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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单元测评

(时间:150分钟　满分:150分)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题。

材料一　文学想象和虚构不能脱离现实,这里的现实包括现实经验、

现实逻辑和现实关怀三个方面。

现实经验不仅是某个人经历的现实,而且是一种无数人共同经历的普

遍性现实,即人民大众所体验着的更切身、更深刻的现实。事实证明,往往

是那些跟普通人民息息相关的经验和现实更能够引起社会共鸣。比如伤痕

文学、改革文学、底层文学,都因为切中了人民现实经验的敏感点而广为

传播,广受好评。

文学想象服从现实逻辑是指写作必须遵循一般的生活情理、历史背景

和逻辑因果。很多历史题材作品虽下了很大功夫,但还是在背景知识上出

错;有的作品的想象和虚构不顾人物的性格及环境的可能性,这些都有悖

于写作的现实逻辑。事实上,即使是诉诸荒诞变形的现代主义作品,现实逻

辑也是非常重要的。卡夫卡的《变形记》让格里高尔变成甲壳虫,这是超

越现实逻辑的,但是为了让这个超现实逻辑获得读者的信赖,卡夫卡使用



第 2 页   共 12 页

了细致入微的现实逻辑。他写格里高尔成了甲壳虫,仰卧在床上,无数

细小的脚即使拼命舞动也无法成为着力点帮助他翻身,唤起了读者真切的

现实感。可见,超逻辑的现代作品内在也借重于现实逻辑来获取读者的信

赖和共鸣。

文学想象并非凌空蹈虚,还必须有真正的现实关怀。现实关怀未必直

接体现为现实题材和现实手法,现实关怀是指作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基

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思考和热爱。现实关怀既印证着作家作为当代人的

当代性,也使作品跟现实、时代产生血肉相连的纽带。

(摘编自陈培浩《想象与虚构的可能和限度》)

材料二　在文学创作理论中,有“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这两个

概念。“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高度提炼,是另一层次上的更高

级的“真实”。

经典文学的真实性绝不是对社会生活简单的摹写和反映,而是在对生

活现实高度提纯后,对我们时代本质的深邃洞见,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切

关注,是历史规律的真、生活本质的真、个人情感的真。在阅读文学作品

时,我们会看到《牡丹亭》中杜丽娘死而复生,《西游记》中孙悟空上天入

地,《浮士德》中浮士德返老还童。除了这些高雅的严肃文学外,还有近来

十分流行的穿越类作品以及科幻类作品。这些明显不符合生活真实,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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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能否定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因为这是一种基于生活真实、浓

缩生活真实的高度艺术真实。

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有一种既贴近又疏离的悖论。文学创作中,

创作主体会根据审美规律以及表达需要对客体进行干预。生活逻辑是对生

活真实性的高度遵循,但艺术逻辑恰好可以摆脱这种束缚,根据读者受众

的阅读期待以及客体自身的表现规律选择恰当的表现主题的方式,这正是

艺术逻辑的灵活之处。内容的想象性与形式的艺术性是文学作品非常重要

的属性,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富有张力的表现形式更加符合受众期待的视

野。

艺术逻辑虽然是以超越生活逻辑的方式把握实际生活的本质规律,但

它最终还是达到了对生活逻辑的遵循。虽然杜丽娘死而复生不符合生活真

实,但她向往婚恋自由、争取人格独立的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孙

悟空七十二变、上天入地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勇敢正义、忠诚聪敏的气

质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虽然宝玉衔玉出生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他反抗封

建礼教的人格魅力符合人们心底的真实。这些变形的、超现实的形象和结

构所表达的情感、愿望和理想,从总体上说都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可以说,

它们是在超越生活逻辑的更高层次上表达了社会历史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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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文学艺术是“真实”的,是作者在丰富的、夸张的

表现形式下内蕴的“真实”。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样态的文学形象和文学形

式,能看到多样态形式下,那深层次的真实逻辑。

(摘编自刘江玲《浅谈文学的“真实”》)

材料三　不论是对于文学写作者还是文学研究者而言,“文学真实”

的内部都存在着“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两个基本层面,前者指的是

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物质实体与真实存在,后者指的

是文学主体基于个人化的审美感知和内心体验而产生的真实经验。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的复合体,但是试图

从文本内在逻辑中抽离出真实的人、事、物,或将其与现实世界建立某种

必然性联系,以及诸如此类的论证与寻找,其实意义甚微。我们对于文学作

品的评价应该更为客观和全面地观照写作者创作与建构出的“文学真实”

复合体,正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说过的那

样:“对于一个天才作家来说,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

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教鹤然《“文学真实”的维度》)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D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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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材料一从现实经验、现实逻辑和现实关怀三个方面指出,好的文学作品

必须要如实反映真实的现实生活。

B.在文学作品中,真实的生活是不存在的,因此将文学形象与现实世界建

立某种必然性联系的做法意义不大。

C.现实生活的真实不同于文学创作的真实,前者是作者所见所经历的真实

生活,后者则是经过作者再创造的生活。

D.以上三则材料虽然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认为文学创作要基于现

实生活,同时又要对现实生活进行加工提炼。

解析:A项中“如实”错误,原文有“现实经验不仅是某个人经历的现实,

而且是一种无数人共同经历的普遍性现实,即人民大众所体验着的更切身、

更深刻的现实”“即使是诉诸荒诞变形的现代主义作品,现实逻辑也是非

常重要的”“现实关怀是指作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

切、思考和热爱”,这些都表明选项的说法不正确。B项中“在文学作品

中,真实的生活是不存在的”错误,原文是“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真实’

与‘经验真实’的复合体”。C项中“作者所见所经历的”错误,原文是“现

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物质实体与真实存在”,并不一定

是作者所见所经历的。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C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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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现实经验分两种,一种是某个人经历的现实,一种是无数人共同经历的

普遍性现实,而后者往往更能引起社会共鸣。

B.作者在创作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时,可以虚构和想象,但是必须遵循“现

实逻辑”的原则,要充分考虑当时的环境特点。

C.穿越类、科幻类作品虽然明显不符合生活真实,但它们是一种浓缩了生

活真实的高度艺术真实,因此十分流行。

D.要使一部作品具有“文学的真实性”,不能只依靠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内

容,还要依靠各种表达技巧,如夸张、想象等。

解析:C项中“因此十分流行”强加因果,原文只是说“在阅读文学作品时……

还有近来十分流行的穿越类作品以及科幻类作品。这些明显不符合生活真

实,但我们不能否定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因为这是一种基于生活真实、

浓缩生活真实的高度艺术真实”,并未提到这类作品流行的原因。

3.下列说法中,不属于体现“文学的真实性”的一项是(　B　)(3分)

A.祥林嫂遭遇丧夫丧子之痛,深受封建礼教的迫害,在祝福时惨死在冰天

雪地里。

B.项羽没有采纳谋士的建议杀死刘邦,给了刘邦反击的机会,结果兵败垓

下,自刎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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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诸葛亮足智多谋,草船借箭、智算华容、七擒孟获、弹琴退敌,赢得了后

人的赞誉。

D.林冲被高俅多次设计陷害,忍无可忍,最终在雪地杀死仇人,上梁山走上

反抗的道路。

解析:B项表述的项羽的结局是历史上真实的结局,没有经过艺术加工,是

“历史真实”,不能体现“文学的真实性”。

4.材料二在论证上有哪些特点?请简要说明。(4分)

参考答案:①开头提出中心论点,观点鲜明;②全文采用“总—分—总”的

论证结构,严谨周密;③运用了例证法,论据典型,有说服力。

5.请结合材料,简要谈谈卡夫卡的《变形记》是如何体现“文学的真实性”

的。(6分)

参考答案:《变形记》运用了荒诞的手法,写格里高尔在生活压力之下变成

甲壳虫,这种处理虽然不符合生活的真实,却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生活困

境,即人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生存竞争压力下,渐渐丧失了自我,以致无法把

握自己的命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冷漠乃至走向冷酷。它源自生

活又高于生活,具有现实关怀,是一种“文学的真实”。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小题,16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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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一

地　　洞

卡夫卡

我造好了一个地洞,似乎还蛮不错。离洞口约千把步远的地方,有一处

上面覆盖着一层可移动的苔藓,那才是通往洞内的真正入口处。在盖着苔

藓的那个幽暗的地方,正是我的致命之所在。我经常梦见野兽用鼻子在地

洞口贪婪地来回嗅个不停,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可以把洞口堵死,上面覆以

一层薄薄的硬土,下面填上松软的浮土,这样我就用不着费多大气力,每次

进出,只要挖一次洞口就行了。但那是不可能的事。为了防备万一,我必须

具备随时一跃而出的可能性,为了谨慎行事,我必须做好随时能够冲出去

的准备。

我安安稳稳地住在我的地洞的最里层,与此同时,敌人可能从某个地

方慢慢地、悄悄地往里钻穿洞壁,向我逼近。我在自己的地洞,自有谙熟所

有途径和方向的长处,盗贼会很容易地成为我的牺牲品和美餐。但我正在

变老,有许多同类比我更强,而且我的敌人多得不可胜数。而且威胁我的不

仅有外面的敌人,地底下也有这样的敌人。

我的地洞除了大道以外,还有几条很狭窄的但相当安全的小道。它们

使我与外界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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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提供自由呼吸的空气。这些路本来是鼹鼠筑成的,我因势利导,把

它们引进了我的地洞里,我通过这些途径可以嗅得很远,使我得到保护。也

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经由这些途径来到我跟前,成了我的食物。

我的地洞的最大优点是宁静。我可以在我的通道上蹑着脚走好几个钟

头,有时听到个把小动物的声音,不一会儿这小动物也就在我的牙齿间安

静下来了;或者泥土掉落的沙沙声,它告诉我什么地方需要修缮了;除此以

外便是寂静。洞内通道上每隔一百米的地方,辟一个圆形的小广场,在那里

我舒舒服服地蜷曲着身子,一边休息,一边使自己暖和暖和。不知是由于过

去的习惯,还是这座房屋确实存在着危险,唤起我的警觉,使我常常有规律

地从酣睡中惊醒,缜密地考虑到极端危险的情况,我还在洞穴的近中心处

修建了一个中央广场。

我利用地洞来贮藏我的食物:凡是洞内抓获而目前还不需要的一切和

外面猎获的全部,我统统把它们堆放在这里。场地之大,半年的食物都放不

满。于是我把东西一件一件铺了开来,在其间漫步,同时玩赏着它们,悦目

于其量之多,醉心于其味之杂。地洞的复杂性确实也向我提供了采用多种

防御办法的可能性。后来,我觉得将存粮稍加分散,利用某些小广场来分批

贮藏,似乎更为周到些。于是我决定约每隔两个广场设一个预备储粮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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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每隔三个设一正储粮站,每隔一个设一副储粮站,如此等等。再则,

为了迷惑敌人,我划出几条道路不堆贮藏品。

不久,我跑离洞口,在洞口寻找一个合适的藏身之所,来守望着我的家

门,这一回,我在外面一连几天几夜。在守护期间,我没有看见任何人在靠

近入口的地方搜寻过,这对己对敌都是一种幸运,因为要不然,我会为了我

的地洞不顾一切地朝他的喉咙扑过去。诚然,也出现过一些兽类,我不敢接

近它们,只要远远预感到它们在,我便立即警觉,拔腿就跑。

有时我甚至产生这样幼稚的想法:压根儿就不回地洞,而就在这里的

洞口附近住下,专门观察洞口以打发日子。假如我有某个值得信赖的人,可

以把观察哨的任务交给他,那我就可以放心地下地洞去了。但是从地洞的

内部完全信赖一个外面的什么人,我以为这是不可能的。我找不到可以信

赖的人,只能孑然一身。

后来,我又重新回到了我的洞穴。我和地洞这样相依为命,不管我遇到

多大恐惧,我都能泰然自若地留在这里,无须设法说服自己,打消一切顾虑,

把入口打开。我只要清闲地等着就完全够了。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我

们永远分开。

(选自《卡夫卡短篇小说》,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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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二　20世纪后半期,空间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成为关注的焦点

与核心的概念。文学叙事的空间维度日益受到叙事学界的关注,空间叙事

研究得到迅速发展。自古希腊时期,西方对空间的研究已涉及“虚空”“处

所”和“广延”这三个概念。文学叙事中的空间主要可以分为物质空间、

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三大类。物质空间是以物质形态呈现的空间,这个空

间包括物体,也包括作为物质存在的人本身。心理空间是一个内部的、主

观的空间,是人的知觉、情感和意识对外部世界染色、过滤、变形、编辑

后所建构的空间,也是人的内心对外部世界的投射。社会空间是人际空间,

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构与结构化。

(摘编自方英《论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以<地洞>为例》)

6.下列对文本一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3分)

A.开头“我造好了一个地洞,似乎还蛮不错”一句,表明地洞已经造好,是

“我”完美的栖居场所,无须加工。

B.小说多次提到“我”想象攻击敌人的场面,虽然“我”的动作残忍,但足

以体现“我”捍卫地洞的决心。

C.小说运用了拟人化的艺术手法,将小动物拟化为具象的人,并以第一人

称“我”自叙自白,增强了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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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51614223020301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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