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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2024年浙江音乐学院 816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精品资料 
 

说明：本套考研资料由本机构多位高分研究生潜心整理编写，2024年考研初试首选资料。 

一、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 

0．附赠重点名校：艺术基础 2015-2022 年考研真题汇编（暂无答案） 

说明：本科目没有收集到历年考研真题，赠送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因不同院校真题相似性极高，甚至部分

考题完全相同，建议考生备考过程中认真研究其他院校的考研真题。 

 

二、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6 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资料 

1．《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相关资料 

（1）《艺术学基础知识》[笔记+提纲] 

①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6艺术学基础知识之《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必备资料。 

②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6艺术学基础知识之《艺术学基础知识》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6艺术学基础知识之《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核心题库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汇编

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青岛掌㈄心博┲阅电子书 

 

（3）《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6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6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必备。 

③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6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必备资料。 

 

三、资料全国统一零售价 

2．本套考研资料包含以上一、二部分（不含教材），全国统一零售价：[￥] 

特别说明： 

①本套资料由本机构编写组按照考试大纲、真题、指定参考书等公开信息整理收集编写，仅供考研复习参考，

与目标学校及研究生院官方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将立即处理。 

②资料中若有真题及课件为免费赠送，仅供参考，版权归属学校及制作老师，在此对版权所有者表示感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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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异议及不妥，请联系我们，我们将无条件立即处理！ 

 

四、2024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推荐参考书目（资料不包括教材） 

3．浙江音乐学院 816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初试参考书 

王次炤《艺术学基础知识》，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 

 

五、本套考研资料适用学院和专业 

戏剧系：戏曲 

 

版权声明 

 

编写组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著作权，同时我们尊重知识产权，对本电子书部分内容参考和引用的市面上已

出版或发行图书及来自互联网等资料的文字、图片、表格数据等资料，均要求注明作者和来源。但由于各种原

因，如资料引用时未能联系上作者或者无法确认内容来源等，因而有部分未注明作者或来源，在此对原作者或

权利人表示感谢。若使用过程中对本书有任何异议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沟通处理。 

因编撰此电子书属于首次，加之作者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考生读者批

评指正。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4 / 590 

 

 

目录 

封面 .................................................................................................................................................................... 1 

目录 .................................................................................................................................................................... 4 

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6艺术学基础知识备考信息 ........................................................................................ 11 

浙江音乐学院 816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初试参考书目........................................................................................... 11 

浙江音乐学院 816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招生适用院系........................................................................................... 11 

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6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核心笔记 ................................................................................. 12 

《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核心笔记 ................................................................................................................... 12 

电影编 .......................................................................................................................................................................... 12 

第 1 章  电影基本概念 ............................................................................................................................................... 1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2 

考研核心笔记 ........................................................................................................................................................ 12 

第 2 章  电影构成的物质材料和形式要素 ............................................................................................................... 1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7 

考研核心笔记 ........................................................................................................................................................ 17 

第 3 章  电影艺术发展的历史线索 ........................................................................................................................... 21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1 

考研核心笔记 ........................................................................................................................................................ 21 

第 4 章  电影的类型与体裁 ....................................................................................................................................... 3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30 

考研核心笔记 ........................................................................................................................................................ 30 

第 5 章  中外电影名家名作 ....................................................................................................................................... 3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32 

考研核心笔记 ........................................................................................................................................................ 32 

广播电视艺术编 .......................................................................................................................................................... 37 

第 1 章  广播电视艺术编概述 ................................................................................................................................... 3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37 

考研核心笔记 ........................................................................................................................................................ 37 

第 2 章  广播电视的艺术要素及艺术技巧 ............................................................................................................... 4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40 

考研核心笔记 ........................................................................................................................................................ 40 

第 3 章  广播电视文艺的基本类型 ........................................................................................................................... 46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46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5 / 590 

 

考研核心笔记 ........................................................................................................................................................ 46 

第 4 章  节目、栏目及作品举要 ............................................................................................................................... 4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49 

考研核心笔记 ........................................................................................................................................................ 49 

美术编 .......................................................................................................................................................................... 53 

第 1 章  概述 ............................................................................................................................................................... 53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3 

考研核心笔记 ........................................................................................................................................................ 53 

第 2 章  美术作品构成的要素 ................................................................................................................................... 56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6 

考研核心笔记 ........................................................................................................................................................ 56 

第 3 章  美术发展的历史线索 ................................................................................................................................... 5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9 

考研核心笔记 ........................................................................................................................................................ 59 

第 4 章  美术批评与鉴赏 ........................................................................................................................................... 6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62 

考研核心笔记 ........................................................................................................................................................ 62 

第 5 章  中外美术名家名作及风格流派 ................................................................................................................... 6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64 

考研核心笔记 ........................................................................................................................................................ 64 

舞蹈编 .......................................................................................................................................................................... 68 

第 1 章  舞蹈的定义 ................................................................................................................................................... 68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68 

考研核心笔记 ........................................................................................................................................................ 68 

第 2 章舞蹈的起源 ...................................................................................................................................................... 6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69 

考研核心笔记 ........................................................................................................................................................ 69 

第 3 章  舞蹈的种类、作品与舞人 ........................................................................................................................... 71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71 

考研核心笔记 ........................................................................................................................................................ 71 

第 4 章  舞蹈基础知识 ............................................................................................................................................... 78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78 

考研核心笔记 ........................................................................................................................................................ 78 

戏剧编 .......................................................................................................................................................................... 80 

第 1 章  概述 ............................................................................................................................................................... 8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80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6 / 590 

 

考研核心笔记 ........................................................................................................................................................ 80 

第 2 章  戏剧的特性 ................................................................................................................................................... 8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82 

考研核心笔记 ........................................................................................................................................................ 82 

第 3 章  戏剧的审美特征 ........................................................................................................................................... 8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84 

考研核心笔记 ........................................................................................................................................................ 84 

第 4 章  戏剧的体裁与戏剧创作的基本技巧 ........................................................................................................... 8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87 

考研核心笔记 ........................................................................................................................................................ 87 

第 5 章  戏剧发展的历史线索 ................................................................................................................................... 9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90 

考研核心笔记 ........................................................................................................................................................ 90 

戏曲编 .......................................................................................................................................................................... 97 

第 1 章  一种独特的戏剧文化 ................................................................................................................................... 9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97 

考研核心笔记 ........................................................................................................................................................ 97 

第 2 章  中国戏曲史 ................................................................................................................................................... 9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99 

考研核心笔记 ........................................................................................................................................................ 99 

第 3 章  戏曲声腔剧种 ............................................................................................................................................. 10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104 

考研核心笔记 ......................................................................................................................................................104 

第 4 章  戏曲文学 ..................................................................................................................................................... 106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106 

考研核心笔记 ......................................................................................................................................................106 

第 5 章  戏曲音乐 ..................................................................................................................................................... 111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111 

考研核心笔记 ......................................................................................................................................................111 

第 6 章  戏曲表演 ..................................................................................................................................................... 113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113 

考研核心笔记 ......................................................................................................................................................113 

第 7 章  戏曲舞台美术 ............................................................................................................................................. 11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117 

考研核心笔记 ......................................................................................................................................................117 

艺术设计编 ................................................................................................................................................................ 119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7 / 590 

 

第 1 章  艺术设计的属性与特征 ............................................................................................................................. 11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119 

考研核心笔记 ......................................................................................................................................................119 

第 2 章  艺术设计的领域与分类 ............................................................................................................................. 12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124 

考研核心笔记 ......................................................................................................................................................124 

第 3 章  中国工艺美术发展线索 ............................................................................................................................. 131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131 

考研核心笔记 ......................................................................................................................................................131 

第 4 章  国外现代艺术设计线索 ............................................................................................................................. 14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140 

考研核心笔记 ......................................................................................................................................................140 

音乐编 ........................................................................................................................................................................ 145 

第 1 章  概述 ............................................................................................................................................................. 145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145 

考研核心笔记 ......................................................................................................................................................145 

第 2 章  音乐构成的物质材料和形式要素 ............................................................................................................. 148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148 

考研核心笔记 ......................................................................................................................................................148 

第 3 章  音乐艺术发展的历史线索 ......................................................................................................................... 15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150 

考研核心笔记 ......................................................................................................................................................150 

第 4 章  音乐体裁 ..................................................................................................................................................... 153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153 

考研核心笔记 ......................................................................................................................................................153 

第 5 章  中外音乐名家名作 ..................................................................................................................................... 15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157 

考研核心笔记 ......................................................................................................................................................157 

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6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复习提纲 ................................................................................ 161 

《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复习提纲 ........................................................................................................................ 161 

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6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核心题库 ................................................................................ 189 

《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核心题库之名词解释精编............................................................................................. 189 

《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核心题库之简答题精编................................................................................................. 210 

《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核心题库之论述题精编................................................................................................. 251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11 / 590 

 

 

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6艺术学基础知识备考信息 

 

浙江音乐学院 816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初试参考书目 

王次炤《艺术学基础知识》，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 

 

浙江音乐学院 816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招生适用院系 

戏剧系：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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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6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核心笔记 

 

《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核心笔记 

 

电影编 

 

第 1 章  电影基本概念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电影分类概念 

考点：电影美学层面概念 

考点：电影的性质 

考点：电影的功能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电影分类概念 

1.电影物质层面概念 

对“电影”这一概念范畴的界定，可以从物质和美学两个层面进行。物质层面的电影作为科技发展的产物，

是一种技术活动。即：根据人体的“视觉暂留”这一科学原理，运用拍摄影像、记录声音等手段，以胶片为载体

纪录现实事物，并通过放映，将所摄录的事物（连同其声音）在银幕上还原为极其逼真的活动影像，并以此表

现、传达一定的内容与情感。物质层面是电影存在的基础层面。现代工业发展带来的光、电、声、化等多方面

的条件，以及感光胶片、光学镜头、摄影机与放映机等基础设备的产生，为电影的自身存在提供了可能。概括

地说,电影的物质基础包括透视成像、视觉暂留与视听融和三个方面。 

 

2.电影美学层面概念 

美学层面的电影则是指电影艺术。即以电影技术为手段，通过画面、音声媒介，在特定的放映时间里在银

幕空间上创造形象、再现生活并表情达意的综合性艺术活动。从这一层面上看，电影不仅是以科技手段为依托

的影像记录活动。它不仅直接呈示自然事物、社会现实、人物风貌等世间万物，同时更含有并传达着特定的内

容与情感。也就是说，电影虽然首先是一种技术活动，但它同时满足了为人们传达信息、讲述故事、交流思想、

表达感情等多种需要。因此，电影兼具物质和美学两个层面的内涵。影视影像具有逼真性、假定性、复制性、

幻觉性和符号性等多重特性，同时在更为深广的层面上汇通了人的感性和理性，与其他多种艺术样式和学科领

域紧密相联，并在人类文化的积累和发展进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3.电影片种 

指电影作品的类别，其划分是按照电影作品的功能定位、所承载信息和技术手段等来进行的。一般来讲，

电影作品被划分为故事片、美术片、纪录片（含新闻片）和科学教育片（简称科教片）四大类。故事片是最常

见、影响最大的片种，也是电影产业的经济支柱；它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叙述虚构的事件情节，由演员饰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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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塑造人物形象；当今一部故事片的长度一般在 90-180 分钟之间，内容宏大、情节复杂、时间跨度大的故事

片有时会选择多部曲的模式。美术片是运用人工创作的视觉形象为造型元素塑造艺术形象以及叙述情节的片种，

包括动画片（含传统手绘和数码两种）、木偶片、剪纸片等。纪录片是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反映现实世.

界中某个局部的电影类别，纪录片不允许虚构。其中，新闻片报道最近发生的新闻事件，除新闻片外，纪录片

一般不受新闻性的限制，既可以记录当前的现实，也可以重现过去的历史，从题材上有历史纪录片、传记纪录

片、政论纪录片等。科学教育片是以传播科学知识和推广科技成果为基本目的的电影类别。根据传播内容和受

众群体的不同，可分为科学普及片、科技教学片、科学研究片等。目前，新闻片和科教片的功能基本由电视媒

介承担。电影艺术主要指故事片、美术片和纪录片的一部分。 

 

4.电影类型 

故事片根据其题材、主题、风格、手法等被分为多个电影类型。电影巨大的表现空间和庞大的消费市场导

致了电影生产创作的规模化，面对不同层次、不同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的观众，电影逐渐形成了适应不同需求

的艺术风格和题材，从而出现了类型片的划分。这种划分虽然是以电影的创作生产活动为基础，但更主要的是

为了产品定位、市场发行的目的，因此其标准并不严格统一，而是多个并存；就影片而言，则可能兼属多个类

型。 

【核心笔记】电影的性质 

1.物质基础 

电影的物质基础包括三个层次：透视成像，视觉暂留和视听融合。透视成像是照相术的物质成像原理，这

与人眼的视觉原理基本相同。照相机的构造正是对人眼的视觉透视功能的模仿。正如光线进入人眼时触及某个

成像元而使人能够感觉深度、活动、大小、形状、质地、位置并以此获得对事物自然状态的具体感知一样，照

相机通过镜头、光圈以及感光胶片使其拍下的景物在人眼中产生透视效果，从而将三度空间的物质现实再现于

二维平面。 

 

2.心理基础 

心理基础主要指电影接受的心理基础，即影像接受的心理基础。电影的影像接受主要诉诸接受者的视知觉，

包括物像再现和运动感两方面。知觉是大脑在接受现实物体形象的刺激后，经识别、认定并回想、再现而生成

的关于客体的完整而相似的感知与理解。物像刺激和影像生成之间存在三个阶段：首先，眼睛不断受到外物的

刺激。其次，这些刺激被统合、建构成为可称为知觉的东西。最后，形成具有可供参照的稳定意义的影像。电

影即是对这一自动、连续的再现过程的模拟与复制。 

 

3.综合性 

综合性是电影的重要特性。电影同时具有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的特点与属性，可以在特定时间内展示空间，

同时在空间的变换中表现时间。电影吸收、融合了传统艺术中绘画、雕塑、建筑、音乐、文学、戏剧等多种门

类的不同元素于一身，形成自身的全新属性。电影同时诉诸于人的视觉与听觉，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上共同

展开，它将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不同功能结合起来，形成二者的复合体，从而获得了多种手段、不同方式的

强大的表现力。概括说来，电影在延续的时间过程内不断展示画面，以此获得运动感和节奏感，这与以音乐为

代表的时间艺术有共通之处；电影镜头的光线、构图和色调等，运用并强化了造型艺术的各种规律、原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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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诉诸于视觉形象，突出形象自身的直接性和感染力，这都是从建筑、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中吸取而来。 

 

4.产业性 

工业是电影的首要背景，是电影产生的先决条件。电影的存在依赖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系统的完善与发展。

在工业背景下，电影更多地是作为产业形式而非艺术形式而存在，而且这种产业形式还将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

的特点和需要而不断加以调整。因此，产业性是电影的重要性质之一。电影产业主要涉及电影企业与电影产业

结构两个方面。电影企业是电影产业概念中的最基本单位，是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运行的电影经营活动。电

影企业出现于 20 世纪初电影发明之后，并随着电影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经过了早期手工业式电影生产、电影托

拉斯以及制片厂体系等几个时期。电影产业结构由功能相同的一批企业所组成的、在特定市场结构下的完整的

系统结构，包括了影片的生产、发行和放映等各个企业单位。这种结构状况是由电影早期的工业背景与技术特

点所决定的，其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具有强烈的互补性和合作性。同时，电影产品作为信息产品的特殊性

质使其在供给和需求等方面都具有特殊性，相应地，电影产业具有自己特殊的结构和策略。电影是一种通过工

业化、产业化方式方能实现的艺术样式，电影的产业性与艺术性之间是相互依赖的。 

 

5.艺术性 

电影是一种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是以相关技术为手段，通过画面、音声媒介，在特定的放映时间里在银幕

空间上创造形象、再现生活并表情达意的综合性艺术活动，具有特殊的艺术性。在其发展过程中，电影不断地

发现并确立了自身摹物表情的特定艺术方式，如运动镜头、特写镜头和蒙太奇等等，从而逐渐摆脱了初生时作

为机械复现的活动照相和仅供娱乐的杂耍方式的性质与形态，而成为具有特殊艺术手段以及新的艺术可能性的

独立艺术形式。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地为电影提供独特的、全新的艺术可能性；电影工作者与艺术家也

不断地吸取并运用其它各艺术种类的相关元素，丰富电影形态、语言、方式与技巧，拓展电影的表现能力和领

域，逐渐找到并确立了电影自身的艺术规律，并以这些规律为基础，运用自身的独特手段去表现、探察世界,

对人生进行深入思考，建立起深厚的人文关怀。 

 

6.科技性 

电影是科技的构成，科技性是电影的基本特性之一。作为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作为人类对超越物质存在

的想象，电影明显区别于其他的艺术形式。只有在技术手段发展到特定阶段后，电影才具备了存在和实现的可

能，并且，电影艺术空间的发展，有赖于技术的不断进步。无论是电影的诞生，还是从无声片到有声片、从黑

白片到彩色片，以及今天综合各种先进技术所展现出来的不同面貌和可能，电影自身的发展历史就是对电影的

科技属性的最好说明。 

【核心笔记】电影的功能 

1.再现功能 

电影是纪录声像、传播信息与感情的艺术样式，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电影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联

系更为直接和紧密。其本身所具有的纪实性、逼真性以及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使电影的社会再现功能较其他

艺术来说更为突出。逼真性是电影的重要特性之一，也是电影的再现功能的基础。电影的纪实本性与逼真特性

使电影自觉地承担了记录历史状况、再现社会现实的功能和职责。它不仅能够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

状况，而且还能更为深入地反映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而透视出社会历史的特定面貌和人们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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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文化心态。同时,电影突出的再现功能也为人类文明与文化的保存、积累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在人类文明进

程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其作用也日益加强。 

 

2.表现意义 

电影不仅具有社会再现功能，同时具有社会表现意义。这一表现意义植根于电影的假定性和符号性。电影

虽然逼肖于现实生活，但是并不等同于现实生活，而是一种合成空间内的人造现实。电影的这种假定性打破了

现实本身的视听逻辑，代之以特写、蒙太奇等主观性的电影化手段。这使电影在再现现实的同时，也具有主观

表现性，能够深入开掘人的内心与精神世界，创造超越现实的深层含义。电影同样具有符号性。电影不仅置身

于物质现实之间，也同时置身在特定的符号系统和文化语境之中。电影的影像画面具有超出物象本身的特定意

义，具有深层文化内涵，与特定时期的文化氛围、社会审美心态密切相关。电影既具有逼真性和纪实性，也具

有假定性和符号性；同样,电影既具有再现现实的社会功能，也具有主观表现的社会意义。 

 

3.教育功能 

电影是大众化的艺术样式。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之一，电影对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它的广泛的受众覆盖

面往往可以跨越不同文化、国家、民族、种族等之间的诸多界限，不仅能够直接对社会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甚

至可以促发某些社会历史事件，形成世界性的潮流。更进一步，电影还可以从深层塑造社会文化心理，形成社

会集体记忆，并引导形成社会各群体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正是因为电影的这种特殊性和影响力，所以无论

是电影从业人员，还是社会整体，都将电影视作教育、引导的有效手段而加以重视。电影从业人员本身并不仅

仅满足于商业上的成功或者艺术上的自足，而同时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电影活动和艺术创作对社会做出应有的贡

献。 

 

4.审美价值 

电影艺术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视听综合不仅使电影具有真实再现性，同样也可以上升为电影的美学特性

和独特的审美价值。这种独特的审美价值不仅使电影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也同样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比较

而言，电影更加接近于物质现实的原初状态与本来面貌。通过在时间流动和空间转换中直接诉诸观众的视觉与

听觉，电影最大限度地还原了主体对于客观生活的感知。同时，通过蒙太奇等电影特有的艺术手段，使主体在

感知生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创造性和审美感受力，进一步达到对社会生活和人生境界的深入体会，获得不同

于日常生活的特殊审美体验。 

 

5.传播媒介 

电影是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形态之一，以影像音声的结合形态传播信息、交流情感、表达思想。作为一种

电子媒介，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发达构成了电影存在、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而信息的有效传达成为电影的重要诉

求和目标。由于拥有先进的信息记录、保存和传播技术与手段,以及大量受众，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成

为人们表达情感与价值观念的主要途径和重要方式。不仅如此，电影所传达的情感倾向与价值取向也影响了个

人性情的变化和社会思潮的变迁。包括电影在内的大众传播电子媒介所共有的诸多优越性，比如表达清晰有效、

永久记录、便于保存、迅速传播、广泛分布等 

【核心笔记】电影与其他艺术门类的联系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161 页 共 590 页 

 

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6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复习提纲 

 

《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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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6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核心题库 

 

《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核心题库之名词解释精编 

 

1． 鲍特和《火车大劫案》 

【答案】美国早期电影的先驱和导演。他对美国电影的贡献是：①首先在美国电影中采用特写、交替

切入、停机再拍、摇拍等技巧。他的《一个美国消防员的生活》（1903）虽较幼稚，但却是美国第一部经

过剪辑的影片。②1904年，鲍特拍摄了第一部西部片《火车大劫案》。该片以当时美国一件社会新闻为题

材拍摄而成，影片第一次用 14 个场景构成，并用时间来回切割，虽只有短短 8 分钟，在美国电影史上却

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2． 性爱论 

【答案】舞蹈起源于性爱的理论，虽然没有模仿论、游戏论、巫术论等艺术理论起源论那样历史久远，

但却受到更多的学者重视，达尔文就断言“音乐舞蹈起源于性的冲动，起源于恋爱”。蔼理斯说“舞蹈不

仅与宗教有紧密的关系，它与爱情也有同样的紧密关系”，“在一些民族如奥玛哈斯族，舞蹈一词既是舞

也指爱。男性以其美、精力和技巧赢得女性'在原始社会人们群居生活，为了生存的需要，把人自身的生

产繁衍看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活动，把性和人们的性行为看成是很神圣且神秘的事情。因此，在图腾崇拜

中也产生了生殖崇拜和性崇拜，在很多原始民族的舞蹈中至今仍有大量遗存。 

 

3． 古典舞 

【答案】古典舞专指各民族中长期流传至今的具有典范意义的优秀舞蹈作品，是历代舞人在本民族传

统舞蹈的基础上，不断提炼、加工、创造后逐渐形成的。中国古典舞蹈有“舞诗乐”三者融为一体的古典

艺，盛唐时代中国古典舞蹈艺术发展到达高峰。《霓裳羽衣舞》为代表。 

 

4． 音乐电视（MTV）  

【答案】音乐电视，英语称 MTV，是英文“音乐”（Music）和“电视”（Television）的缩写。20

世纪 80年代初，MTV源于美国音像商推销音乐唱片磁带的电视广告，不久在欧美风行，并建立了 MTV电视

频道。90年代初，进入我国电视屛幕，随即受到文艺爱好者的青睐。这是视听结合的、运用现代音乐元素

（尤其是电声音乐）与电视画面元素综合创作的形态，已成为民族歌唱家、流行歌星、现代音乐创作者和

演唱者们的新的艺术园地。 

 

5． 舞剧《天鹅湖》 

【答案】作于 1876 年，表现公主与王子的神话爱情故事。此舞剧是俄罗斯芭蕾舞剧的经典。舞剧中

有许多著名的段落，如优美的天鹅湖场景主，活跃的四小天鹤舞蹈。由于舞剧的音乐非常成功，柴可夫斯

基将其中的一些优美段落集中起来，改编成管弦乐《天鹅湖组曲》，经常在音乐会上独立演奏。 

 

6． 长鼓舞 

【答案】长鼓舞，朝鲜族民间舞蹈，广泛流传于吉林、辽宁、黑龙江等地朝鲜族居住区。舞者肩挎一

杖鼓，置于胸前，右手持细竹条，双手击鼓，翩翩起舞，鼓点丰富，舞姿多样。女子长鼓舞柔美、轻盈、

动作富有弹性。男子则洒脱大方，跳跃性强。通常以女子表演居多。 

 

7． 独舞《摘葡萄》 

【答案】独舞《摘葡萄》，编导：阿吉热合曼，改编：阿依吐拉、隆征秋，1959年首演，演员：阿依

吐拉。1959年获得第七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舞蹈比赛金奖。1994 年获得“中华民族 20世纪

舞蹈经典评比”经典作品奖。表现了维吾尔族姑娘在葡萄丰收时的喜悦心情，舞蹈虽然表现的是劳动，却

避开了对劳动过程的模拟，而是着眼于对劳动时的思想感情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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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威廉·荷加斯 

【答案】被称为“英国绘画之父”，是英国第一位在欧洲赢得声誉的、富于民族特色的美术家。他写

的《美的分析》（1753）是一本至今仍在印行的美学著作。 

 

9． 音乐的声音材料 

【答案】音乐的声音材料主要有两种来源。 

一种来自人类的天然器官——嗓音即人的歌唱。还有一种来自器乐，即人创造的器物发出的乐声，如

琴、筝、琵琶、二胡、笛、箫、钢琴、提琴、小号、圆号、长笛、单簧管等。 

 

10．昆剧 

【答案】以昆曲为音乐载体的戏曲剧种。首先以改良后的昆曲演唱的传奇是梁辰鱼的《浣纱记》。明

代晚期，为昆曲写作传奇形成风气。以昆曲为主演唱的戏剧叫做“昆剧”。明代嘉靖以后，由于昆山腔改

良的成功，使昆曲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戏曲作家开始为昆曲写作传奇。昆剧的创作与演出一直延续到现

代。 

 

11．装饰 

【答案】装饰是指为了使设计的产品或环境具有优美而丰富的艺术效果，在还不够完美的主上进行点

缀，从而加强整体的艺术效果，以满足审美需要所添加的修饰。装饰既是一种行为活动的表现，也是一种

审美形式的表征。只把装饰视为纹样的描绘是带有一定局限性的看法，因为装饰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除

去纹样之外，还有材料的质地、纹理、色彩、工艺加工过程留下的痕迹，不同材料相互结合而出现新的视

觉效果，这些条件加以利用，都可以成为装饰的因素。 

 

12．劳动论 

【答案】劳动创造了人自身，是劳动使人脱离了动物界，由于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创造了艺术赖以

产生的物质基础，创造了舞蹈艺术的物质载体——人的灵活自如、健美的、有着丰富表情功能的身体，从

洞窟壁画、文物遗存史料中所反映狩猎和种植的舞蹈场面可以看到舞蹈起源与劳动的密切关系。 

 

13．声画对位 

【答案】声画对位属于声画分立状态下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技巧。“只有将声音同蒙太奇的视觉片段加

以对位使用，才能使蒙太奇的发展和改进提供新的可能性，”（苏联导演爱森斯坦等《未来的有声影片》，

1928年）影视中的声画对位，就是用对立统一的辩证的美学方法，将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声音与画面进行

蒙太奇是对位组合，相反相成，由此产生某种新的含义、潜台词、艺术情趣，取得特殊的声画修辞效果。 

 

14．手、眼、身、法、步（五法） 

【答案】“手”指手势，“眼”指眼神，“身”指身段，“步”指合步，“法”指以上几种技术的规

格和方法。法与以上的四功是密切相连的，例如唱功，就要口、手、眼、身同时并用，缺一不可。因为戏

中的唱，不能傻唱或干唱，目艮神要与唱词所表现的情感统一，身、手、步也要有机地配合唱词所表达的

情绪。 

 

15．王翚（1632—1720） 

【答案】是四王中技法比较全面，成就比较突出者。以 35岁至 60岁之间的作品最为精彩，时人誉为

“海内第一”。清代宗法王翚画风者很多，形成了“虞山派”。 

 

16．跑旱船 

【答案】跑旱船，汉族民间舞蹈，也叫“旱船”“采莲船”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船帮饰以绸布或画

上水纹图案，船篷四周附上饰物，装置彩灯，犹如水上划船。表演形式一般由两名男女扮演夫妻或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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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时女在船中，男在船外，持桨划舞，两人密切配合。 

 

17．亨德尔（1685—1759） 

【答案】巴洛克后期德国作曲家，与巴赫同年出生。亨德尔从小喜欢音乐，通过刻苦学习，他很快掌

握了各种乐器演奏以及作曲的技术。亨德尔虽然是一个德国人，但他的全部音乐生涯几乎都在英国度过，

取得了英国国籍，并在英国去世。亨德尔的创作非常广泛，歌剧、清唱剧、各种器乐均有重大成就。他的

前期创作主要是歌剧，共创作了 46 部歌剧，后期转向清唱剧创作，在清唱剧领域亨德尔取得了极大的成

功，他赋予这种体裁以新的生命，并深远地影响了后来的作曲家。 

 

18．古装新戏 

【答案】辛亥革命后，由梅兰芳首创演出的一种京剧新剧目。其特征是对旦角的头面服饰进行了改革，

穿戴有别于京剧传统服装的“古装”，有专门设计的歌舞表演，配以简单的灯光布景，其代表作有《館娥

奔月》《黛玉葬花》《天女散花》等。 

 

19．人体工学 

【答案】以人的各种生理因素为核心，探讨有关艺术设计中的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器物的关系，物

与物之间的科学关系，以便使艺术设计的产品适应人类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征，符合人类生活和活动的需

求。在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下，经过实践和研究，建立起的一门对人们设计活动能够产生关键作用的科学，

称之为人体工学，也称为“人因工学”，还有称为“人体工程学”。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不仅研究人体

的自然状态，还涉及人的心理反应、人的精神能力等方面，不仅限于研究设计对人体的消极适应，以求得

方便、有效、舒适、安全等。更进一步的重要作用存在于为人类今后的“造物”活动设计建立理论认识的

基础和科学的依据。 

 

20．中国芭蕾舞剧《白毛女》 

【答案】编导：胡蓉蓉、傅艾棣、程代辉、林泱泱，作曲：严金萱等，1965年由上海舞蹈学校首演。

该舞剧是根据同名歌剧改编创作的，故事的情节被设定在了抗日战争的中国北方农村，但整个舞蹈却将 19

世纪优雅的西方古典舞蹈与中国的民间舞蹈以及舞台艺术结合在一起，成为“洋为中用”的典范。 

 

21．《马太受难乐》 

【答案】巴赫一生写了很多宗教合唱作品，最著名的有《约翰受难乐》《b 小调弥撒》以及 200 多首

康塔塔。《马太受难乐》以《圣经》中耶稣受难故事为内容，由独唱、合唱和乐队演出，虽然是宗教材，

但却充满了深刻的人类精神。此曲在巴赫去世后半个多世纪才得以上演，巴赫的音乐从此为世人熟知。 

 

22．田际云（1864—1925） 

【答案】河北梆子演员，花旦，戏剧活动家，艺名“响九霄”。清朝末年，积极编演改良新戏，曾演

出过《黑籍冤魂》《惠兴女士》等。辛亥革命后，发起组织艺人群众团体正乐育化会，还创办了北京第一

个女子科班崇雅社。除本工花旦外，还能演青衣、武生、老生、小生戏。代表剧目有《珍珠衫》《辛安驿》

《蝴蝶杯》《春秋配》等。 

 

23．南宋四家 

【答案】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南宋四家发展出了以近距离实景为特征的所谓“偏角山水”，

这是类似于“折枝花鸟”的“截景山水”。画家以突出一个局部的方法来进行创作，用笔更加泼辣，水墨

的韵味发挥得更加充分。李唐被认为是开创这种新风的宗师。继承他的技法的刘松年擅长于描写江南风景。

马远、夏圭构图多截取一角或片断不全之景，画面中留下大块的空白，被人称为“马一角”和“夏半边”。

这种构图简洁，主体鲜明的山水画有一种全新的境界，完全不同于北宋山水画中常见的皇景式的构图。作

品有刘松年《秋山行旅图》、李唐《采薇图》、马远《踏歌图》、夏圭《溪山清远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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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交响诗《前奏曲》 

【答案】这首作品得名于法国诗人拉马丁的诗歌《新沉思集》中的第十五首《前奏曲》，但李斯特克

服了拉马丁悲观面对人生的消极态度，他虽然也认为死是永恒的，生命不过是死亡的一个短暂的序曲，但

同时也认为，人生虽将面临困苦、灾难，但却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去冲锋陷阵，战胜苦难。 

李斯特的这种人生观在交响诗《前奏曲》中表露得淋漓尽致。开始的主动机仿佛提出了一个有关生与

死的问，但在随后的发展中音乐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温馨甜蜜地歌唱，这些最终都交织成为一首积极人生

态度的颂歌。这是李斯特交响诗中最经常上演的一首。 

 

25．《伦敦交响曲》 

【答案】这是海顿的第 93—104交响曲的总称，为音乐会经理德国人扎诺蒙而作，也称《扎诺蒙交响

曲》，因写于伦敦，常被称为《伦敦交响曲》。这是海顿最后的一批成熟交响曲，是古典交响曲风格的典

范之作，其中包括了海顿的许多著名交响曲，如第 94《惊愕交响曲》、第 100《军队交响曲》、第 101《时

钟交响曲》等都是广泛传播的名作。其中的最后一首，第 104交响曲亦称为《伦敦交响曲》。 

 

26．《渔舟唱晚》 

【答案】筝独奏曲，娄树华根据古曲改编。乐曲开头以优雅的旋律和舒缓的节奏向听众展现出一幅宁

静的画卷；然后音乐回旋环绕，逐层下落给人以夕阳西下、归舟唱晚之感，充满诗情画意。曾被改编为小

提琴独奏曲。 

 

27．上海新舞台 

【答案】中国第一座有先进设备的近代化剧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落成。创办者潘月樵、夏月

珊、夏月润等，顺乎戏曲改良的潮流，不断编演新戏，其《潘烈士投海》《黑籍冤魂》等时装新戏蜚声沪

上，成为戏曲改良的生力军，新舞台还吸引了欧阳予倩、刘艺舟等大批新剧家的积极参与，将西方的戏剧

观和表演形式引进新编的京剧剧目中。 

 

28．《海盗》 

【答案】乔治、马季利耶编剧编导，于 1856 年在巴黎首演，舞剧取材于英国浪漫派诗人拜伦的同名

叙事长诗。舞剧中的所谓“海盗”，实际上是为独立而与当时的土耳其占领者进行斗争的希腊勇士们。 

 

29．集体舞《奔腾》 

【答案】集体舞《奔腾》，编导：马跃，1984 年由中央民族大学首演，演员：申文龙等。1986 年获

得全国舞蹈比赛创作表演一等奖，1989 年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国际艺术节金奖，1994 年获得“中华民

族 20世纪舞蹈经典评比”经典作品奖。 

该作品的语言语汇以蒙古族民间舞蹈动作为基础素材，映射出 20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

随时代变革所呈现的积极乐观和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30．汤显祖 

【答案】中国明代末期戏曲剧作家。江西临川人。汤显袓毕生从事写作，一生作品很多，有诗、文、

赋、曲等，但流传下来的并不多，影响较大的有传奇五种：《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

《紫箫记》。前 4种合称为“临川四梦”（或称“玉茗堂四梦”），其中最有名的是《牡丹亭》。汤显祖

自己也说：“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他也成为“临川派”的开创人物。汤显祖的创作对当时和后

世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近代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发展，汤显祖在西方的声望日高，和莎士比亚一起，被

称为东西方对峙的一对戏剧巨星。 

 

31．声音三要素 

【答案】广播电视的声音要素包括三项：音色、音调、响度。音色即音质，是声音的基本品质，如钢

琴、提琴、胡琴、笛子等各种乐器以及不同人的发声都有其不同的声音品质，即不同的音色；音调即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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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浙江音乐学院 816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浙江音乐学院 816艺术学基础知识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艺术学基础知识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名词解释 

1． 荀慧生（1900—1968） 

【答案】京剧演员，工花旦、闺门旦。初习梆子，师从侯俊山，艺名白牡丹，戏路宽广，勇于革新，

熔京剧青衣、花旦、闺门旦、刀马旦艺术于一炉，兼收小生、武生等行当的艺术，并能吸收梆子旦角之所

长，所创流派名“荀派”。代表剧目有《红娘》《红楼二尤》《勘玉钏》《丹青引》等。 

 

2． “老生三杰” 

【答案】“老生三杰”“仨鼎甲”，亦称京剧老生三杰，指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三人。时人以他

们三位不同的演唱艺术风格而分别呼之为“徽派”（程长庚）、“汉派”（余三胜）、“京派”（亦称“奎

派”，指张二奎）这也是京剧史上量呈出现的三个流派。 

 

3． 舒巧 

【答案】1933 年出生。著名舞蹈表演家、编导家。与汪传钤、钟宛文共同编导并主演《剑舞》，在

1957 年第七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舞蹈比赛中获铜奖。1959 年与张拓等共同编导大型民族舞

剧《小刀会》并扮演女主角周秀英，后拍成电影。从 1983年至 1987年连续创作了《画皮》《玉卿嫂》《长

恨歌》《岳飞》《黄土地》《达赖六世情诗》六部大型舞剧。发表了论文《我的舞剧观》，系统地论述了

舞剧的语言、结构、编舞、音乐、舞美等问，1987年应香港政府邀请*被聘为香港舞蹈团总监。 

 

4． 三庆会 

【答案】1912年成立于成都的川剧改良社团，主要负责人有康子林、杨素兰、萧楷臣、贾培之等。在

辛亥革命民主思想影响下，三庆会在组织制度、剧目创作、表演作风等方面都有改革。邀请赵熙、黄吉安

等作家整理和编写剧本，集合昆腔、高腔、胡琴、弹戏、灯戏五种声腔的名角组成强大的演出阵容，确立

了川剧的独特的声腔体制。 

 

5． 乱弹 

【答案】清乾隆年间，人们把昆曲视为“正声”，把昆曲以外的梆子腔、弋阳腔、皮黄腔等地方戏称

“乱弹'“乱弹”还有另外的含义，即流传于浙江一带的，以“二凡”“三五七”为基本唱调的地方声腔，

如绍兴乱弹、浦江乱弹等。 

 

6． 《嘎达梅林》 

【答案】蒙古族總叙事歌。嘎达梅林是其民族英雄，曾率领人民反抗封建王爷与军阀的统治。这是一

首上下句结构的短调民歌，采用蒙古族音乐常见的五声羽调式，节奏舒展沉稳，风格庄重肃穆。辛沪光创

作的同名交响诗就是以这首歌为主体的。 

 

7． 《“七·二八”的那一天》 

【答案】我国早期比较具备广播特点的广播剧。夏衍编剧，发表于 1937 年 8 月出版的《新学识》杂

志。 

剧情梗概：1937年 7月 7日卢沟桥事变后，7月 28日，中国当局断然拒绝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

第 29 军在北平、天津开始全面抗战。上海的广播电台播放了中国军队得胜的评论，几家报纸发表了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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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号外。人们拥到某杂货店拾购鞭炮，用于庆贺。店老板得知卖鞭炮的缘由，忙把鞭炮收起，准备自家燃

放。同时，拿出香烟、啤酒，请过往行人畅饮，并高呼“中国万岁”。街上有鼓动者历数日本帝国主义历

史罪行，动员大家捐款救护伤员、抚恤遗族、组织抗敌救援会。老板于是将小店全天的收入全部捐出，以

支持抗敌将士。全剧表现出强烈的盼望抗日胜利的心情。 

 

8． 吴昌硕 

【答案】清晚期海派最有影响力的画家之一，在书法、绘画、篆刻等方面表现出色。其画风最明正之

处就是从大篆、金文中悟得笔法，进而形成了更为雄强、浓烈的个人风格，成了清末民初画坛一位领袖群

伦式的人物，陈师曾、齐白石、潘天寿等近代画史上的“传统派大师”无不受到了吴昌硕画风的滋养。吴

昌硕最擅长写意花卉，受徐渭和八大山人影响最大，《桃实图》是中国清代画家吴昌硕的国画作品。《桃

实图》绘两棵壮实的桃树，树上硕果丰实，树下一块巨石矗立，而树上的一枝连同桃实垂直倒偃在地。桃

叶用浓墨写出，枝叶穿插。 

 

二、简答题 

9． 简述表现主义戏剧 

【答案】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之一。19世纪末出现于德国、瑞典，随后波及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极盛

于 20 世纪初至 20年代前后。“表现主义”的概念首次出现于 1901 年巴黎的一次画展。1904年，瑞典戏

剧家斯特林堡创作的戏剧作品《去大马士革》三部曲，被公认为第一部表现主义剧作。 

这派剧作家不满于对外在事物的描绘，要求突破事物的表象揭示其内在的本质，在表现派剧作中，最

引人注目的是对各种人物的潜意识的开掘，并把它“戏剧化”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这派剧作家借用了象

征主义戏剧的各种象征手法，同时大量运用内心独白、幻象和梦境的具象化等主观表现方式。在舞台表演

上，表现主义戏剧长于用灯光变幻出各种光怪陆离的梦幻效果，并喜用各种歪曲变形、抽象的舞合美术手

段，以形成强烈的震撼观众心灵的舞台效果。 

表现主义戏剧的代表剧作家和作品有：瑞典斯特林堡：《朱丽小姐》（1889）、《到大马士革去》（1898）、

《鬼魂奏鸣曲》（1907）;美国奥尼尔：《琼斯皇帝》（1920）、《毛猿》（1922）。 

此外，德国的论（1878—1 弘 5）以《从清晨到午夜》，托勒（I893—I939）以《群众与人》，捷克

的卡佩克（1890—l938）以《万能机器人》等剧作被公认为表现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 

 

10．简述川剧。 

【答案】戏曲剧种，流行于四川、重庆和贵州、云南的部分地区。明清以来，四川已经有高腔、昆腔、

梆子腔、皮黄腔流入，当地民间还有灯戏。各种声腔在四川流传过程中，逐步实现地方化。辛亥革命时期，

各种腔系的戏班涌入域市。在三庆会的影响和号召下，五种声腔实现“共和”，形成今日所见的“高、昆、

胡、弹、灯”五种声腔共存的川剧。川剧变脸是川剧表演的特技之一，用于揭示剧中人物的内心及思想感

情的变化，即把不可见、不可感的抽象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变成可见、可感的具体形象——脸谱。川剧变脸

是运用在川剧艺术中塑造人物的一种特技，是揭示剧中人物内心思想感情的一种浪漫主义手法 D近代川剧

代表性艺术家有康子林、萧楷成、周慕莲、周企何等。代表剧目有《柳荫记》《白蛇传》《玉簪记》《拉

郎配》《鸳鸯谱》等。 

 

11．简述贾樟柯与《小武》 

【答案】作为第五代之后的新一代电影人，贾樟柯的出现，使得中国独立电影具有了另一种发现的可

能。主要导演作品有“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遙》《世界》《东》《三峡好人》《无用》

等，其中《三峡好人》获第 63 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獅奖。贾樟柯中国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的

地位得以确立。 

《小武》于 1998年 2 月 18日上映。影片在贾樟柯的家乡山西汾阳的小县城中拍摄，大部分次要演员

都是当地人，使用晋语汾阳方言对白。 

《小武》表现的是观察者眼中的“人”。这是一个重友情、重然诺的小偷，是一个有某种羞愧心和表

现欲的小偷，也是有宽容和温情的小偷。影片以冷静的写实表现主人公的情感经历和生活关系，怀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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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弱点和生命常态中的异常、或异态中的常态的正常心态，对人生探索的努力，还是值得尊敬的。 

《小武》的纪实手法老道而自然，透露出导演看待生活的眼光。当纪实不仅仅是手法，而是对生活表

现观念的自然流露时，就达到了天然真实的地步。《小武》充分显示了贾樟柯对人性认识的深度。获得第

四十八届柏林电影节青年电影论坛大奖沃尔夫冈·斯道奖，第二十届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热气球

奖等多个奖项。 

 

12．简述田汉与中国戏曲。 

【答案】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剧作家、诗人，被誉为“当代关汉卿”。湖南长沙县人，出身贫寒，

少年时代受革命志士的影响，具有了反帝爱国的志向。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

文学。1924年，与妻子易漱谕创办《南国半月刊》，并发表独幕悲剧《获虎之夜》（描写黄大傻和莲姑之

间的爱情悲剧）。 

20世纪 20年代系田汉的早期戏剧活动，对中囯新兴话剧的奠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30年代田汉

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投入了政治活动。1930年，发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等。 

新中国成立后，为壮大戏剧队伍、繁荣戏剧创作、推动戏曲改革等做了大量的工作。I964年，先后受

到迫害而致死。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毕生从事文艺创作。有话剧、歌剧 60

部，电影剧本 20 余部，戏曲剧本 24 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 2000 首。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聂耳

谱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代表剧作有《获虎之夜》《乱钟》《名优之死》《丽人行》《关汉

卿》《好—记鞭子》《文成公主》等。 

 

13．简述冯小刚与《天下无贼》 

【答案】冯小刚是世纪交接时期都市影像表现的有成就者。从他的《甲方乙方》开始了大陆贺岁喜剧

电影的创作，取得很大成功。随后的《一声叹息》《手机》《天下无贼》除了作为贺岁片获得高票房之外，

都不由自主的涉及了现代生活情感难题。 

《一声叹息》的争议显然是天生的：一个中年人的婚外恋情的周折。影片对中年人跨界感情的直接描

绘，显然超出了传统防守的界限，却实在是迈开了艺术直面情感现实的较大步伐。《一声叹息》的现代表

现感是明显的，对情感的把握也是大胆而细致的，它使我们更加逼近生活和情感世界的真实。 

同样，《手机》对情感外遇的连锁反应的表现也是大胆而直接的，手机即手雷，欲望和遮掩，偷情和

输情的现代病一一形象展现，无疑是令现代人心悸和困惑的。《天下无贼》的现实表现虽然带有臆想色彩，

但对生活世界的表现依然具有现世根由，傻根的世界带着理想纯真的动人性，贼们的边缘世界则得到正面

的展示，而贼公贼婆的情感世界的人性观照则显示了现代开放的观念。在中国电影市场开拓上，冯小刚作

出了重要贡献。 

 

14．简述卓别林和他的喜剧电影艺术 

【答案】卓别林，英国电影喜剧演员，导演，制片人，反战人士，后来也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导演，

尤其在好莱坞电影的早期和中期他非常成功和活跃。他奠定了现代喜剧电影的基础。 

1914 年 2 月 28 日，流浪汉夏尔洛的形象首次出现在影片《阵雨之间》中。这一形象成为卓別林喜剧

片的标志，风靡欧美 20 余年。卓别林戴着圆顶硬礼帽和礼服的模样几乎成了喜剧电影的重要代表，往后

不少艺人都以他的方式表演。从 1919年开始，卓别林独立制片，此后一生共拍摄 80余部剧片，其中在电

影史上著名的影片有《淘金记》（1925）、《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1940）等。 

《淘金记》可谓卓别林艺术水准最高的作品之一，也是他本人最钟爱的一部作品。1952年，他受到麦

卡锡主义的迫害，被迫离开美国，定居瑞士。在瑞士期间，他拍摄了尖锐讽刺麦卡锡主义的影片《一个国

王在纽约》。1972年，美国隆重邀请卓別林回到好莱坞，授予他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称他“在本世纪为电

影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卓別林曾经说过：喜剧其实源自悲剧。卓别林的喜剧电影大都是带有悲剧色彩的

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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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简述新德国电影运动 

【答案】20世纪 60年代，正当法国新浪潮渐落的时候，在联邦德国掀起了新德国电影运动。1962年

2 月日在奥博豪森举行的第八届西德短片节上，由一批年轻的电影工作者发表的《奥伯豪森宣言》标志着

新德国电影运动的开始。 

他们宣称“旧电影已经灭亡。我们寄希望于新电影”。他们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德国电影的未

来，在于运用国际性的电影语言。”他们还宣告：“我们现在制作一种新的德国故事片，这种新影片需要

自由。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克服电影的商业性。我们要违背一些观众的爱好，创造一种以形式到思想上都

是新的电影。”这番宣言被认为是新德国电影运动的正式纲领性文件，它揭开了新德国电影运动的序幕。 

法斯宾德是新德国电影运动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被称为“新德国电影运动的心脏”“‘新德国电

影’最有成果的天才”。法斯宾德的处女作：《爱比死更冷酷》（1969）。《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1979）、

《莉莉·玛莲》（1980）、《洛拉》（1981）、《维罗尼卡·福斯的欲望》（1982）被称为其“女性四部

曲”。这些作品着重表现了二战后德国妇女的生活状况。新德国电影其他代表作还有施隆多夫的《铁皮鼓》

（1979）。 

 

16．简述山水画 

【答案】山水画是以自然风景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中国传统画科。南朝的宗炳与王微继之完成了两篇最

早的山水画论《画山水序》与《叙画》，奠定了中国山水画的理论基础。隋唐时代，中国山水画已经成熟，

展子虔《游春图》反映了隋代或初唐青绿山水画的面目。 

继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分别开创或继承南北山水画派之后，北宋关仝、李成、范宽三家鼎立，各

擅胜场。荆浩的山水画论《笔法记》，把谢赫“六法”移于山水，以“真”为主，强调以树木麵一定道德

观念。 

北宋郭熙父子的《林泉高致》则围绕中国山水画创造的核心意境问题，系统地总结了经验，使中国山

水画理论更加体系化。经过南宋画家对寄幽情美趣于精粹景色中的探索，至元代尤其是元四家——黄公望、

倪瓒、王蒙、吴镇，山水画又出现了一个重视主观抒发与风格创造的新的高峰，也完成了山水画中诗书画

的统一。 

明末董其昌简化古人创造的山水形象，参照书法开合起伏的法则，用以构置平面化的山水境界，造成

了山水画的又一变异。人清以后，一派沿董其昌蹊径变化古法，在笔墨风格气味上谋求新意；另一派面向

自然亦发挥笔墨传情的效能，独抒个性。后一派的代表石涛撰写的《苦瓜和尚画语录》（《画谱》）是古

代山水画论中最优秀的名篇。 

 

三、论述题 

17．试论音乐的审美特征 

【答案】音乐作为表情艺术的一种，除具有表情艺术共同的审美特征外，还有着它自身固有的一些审

美特征，这就是： 

（1）音乐是声音的艺术 

音乐是人类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经过反反复复的选择而留取下来的，并经过多方面加工组织起来的

一些特殊的声音。它们源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但又超脱了自然客体的属性。留下来在音乐中使用的，大

体上是钢琴上所能奏出的那 88 个音。音乐的情感形象都是用声音来塑造的。音乐的音响是音乐艺术的生

命，没有音响作为中介，音乐是无法完成的。 

（2）音乐是时间的艺术 

音乐必须在一定的时间中展开、发展、呈现自己。音乐的素材是声音，它们在时间的运动中表现为连

绵不断、翻腾变化着的音响泉流。音乐的音响与节奏的种种规律及内在的情感特征正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以变化的音响而逐步展现出来，同时刻画出生动的艺术形象。可以说音乐形象是一个过程，它是在时间的

推移、音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和丰富起来的。 

（3）音乐是表现的艺术 

音乐形象不是一种具体的形象，音乐形象是音乐音响作用于人们的听觉，而后经过联想形成于人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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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赠重点名校：艺术基础 2015-2022 年考研真题汇编 

 

第一篇、2022 年艺术基础考研真题汇编 

 

2022 年南京师范大学 336 艺术基础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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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西安石油大学 336 艺术基础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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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桂林理工大学 336 艺术基础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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