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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子之心”不仅是人格精神、审美境界，作为价值尺度，它对文艺作品的创作提出了两方面要
求:其一是真实合理，毫无伪饰;其二要真情真意，自然直率。
《周易》云:“修辞立其诚。”诚与信相连，首先我们要心口相一，所谓“以我手写我口”。刘勰
讲“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强调文辞风格与内心精神的一致性。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
信”，启示我们要警惕华而不实的东西。写作也要符合客观真实和艺术真实。庄子提出“不精不
诚，不能动人”。司马迁秉笔直录，这种“实录”就是求真尚实的精神。艺术可以对现实进行虚
构、夸张，但要把握好度。

“赤子之心”不仅要求真实合理，还要情真意切。小孩子往往真诚热情，自然直率。这种真性情
就是美的。儒家讲“情”要有节制，防止滥情而损害自己和他人。王充反对矫情之作。《文心雕
龙》斥责“为文造情”的行为明显地受到了王充这思想的影响。 钟嵘提出“直寻”与“自然英旨”等
观念，同样将真情看作重要的审美原则。

明代李贽的“童心”说是对“赤子之心”的重要继承和发展。他认为:“童心者， 心之初也。”在工商
市民阶层兴起的背景下，他借赤子童心的真诚、不造作，来对抗“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
学。在李贽看来，一切好文章都是童心的产物，以童心作文，也就以自然真心作文。以此为思

想武器，明清以徐渭、汤显祖、公安三袁为代表的作家开始强调“重情”“本色当行”“独抒性
灵”等新的审美价值，重视重情尚真的作品。袁宏道称道其弟袁中道的作品富有性灵:“大都独抒
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强调只要是性灵所出，即使是文章瑕处亦有价值。这里所用的“性
灵”既传承了六朝的含义，又加入了当时李贽等人与明代禅宗思潮影响下的心学思想，强调解
放心灵，进而呼唤文学解放。清代袁枚强调“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认为沛然从胸中
流出的诗句才是好的作品。自古及今，真善美一直都是中国美学与文艺的价值尺度与批评标

准，但在三者之中，“真”是最根本的尺度。没有真实，善与美都无从谈起。“赤子之心”成为中
国美学的关键概念，也就不难理解了。

“赤子之心”作为中国美学的重要思想范畴，其基本特点是强调人性的自由无待、真诚无伪，它
既是人性中最可宝贵的因素，同时也是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中国美学与文艺理论的价值论与

批评论都与此有着重要联系。时至今日，这一范畴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

人类目前的生存环境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各种因素影响着人类的生命价

值的伸展与审美活动的自由。“赤子之心”作为中国美学核心术语自先秦以来不断被提倡，贯穿
中国美学发展始终，已然成为中国美学继往开来的人格精神、审美标准与批评尺度，值得进一

步开掘与研究。

(摘编自袁济喜《从“赤子之心”看中国美学》，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赤子之心”说要求文学的创作要真实合理，应尽量避免对现实进行虚构、夸张。
B.“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说明作家内心精神的不同是作品风貌各异的根本原因。
C.袁宏道认为作品的瑕疵之处是微不足道的，只要它们是出自“独抒性灵”的原创。
D.因为真善美一直是中国美学的价值尺度，“赤子之心”就成了中国美学的关键概念。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用总分总结构，阐释了“赤子之心“作为入格精神、审关境界和价值尺度的内涵。
B.文章从内心真实、客观真实、艺术真实等方面，点明文艺创作应该辩证追求真实合理。
C.文章引用李贽、袁宏道、袁枚等人的说法，表明倡导“赤子之心”应该强调解放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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