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下半期第一次质量检测语文试卷在线练习（高一下半期第一次质量检测语文试卷在线练习（2021-2022年辽宁省大连市大连海年辽宁省大连市大连海

湾高级中学）湾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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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学界和陶瓷学界一般认为，要烧造出瓷器，至少需要三个先决条件在同一时空中产生作用:
一是瓷上或高岭土的应用，二是窑炉烧成温度达到1200℃，三是釉的发明。
综合分析上述瓷器生成的三个先决条件，我们不难发现:原料是瓷器形成的最基本的条件，是瓷
器形成的内因，烧成温度和施则是属于瓷器形成的外因。但是，在这三个先决条件上我国都不

具有唯一性优势。其一，瓷土并非大熊猫，绝非中国所独有，世界许多地方都发现有瓷土，即

是明证；其二，窑炉达到1200℃的烧成温度，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的情况下，中国人丝
毫不比外国人更容易获得成功；其三，如果说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即有

了“釉陶”的话，那么在釉的发明和使用上我国更不占先机。此即意味着，试图直接从瓷器生成
的三个先决条件入手，找寻中国人发明瓷器的原因可能是徒劳的。

事实上，当我们将中国瓷器发展史放置到中国乃至人类文化发展史中去系统分辨和考察之后，

便会意识到:“尚玉”文化史可能是中国人发明瓷器的第四个重要条件。
人类社会发展史已经证明，对玉这种材料及其制品，中国是特别情有独钟的国度。考古发掘资

料表明，至晚从河姆渡文化开始，“尚玉”文化不仅已经产生，而且开始流行起来。此后至今的
七千余年里，形成了一部绵延不断的“尚玉”文化发展史。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作为“石
之美”者的玉，具有与生俱来的审美性特征。这也以叫做“自然原因”。二是“人文原因”，即至晚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玉被儒家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之后，便具有了深刻的思想性内涵。

毫无疑问，在中国古代社会，“尚玉”已早早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社会文化风尚。
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在中国文人文化中，将瓷与玉之直接相关联，甚至“以玉喻瓷”蔚然成
风，晚到唐代时期已经出现。据初步搜寻，唐代“以玉喻瓷”的文献有文人陆羽在《茶经》中
有“越瓷类玉”的表述等。两宋时期，“以玉喻瓷“得到进一步发展；文人苏东坡在《试院煎茶》
诗中有“定州花瓷琢红玉”、“分无玉碗捧蛾眉”，南宋文人蒋祈在《陶记》里，更是直接用“饶
玉”来称呼景德镇的青白瓷。到了明清时期，文人“以玉喻瓷”现象就更为普遍了，尤其是在一些
器鉴赏类的文字中。据此，我们不难得出如下基本判断:至晚从唐代开始，在文人文化中，瓷器
之“似玉”度的高低，已然成为衡量其审美性乃至思想性之高低的重要尺度。玉文化对瓷文化的
深刻影响可见一斑。

另外，中国瓷器烧造史也已告诉我们，不仅单色釉瓷，即便是后来十分流行的彩绘瓷，“莹润
如玉”也都一直是中国瓷业界的最高审美追求与标准，是判别瓷器品质高下的重要尺度。从这
个意义上讲，这种“似玉”的精致化审美追求，不仅是中国瓷人一直追求的最高境界，更是导致
中国人发明瓷、创烧瓷器的重要外在文化因素。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十分发达而丰厚的玉文化背景下，无论是文人们的“以玉喻瓷”，抑或是
业界心向往之的“莹润如玉”的追求，无不预示着将“尚玉”文化视为中国人发明瓷器之重大而直
接的外部性因素，是比较合逻辑的推理。

（摘编自《“瓷”，凭什么你是“中国”？》.《新华文摘》2019年第21期）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烧造瓷器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产生作用，这是考古学界和陶瓷学界的一般看法。
B.无论是瓷器的原料还是烧成温度和施釉，这些条件我国都不具有唯一性优势。
C.“尚玉”文化产生并流行于河姆渡文化，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已经得到证明。
D.将瓷与玉关联并形成“以玉喻瓷”风气，最早唐代出现在了中国文人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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