方面也打破了理性万能的看法。人开始正视

自身的反人性的本质力量，正视自己本质的丑的一面。
（２）１９世纪和 ２０世纪都是 “英雄 ”辈出的时代，但也是人类遭灾受难的时代。人们内心传统的美的殿堂

遭到摧毁，而把丑当作新的桅杆树立起来。
（３）２０世纪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出现了种种畸形和矛盾：一方面生产高度社会化；另一方面生活又高

度个人化、孤独化。在冷漠的世界中，人们要求感情和心灵的刺激。在这 方 面，丑 更 胜 于 美。这 样，为 了

刺激，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人们就宁愿追求丑，因此丑成为近代精神的一种产物。
３答：意境与意象的主要区别在于：
（１）虽然两者都有主客、物我、情景浑契的结构，但它们所达到的层次、深度不同。意象主要指审美的广

度。意境则主要指审美的深度。意境深邃，意象广阔。
（２）意境是意象的升华，它是主体心灵突破了意象的域限 所 再 造 的 一 个 虚 空、灵 奇 的 审 美 境 界。 “境 生 于

象外 ”，意象是 “意 ”紧紧依托着 “象 ”，只有当 “意 ”突 破 “象 ”的 束 缚，向 哲 理 性、终 极 性 升 华 时 才

逼近了 “意境 ”。从意象走向意境，是从有限走向无限，从 形 而 下 的 外 观 走 向 形 而 上 的 感 悟；意 境 不 能 离

开意象而独立存在，但又必须超越意象方能达到；意象以个别，特殊为特征形态，意境 则 通 向 一 般，有 普

遍性。
（３）在中国文化中，意象属于艺术范畴；而意境则指的是心灵时空的存在与运动，其范围广阔无涯，与中

国人整个哲学意识相联系。
五、１答：艺术品的基本层次结构可划分为四层：物 质 实 在 层、形 式 符 号 层、意 象 世 界 层、意 境 超 验 层。
其功能和关系分析如下：
①物质实在层指艺术赖以在时空中存在的物质实体和媒介。它是就艺术品首先作为物质实体，是由各种 物

质材料构成的存在而言的。艺术品的生产和消费需要一些相对稳定的物质载体和媒介，但这些并不等于 艺

术品的本体存在，仅仅是本体存在一个不可缺少的必要前提或构成因素。人们对艺术品的审美知觉始于 这

些实在的载体，有时甚至不同质料及其不同组合，也会给人不同的审美感受。故一定条件下，物 质 实 在 层

本身也有助于审美意象的创造与传达。
②形式符号层是艺术品的第二层次。是艺术品的直接性物质存在。在艺术品的结构中，有时有其独 立 的 审

美价值。但它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它直接指示、负载着艺术的意象世界。形式符号层指示、负载 意 象 的 功 能

远大于其独立的审美价值。在艺术品的结构中，形式符号层是引导审美主体进入真正殿堂的第一 层，也 是

艺术品动态结构中一个外在过渡层次。没有这一层，整个艺术品就失去依托。但若只注意这 一 层，忽 视 这

一层次后丰富的意象世界，艺术品的结构使会变得残缺不全。
③意象世界层是艺术品结构中的核心层次。物质实在层仅仅是艺术品在物理时空中的存在层次，形式符 号

层则是艺术品由物理时空向心理时空存在转化的过渡层次。但艺术品的精华在于它有自己独特的中 心———
审美意象，这种审美意象是艺术品的一个更高级、深入的层次。艺术意象从物理时空向心理时空跨 越 的 结

果是艺术品的纯然精神性存在。意象世界只潜在地存在于形式符号层中，而现实地生成于接受者鉴赏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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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活动中。但它却确实是艺术品动态结构中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层次。艺术品的审美物质的价 值 集 中

体现于此。
④意境超验层是意象世界背后所蕴含的富有形而上的人生哲理意味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超越人类特定经验

领域的形上至境。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一是人生境界而言，一是就艺术品本身的内涵而 言。意 境 超 验

层是以意象世界层为中介的，没有意象的导引，意境就根本无从谈起。
从物质实在层到形式符号层，到意象世界层，再到意境超验层，艺术品一层层走向了纵深。艺 术 品 是 一 个

动态的、开放的、不断生成的结构系统，又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其中各个层次 互 相 联 系，相 互 依

凭，层层相衔，环环紧扣，缺一不可。它们只有在整体的结构系统中才有其存在价值与 各 自 的 地 位，离 开

了整体，每一单个层次都毫无意义。
２答：从现当代西方美学的发展趋势来看，探 讨 美 的 本 质 无 法 采 取 简 单 化 原 则，无 法 给 美 下 单 一 性 定 义。
为了在美的可定义性问题上实现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追求，可以采取集合化的方式，以由几个具有逻辑联 系

的子命题所组成的命题群来对美的本质加以界定。即：
（１）人是 “世界的美 ”。这一命题是说，美离不开人，美是 对 人 而 言 的，美 是 在 人 对 现 实 发 生 审 美 关 系 的

过程中产生的。 “世界的美 ”不在于自然而在于人。因此，美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
（２）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正因为美离不开人，因而美的本质也离不开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决定了

美的本质。而人总是在生活实践活动中把自身的本质力量在客观现实中显现出来，使现实成为人自己的 本

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这就意味着 “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
（３）美是自由的形象。既然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所以凡是美都是形象，抽象的人的本质概念不能

成为美，人的本质只有转化为具体的生命力量，在 “人化的自然 ”中实现出来，对象化为自由的形象。这

时才美，所以美是自由的形象。
（４）美在创造中。因为宇宙在创造中，人生在创造中，美自然也在创造中。而且，美的创造并不是某种固

定的实体所致，它是多种因素的积累，是多层积累的突创。
以上 ４个命题是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的，它们组合在一起，涵盖了美的本质。

美学原理标准预测试卷 （二 ）参考答案

一、１Ａ　２Ａ　３Ｂ　４Ｃ　５Ｃ　６Ｂ　７Ａ　８Ｃ　９Ｃ　１０Ｂ　１１Ａ　１２Ａ　１３Ｃ　１４Ｄ　１５Ａ　１６Ｄ
　１７Ｂ　１８Ｃ　１９Ｂ　２０Ｄ　２１Ａ　２２Ｃ　２３Ｃ　２４Ｄ　２５Ａ　２６Ｂ　２７Ａ　２８Ｂ　２９Ｃ　３０Ａ
二、１ＡＢＣＥ　２ＡＢＤ　３ＢＣＥ　４ＡＣ　５ＡＢＣＥ
三、１美感是人们对美的感受、体验、观照、欣赏的评价，以及由此而在内心生活中所引起的满足感、愉

快感和幸福感，外物的形式契合了内心的结构所产生的和谐感，暂时摆脱了物质的束缚后精神上所得到 的

自由感。
２意象的物态化指先把意象的心理层次牵引出来，赋予一定的形式符号，使之以具有感性物质外观的形态

显现出来，如用线条、色彩、图形、文字、语言、节奏、旋律等形 式 符 号 来 显 现 意 象，这 就 是 物 态 化，是

从意象走向艺术的实存的第一步，使意象具有物象的形态，但还非物质实存。
意象的物化指直接运用物质手段，使意象在物质实在意义上得到凝定，用画笔、颜料等将 之 具 形 式 符

号的意象固定在画布上，用舞台、布景、道具、灯光与演员的表演，将戏剧、舞蹈意象呈现出来，用纸张、
铅字等将文字化的文学意象凝立下来。

意象经过物态化和物化，使构成现实的艺术品、形式符号和物质实存便是意象物态化和物化的 直 接 结

果。
３艺术敏感，主要是指主体感受生活、欣赏艺术、体验和孕育意象的敏锐性和悟性，天才的敏感是指这种

感受体验的细致、快捷、丰富和深刻。
４美是多层累的突创是关于美的创造的学说，认为美的创造不是某种固定的实体所致，而是多种因素的积

累，是一种多层累的突创。基本含义是 （１）从美的形 成 来 说，它 是 空 间 上 的 积 累 与 时 间 上 的 绵 延，相 互

交错，所造成的时空复合结构； （２）从美的产生和出现来说，它具有量变到质变的突然变化，我们来还不

及分析和推理，它就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下子整个抓住了我们。
四、１答：中国当代美学家在美的本质问题上的争论形成了四种学说： （１）主张美是主观的，把美归结为

人的主观观念。以吕荧和高尔太为代表。 （２）主张美是客观的，认为物的形象的美也是不依赖于鉴赏者的

人而存在的，仅关系于客观文物本身的实质。主要以蔡仪为代表。 （３）主张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认为美是

客观的自然事物加上主观意 识 形 态 的 作 用，使 “物 ”成 为 “物 的 形 象 ”，这 时 才 有 美。以 朱 光 潜 为 代 表；
（４）主张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一方面认为美是客观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美离不开人类社会，美就

是客观的社会生活的属性。以李泽厚为代表。
２答：人的感觉能产生美感的主要原因是：
（１）人的感觉特别是视听感觉，能够与对 象 保 持 一 种 自 由 的 关 系，感 觉 的 自 由 性，是 产 生 美 感 的 重 要 原

因。



美学原理标准预测试卷参考答案第 ３　　　　页 （共 １２页 ）

（２）人的感觉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所以能够既是认识的器官，又是审美的器官。
（３）人的感觉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富有创造性的感性活动。
（４）与此相联系的，人的感觉还具有自由创造的想象力，从而把有限的感觉能力推向无限丰富的体验。
（５）人的感觉器官经过长期的训练和锻炼，从社会实践中获得了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感觉，并且使器官变得

灵敏，为人具有高度的审美能力奠定基础。
３答：美育转移人的心理气质和精神面貌是通过如下途径进行的：
（１）从生理的快感和兴奋，转移到心理的恬适和愉悦。
（２）从个别性的感受和形象，转移到普遍性的观照和沉思。
（３）从功利性的占有和享受，转移到超功利性的旷达和赏玩。
美感教育虽然属于精神和心理的范围，但它建筑在物质和生理之上，故可以以上物质和生理的角度来理 解

人的心理气质和精神面貌。
五、１答：艺术存在于从艺术创造→艺术品→艺术接受这样一个由三个环节组成的动态流程中，这个流程

是艺术存在的方式，展现了艺术的真谛。这三个环节的动态流程是一个整体系统，任何一个环节有 了 缺 陷

或发生了障碍，艺术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也就无所谓艺术了。
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过程是艺术存在的三环节中第一个也是首要的一环。因为没有艺术家的创造不可能有艺

术品，艺术也根本就不存在。可是，光有艺术家的创造还是不够的，因为只有接受者的欣赏活 动 才 能 赋 予

艺术以生命。艺术才能获得现实存在的意义。所以，二三两个环节也缺一不可。克罗齐把艺术 的 本 体 存 在

仅仅归结为艺术家直觉创造的 “心象 ”。但 实 际 上，艺 术 家 在 表 达 自 己 心 象 的 过 程 中，艺 术 符 号 形 式 的 组

织，包括技巧的运用，乃是形式意象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没有传达、意象创造仍不 能 真 正 完 成，而 且

艺术家如果不把意象表达出来，即物态化和物化为艺术品，就无法达到交流、传播的目的，也 就 无 法 在 人

类社会和文化的历史中构筑成艺术现实即艺术的整体存在。同样，艺术接受也是非常重要的，每个 接 受 者

都有着自身的素质，他们带有自身的期待视界来欣赏艺术品，并在艺术品提供的意象框架基础上进行重 建

与再创造，发展丰富艺术的意象世界。可见，艺术不只存在于艺术家的意象创造中，而且也必 定 存 在 于 艺

术家意象的物态化表达———艺术品中，还存在于接受者的欣赏活动中。因此，克罗齐 的 艺 术，即 直 觉 说 在

本体论上是片面的、残缺不全的。完整地说，艺术存在于上述三环节动态的全过程。
２答：实践特别是人在劳动过程中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不仅是人类诞生的必要条件，也是美感产生的必要

条件。
①人源于动物，与动物有一定联系，具有兽性，又不断地力图超越兽性，发展成人性，其 关 键 在 于 学 会 了

制造和使用工具。
②人通过制造工具对内具有自我意识，确认主体世界，对外发现客观规律，确立了客 观 世 界。同 时，人 也

通过使用工具的劳动实践创造了美。即把主体的意识灌注到客体的对象中去，从而使对象成为主体意识 的

自我实现，或者对象化，这就是美。美感是在劳动实践在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同时产生的。
③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同时，人从观照和欣赏对象到自我的创造，都感到了自我不同于动物并超越 动

物的本质力量。此时人从对象中观照和欣赏所得到的，就不仅仅是物质实用上的满足，同时也是心 理 上 的

和精神上的满足，于是美感就产生了。
④从猿到人的关键性一步是工具的制造和使用，而人类美感的产生也同样开始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是 由

动物的快感进化而来的。动物仅具有对环境适应来产生快感，而人则有意识地改造环境，能动地使 用 环 境

适应自己的需要。此时人不仅具有与动物的一样适应环境的快感，而且具有欣赏周围世界的美感，人 类 的

性选择也是这样上升为只有人类才有的社会性的高贵的情感活动。因此，人类的美感，来源于动物 性 的 本

能，都超越了动物性的本能，正是这种对自己生产和生殖活动所采取的观赏的态度，使得美感超越 了 物 质

的生理的需要，而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心理和精神的需要。
⑤随着人类制造工具的进一步发展，人们逐步能把生命的创造力量和本质力量，自由地在客观对象中展 现

出来，既感受到自我与外界的和谐，又感受到了自我的解放与自由。这时，人已经是充 分 发 展 了 的 人，真

正自由的人，人的美感也才能称得上成熟的美感。

美学原理标准预测试卷 （三 ）参考答案

一、１Ｂ　２Ａ　３Ｄ　４Ｃ　５Ｃ　６Ｃ　７Ａ　８Ｃ　９Ａ　１０Ａ　１１Ｃ　１２Ｃ　１３Ａ　１４Ｃ　１５Ｂ　１６Ｂ
　１７Ｄ　１８Ｃ　１９Ａ　２０Ｂ　２１Ｂ　２２Ｂ　２３Ｃ　２４Ｂ　２５Ｃ　２６Ｄ　２７Ｂ　２８Ｃ　２９Ｄ　３０Ｂ
二、１ＣＤＥ　２ＡＢＣＤ　３ＡＣ　４ＢＤＥ　５ＣＤ
三、１美育：就是当我们对审美对象进行感受、欣赏、评析和判断等审美活动时，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会

受到感染、熏陶，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变 化，从 而 不 仅 在 审 美 能 力 和 审 美 情 趣 上 得 到 了 提 高，受 到 了 教 育，
而且在人的气质、精神面貌上，也得到了提高，受到了教育。
２有意味的形式：２０世 纪 英 国 美 学 家、艺 术 鉴 赏 家 克 莱 夫·贝 尔 认 为，艺 术 的 本 质 在 于 “有 意 味 的 形

式 ”。所谓 “形式 ”，就视觉艺术而言，指由线条和色彩以某种特定方式排列而组合起来的纯粹的关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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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通过形式组成的画面所可能有的指示、意义、记录的信息、传达的思想以及教化作用等现实生活 的 内 容

全部排除在外；所谓 “意味 ”，贝尔认为乃是这 种 纯 形 式 背 后 表 现 或 隐 藏 着 的 艺 术 家 的 独 特 的 审 美 情 感，
审美情感是意味的唯一来源。艺术就是艺术家创造、能激发观赏者审美情感的纯形式，是美 的 结 构，也 即

“有意味的形式 ”。
３艺术丑：艺术丑作为艺术美的对立面，是对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的否定，它与生活丑不同，而且艺术作

品反映丑的对象不等于艺术丑。艺术丑指的是艺术作品的内容虚假、腐朽，技巧伪劣，也指技巧上的失败。
另外，艺术丑还指一种特殊形式的美，如园林艺术中的山石以 “丑 ”为美。
４心理距离说：是西方现代美学中有影响的美的本质理论之一，认为美产生与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保持的

适当的心理距离，否认美的客观存在。其代表人物是布洛。
四、１、意象的主要类 型 是： （１）仿 象。是 主 体 通 过 模 仿 对 象 世 界 的 形 态 创 造 出 的 意 象，它 在 感 性 形 态、
具象上与对象相似，甚至非常逼真。这里， “主 体 ”有 意 退 居 幕 后，其 创 造 性 仿 佛 就 体 现 在 意 象 的 仿 真 性

上。 （２）兴象。是主体以客观 （对象 ）世界的物象为引导，给接受者提供借以触发情感、启动想象而完成

意象世界的契机，物象使 “感兴 ”得以发生，联想得以展开，在此基础上生成的 “象 ”便是兴象。 （３）喻

象。主体在客观世界摄取象征物，赋予其一定的象 征 意 义，以 此 种 方 式 形 成 的 意 象 便 是 喻 象。 （４）抽 象。
指创作主体经过自己的头脑加工，将客体提炼、升华，舍弃具象而代用一些纯粹的形式符号来唤起 读 者 审

美情感的一种意象。
２审美活动中产生通感现象的原因是：首先，我们感受客观现实的美，不是从某一种感官出发，而是从人

的整体出发。其次，为了更好地更充分地欣赏美，一种感觉器官不够用，常常需要借助其他感 觉 器 官 的 帮

助和补充。再次，美感有时还借助于调动联想或想象的心理活动，由一种感觉器官过渡或扩大到另 一 种 感

觉器官。最后，各种感觉器官的交互作用，常常可以产生一种特殊的审美感受。
３人在生活中，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在生活中，因此，对人来说，生活就是美的，这符合生活的常识。但

“美是生活 ”的论断却不符合生活的辩证法。因 为 生 活 中 有 美 也 有 丑，我 们 无 法 说 凡 是 生 活 都 符 合 人 的 本

质，凡是生活都是美的。只能说美和人 们 的 生 活 具 有 密 切 的 联 系，人 们 就 在 自 己 的 生 活 中 塑 造 美 的 形 象，
美离不开人们的生活。但美与生活是不同的，美是构成美的东西之所以美的根本性质和普遍规律，因 此 不

能把生活和美等同起来。
五、１优美又称秀美、纤丽美、阴柔美、典雅美。作为美的范畴，亦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优美是

人类活动中目的和现实的一致，是真与善的统一，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它表现了人与自然的一种和谐关系，
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最先发现、最常见到的客观世界的一种审美属性。作为美的典型表现形态，优 美 的 本

质在于人与世界的和谐共存，是人对这种和谐状态的情感肯定，展示了主体和客体在实践中经过矛盾斗 争

所达到的平衡、统一的状态。优美的基本特征是和谐，具体表现在：
（１）优美是建立在人与客体世界的最终的和谐共存关系中。优美与崇高相反，它没有主客体斗争历程的痕

迹，不是以一方压倒另一方而达到统一，而是现实与实践、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交 融 无 间 的 相

对统一；是一个已经实现统一的形象实体，以比较单纯直接的形态表现了现实对实践的肯定。
（２）就整体而言，优美对象是内外关系的和谐，是外观形式与美的内容的相互协调，以及个体形态与普遍

内容完美有机的结合。优美的对象不呈现为激烈的矛盾冲突，而表现为矛盾双方的暂时相对静止 状 态，要

求用舒缓、轻柔、渐次、淡雅、精致、圆润等 形 式 表 现 出 来，体 现 均 衡、对 称、比 例 协 调 等 特 点。因 此，
优美的事物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总是互为表里、和谐完美地展示着美的形式的自由本质，从而 达 到 交

融无间、浑然一体、和谐统一。
（３）优美的事物在感性形 式 方 面 多 具 有 小 巧、柔 和、精 致、轻 盈、秀 雅、圆 润 等 品 格。无 论 在 自 然 领 域、
社会领域、艺术领域，优美都体现了柔和、宁静的特色，展现了和谐的审美特征。
２意象的生产意味着艺术家心中的意象得到物态化和物化的表达。在这个阶段中，艺术意象进一步完善并

获得形式符号和物质实体，使艺术品最终得以产生。这里，生产具有双重涵义：它既有生命孕 育 分 娩 的 意

思，即事物的从无到有，存在的由隐到显，同时又有工艺制作、生产之义，这两种意义都 与 艺 术 品 的 生 产

有关。
（１）意象的从无到有就是要将主体在酝酿中的隐藏才深层潜意识的的意义明晰化，把散漫的、不可把握的

感觉整合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这个整体就是艺术意象的整体。这里艺术家的主体意识得到充分发 挥。它 主

要运用意象思维将意象酝酿推向完成完整的作品。而艺术品的产生就是意象的完善整合的表现，标志着 艺

术家艺术家意象创造的终结。
（２）意象的从无到有，还在于 意 象 的 意 义 内 容 在 “无 ”的 运 动 中 最 终 获 得 外 在 形 式 符 号，转 变 为 “有 ”。
意象并不仅仅是一种意义，这包括 意 义 和 意 义 存 在 的 时 空。意 义 能 借 感 官 加 以 把 握、得 到 体 验 才 是 意 象。
故而，当主体的意识活动还没有获得形式符号之前不能说意象已产生。而艺术品的产生，也就是意 象 的 意

义与符号形式的结合。
（３）意象的从无到有，没有物态化和物化的 实 在 形 式 是 不 可 能 实 现 的。这 在 抽 象 艺 术 中 尤 能 深 切 感 受 到。
中国书法家在创作前，活动在其心中的主体意识、情感是无法把握的，只有当它们在书法家笔下龙 飞 凤 舞

地展现时，其意象才骤然产生。这里意象的物态化和意象的生成是同步的，离开了物态化，也 就 没 有 了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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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此外，艺术意象的完成常与艺术品的形式符号和传媒质料有关。一个高超的艺术家是善于利用 它 们 达

到自身与形式、质料的统一无间的，从而使意象获得最佳的表达。
（４）艺术意象的创造与艺术品的 完 成 实 质 上 也 是 一 种 生 产。马 克 思 把 艺 术 生 产 看 成 是 精 神 生 产 的 重 要 形

式。因此，艺术意象的创造和生成也是一种生产过程。从艺术意象的孕育到艺术品的物态化 与 物 化，需 要

通过种种技巧与操作来完成，这就属于生产范围。艺术意象生产的完成就是艺术品的产生。艺术品 的 价 值

首先取决于凝定其中的意象；同时艺术品作为物态化的存在，为开启艺术之链的下一阶段提供可能。

美学原理标准预测试卷 （四 ）参考答案

一、１Ｃ　２Ｂ　３Ａ　４Ｃ　５Ａ　６Ｃ　７Ｂ　８Ａ　９Ｃ　１０Ｃ　１１Ｂ　１２Ｃ　１３Ａ　１４Ｂ　１５Ｃ　１６Ｄ
　１７Ａ　１８Ｂ　１９Ｃ　２０Ｄ　２１Ｃ　２２Ｄ　２３Ｄ　２４Ａ　２５Ｂ　２６Ａ　２７Ｄ　２８Ｂ　２９Ｂ　３０Ｃ
二、１ＡＢ　２ＢＣＥ　３ＡＢＣ　４ＡＣＤ　５ＢＥ
三、１移情说是西方美学中有广泛影响的美的本质论。它夸大移情的作用，把美的根源和本质归结为人的

移情，否定美的客观存在。它盛行于 １９世纪，曾经一度成为很有势力的一种美论，代表人物有立普斯等。
２丑是审美范畴之一，与美相对，具有与 美 相 反 性 质 的 事 物 的 属 性。丑 是 一 种 否 定 性 的 价 值，它 使 人 厌

恶、鄙弃、反感。丑的事物往往是违背自身发展规律，有碍于人生的，其外在的组 合 形 式 是 凌 乱 的，不 能

怡人的。丑的审美意义就在于可以以丑衬美，而且生活中的丑经过艺术家的灵心点化，可以转化成 艺 术 中

的美。
３模仿说是古希腊时人们界定艺术的普遍观点。柏拉图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理念，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

的模仿，艺术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艺术的本质因而是模仿的模仿，这种模仿也就是不真实的、虚幻的。
亚里士多德则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因而也就肯定了模仿它的真实性，以再现现实为宗旨的现实主 义

文艺可以说是模仿说的最高发展阶段。
４指美的事物和现象都是形象的、具体的，不 是 抽 象 的。美 是 人 的 本 质 力 量 的 对 象 化，凡 是 美 都 是 形 象，
能够被人的感觉直接把握。
四、１从事物的客观属性中探求美，其最大的合理性就在于抓住了美具有感性形式这一特点。其片面性主

要有三个方面： （１）脱离了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来谈美的本质。 （２）客观事物的感性形式是构成美的重要

因素，但不能保证符合 形 式 美 规 律 的 事 物 的 就 是 美 的，因 为 同 样 的 形 式 也 可 以 是 构 成 不 美 或 丑 的 因 素。
（３）认为在事物的形式特性的说法也不适合一切美的事物，尤其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诸多事物的美。
２美感中不仅要有感觉和情感、想象，而且必须要有理解。我们把审美活动看成是具有社会意义的精神活

动，那么，美感就不是一种单纯的感 觉，而 是 渗 透 着 有 意 识 的 理 解。理 解 对 于 审 美 特 别 是 艺 术 欣 赏 来 说，
是非常重要的。审美活动中的理解，有助于了解和熟悉所感受到的外界的符号和信息。审美活动中的理解，
还有助于领悟审美对象中的深层文化意蕴，甚至于领悟大自然的情调，也离不开从人文角度去理解。
３ （１）霍布斯的 “突然荣耀说 ”或 “鄙夷说 ”。认为喜剧性来自两方面，一是发现别人的欠缺，对别人缺

点的鄙夷，一是突然发现自己的优越，所以有荣耀感。
（２）“乖讹说 ”或 “预期失望说 ”。康德认为可笑的东西，是荒谬的、不伦不类的，常常出乎人的预料

之外，让人们的心理期待突然消失。
（３）生命的机械化。由柏格森提出。认为喜欢产生的原因在于动作、姿态、形体的机械化。
（４）“心理能量消耗的节省说 ”。由 弗 洛 伊 德 提 出 的。认 为 人 的 本 能 欲 望 受 到 厄 抑，厄 抑 到 无 意 识 之

中，喜剧性具有一种释放性的作用，让欣赏者发泄它们，使它们浮动在意识之中，得到满足。
五、１ （１）把美学问题与人类社会实际紧密联系起来。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在 谈 到 美 和 艺 术 的 起 源 时，高 度

强调了人类劳动实践所起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一再指出 “劳动创造了美 ”，认为宗教、家庭、国家、法、
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形态，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强 调 人 在 生 产 实 践

中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 （２）把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紧密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在 《手稿 》中把人

的本质规定为 “自由自觉的活动 ”，即劳动，与他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把 人 的 本 质 看 成 是 “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的提法表面上看似乎不一致，但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社会关系是在以物质生产劳动

为中心的一切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如果说这两种表述有所区别的话，那就是一个从本源上来论述人的本质，
另一个则是从现实表现上加以论述。因此，把美的本 质 与 劳 动 相 联 系，其 实 就 是 与 人 的 本 质 相 联 系。 （３）
马克思主义美学唯物、辨证地解决了美学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人是自 然

界的一部分，但又通过对自然界的改造确证自己作为人这一族类的特殊本质。人通过实践活动使自然打 上

人的印记，成为人化的自然。人能认识客观规律，并运用客观规律驾驭客体，达到与客 体 的 统 一。人 类 的

审美欣赏活动、审美创造活动都是主客体相契合、相融合的结果。 （４）马克思主义美学还渗透着巨大的历

史感。其对美学问题的论述都熟练地运用历史的眼光加以审视，处处贯穿着历史的观点，从而使他 们 的 美

学观点把历史与逻辑有机地结合起来，具有强大的理论力量。
２艺术意象的重建不只是艺术家创造的意象的简单复制，而是一个能动的再创造过程。艺术接受是艺术接

受者主体的意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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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艺术意象的再创造是审美对象在被接受过程中的现实生成。接受者不可能直接领悟到创造者的艺 术

意象，而是调动主体性因素对创造者提供的一个文本和形式符号进行意象的创造。那么，它的意象 重 建 就

是在文本的解读过程中的重建。而每个不同的接受者对文本的解读都是不同的，致使对文本意义的理解 都

有很大的主观性。所以，艺术的审美对象不是先在的艺术品，而是接受者在艺术的形式符号暗示和引导下，
由接受者主体性的参与而在接受者的心理活动中重建生成的艺术意象。
其次，艺术接受的主体性，源于接受者不同的 “期待视 界 ”。艺 术 接 受 者 受 到 主 体 潜 在 心 理 结 构、心 理 特

点的 “期待视界 ”的制约和引导，加之艺术品的符号与意义的特殊关系，使 “期待视界 ”在审美过程中具

有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和自由度。任何接受者对一件艺术品的欣赏都不可能完整地得到创造者的意象，这 是

由接受者的 “期待视界 ”的不同决定的。
再次，艺术品形式的结构，是一个特殊的结构。接受者对作品形式的解读具有时间性、延 续 性，他 在 这 一

时间的延续中展开主动的解读，进行重建意象的活动，并对作品形式结构不断进行期待、预 测、判 断 和 修

正。
最后，不但文学作品，一切艺术品皆然，其意象潜藏在复杂的结构系统中。艺术品只提供了一 个 较 为 模 糊

的、概括的总体形式架，接受者只有通过主体性的参与，填补图式结构中的空白，使其不确定 的 意 象 确 定

下来，才能重建起具体的意象体系。

美学原理标准预测试卷 （五 ）参考答案

一、１Ｃ　２Ｂ　３Ａ　４Ｂ　５Ｃ　６Ｃ　７Ｄ　８Ｃ　９Ａ　１０Ｄ　１１Ａ　１２Ｄ　１３Ｃ　１４Ｃ　１５Ｂ　１６Ａ
　１７Ｂ　１８Ｄ　１９Ｄ　２０Ｂ　２１Ｂ　２２Ｃ　２３Ｄ　２４Ｂ　２５Ｃ　２６Ｄ　２７Ａ　２８Ｃ　２９Ａ　３０Ｃ
二、１ＡＢＤ　２ＡＢＤ　３ＣＤ　４ＡＣＤ　５ＡＢＣ
三、１ “美在完满 ”说：西方关于美的本质的一种学说。其认为事物通过其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多

样统一的和谐关系，同它本身的概念或内在目的相一致，并同感受它的心灵形成和谐对应关系，就 是 完 善

的，也就是美的。代表人物有莱布尼兹、鲍姆嘉登等。
２所谓 “无我之境 ”，指创作主体的完全消失，隐在艺术意象的后面；而 “有我之境 ”中的 “我 ”则以强

烈的主观色彩明显地渗透于艺术意象中。
３喜剧性是审美范畴之一，与悲剧性相对，是一种重要的审美属性。它所引起的效果是美，是笑，但并不

是生活中所有的可笑的现象都具有喜剧性。对象以倒错、自相矛盾、背理等形式表现出来，从 而 引 起 人 们

发笑，喜剧性的笑不但是生理性的反映，更是一种心理反应，从中体现了一定的社会 意 义。因 此，从 本 质

上说，喜剧性就是以笑为手段，去否 定 生 活 中 的 不 协 调 的 形 式，从 中 肯 定 生 活 中 的 美 的 艺 术、社 会 现 象、
生活现象，乃至社会历史事件。
４载道说，较早可追溯到孔子；而唐代文学家、哲学家韩愈则加以完善。他认为，古文是为了宣传儒道而

存在的，并非是为了缘情。柳宗元认为，文章因道而贵，文章家因道而尊。这样，将文章置于道的约束下，
先道而后文，猛烈地抨击了无情而故意以矫情为文的风气。但载道说不符合艺术的发展规律，是片面的。
四、１从人的主观心意状态中探求美，使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深入到了人的主观精神世界，看到了美与人

的主观世界之间的关联，这是有合理性的。但这一求解路径会导致两方面的结果： （１）容易混淆美和美感

的区别。 （２）各人都会从各自 的 心 意 状 态 出 发 去 衡 量 美，甚 至 会 出 现 “趣 味 无 可 争 辩 ”的 情 形。如 此 一

来，美就丧失了衡量的标准。
２ （１）艺术家在意象中充分调动起自身经验中的 一 切 可 感 的 事 物、场 景、情 感，甚 至 难 以 捉 摸 的 情 绪 表

象，紧紧围绕其艺术感悟主旨而组合为整体艺术意象的能力，就是艺术想象力。在这种想象 中，由 艺 术 敏

感所激发的艺术意象逐渐得以发展、鲜明和形成。 （２）艺术想象力不同于日常的逻辑思维能力，它可以超

越逻辑，以艺术的感悟主旨为归，形成独特的 心 理 时 空 和 情 感 逻 辑，来 追 忆、引 发、整 和 心 理 意 象。 （３）
艺术想象力不仅可唤醒、引发丰富的形象、感受，更重要的是将其融合和整和。其基础就是主体感悟主旨。
因此，想象力在生产意象全过程中是最重要的、最有决定性的艺术创造力。
３丑作为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其美学意义在于： （１）丑是美的对立面，能以丑衬美。 （２）世 界 的 发 展

有待于丑的刺激，丑是刺激人们前进的一种重要动力。 （３）审 丑 历 来 都 是 人 们 审 美 活 动 的 一 个 重 要 方 面，
因此，历来的文学艺术都有表现奇丑怪异的杰作。 （４）现实生活中的丑，经过艺术家的灵心点化，可以转

化为艺术中的美，即 “化丑为美 ”，进而成为抨击丑的巨大的艺术力量。
五、１美育具有以下的特点：首先，它是感性的，是通过潜移默化而作用于人的，是一种感化。美育没有

任何形式上的规定和束缚，它只是 自 然 而 然，让 人 不 知 不 觉 地 接 受 教 育。其 次，美 感 教 育 是 非 常 愉 快 的，
不仅用不着强制和勉强，而且是心甘情愿的，乐而忘返的。其三，美感教育还是不可抗 拒 的，使 人 不 得 不

然的，从内心的情感的角度去打动人的。其四，这种美的愉悦性，不仅意味着消极地满足每一 个 欣 赏 者 的

个人情感生活，而且还意味着激励欣赏者满足自身独创性的需要。其五，美育与其他教育方 式 不 同，这 也

反映在美育的途径和方式上。它具有陶冶性情或泄身心的作用。既遵循客观规律又超越客观规律，起 到 调

节身心的矛盾，使之达到和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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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艺术品与非艺术品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在现代社会，两者的界限有日益模糊的趋势。 （１）两者相互转

化和渗透的可能性。一方面，经过审美加工和创造，非艺术的自然物和人工制品可以转化成 艺 术 品。另 一

方面，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向非艺术品领域渗透，拓宽艺术品的领地，增添艺术的门类和 品 种，并 使 人

类物质和精神生活富有艺术情趣和审美意味。 （二 ）在 实 践 中，当 代 审 美 文 化 的 发 展，也 已 经 广 泛 地 辐 射

到物质技术领域。物质产品除保持使用价值外，其审美价值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当代工艺品的范围 日 益 扩

大，工艺愈加精细，建筑艺术化倾向 越 来 越 明 显，许 多 物 质 产 品 兼 具 艺 术 品 的 功 能。如 上 海 的 扬 浦 大 桥、
东方明珠电视塔，将它们称为 “艺术品 ”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就这样慢慢地渗入非艺术领域，使许多物质

产品同时也有了艺术的品格，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同时因得到升华而更有情趣。

美学原理标准预测试卷 （六 ）参考答案

一、１Ａ　２Ｂ　３Ｄ　４Ａ　５Ｄ　６Ｃ　７Ｂ　８Ｂ　９Ｄ　１０Ａ　１１Ｄ　１２Ａ　１３Ａ　１４Ｂ　１５Ｄ　１６Ａ
　１７Ｃ　１８Ｂ　１９Ｃ　２０Ｃ　２１Ｂ　２２Ｄ　２３Ａ　２４Ｂ　２５Ｂ　２６Ｃ　２７Ｃ　２８Ｄ　２９Ｃ　３０Ｂ
二、１ＡＥ　２ＢＣＤ　３ＢＣＥ　４ＣＤＥ　５ＡＢＣ
三、１优美，又称秀美，是通常所说的狭义美，与崇高相对，是审美范畴之一。优美的审美对象 在 形 式 方

面一般都具有小巧、柔和、清新、秀 丽、细 腻、圆 润 等 特 征，在 内 容 方 面 一 般 都 不 呈 现 激 烈 的 矛 盾 冲 突，
而表现为矛盾双方的暂时相对静止状态。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上则表现为十分协调、和谐统一。优 美 是 最

易为人们所接受的美的形态，给人赏心悦目的愉快之感。
２想象是人们在外在对象和事物的刺激下，在头脑中对原有的记忆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的精

神活动过程。
３美感是人们对美的感受、体验、观照、欣赏的评价，以及由此而在内心生活中所引起的满足感、愉快感

和幸福感，外物的形式契合了内心的结构所产生的和谐感，暂时摆脱了物质束缚后精神上所得到的自由感。
４模仿说是古希腊时人们界定艺术的普遍观点。柏拉图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理念，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

的模仿，艺术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艺术的本质因而是模仿的模仿，这种模仿也就是不真实的、虚幻的。
亚里士多德则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因而也就肯定了模仿它的艺术的真实性。以再现现实为宗旨的 现

实主义文艺可以说是模仿说的最高发展阶段。
四、１美的形成和创造依赖于： （１）自然物质层，它决定了美的客观性质和感性形式； （２）知觉表象层，
它决定了美的整体形象和感情色彩； （３）社会历史层，它决定了美的生活内容和文化深度； （４）心理意识

层，决定了美的主观性质和丰富复杂的心理特征。
２喜剧性最显著的效果是引起人们的笑，喜剧性的笑有如下特征： （１）喜剧性的笑是人类才有的具有社会

性内容的心理现象。 （２）笑的感情必须与理智做出的是非判断无关，与强烈的憎恶之情不相容。 （３）笑要

有共鸣。 （稍加分析得满分，无则扣 ２分 ）
３作为中介，艺术品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１）他律性。艺术品就其中介功能而言，不是独立自足、自

在自为的，而是为他者存在，受他者制约的。因为：艺术品是为接受、欣赏者而存 在 的；艺 术 品 的 意 象 是

创作主体审美经验和心理创造的结果，其基本特征决定于创作主体；同时，它也受制于接受主体。 （２）形

式符号性。艺术品作为连接两个主体间的桥梁，是一种过渡性的存在，创作主体的审美经验和意象 创 造 要

传达给接受者需外化为特定的形式符号，凝定在一定的艺术品上。艺术品以形式符号的方式负载着艺术 意

象而成为沟通两个主体的纽带。 （３）开放性。艺术品作为中介，不能是封闭的，而只能是两头开放的，一

头向艺术家开放，一头向欣赏者开放。
五、１ （１）艺术丑是指艺术作品的丑，与艺术美相对应。艺术美是对艺术家的创造、智慧、力量的肯定，
艺术丑则是对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 否 定。衡 量 艺 术 作 品 的 美 丑 标 准 不 是 看 作 品 所 反 映 的 对 象 的 美 丑 性 质，
而是看艺术家怎样去表现对象。 （２）生活丑可以成为艺术描写的 对 象，这 是 艺 术 创 作 的 特 性 决 定 的。 （３）
艺术作品中反映丑的对象并不等于艺术丑。因为作品的美决定于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而形象的丑则是 体

现了客观对象的性质，是两回事。艺术家表现丑的对象时，由于所塑造的形象中体现了艺术家的创 造 性 劳

动，作品本身可以是美的。下面以 １７世纪西班牙画家 拉 斯 开 兹 所 画 的 《教 皇 英 诺 森 十 世 像 》为 例，说 明

艺术作品中反映丑的对象不等于艺术丑。教皇英诺森十世是丑的形象：那斜视的三角眼，紧缩而微 竖 的 眉

头，鹰勾形的鼻子，表现出教皇的阴险、狠毒与威严；正襟危坐，左手拿着签署的 纸 条，表 现 出 教 皇 的 权

势；座位上镶嵌的宝石、手指上闪光的戒指、法衣象征着财富……这一切构成了人物形象 的 丑，揭 露 了 客

观对象的丑的本质。但是作为一件成功的艺术作品却是美的。因为艺术美虽然来自生活，但艺术美 并 不 是

完全决定于作品所反映的对象是什么，而是决定于艺术家如何去反映对象，如何评价和表现现实中的美丑。
如果是在进步的审美思想指导下 去 揭 露 丑，那 就 是 从 反 面 肯 定 了 美。而 且，艺 术 家 在 反 映 现 实 丑 的 时 候，
并不是自然主义地再现一切丑的细节，而是着重刻画丑 的 本 质 特 征。 《教 皇 英 诺 森 十 世 像 》正 是 这 样 一 部

揭露丑的本质的作品，所以对作品中丑的形象的欣赏，实际上是对画家精湛技巧、创造智慧 的 欣 赏。这 说

明艺术作品中丑的形象可以显示出艺术美来，与艺术丑没有必然的联系。
２作为审美范畴之一的悲剧性与喜剧性相对，它是具有正面素质或英雄性格的人物由于坚持正义或积极进



美学原理标准预测试卷参考答案第 ８　　　　页 （共 １２页 ）

取，而与现实环境之间发生的冲突，冲突中正面人物因感性生命遭到摧残和毁灭而成就了精神生命的永 恒

价值，从而激起悲壮之情而使人们的心灵得以净化，精神得以提升，产生审美愉悦。但是由于时代的不同，
造成悲哀和痛苦的原因不同，因而悲剧性的性质和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西方悲剧性意识的历史演变经 历

了以下几个阶段： （１）命运悲剧。在古希腊的神话和悲剧中，认为人生的悲哀和痛苦，是由神支配的，先

天的，因而是无可逃避的命运。 （２）性格悲剧。文艺复兴以后，人由神本世界回到了人本世界，这时性格

悲剧取代了命运悲剧。 （３）社会悲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成了时代的主题，社会的不

合理给人造成了悲剧。 （４）叔本华，把悲剧从重大的社会矛盾推向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认为人生就是悲

剧。 （对 （１）、 （２）、 （３）、 （４）进一步加以阐述得满分，无则扣 ４分 ）

美学原理标准预测试卷 （七 ）参考答案

一、１Ａ　２Ｄ　３Ｂ　４Ｄ　５Ｃ　６Ｃ　７Ｂ　８Ｄ　９Ｂ　１０Ｄ　１１Ｄ　１２Ｂ　１３Ｃ　１４Ａ　１５Ｃ　１６Ｄ
　１７Ｂ　１８Ｃ　１９Ｄ　２０Ａ　２１Ａ　２２Ｄ　２３Ｃ　２４Ｃ　２５Ａ　２６Ｂ　２７Ｄ　２８Ｂ　２９Ｂ　３０Ｄ
二、１ＤＥ　２ＣＤ　３ＡＣ　４ＣＤＥ　５ＣＥ
三、１ “美是生活 ”说是关于美的本质的一种学说，认为美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生活才是美的本质。它是

由俄国 １９世纪现实主义美学家、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
２兴象是主体以客观世界的物象为引导，给接 受 者 提 供 借 以 触 发 情 感、启 动 想 象 而 完 成 意 象 世 界 的 契 机，
物象使 “感兴 ”得以发生，联想得以展开，在此基础上生成的 “象 ”便是 “兴象 ”。
３崇高是审美范畴之一，与优美相对。崇高是指对象以其粗犷、博大的感性形态，劲健的物质力量和精神

力量，雄伟的气势，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使人惊心动魄、心潮澎湃，进而受到强烈 的 鼓 舞 和 激 越，引 起 人

们产生敬仰和赞叹的情怀，从而提升和扩大人的精神境界。崇高是人的本质力量经由对象的震撼和压抑 而

获得的显现。
４意境主要是指运用艺术意象，在主客体交融，物我两忘的基础上，将接受者引向一个超越现实时空，富

有形体上本体意味的境界中。
四、１人的美感与动物的快感有着本质的区别。 （１）动物的快感，是在自己生命力发展的过程中，追求对

环境适应的一种感觉。动物的快感是本能性的，既无意识，也无自由，是它的种族的属 性，先 天 地 规 定 了

它们的行动。动物的快感只是它整个种族的特征，而不是个体动物的特征，因此，它与人类的 美 感 有 着 本

质的区别。 （２）人类的美感，不仅是一种种族的生理上的快感，而且是有个性的，是不同的人面对不同的

审美对象所产生的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享受。它以人的种族的自然禀赋作为基础，但决不只是 自

然的禀赋，而是在社会历史实践的 过 程 中，经 过 世 代 的 积 累，所 诞 生 和 形 成 起 来 的。这 种 人 的 本 质 力 量，
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
２审美欣赏活动与品味的差别在于：
（１）品味主要是一种官能上的享受，只要官能接受刺激，它在感觉上就会引起一定的定向反应。而审美欣

赏不同，它不仅是一种官能上的反应。而审美欣赏是一种精神上心理上的情绪反应。情绪反应没有定向性，
它要受人的主观情绪的影响。
（２）味是物理上的事实，虽然有时难以表达，但通过长期的实践，或通过物理化学的分析，总有一套经验

可遵循和传授。而审美欣赏却没有一些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物理规律。
（３）审美欣赏和品味，都具有主观的差异性。但是，品味上的差异是物质性的，以感官的刺激为前提，不

仅有限，而且固定。审美欣赏的差异是精神性的，它是个人本质力量的显现。
３在艺术意象的生产过程中，艺术操作一方面是意象生产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又赋予意象

以最终的形式符号，将意象孕育的成果物态化和物化为现实的可传达的艺术品。表面看来，艺术操 作 纯 然

是一种外在的技艺。实际不然，在艺术家准备表达、操作时，心中意象并不一定 已 非 常 清 晰、完 善，正 是

靠着表达和操作运动，艺术意象才逐渐鲜明、完整并得以最后定型、完成。因此，我们不 能 轻 视 艺 术 操 作

与技巧，它是意象孕育的继续与完成。
五、１ （１）艺术的首要功能是 审 美。意 象、意 境 在 本 质 上 是 虚 拟 的、审 美 的，以 意 象 世 界 作 为 核 心 的 艺

术品的首要功能只能是审美。艺术家创造艺术品，首要是创造意象，意象的生成，伴随着意识 创 造 的 全 过

程。艺术意象的最根本的特征是它来自实在的世界却追求虚拟的审美效应。接受主体在对待艺术品这一 精

神产品时，首要的态度只能是对意象的态度，在作品的意象的导引下、暗示下，主体不 断 重 构 意 象，趋 向

虚拟境界。这是一个超功利的、审美的过程，艺术在其中实现的也主要是其审美功能。同 时，艺 术 意 象 的

营构主要也是为了传达人类的审美经验，只有当人们欣赏艺术作品时，艺术品所负载的审美经验才得以 转

移与传递，艺术的审美功能才算实现了。
（２）艺术的多元功能须通过审美功能间接实现。艺术有许多非审美的功能，但这种功能只有通过审美功能

才能得以实现。因为艺术的核心是意象世界，艺术的种种非审美因素在作品中不能单独存在，只能 体 现 在

意象体系中，离开了意象，这种种因素就不再是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艺术的多元功能正是这些非 审 美 因

素在艺术欣赏过程中间接实现的。在鉴赏艺术意象过程中，审美经验的传达始终是最主要的，但也 不 排 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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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遣娱乐、认识效应、道德教育、思想启迪等功能同时发生。所以，说审美是艺术 的 首 要 功 能，并 不 是 说

艺术的其他功能只能在审美功能实 现 后 才 能 发 生。而 是 说 它 们 所 起 的 作 用 必 须 借 助 于 审 美 功 能 才 能 完 成，
因而其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
２我们认为美的创造是一种多层累的突创，其基本含义在于： （１）从美的形成来说，它是空间上的积累与

时间上的绵延，相互交替，所造成的时空复合结构； （２）从美的产生和出现来说，它具有量变到质变的突

然变化，我们还来不及分析和推理，它就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一下子抓住了我们。夏 夜 星 空 的 美，就

是各种因素层层积累而突创的结果。那么，夏夜星空的美是怎样创造的 呢？Ａ要 有 星 球 群 的 存 在，才 能 构

成满天的星斗。Ｂ要有黑夜的环境，才能使星球的光照射出来，这些 决 定 了 夏 夜 星 空 美 的 客 观 性 质 和 感 性

形式。Ｃ要有文化历史所积累下来的关于星空的种种神话和传说，这 些 星 球 的 美 才 富 有 更 多 的 意 蕴，因 为

人类的审美感觉既离不开历史的文化传统，又离不开社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它决定了美的生活内 容

和文化深度。Ｄ观赏星空的人，各自所具备的心理素质、个性特征和文化 修 养，更 会 使 他 们 在 观 赏 同 一 个

星空时，品味出不同的韵味和美。这是审美活动中主观方面的构成因素。夏夜星空的美是由以上各 种 因 素

和条件积累而成的，当各种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星空就会突然在我们眼前亮起来，成为美的 形 象，让 我 们

惊叹不已。

美学原理标准预测试卷 （八 ）参考答案

一、１Ｃ　２Ａ　３Ｄ　４Ｂ　５Ａ　６Ｂ　７Ｂ　８Ｄ　９Ｄ　１０Ｃ　１１Ｂ　１２Ｃ　１３Ｃ　１４Ａ　１５Ｂ　１６Ａ
　１７Ａ　１８Ｂ　１９Ｄ　２０Ａ　２１Ｄ　２２Ｄ　２３Ａ　２４Ｃ　２５Ａ　２６Ｃ　２７Ｄ　２８Ｃ　２９Ｄ　３０Ｃ
二、１ＡＢＣ　２ＣＤ　３ＢＣ　４ＡＢＤ　５ＡＤ
三、１意象： “意 ”，指主体在审美 （包括创作 ）时的意向、意图、意志、意念、意欲，表 达 的 思 想 情 感、
人生经验、审美理想、艺术追求等等； “象 ”，则指由 想 象 创 造 出 来，能 体 现 主 体 之 “意 ”，并 能 为 感 官 所

直接感受、知觉、体验到的非 现 实 的 表 象 （包 含 艺 术 抽 象 之 表 象 ）。 “意 ”由 “象 ”来 负 载， “象 ”由

“意 ”来充实，二者合为一体便是 “意象 ”。
２ “技 ”与 “道 ”： “技 ”是艺术操作的技能与技巧。 “道 ”是指艺术意象创造与传达过程中自由无碍、充

满生气的至高境界。
３ “美在愉快 ”说：是西方关于美的本质的一种学说，认为事物引起的人生理和心理的快感是美的真正本

质。代表人物有休谟等。
４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说由瑞 士 心 理 学 家 荣 格 提 出。荣 格 发 展 了 他 的 老 师 弗 洛 伊 德 的 “无 意 识 ”理

论，把 “无意识 ”分为 “个人无意识 ”和 “集体无意识 ”两 种，认 为 “集 体 无 意 识 ”是 由 遗 传 保 存 下 来

的一种具有人类普遍性的潜藏于意识深层的朦胧精神。艺术家正是在 “集体无意识 ”的驱动下进行艺术创

作的，艺术起源于集体无意识。
四、１答：意象是艺术存在的核心。艺术首先存在于意象世界及其流程之中。艺术活动的开端即由意象的

产生为标志。在艺术产品的 “创造—艺术品—接受 ”的流程中，贯穿始终并处于核心地位的是艺术创造阶

段艺术家意象的生成。艺术家的 “人心之动 ”就是意象的创造和生成。其中一个 “动 ”字包含着一个十分

复杂的精神活动过程。具体来说，这个过程又可分为意象的孕育与意象的生成两个阶段。
２答：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美以及美的规律。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学是艺术哲学，因

此其研究对象是艺术。第三种观点认为，美是研究的对象是美感经验，美学应以美感经验为中心去 研 究 美

和艺术。第四种观点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
３答：艺术品与非艺术品的区别在于：
（１）艺术品是人工制品而不是自然物；
（２）艺术品是精神产品，而不是物质产品；
（３）艺术品主要是意象思维的结晶，而不是抽象思维的成果。
艺术品与非艺术品的联系在于：
（１）经过审美加工和创造，非艺术的自然物和人工制品可以转化成艺术品；
（２）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向非艺术品领域渗透，拓宽艺术品的领地，增添艺术的门类和品种，并使人类

物质和精神生活富有艺术情趣和审美意味。
五、１答：创作主体意识中的审美意象，经艺术品的中介，传递到接受主体的意识中，经其再创造而获得

生命。由此可见，艺术意象始终只能存在于艺术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主体意识和审美心理活动中，存 在 于 这

两个主体的审美经验中。一旦创作主体进入创作状态，接受主体进入欣赏状态，艺术意象就在他们的心理、
意识中出现、形成并活动起来；一旦离开创作、欣赏，意象就在两个主体心理中 消 失。在 此 意 义 上，艺 术

意象只存在于主体 （创作和欣赏 ）的审美经验和活动中。它本质上属于人的心理活动范围，不可能脱离主

体的审美经验而独立存在。艺术品一方面作为创作主体的创作成果是其美经验和意象创造的形式符号化的

沉淀，另一方面又是接受主体借以激发审美经验，进行审美意象重建与再创造的中介与契机，它本 身 也 是

审美经验和意象的物态化和物化存在。一句话，意象属于主体心理、意识活动的动态时空范 围，属 于 主 体



美学原理标准预测试卷参考答案第１０　　　页 （共 １２页 ）

的审美经验范围，它的存在有赖于创造和接受主体的创造和滋养，没有主体，意象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样，
我们就从 “艺术存在于艺术品的意象世界中 ”前进了一步，获得了艺术存在方式的深层规定，那就是：艺

术存在于主体的审美心理活动和意识中。
２答：人的感觉能够产生美感，原因在于： （１）人的感觉特别是视听感觉，能够与对象保持一种自由的关

系。感觉的自由性，是产生美感的重要原因。它们不仅不完全沉湎于对象，而且能从对 象 中 超 脱 出 来，保

持一定的距离，以旁观者的态度对对象进行观照和欣赏。人的感觉之所以能产生美感，是因为它除 了 是 一

种自然的禀赋，还在于它在社会实践的历史发展中，超脱于物质的自然之外，能够以自由的观赏的 态 度 来

对待客观世界。 （２）人的感觉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所以能既是认识的器官，又是审美的器官。理性是通

过大脑的运作而产生的，由理性协调的感觉，已超越了动物的感觉，成为产生出美感的感觉。它 具 有 一 定

的选择性和主动性，所以它总是指向令人感到愉快的东西。 （３）人的感觉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富有创造性

的感性活动。它能把错综复杂而又混乱的世界，整合、创造成富有诗意的画面，产生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感。
（４）人的感觉还具有自由创造的想象力，从而把有限的感觉能力推向无限丰富的体验。这就超越了一般动

物的感觉能力。一般动物的感觉能力与感觉器官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始终受到感觉器官的局限。而 人 的 感

觉则与思维和意志结合在一起，具有了自由的想象力。美感从感觉器官出发，以整个世界为 对 象，其 中 充

满了自由的想象。 （５）人的感 觉 器 官 经 过 长 期 的 训 练 和 锻 炼，从 社 会 实 践 中 获 得 了 丰 富 性 和 多 样 性 的 感

觉，并且使得器官变得灵敏，为人具有高度的审美能力奠定了基础。人类通过社会实践产生了语言 和 其 他

物质符号形式，人类把感觉同这些符号结合起来，使得感觉从无意识的变成有意识的，从不自觉的 变 成 自

觉的。这时，经过教育和训练，人的感觉会变得非常熟练和有技术，从而便于审美的欣赏。

美学原理标准预测试卷 （九 ）参考答案

一、１Ｄ　２Ｂ　３Ａ　４Ｃ　５Ｂ　６Ａ　７Ｂ　８Ｄ　９Ｂ　１０Ｃ　１１Ｂ　１２Ｂ　１３Ａ　１４Ｃ　１５Ｄ　１６Ｂ
　１７Ａ　１８Ａ　１９Ｃ　２０Ｂ　２１Ａ　２２Ａ　２３Ｂ　２４Ａ　２５Ｃ　２６Ｂ　２７Ｂ　２８Ｄ　２９Ａ　３０Ｃ
二、１ＡＢＣ　２ＢＣＤ　３ＡＣ　４ＡＢ　５ＤＥ
三、１ “美在形式 ”说：西方关于美的本质的一种学说，认为美仅在于事物的形式特征，即事物外部诸因

素之间的和谐，忽视了事物内容的审美价值，如毕达哥拉斯学派。
２悲剧性：审美范畴之一，与喜剧性相对。概括人的审美对象中一种重要审美属性。它是具有正面素质或

英雄性格的人物由于坚持正义或积极进取，而与现实环境之间发生的冲突，冲突中正面人物因感性生命 遭

到摧残和毁灭而成就了精神生命的永恒价值，从而激起悲壮之情而使人们的心灵得以净化，精神得以提升，
产生审美愉悦。它与戏剧类型之一的悲剧及日常生活中的悲剧涵义是不同的。
３是主体通过模仿对象世界的形态创造出的意象，它在感性形态、具象上与对象相似，甚至非常逼真。这

里， “主体 ”有意退居幕后，其创造性仿佛就体现在意象的仿真性上。
４艺术的审美功能指凭借艺术意象、意境的感染力、诱发力、震撼力来使接受主体在获得美感的同时获得

审美愉悦，从而提高艺术素养，改善审美文化心理结构，拓展艺术鉴赏视野，增强艺术的想象力和敏感性。
四、１答：美育的作用体现在： （１）使 人 精 神 上 获 得 解 放 与 自 由，把 人 从 自 然 物 质 世 界 的 束 缚 中 解 脱 出

来，上升到精神的理想境界，进入一种顺任自然，与 天 地 同 体 的 和 谐 境 界。 （２）培 养 人 们 对 于 美 的 热 爱，
着重使人们审美感受的能力得到训练，鉴赏水平得到提高和创造力得到培养，最终使人的个性得到全面 而

充分的发展。 （３）激发个体的潜能，使 他 的 审 美 感 知 能 力 获 得 锻 炼，想 象 力 得 到 丰 富，理 解 力 得 到 增 强，
因而，进一步培养人的审美创造力。
２意象的基本特征是：
答： （１）虚拟性。虚拟性是现实性的反面，意象一经物态化和物化进入艺术品中，便成为艺术意象，也就

同时进入了非现实 （存 ）的层次。 （２）感性。是指意象可以为主体感官直接把握、感知、体验和接受的直

观性和具体性，主体不需经过自觉的理性反思，仅凭感觉便可直接感知到意象的存在，这就是意象 的 感 性

特征。 （３）想象性。审美意象是经过艺术家的意向和想象将 “意 ”与 “象 ”融合一体而构成的，它本身是

想象的产物，不同于普遍的直观表象和传统的人工表象或单纯的回忆表象。 （４）情感性。艺术意象的情感

性形成于艺术家创造意象的活动中。艺术意象中总是包含渗透着某种形态的情感因素，使意象具有强烈 的

感染力。
３答： （１）功利性本来是指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并满足一定的主观欲望，取得一定的利益。对于

美感，人们通常都强调它的非功利性的一面。美感的心理特征，就表现在它与世俗的利害感和功利 性 没 有

多少关系。审美欣赏之所以具有审美的教育作用，就在于它能使我们超越世俗的利害感和功利性，从 而 在

精神上提高一步。 （２）但是，美感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要，这本身也是一种广义的功利性。审美欣赏本身

是实践的产物，它是适应了人类的社会实践需要而产生的。从审美的发生看，审美活动本身就是实 用 活 动

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了一种主观的功利欲望。 （３）从文艺复兴开始，随着对人性的重视和对个性解放的

强调，反对审美的功利性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这种反功利性本身也是一种功利性。它要求 人 们 从 物 质

和道德的需要中解放出来，满足自我的精神需要，这就是一种功利性，因为自我不是孤立而是生活 一 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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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中。所以，审美欣赏的功利性内容和性质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但广义上却始 终 存 在

着的。
五、１ （１）意象的孕育，首先是艺术家实践的产物，是 艺 术 家 主 体 同 客 观 世 界 的 存 在 发 生 交 互 关 系、交

互作用而生成的。艺术家创造意象的过程，实质上是艺术家主体在与客观世界的存在发生相互作用时创 造

出一个新的精神性的 “对象世界 ”的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是艺术家主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另一方面

则是对象世界经艺术家加工改造的 “人化 ”或 “主体化 ”。
（２）作为艺术创造开端的意象的孕育，必然 是 以 主 客 体 的 相 遇 开 始 的。这 种 相 遇 是 主 体 与 客 体 的 感 性 的、
不期而遇、无法用逻辑解释的相互感动。此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因感动、感应而 引 起 内 在 情

感激荡的关系。光有 “感动 ”还不够，孕育意象需要艺术家具备一种 “虚静 ”的精神状态，以使主体与客

体、自然与世界的更好交流。
（３）艺术家的主体意识与世界相遇，在特定条件下，会撞出火花，引发艺术家的创作冲动。艺术家沉浸在

一种非功利、非认识的审美状 态 中，通 过 主 体 与 客 体、意 与 象、情 与 景、内 与 外、质 与 文 等 的 反 复 碰 撞，
相互交融，不断渗透，酝酿出艺术的意象，如孕妇十月怀胎，艺术意象在不断孕育中逐步成形。
２美感欣赏活动是主体对美的现象进行感受体验、观照鉴赏和评价，是在审美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心

理活动。审美欣赏的心理特征，是人类高级的心理活动的表现，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其 中，表 层 次 的 心 理

特征，属于表现形式，是审美主体直接面对审美对象时，所产生的一些特殊的心理活动。它包 括 以 下 几 个

方面的心理特征：
（１）形象的直觉性。心理学一般把人的认识分成三种方式：即直觉、知觉和概念。直觉是只有形象，而且

只注重于形象。审美欣赏的特点，就是直接与形象打交道。是审美主体面对审美对象时最初而又最 直 接 表

现出来的一种心理活动的形式。
（２）注意的集中性，这是审美欣赏时心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客体方面说，是把审美对象在心理上暂

时与周围的世界割裂开来，我们只注意这个对象，而把我们的思想感情都灌注到对象中去，从而达到 “神
与物游 ”的境界。此外，审美欣赏时的注意集中，是一种忘乎所以的自由享受，它是追求的不是抽象的概

念，而是形象的观照。
（３）感受的完整性。是指形象的有机整一性。每一个作为审美对象的形象，都是一个有生命的自成一个小

天地的整体。因此，我们必须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来欣赏。使作为整体的主体与作为整体的对 象，二 者 交 融

契合，形成了审美欣赏活动中感受完整性这一心理特征。
（４）想象的生动性。文艺创作离不开想象。欣赏美事实上也是一种想象的思维活动。想象的生动性同时体

现在音乐的欣赏活动中。因此，丰富多彩而又生动活泼的审美欣赏，主要是通过想象来完成的。

美学原理标准预测试卷 （十 ）参考答案

一、１Ｃ　２Ｂ　３Ａ　４Ａ　５Ｃ　６Ａ　７Ｃ　８Ａ　９Ａ　１０Ｄ　１１Ｂ　１２Ｃ　１３Ｄ　１４Ｃ　１５Ｃ　１６Ｃ
　１７Ｄ　１８Ｃ　１９Ａ　２０Ｃ　２１Ｂ　２２Ｃ　２３Ｂ　２４Ａ　２５Ａ　２６Ｃ　２７Ｄ　２８Ｄ　２９Ｄ　３０Ａ
二、１ＡＣ　２ＡＢＣ　３ＢＣＤ　４ＡＢ　５ＢＣ
三、１艺术想象力是指艺术家在感觉生活，孕育意象过程中展开想象、联想、幻想或意象思维的能力的程

度。
２表现说：西方 １８、１９世纪浪漫主义思潮，标榜 “自我表现 ”，冲破了 “模仿说 ”的罗网，表现说于是兴

起。表现说批评模仿说机械复制，强调艺术必须以表现主体感情为主。
３意象思维：属心理学 范 畴，是 通 过 想 象、幻 想、联 想 等 方 式 创 造 一 个 虚 构 的、非 现 实 的 意 象 世 界 来 超

越、否定或提高现实，它包括某些认识因素，但主要不属认识论范畴，它始终以 个 别、特 殊、具 体 的 感 性

意象为特征，它可以透过这些意象来呈现、暗示某种一般、普通的观念。
４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是德国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提出的著名命题。他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
认为只有理念才是美的，而且美的理念要获得一种感性的显现，要表现为一定的感性形象，才成为美。
四、１答：美学研究的对象当定位在：以艺术 为 主 要 研 究 对 象，并 通 过 艺 术 来 研 究 人 对 现 实 的 审 美 关 系，
进而研究各种审美对象、美感经验、审美意识、审美范畴和美学思想。
（１）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普遍存在着的客观现象，美学必须以它为出发点开展研究。
（２）美学还必须研究审美意识、审美范畴和美学思想，它们是人类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观念形态

的东西。
（３）美学应当以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由艺术所具有的一种重要特点所决定的。
２答： （１）美是人的本质力量 的 对 象 化，对 象 化 就 要 有 感 性 形 式，有 具 体 的 形 象，因 此，凡 是 美 都 是 形

象。虽然美都是形象，但 形 象 却 不 一 定 美。 （２）美 的 形 象 还 应 该 是 自 由 的 形 象，自 由 感 是 审 美 的 最 高 境

界。因为美的理想就是自由的理想，美 的 规 律 就 是 自 由 的 规 律，美 的 内 容 和 形 式 就 是 自 由 的 内 容 和 形 式。
（３）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的本质力量也离不开自由。因此，美是自由的形象。
３西方美学家对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有以下思路： （１）从事物的客观属性中探求美，把美看成某种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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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属性； （２）从客观的精神世界中探求美，把美看成理念； （３）从主观的心意状态中寻找美，把美归结

为人的某种主观的心意状态； （４）从事物之间的关系中探求美，认为美存在于客观事物本身包含着的某种

关系中； （５）从人类社会生活本身探求美，认为美存在于现实生活中； （６）从社会化了的人的审美实践活

动中求解美，认为劳动创造了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五、１答：艺术接受，本质上是一个意象 生 成 的 过 程。接 受 者 所 欣 赏 的 仍 然 是 艺 术 意 象，通 过 意 象 欣 赏，
接受者才能获得审美愉悦和艺术 体 味。必 须 指 出，艺 术 接 受 中 的 意 象 是 要 靠 再 生 成 的，而 非 直 接 传 递 的。
它需由接受主体意识运动所生成。艺术品本身并非直接的艺术意象，它是艺术意象的符号化和物 态 化。它

本身能给予艺术接受者的，还只能是艺术意象的符号形式。接受者要获得意象仍然要靠自身的主体意识 活

动去生成。与艺术创造者不同的是，接受者的意象生成的契机来源于艺术品。艺术品的符号与意义的关系，
导致了一个对符号的读解过程。符号形式提供了接受者藉以获得意象的潜在可能性或暗示的轨迹。艺术 品

这个中介，即启动了另一个与艺术家的意象创造同样重要的艺术再生成的过程。
接受者在读解形式符号的过程中，根据符号的暗示而由自身的主体意识重建意象。他虽然不可 能 完 全

获得来自于艺术创造者的原始意象，但不能完全脱离原有意象的基础，不是一个与艺术家创造的意象毫 无

机关系的新意象，二者这间基本是相通的。因此，意象的重建是艺术接受的核心问题，艺术接 受 中 意 象 的

重建实质就是艺术意象的重建。
２答：知觉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是概念在感性形象中的活动。但因为它始终离不开感情形象，所以它又

不是清晰的概念的认识。当感性形象从客观的物质存在转化为内心的印象或意象，变成内心的形象的时候，
便出现了表象。在审美活动中，知觉和表象把对象从客观转向了主观，并且使得人们能动地把自己 的 情 感

赋予了客观世界，使得客观世界变成了人化的世界。在审美活动中，知觉和表象是怎样实现对客观 世 界 的

转化的呢？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完形作用。是指人在知觉的瞬间，就把握客观事物完整的形象，在审美活动中，我们通过知觉和表象

来把握对象时，把握到的也是完形。知觉在整理和建构的过 程 中，不 仅 保 留 了 客 观 对 象 的 形 （即 “景 ”），
而且渗透了主观的以情感为中心的各 种 心 理 感 受。知 觉 与 表 象 在 美 感 活 动 中，就 是 要 发 挥 “完 形 ”的 作

用，创造充满了生命力的感觉形象。
（２）选择作用。知觉本身不是被动地反映客观世界，而是主动地选择客观世界。人的知觉是随着对客观世

界不同方面的选择，而构成不同的表象的。从而感受到千姿百态的的美，产生出无穷无尽的美感。
（３）意向作用。在审美活动中，选择是有一定的意向的。决定于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爱憎的情感，乃至特定

时刻的心情。有的意向是自觉的，有的意向则是不自觉的。
总之，知觉和表象是从现实生活通向审美世界的桥梁。人类的审美活动，是通过知觉与表象 的 桥 梁，从 感

性走向理性，从有限走向无限，从物质走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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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２０００年 （上 ）美学原理试卷及答案

（考试时间 １５０分钟 ）

题　号 一 二 三 四 五 总　分

题　分 ３０ １０ １４ ２０ ２６ 核分人

得　分 复查人

第一部分　选择题

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一、单项选择 题 （在 每 小 题 的 四 个 备 选 答 案 中，选 出 一 个 正

确答案，并将答案序号写在题后的括号内，每小题 １分，
共 ３０分 ）

１鲍姆嘉登认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 （　　 ）

　Ａ感性认识　　　　　　　　　　　　　　　　Ｂ审美意识

　Ｃ审美关系　 Ｄ知、情、意

２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于 （　　 ）

　Ａ１７２５年　 Ｂ１７３５年

　Ｃ１７４０年　 Ｄ１７５０年

３人与客观世界的审美关系属于 （　　 ）

　Ａ认识关系　 Ｂ伦理关系

　Ｃ精神关系　 Ｄ实用关系

４１９世纪中叶以前，哲学方法一直是美学研究的 （　　 ）

　Ａ主要方法　 Ｂ具体方法

　Ｃ次要方法　 Ｄ综合方法

５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是 （　　 ）

　Ａ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问题　 Ｂ美的规律问题

　Ｃ美感问题　 Ｄ美的本质问题

６在西方美学史上，最早提出 “理念说 ”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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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苏格拉底　 Ｂ柏拉图

　Ｃ普罗提诺　 Ｄ黑格尔

７ “美丽地描绘一副面孔 ”与 “一副美丽的面孔 ”分别指的是 （　　 ）

　Ａ自然美与艺术美　 Ｂ艺术美与自然美

　Ｃ现实美与艺术美　 Ｄ艺术美与现实美

８车尔尼雪夫斯基 “美是生活 ”的命题强调的是 （　　 ）

　Ａ艺术美高于自然美　 Ｂ自然美高于艺术美

　Ｃ美与生活的差异性　 Ｄ生活的辩证法

９李斯托威尔指出： “如果不是月亮、太阳和星星真的照耀着天空，我们决不会被灿烂的朝

霞、宁静的落日或者闪烁着光辉的神秘的夜所激动。”这段话所针对的美论是 （　　 ）

　Ａ美在理念　 Ｂ美在移情

　Ｃ美在关系　 Ｄ美在完满

１０在说明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一现象时，最合理的解释是 （　　 ）

　Ａ美在无意识　 Ｂ美在愉快

　Ｃ美在距离　 Ｄ美在形式

１１在美的观念上， “万美皆备于我 ”这种说法所体现的美学主张是 （　　 ）

　Ａ美是主观的　 Ｂ美是客观的

　Ｃ美是主客观的统一　 Ｄ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１２从动物的快感至人的美感进化历程的根本前提是 （　　 ）

　Ａ以模仿动物为美　 Ｂ工具的制造和使用

　Ｃ对祖先动物形象的反感　 Ｄ性的选择

１３ “燕山雪花大如席 ”所用的想象形式是 （　　 ）

　Ａ相似联想　 Ｂ接近联想

　Ｃ再造联想　 Ｄ对比联想

１４通感是 （　　 ）

　Ａ感官与心灵的沟通　 Ｂ情感的充分表现形态

　Ｃ感官间感受的相互挪移　 Ｄ美中的豁然贯通感

１５钱钟书的 “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 ”的比方，说的是审美中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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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感知　 Ｂ表象

　Ｃ情感　 Ｄ理解

１６想象得之在瞬间 （　　 ）

　Ａ与体验和修养无关　 Ｂ与体验无关但与修养相关

　Ｃ与体验有关但与修养无关　 Ｄ与体验和修养都息息相关

１７《庄子·达生 》中讲了 “佝偻者承蜩 ”的故事，说佝偻者 “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

唯蜩翼之知 ”，这可以用来说明直觉的 （　　 ）

　Ａ直接性　 Ｂ突然性

　Ｃ专注性　 Ｄ透明性

１８崇高与壮美的内涵在性质上 （　　 ）

　Ａ是一致的　 Ｂ有一些共同点

　Ｃ根本不同　 Ｄ差异很大

１９悲剧性冲突源于 （　　 ）

　Ａ正义与邪恶的矛盾　 Ｂ人物的过失

　Ｃ自然的灾难　 Ｄ日常生活的不幸

２０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主要是 （　　 ）

　Ａ命运悲剧　 Ｂ性格悲剧

　Ｃ心理悲剧　 Ｄ问题悲剧

２１艺术品与非艺术品的根本区别在于 （　　 ）

　Ａ艺术品是人工制品　 Ｂ艺术品是精神产品

　Ｃ艺术品用意象思维创造意象世界　 Ｄ艺术品主要传达人类的审美经验

２２美国哲学家苏珊·朗格提出了 （　　 ）

　Ａ艺术直觉性　 Ｂ艺术符号

　Ｃ艺术模仿说　 Ｄ艺术游戏说

２３模仿说对艺术的界定立足于 （　　 ）

　Ａ艺术本质角度　 Ｂ艺术价值角度

　Ｃ艺术起源角度　 Ｄ艺术功能角度

２４艺术品结构的最重要层次是 （　　 ）

　Ａ思想内容层　 Ｂ形式符号层



２０００年 （上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美学原理试卷及答案第 ４　　　　页 （共 ８页 ）

　Ｃ意象世界层　 Ｄ意境超验层

２５“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 《古诗十九首 》这段诗中意象

的类型是 （　　 ）

　Ａ仿象　 Ｂ喻象

　Ｃ兴象　 Ｄ抽象

２６艺术的最高追求是 （　　 ）

　Ａ创造有我之境　 Ｂ创造无我之境

　Ｃ创造有生命力的典型意象　 Ｄ创造有意境的意象世界

２７艺术存在的动态流程是 （　　 ）

　Ａ从艺术创造到艺术作品　 Ｂ从艺术创造到艺术接受

　Ｃ从艺术创造到艺术作品再到艺术接受　 Ｄ从艺术作品到艺术接受

２８美育之所以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主要因为它是 （　　 ）

　Ａ人生教育　 Ｂ思想教育

　Ｃ情感教育　 Ｄ智慧教育

２９我国第一次将美育正式规定为教育的重要内容的人是 （　　 ）

　Ａ王国维　 Ｂ蔡元培

　Ｃ鲁迅　 Ｄ毛泽东

３０美育的最终目的是 （　　 ）

　Ａ培养人的审美能力　 Ｂ培养人的创新能力

　Ｃ净化情感陶冶心灵　 Ｄ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二、多项选择 题 （在 每 小 题 的 ５个 备 选 答 案 中，有 二 个 或 二

个以上的正确答案，请选出，多选或少选均不给分，每小

题 ２分，共 １０分 ）

１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内容有 （　　 ）

　Ａ美的本质理论　 Ｂ艺术本质理论

　Ｃ美的规律理论　 Ｄ美和美感起源的理论

　Ｅ异化劳动与审美活动相互关系的理论

２ “美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这一观念，包括 （　　 ）

　Ａ美由多方面的原因与契机所形成　 Ｂ美在主客体交相作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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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美处于永恒的变化和创造中　 Ｄ美是诸多规定的综合

　Ｅ美是多样性的统一

３在审美关系中，人之所以为人，主要在于他有 （　　 ）

　Ａ社会性　 Ｂ精神性

　Ｃ自然性　 Ｄ物质性

　Ｅ历史性

４美感的深层心理特征包括 （　　 ）

　Ａ生理与心理的矛盾统一　 Ｂ个性与社会性的矛盾统一

　Ｃ具象性与抽象性的矛盾统一　 Ｄ自觉性与非自觉性的矛盾统一

　Ｅ想象与情感的矛盾统一

５人生天地之间的美的形态主要有 （　　 ）

　Ａ科学美　 Ｂ艺术美

　Ｃ自然美　 Ｄ社会美

　Ｅ技术美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

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三、名词解释 （第 １、２小题各 ３分，第 ３、４小题各 ４分，共

１４分 ）

１心理距离说

２丑

３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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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意象的物态化与物化

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四、简答题 （第 １、２小题各 ７分，第 ３小题 ６分，共 ２０分 ）

１怎样理解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２审美人生观有何基本内容？为什么在美的问题上要以人生为本？

３美育如何改变人的心理气质与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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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五、论述题 （第 １小题 １２分，第 ２小题 １４分，共 ２６分 ）

１试举例说明一般理解与审美活动中的理解的区别。

２请以李白的 《月下独酌 》为例分析艺术意象的审美特征。附： 《月下独酌 》原文：花间

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

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逸云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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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 （上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美学原理参考答案

一、１Ａ　２Ｄ　３Ｃ　４Ａ　５Ｄ　６Ｂ　７Ｂ　８Ｂ　９Ｂ　１０Ｃ　１１Ａ　１２Ｂ　１３Ａ　１４Ｃ　１５Ｄ　１６Ｄ　１７Ｃ　１８Ａ
　１８Ａ　２０Ｂ　２１Ｃ　２２Ｂ　２３Ａ　２４Ｃ　２５Ｃ　２６Ｄ　２７Ｃ　２８Ｃ　２９Ｂ　３０Ｄ
二、１ＡＢＣＥ　２ＡＢＣＤＥ　３ＡＢＣＤＥ　４ＡＢＣＤＥ　５ＢＣＤ
三、１是西方现代美学中有影响的美的本质理论之一，认为美产生于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保持的适当的心理距离，否认
美的客观存在。但它只看到美的欣赏和创造过程中的某些表面现象，因而并没有抓住美的本质。该理 论 的 代 表 人 物 是 英
国的布洛。
２丑是审美范畴之一，与美相对，具有与美相反性质的事物的属性。丑是一种否定性的价值，它使人厌恶、鄙弃、反感。
丑的事物往往是违背自身发展规律，有碍于人生的，其外在的组合形式是凌乱的，不能怡人的。丑 的 审 美 意 义 就 在 于 可
以以丑衬美，而且生活中的丑经过艺术家的灵心点化，可以转化成艺术中的美。
３崇高是审美范畴之一，与优美相对。崇高是指对象以其粗犷、博大的感性形态，劲健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雄伟的
气势，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使人惊心动 魄、心 潮 澎 湃，进 而 受 到 强 烈 的 鼓 舞 和 激 越，引 起 人 们 产 生 敬 仰 和 赞 叹 的 情 怀，
从而提升和扩大人的精神境界。崇高是人的本质力量经由对象的震撼和压抑而获得的显现。
４意象的物态化指先把意象的心理层次牵引出来，赋予一定的形式符号，使之以具有感性物质外观的形态呈现出来，如
用线条、色彩、图形、文字、语言等形式符号来显现意象，这就是物态化。这是从意象走 向 艺 术 实 存 的 第 一 步，使 意 象
具有物象的形态，但还非物质实存。
意象的物化指直接运用物质手段，使意象在物质实在意义上得到凝定，用画笔、颜料等将已具有形式 符 号 的 意 象 固 定 在
画布上，用舞台、布景、道具、灯光和演员的表演，将戏剧、舞蹈意象呈现出来，用纸 张、铅 字 等 将 文 字 化 的 文 学 意 象
凝定下来。
四、１答：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指人按照美的规律，按照对象的性质和特征，在对象中进行自我创造，从而把
对象塑造成美的形象。它包括 （１）作为主体的人要具有欣赏和创造美的本质力量。首先是指人的自然的物质属性、自然
的禀赋和能力、自然的情欲和需要，以及来自自然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但人除了上述自然的本质 力 量 外，更 是 具 有 精 神
的本质力量。 （２）作为客体的对象要具有审美的属性，能够把人的本质力量转化为颜色、声音等物质形式。 （３）作为主
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对象之间要发生相互转化和对象化的关系，人在审美活动中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全面地 在 对 象 世 界 中
展现出来。这说明美离不开人，因而美的本质也离不开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决定了美的本质。
２答：审美人生观的内容包括三个主要的方面： （１）人生的意识。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个人的心理意识和社会的心理
意识构成人类心灵中的深层次的结构，即人的生活应当是一种有意识的自由的类的生活。 （２）人生的反思与反悔。带有
审美意味的人生旨趣和追求，意味着人在立足于自己的生存和生活的同时，还应该以艺术家的精神气度 对 人 生 有 所 反 思
和反悔。 （３）人生的价值。美是人生的最高价值之一，它的价值的实现，其核心就显现为在整个人生过程中人对自身本
质力量的不断发挥、提高和丰富。
由于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美学研究的出发点，而审美关系的特点则在于人是作为整体、通过感觉器官 来 和 现 实 建 立 关
系，同时又是自由的、感情的关系。这样，人的本质力量在审美关系中全面展开的程度，在很大 的 意 义 上 受 制 于 人 的 生
存状况和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因此，在美的问题上以人生为本，并融入创造论的做法，有其 巨 大 的 理 论 合 理 性。在 现
代人文科学中，宇宙和人生的创造本质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基于上述审美人生观， “人生 ”应是思考美的问题的第一相。
把 “美 ”奠基在 “人生 ”与 “创造 ”的相位加以探寻，符合当代科学精神。所以，有关美的命题必将永恒的关涉人生和
创造的本质。
３、答：美育转移人的心理气质和精神面貌的途径是： （１）从生理的兴 奋 和 快 感，转 移 到 心 理 的 恬 适 和 愉 悦。 （２）从 个
别性的感受和形象，转移到普遍性的关照和沉思。 （３）从功利性 的 占 有 和 享 受，转 移 到 超 功 利 性 的 旷 达 和 赏 玩。 （对 上
述 ３条稍加分析给满分，没有的扣 ２分 ）
五、１答： （１）审美活动是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精神活动，美感不仅要有感觉和情 感、想 象，而 且 渗 透 着 有 意 识 的 理
解。审美活动中的理解，有助于了解和熟悉所感受到的外界的符号和信息，有助于领悟审美对象 中 的 深 层 文 化 意 蕴。特
别是对于艺术欣赏来说，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但美感中的理解，不是抽象的逻辑思维。而是理化为情，情又融于理。 （２）
钱钟书认为诗中的理性内容： “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现象无相，立说无说。”这是美感
中理解的特征，它与情感交融在一起，参与对对象的感性体验。 （３）苏珊·朗格则说 “艺术中抽象出来的形式不是那种
帮助我们把握一般事实的理性推理形式，而是那种能够表现动态的主观经验、生命的模式、感 知、情 绪、情 感 的 复 杂 形
式。”“艺术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对某种特殊的事物加 以 抽 象 的 处 理，使 它 以 某 种 具 体 的 形 式 呈 现 出 来。”这 就 说 明 审
美活动中的理解，显然与专讲逻辑道理的理性思维截然不同。
２答：意象是艺术品具有审美特质的根源，也是艺术品之所以成为艺术品的奥妙所在。而艺术意象之所以集中体现艺术
品的审美特质，是由它的基本特征决定的，这些基本特征是：虚拟性、感性、想象性和情感性。下面将结合李白 的 《月
下独酌 》加以分析： （１）虚拟性。虚拟 性 是 现 实 性 的 反 面，意 象 经 物 态 化 和 物 化 进 入 艺 术 品 中，便 进 入 了 非 现 实 的 层
次，可以任意地编造和虚构，即它可以表现现实世界中所没有的，所应有的，甚至不可能有的东西 而 不 必 是 符 合 实 存 的
现实，意象的非现实性就是虚拟性。在李白的 《月下独酌 》中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两句诗所描写的景物并非是
实存的，而经过主体创造性的加工———即虚构、虚拟，目的是为了表现一种凄凉孤独之感。 （２）感性，指意象可以为主
体感官直接把握、感知、体验和接受的直观性和具体性，主体不需要经过自觉的理性反思，仅凭感 觉 便 可 直 接 感 知 到 意
象的存在。在此诗中， “月亮 ”和 “影子 ”、 “酒 ”和 “花 ”都 是 无 需 分 析 就 可 感 受 到 的。这 就 是 意 象 感 性 特 征 的 体 现。
（３）想象性。审美意象是经过艺术家的意向和想象将意与象融合在一起构成的，它本身是想象的产物，不同与普遍的直
观表象和传统的人工表象或单纯的回忆表象。想象性是审美意象的最重要特征，也是艺术品超越现 实，具 有 虚 拟 性 的 内
在原因。在此诗中，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正是借助想象，将天上的月、地上的影子都比拟作人，使主客体、创作
者与接受者发生感情的交流和融合，让读者能切身体会到作者孤寂悲凉之感。 （４）情感性。它形成与艺术家创造意象的
过程中，情感与 “意 ”有密切联系，是艺术熔铸意象的重要动力和导引，并伴随着意象的全过程。总包含渗透着某种形
态的情感因素，是意象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作者通过 描 述 自 己 月 下 独 酌，在 “独 酌 无 相 亲 ”， “醒 时 同 交 欢，醉 后 各 分
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等诗句中表现了他浪漫率真的个性及独酌的凄凉孤寂之感，使整首诗豁达之中又含有无
限悲凉。尤其是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更被称为是传情的仙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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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２００２年 （上 ）美学原理试卷及答案

（考试时间 １５０分钟 ）

题　号 一 二 三 四 五 总　分

题　分 ３０ １０ １４ ２０ ２６ 核分人

得　分 复查人

第一部分　选择题

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一、单项选择题 （本大题共 ３０小题，每小题 １分，共 ３０分 ）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符合题目要求

的，请将正确选项前的字母填在题后的括号内。

１在艺术接受中，每个接受者所具有的先在的自身素质，被现代接受美学称为 （　　 ）

Ａ期待视界　 Ｂ选验图式

Ｃ主体经验　 Ｄ先见之明

２在艺术接受中，意象的重建过程主要在于 （　　 ）

Ａ读　 Ｂ悟

Ｃ观　 Ｄ品

３意境和意象的区别在于 （　 ）

Ａ意境是指审美的广度，意象是指审美的深度

Ｂ意境具有主客一体的特征，意象具有主客对立的特征

Ｃ意境属于形而上的领域，意象属于形而下的领域

Ｄ意境是一个艺术范畴，意象是一个美学范畴

４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诗经 》）这段古诗中意象的类型是

（　　 ）

Ａ仿象　 Ｂ兴象

Ｃ喻象　 Ｄ抽象

５现实主义艺术中的人物形象一般属于 （　　 ）

Ａ仿象　 Ｂ兴象

Ｃ喻象　 Ｄ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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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意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区别不是表现在 （　　 ）

Ａ前者主要是心理学范畴，后者主要是认识论范畴

Ｂ前者一般不使用抽象概念，后者需要运用抽象概念

Ｃ前者的目的在于求美，后者的目的在于求真

Ｄ前者的成果是精神产品，后者的成果不是精神产品

７从艺术起源的角度界定艺术的学说是 （　　 ）

Ａ符号说　 Ｂ表现说

Ｃ游戏说　 Ｄ教化说

８古人云： “粗绢恶扇，败人意兴 ”。在艺术品的层次结构中，造成这一现象的因素是

（　　 ）

Ａ物质实在层　 Ｂ形式符号层

Ｃ意象世界层　 Ｄ意境超验层

９下列美学家中不主张模仿说的是 （　　 ）

Ａ柏拉图　 Ｂ亚里士多德

Ｃ贺拉斯　 Ｄ席勒

１０孔子说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这里的 “乐 ”，体现了美育的

（　　 ）

Ａ形象性　 Ｂ愉悦性

Ｃ独创性　 Ｄ逻辑性

１１叔本华说： “国王和乞丐从窗口看夕阳，两者都可以感觉到美 ”。这是在强调 （　　 ）

Ａ美有绝对一致的评判标准　 Ｂ美的普遍性和超功利性

Ｃ审美是纯粹的知性活动　 Ｄ审美与社会地位毫不相干

１２最重要的审美途径是 （　　 ）

Ａ自然　 Ｂ社会

Ｃ人生　 Ｄ艺术

１３美学史上最早提出 “美在数的和谐 ”的美学家是 （　　 ）

Ａ毕达歌拉斯　 Ｂ苏格拉底

Ｃ柏拉图　 Ｄ亚是士多德

１４在朱光潜的美论中， “物 ”与 “物的形象 ”的不同主要是 （　　 ）

Ａ前者是客观的，后者是主观的

Ｂ前者是客观的，后者是主客观的统一

Ｃ前者是实在的，后者是虚幻的

Ｄ前者属于内容范畴，后者属于形式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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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与美学联系最为密切的学科当推 （　　 ）

Ａ哲学、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 Ｂ哲学、文艺学、心理学、伦理学

Ｃ哲学、教育学、现象学、文化人类学 Ｄ哲学、文艺学、阐释学、符号学

１６陶渊明认为，欣赏自然美景时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指的是 （　　 ）

Ａ审美的非功利性　 Ｂ审美的非自觉性

Ｃ审美的具象性　 Ｄ审美的个性

１７ “红杏枝头春意闹 ”在美感心理构成上主要是 （　　 ）

Ａ直觉　 Ｂ通感

Ｃ想象　 Ｂ表象

１８把人的感觉看作是 “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的思想家是 （　　 ）

Ａ黑格尔　 Ｄ马克思

Ｃ亚里士多德　 Ｄ卢梭

１９春光明媚和冰天雪地给人以不同的美感，这说明了 （　　 ）

Ａ美感的主体差异 Ｂ形式因素在美感中的中介作用

Ｃ美感的一般特点　 Ｄ美感的感觉特征

２０ “环肥燕瘦 ”十分生动地说明了审美现象具有 （　　 ）

Ａ历史性　 Ｂ民族性

Ｃ阶级性　 Ｄ地域性

２１唯物辩证法对于美学研究具有 （　　 ）

Ａ总的指导意义　 Ｂ具体方法的意义

Ｃ重要启示意义　 Ｄ实践意义

２２人在劳动实践中创造美的事物的基本规律是 （　　 ）

Ａ按照对象的客观规律进行建造

Ｂ按照主体的内在尺度来生产

Ｃ把人的本质力量表现为可供审美欣赏的形象

Ｄ把主体情感投射到对象上面

２３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在美学上的两种意义，即 （　　 ）

Ａ既批判丑，又肯定美　 Ｂ既制造丑，又创造美

Ｃ既扬弃了丑，又消解了美　 Ｄ丑中有美，美中有丑

２４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探讨艺术的本质问题时，首先强调 （　　 ）

Ａ艺术作为观念形态对生活的审美反映

Ｂ艺术作为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

Ｃ艺术作为意识形态必然具有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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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艺术必须服务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

２５美的本质问题的核心是 （　　 ）

Ａ人的本质与美的本质之间的关系问题

Ｂ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

Ｃ人类审美感官与世界历史的关系问题

Ｄ事物审美属性如何在实践中生成的问题

２６托马斯·阿奎那认为： “事物并不是因为我们爱它才成为美的，而是因为它是美的与善

的才为我们所爱。”这一观点表明，作者理解美的角度是 （　 ）

Ａ客观事物自身的属性　 Ｂ人的主观心意状态

Ｃ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　 Ｄ人类的审美需要

２７原始时代的狩猎民族虽然住在花卉极其丰富的土地上，却决不用花做装饰。这五现象说

明 （　　 ）

Ａ美取决于人的主观心意状态　 Ｂ美在移情

Ｃ美依存于人们的生活实践 Ｄ美取决于距离

２８在西方美学史上，真正严格地区别了美感和快感的美学家是 （　　 ）

Ａ德谟克利特　 Ｂ休谟

Ｃ博克　 Ｄ康德

２９黑格尔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说不同于柏拉图 “美在理念 ”说的主要特点是 （　　 ）

Ａ突出了美的感性因素　 Ｂ强调了美的理性内容

Ｃ注入了辩证法的精神　 Ｄ更具有思辨的意味

３０艺术操作中技与道的完善结合，在中国古代书画理论中常被称为 （　　 ）

Ａ心手相应　 Ｂ刻镂无形

Ｃ胸有成竹　 Ｄ气韵生动

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二、多项选择 题 （本 大 题 共 ５小 题，每 小 题 ２分，共 １０分 ）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选项中有二至五个选项是符合题目要

求的，请将正确选项前的字母填在题后的括内。多选、少

选、错选均无分。

３１下列诗句所包含的意境为无我之境的有 （　　 ）

Ａ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

Ｂ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

Ｃ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

Ｄ “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 ”



２００２年 （上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美学原理试卷及答案第 ５　　　　页 （共 ８页 ）

Ｅ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

３２布莱克说： “从一粒沙里看一个世界 ”，这说明审美是 （　　 ）

Ａ感性具体的　 Ｂ以小见大

Ｃ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Ｄ透过现象看本质

Ｅ直观个别的形象

３３狄德罗认为 “美在关系 ”，他所说的关系主要包括 （　　 ）

Ａ一事物自身在内在结构上的秩序、安排、对称等关系

Ｂ一种事物与其它事物的关系 Ｃ由想象力移植到物体上的关系

Ｄ事物与人的关系 Ｅ在虚拟世界里创造出来的关系

３４李泽厚认为，美的特点主要有 （　　 ）

Ａ典型性　 Ｂ观念性

Ｃ客观社会性　 Ｄ主客观统一性

Ｅ具体形象性

３５美学思想不同于审美意识的特点主要在于 （　　 ）

Ａ它以直观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心理意识层

Ｂ它以语言文字的形式存在于典籍文献之中

Ｃ它是对人自身审美需要的把握

Ｄ它是对客观事物审美属性的反映

Ｅ它具有理论观点和概念范畴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

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三、名词解 释 （本 大 题 共 ４小 题，３６、３７小 题 每 小 题 ３分，

３８、３９小题每题 ４分，共 １４分 ）

３６寓教于乐

３７美学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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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生命的机械化

３９集体无意识说

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四、简答题 （本大题共 ３小题，４０、４１小题每题 ７分，４２小

题 ６分，共 ２０分 ）

４０为什么说车尔尼雪夫斯基 “美是生活 ”的命题符合生活的常 识，却 不 符 合 生 活 的 辨 证

法？

４１简述喜剧性的效果。

４２简述美育与体育的区别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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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分 评卷人 复查人
五、论述题 （本大题共 ２小题，４３小题 １２分，４４小题 １４分，

共 ２６分 ）

４３以李益 《江南曲 》为例，试分析对比联想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

附诗：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

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４４画家郑板桥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过程： “江馆清秋，晨起看笔，烟光、日影、露气、

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

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题画 》）请结合艺术意象的孕

育与生产过程，谈谈你对这段话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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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 （上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美学原理参考答案

一、１Ａ　２Ｄ　３Ｃ　４Ｂ　５Ａ　６Ｄ　７Ｃ　８Ａ　９Ｄ　１０Ｂ　１１Ｂ　１２Ｄ　１３Ａ　１４Ｂ　１５Ｂ　１６Ｂ
　１７Ｂ　１８Ｂ　１９Ｂ　２０Ａ　２１Ａ　２２Ｃ　２３Ｂ　２４Ｂ　２５Ａ　２６Ａ　２７Ｃ　２８Ｄ　２９Ｃ　３０Ａ
二、３１ＣＤＥ　３２ＡＢＣＥ　３３ＡＢＤ　３４ＣＥ　３５ＢＥ
三、３６（１）古罗马贺拉斯提出。

（２）把美育看成娱乐与道德教育的统一。
（３）要求文艺具有魅力，通过感动给人以教益。

３７美学研究的对象： （１）以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 （２）通过艺术来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 （３）研究

各种审美对象、美感经验、审美意识、审美范畴和美思想。
３８（１）法国学者柏格森提出。

（２）他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不断创造，而生命的反面，则是僵硬、呆滞、机械化。
（３）喜剧性产生的原因，正在于动作、姿态、形体的机械化。
（４）这种说说法不能囊括所有喜剧产生的原因。

３９（１）集体无意识说是由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
（２）他认为 “集体无 意 识 ”是 由 遗 传 保 存 下 来 的 一 种 具 有 人 类 普 遍 性 的、潜 藏 于 意 识 深 层 的 朦 胧 精

神；
（３）艺术家正是在 “集体无意识 ”的驱动下进行创作的，艺术起源于集体无意识。
（４）这是一种从起源的角度界定艺术的学说。

四、４０ （１）生活中有美也有丑，有悲也有喜，不能简单地把一切生活都看作是美的，更不能把美定义为

生活。
（２）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方面说凡是能够显示现实生活的都是美的，另一方面说只有依照我们的理解应

当如此的生活才是美的，这样，同一个命题就出现了矛盾。
（３）主观上的喜欢与生理的满足是 “美是生活 ”在理论上的两根支柱，前一方面容易滑向主观唯心主

义，后一方面则容易走向庸俗的生理学观点。
４１ （１）喜剧性的笑是人类才有的心理现象。

（２）笑的感情必须与是非判断无关，与强烈的憎恶之情不相容。
（３）笑要有共鸣，是在一定的社会圈子里产生的。

４２ （１）区别：
①方式不同，体育以锻炼身体为主，美育以情感教育为主。
②目的不同，体育的目的在于增强健康体质，美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审美能力。

（２）联系：
①现代健康的特征是身心协调，体育不仅有生理学特征，而且有心理学特征。身体的运动 促 进 着 心 理

的发展和提高。
②美育中的情感活动促进着身心的全面发展。
③体育本身也是美育的一种途径，使运动者和观赏者产生强烈的审美体验。

五、４３（１）联想使得美感比一般动物的快感更加丰富多彩。
（２）联想使得既有对象变成含蕴丰富、生生不已的审美意象。
（３）联想使得美感在时间和空间两个领域得到拓展。
（４）分析出 “瞿塘贾 ”与 “弄潮儿 ”的对比联想。

４４（１）艺术创造的核心是意象的生成，郑板桥的话即描述了这一过程。
（２）艺术意象的生成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意象的孕育与意象的生产。
（３）意象的孕育起源于主体与客体的感性相遇。客观事物在这种 相 遇 中 从 美 的 角 度 展 示 自 己，主 体 则

激发起创作的冲动。
（４）意象的生产意味着艺术家心中的意象得到了物态化和物化，内在的意义转化成了外在的形式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