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八中重庆市八中2021-2022年高一期末试卷在线练习年高一期末试卷在线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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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先秦诸子有一句老话：“人尽其能，地尽其利。”“人尽其能”就是彻底的人道主义，“地尽其
利”就是彻底的自然主义。不过这句中国老话没有揭示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互相因依，只表达了
对太平盛世的一种朴素的愿望。马克思却不仅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而且替共产主义奠定了

一个稳实的哲学基础，实际上也替美学和艺术奠定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在讨论

人与自然的统一时，马克思提出了“美的规律”。我们不妨细心研究一下马克思的原话：“通过
实践来创造一个对象世界，即对有机自然界进行加工改造，就证实了人是一种存在。……动物
固然也生产，它替自己营巢造窝，例如蜜蜂、海狸和蚂蚁之类。但一是动物只制造它自己及其

后代直接需要的东西，它们只片面地生产，而人却全面地生产；动物只有在肉体直接需要的支

配之下才生产，而人却在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时也生产，而且只有在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时，

人才真正地生产；动物只生产动物，而人却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联系到它的肉

体，而人却自由地对待他的产品；动物只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标准和需要去制造，而人却

知道怎样按照每个物种的标准来生产，而且知道怎样到处把本身固有的标准运用到对象上来制

造，因此，人还按照美的规律来制造。”
从这段重要文献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一、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一致性。人通过劳动实践对自然加工改造，创造出一个对象世界。

这条原则既适用于工农业的物质生产，也适用于包括文艺在内的精神生产。这两种生产都既要

根据自然，又要对自然加工改造，这就肯定了文艺的现实主义，排除了文艺流派中的自然主

义。

二、人不同于动物在于人有自意识（即自觉性）。他意识到自己就是人类一个成员，而且根据

这种认识来生产。动物只在受肉体直接需要的支配之下片面地生产，人却是根据人类的深远需

要全面地自由地生产。这就肯定了文艺的广阔题材和社会功用。具体的实例是蜜蜂营巢和建筑

师仿制蜂房的分别。

三、“人还按照美的规律来制造”。人的生产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与美有联系，而美有
美的规律：一条是“人知道怎样按照每个物种的标准来生产”。标准就是由每个物种的需要来决
定的规律。动物只按自己所属的那个物种的直接需要来制造，例如蜂营巢，人却全面地自由地

生产，能运用每个物种的标准，例如建筑师既能仿制蜂巢，又能建造高楼大厦和其它工程。这

就是前一条的要求。另一条比前一条更进了一步，“人知道怎样到处把本身固有的标准运用到
对象上去来制造”。这本身固有的标准是属于对象的，也就是根据对象本身固有的规律。恩格
斯论述“从猿到人”时说：“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一切其它动物强，能够认
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所说的“对象本身固有的规律”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自然规
律”。就文艺来说，这就涉及认识整个客观世界和人们所曾探讨的文艺本身的各种规律。可
见“美的规律”是非常广泛的，也可以说就是美学本身的研究对象。
（节选自朱光潜《谈美书简》之《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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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开篇引用中国先秦诸子的老话，引出了人与自然的话题。
B.人通过劳动实践对自然加工改造，这只体现在工农业的物质生产中。
C.人知道怎样把自己的标准运用到对象上去制造，这是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制造的一个表现。
D.本文论证手法多样，采用了引用论证、举例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
【2】下列对原文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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