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下半期期末语文题免费试卷（高一下半期期末语文题免费试卷（2021-2022年辽宁省师范大学附中）年辽宁省师范大学附中）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接受美学诞生之前，通常只是从艺术品的立场出发，将创作看作艺术家审美经验的结晶过程，

作品完成就意味着创作完成。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完成并不说明创作已经终结，它

只说明创作的第一阶段告一段落，接下来是读者或观众、听众的再创作。由于未被阅读的作品

的价值包括审美价值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通过阅读，它才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因此对

作品的接受具有艺术本体的意义，也就是说，接受者也是艺术创作的主体之一。

艺术文本即作品对于接受者来说具有什么意义呢?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德国的伊瑟尔说艺术文
本是一个“召唤结构”，因为文本有“空白”“空缺”“否定”三个要素。所谓“空白”是说它有一些东
西没有表达出来，作者有意不写或不明写，要接受者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想象去补充；所

谓“空缺”，是语言结构造成的各个图像间的空白，接受者在阅读文本时要把一个个句子表现的
图像片断连接起来，整合成一个有机的图像系统；所谓“否定”指文本对接受者生活的现实具有
否定的功能，它能引导接受者对现实进行反思和才比判。由此可见，文本的召唤性需要接受者

呼应和配合，完成艺术品的第二次创作。正如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含蓄与简洁，其有限的文字常

常引发出读者脑海中的丰富意象。

接受者作为主体，他对文本的接受不是被动的。海德格尔提出“前理解”，即理解前的心理文化
结构，这种结构影响着理解。理解不可能是文本意义的重现，而只能是文本与“前理解”的统
一。这样，文本与接受就呈现出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文本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接受者

理解的范围、方向，让理解朝它的本义靠拢；另一方面，文本不可能将接受者完全制约住、规

范住，接受者必然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作品，于是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误读或创造，从某

种意义上说，理解就是误读，创造也是误读，不要希望所有的接受者都持同样的理解，也不要

希望所有的理解都与艺术家的本旨一致，那样并不意味着艺术作品的成功。

文本一经产生就成为历史，它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所反映的生活，都只能是过去的，而理解总

是现在进行时。当我们接受历史上的艺术作品时，我们当然可以设身处地想象古人的生活，体

验古人的思想感情，但我们毕竟是现代人，只能按照我们现在的心理文化结构去理解古人。当

然，任何理解都只能是个体的理解，但个体毕竟是与群体相通的，所以个体的理解中也有普遍

性。理解作为现实的行为具有通向实践的品格，艺术品正是通过理解走向现实，并在生活中发

挥作用的，不是别的，正是理解擦亮了艺术品的生命之光。

(取材于陈望衡《艺术是什么》)
材料二：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完成之后，在没有和读者发生关系之前，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作品，而

只能被称为“第一文本”。经由阅读之后，文学作品才能摆脱孤立的“自在”存在状态，成为“自
为”的存在，即作为审美对象“第二文本”而存在。由此可见，“第二文本”是在“第一文本”的基础
上，经由读者再创造的结果。

(一)填空、对话
波兰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加登指出，在文学作品的诸层次结构中，语言现象中的语词一声音关
系是固定的，词、句、段各级语音单位的意义及组合也是不变的，而表现的客体层和图式化方

面层等，则带有虚构的纯粹意向性特征，本身是模糊的、难以明晰界说的。至于思想观念及其

他形而上的蕴含，更是混沌朦胧的，因此，文学作品的最终完成，必须依靠读者自己去体验、

去“填空”。正是在此基础上，德国接受美学理论家伊瑟尔进而指出，文学文本只是一个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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