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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美活动的动力机制有情感、想象、超越三种。与之相应，审美活动所产生的美有三种存在的

形态：情象、意象、境界。

审美活动最基本的动力是情感。从本质上来说，美是情感的对象化．这里说的情感是审美主体

的情感，而不是审美对象的情感。这里说的对象，有两种形态：一是原生形态。即原本有一个

对象，但不是审美对象，是审美主体将其情感赋予给它，使对象成为主体情感的载体，从而成

为审美对象。二是自创形态。即原本无对象，因为有情，需要外化，于是就创造一个形象，让

其成为情感的载体。这种情况在艺术创作中居多。以上两种情况都可以说是情感造形。情感造

形的产物就是情象。情象是美的基础形态。

凡审美都有情感造形存在，只是审美中的情感造形，除艺术创作外，都是不自觉的，而是直觉

的。刘勰说诗人创作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种情况不只是艺术创作时有，
只要是进入审荚形态的人都有。

情象是审美主体的创造，只是这创造主要表现在情感的赋予上，而当想象参与后，则就有很大

的不同。想象的最重要的功能是创造新事物，这新事物是现实中不存在的。想象的创造，不只

有情感在起作用，还有人的意识、文化修养在起作用。于是，这新创造的形象就具有丰富的意

蕴，这具有丰富意蕴的形象我们叫它“意象”。
意象虽然通常用在艺术创作中，其实，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也有，而且只有首先在现实的审美

活动中产生了意象才有可能将其表现为作品中的意象。陆游咏梅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
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这梅就不是自然物象，也不只是情象，而是意象了，因
为这中间寄寓着陆游对自身经历的独特思考。

美的最高存在形态是境界。境界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它较多地出现在佛教典籍中，成为佛

教的最高层次。宋明理学家将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清代王国维将其作为古典词美的最高

层次，将其转化为美学范畴。王国维同时还使用意境这个概念。境界比之意境更适合作为美的

最高形态。首先，意境只用在艺术创作中，而境界不只用在艺术创作中，还能用在人生修养

中。因为审美不只体现在艺术活动中，它渗透在人的全部生活中。其次，意境，从字面上看，

见出意与境的两分，而境界，以其浑然整合无垠而更能见出审美的本质——天人合一，物我两
忘。

当我们进入境界时，我们从情象中超越出来，从意象中超越出来，进入只可体会难以言传的极

其美妙的境地。（摘编自陈望衡《谈审美》）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一种原生形态的对象要成为审美对象，它本身必须具有某种情感，才能成为审美主体情感的
载体。

B. 意象与情象都源于审美主体的创造，情象的创造主要是情感起作用，而意象的创造则需要想
象参与。

C. 艺术创作与现实审美活动中都有意象的存在，现实审美活动中产生的意象，都会成为作品中
的意象。

D. 与意境相比，境界以其浑然整合无垠的特点而更能彰显审美的本质，因而更适合作为美的最
高形态。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引用陆游的诗句是为了论述陆游的人生，以及解说意象与自然物象、情象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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