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MS帝国之家 zhann.cn
致力于帝国cms插件和二次开发

关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阅读题阅读附答案

作者：情深意重 来源：网络

本文原地址：https://www.xiaorob.com/zhuanti/ydlj/119239.html

ECMS帝国之家，为帝国cms加油！

试题内容：

一、现代文阅读（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①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赋予模仿两种完全不同的定义。在第三卷中，模仿指的是一种诗的风
格，类似我们所说的直接引用，与叙述相对立，其意思是，如果诗句实际上是以人物的角色在说
话，那么此时诗人似乎在模仿他的人物。在第三卷中，柏拉图所说的模仿是同质性的：悲剧中，
演员模仿人物，也就是说模仿者与被模仿者从性质上来说是相同的；而在史诗中，诗人的语言模
仿人物的语言，这种模仿可以说是一种同化的行为。

②然而在第十卷中，模仿就不仅仅是一种风格，而成为诗的本体，是诗歌的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
的本质关系，任何描述外部世界和人物的语言都是模仿。与同质性模仿不同，这里所说的模仿是
异质的，模仿者是语言，被模仿者是人物和事件，诗人对世界和各种事件的描绘成为模仿行为。
柏拉图在论述诗歌问题的时候，加入一个画家作为论证的中项。他以“床”为例，首先是自然的
床，它是床这个事物的本质，具有唯一的形式，只可能出自神的创造；现实世界中由工匠制作出
来的床是对“自然的床”的模仿。而画家的床只不过在模仿事物看上去的样子而不是事物实在的
本身，因此画作是对影像的模仿而不是对真实的模仿，跟真理隔了三层。

③柏拉图关于模仿的讨论最终落脚在伦理学，他对诗人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悖论：如果他们不
与诗歌中的主人公做同样的事情，那么就说明他们没有关于这些事务的正确知识，只不过是假装
表现主人公的行动和语言。但是，如果他们与主人公做同样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不再是诗人。这
样，任何人都不可能既是诗人同时又是一个诚实的人。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这篇对话中，模仿
具有双重的涵义，而柏拉图却没有加以区分。第一个涵义：诗人模仿现实事物如同画家，比如说
画一张床；第二个涵义：诗人模仿其他人，让我们看看柏拉图对荷马的指责：他虽然从未真正统
治过任何城邦却以一个统治者的方式说话，虽然从未制定任何法律，却以立法者的方式说话。因
此，当他批评荷马的诗远离真实世界的时候，实际上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荷马对政治、战争和
教育等公共事务缺乏真正的知识，因此他所说的话远离真理；另一方面，荷马本人与那些在特殊
领域具有真正知识的那些人物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审视柏拉图对诗
人和画家所作的对比，就会发现一些问题：根据柏拉图对模仿的定义，画家虽然模仿工匠所做的
床，但是并不能说画家模仿工匠本人。画家的工具是笔和墨，而工匠用的是斧头和锯子，因此柏
拉图并不指责画家为模仿工匠。然而，诗人与画家的区别在于前者使用的是对一切人都是共通的
语言，诗人与他们的模仿对象有一种本质上的类似性，于是在柏拉图眼中，诗人不仅仅模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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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使自己变得像被模仿的对象，形成一种双重的同化。这种双重的模仿实际上使诗人完全成
为诗歌所描绘的世界的附庸，也就是说，在柏拉图眼中，并非诗人创造了诗歌所描绘的世界，而
是诗歌的世界创造了诗人，一个纯粹的依附者当然谈不上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④柏拉图对模仿问题提出的两种不兼容的定义分别属于风格和本体。柏拉图在第三卷中从风格的
角度来看问题，诗人可以进行选择，对于诗人而言，模仿是一个主动判断的结果，诗人为了达到
某种效果，进行模仿或者不模仿。但是，在第十卷中，从本体的角度来看，诗人则无法进行选择
。出于反对模仿的伦理要求，柏拉图把诗人从理想国里全部驱除干净，即使伟大的荷马也不例外
，因为诗人不可能不是模仿者。从逻辑的一致性来看，如果模仿属于风格的范畴，那么这就是文
学的内部问题，作家根据其伦理或美学的判断在创作过程中加以抉择。如果模仿属于本体的范畴
，实际上这就成为文学的外部问题，其实质是探讨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与文学之外的世界处于何种
关系。

（摘编自钱翰《文学的再现问题中的意识形态》）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在柏拉图看来，艺术的事物是对模仿自然的事物的现实的事物的模仿，是对影像的二重模仿。

B.在柏拉图看来，作为诗的风格意义上的模仿，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其施、受主体的具体性质是
多样而非单一的。

C.柏拉图对荷马的诗的指责从两个层面来展开，一个从带着真理的知识角度，另一个是从带着知
识的身份角度。

D.诗的风格意义上的模仿是主观的、同质的，而诗的本体意义上的模仿是客观的、异质的。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如果诗人本身在一首诗歌中处处出现，从不隐藏自己，那么这种诗歌风格就称为叙述。

B.在柏拉图看来，风格意义上的模仿与否并不改变其为本体意义上的模仿的事实。

C.在柏拉图看来，诗人与画家的价值区别在于诗人使用的工具使得他们与模仿对象具有本质上的
类似性。

D.柏拉图在论述诗歌问题的时候，加入一个画家作为论证的中项，画家对工匠的模仿与诗人对被
模仿者的模仿是同构的关系，均与真理隔了三层。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模仿如果按照文学的内、外部来划分，可以分别概括为“模仿是不是好的文学？”和“文学是
不是模仿？”两个问题。

B.柏拉图对于模仿的风格和本体界说是出于伦理学的目的，他为前者寻找了前进的方向和途径，
却用后者将这种方向和途径毁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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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柏拉图看来，诗人价值的剥夺在于诗人对一个世界的创造是通过对自身向模仿对象的双重同
化实现的。

D.柏拉图对诗人的伦理学悖论限制了人格身份的单一性，切断了诗人与其他职业者的切换途径，
而这种限制和切断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对诗本体的界说。

参考答案：

1. A【解析】本题考查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错在“是对影像的二重模仿”，原文说的是“对影
像的模仿”。

2. D【解析】本题考查理解和分析文章内容的能力。错在“同构的关系”，原文说“诗人不仅仅
模仿对象，而且使自己变得像被模仿的对象，形成一种双重的同化”，这与画家则不相同。

3.B【解析】本题考查理解和分析文章内容的能力。错在“为前者寻找了前进的方向和途径”，
于文无据。

更多 阅读理解 请访问 https://www.xiaorob.com/zhuanti/yd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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