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届高三第三次月考考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高级中学）届高三第三次月考考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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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认为，认识含有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要素。感性是接受印象的能力，知性是规则的能

力，理性是原理的能力，它们一起构成人类认识的完整结构。康德的这一划分，揭示了认识的

基本层次，确立了理性的至高地位。西方的哲学思维方式本质上是理性主义，而中国传统哲学

的思维方式却与其迥然而异：它无疑也含有理性主义的因素，但并不归结为理性主义；它较注

重悟性、直觉和体验，但又不归结为非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它在本质上更具有“悟性”的色
彩，是“悟性主义”。 
儒家的“格物致知”，通俗地说，就是用既有的思维尺度、框架去衡量、测度对象。只是这种把
握绝非理性主义，它更具有“豁然贯通”的悟性特色。“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
斯可矣。”由此可见，在孔子看来，如若过多地理性思考，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往往反致迷
惑。老子的“玄览”，概括了道家的根本思维方式。“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从最超验的层
次对事物的一种整体性的观照和透察。超验即要排除一切感性经验、语言概念和欲望，保持内

心的清静和安宁。只有如此，才能做到“常无欲，以观其妙”。 
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是中印文化融合的产物，又吸收了儒家特别是道家的要素，凝聚了中国乃

至东方悟性思维的精华。在佛家看来，“开悟”是修行之目的，而“菩提”为所悟之智，“涅”为所
悟之理，佛及阿罗汉则为所开悟者。佛教义理对“悟”或“了悟”有甚为精密、详尽的研究和解
说。依所悟之程度，将悟分为“小悟”和“大悟”；依所悟之迟速，将悟分为“渐悟”和“顿悟”；依
所悟之途径，将悟分为“解悟”和“证悟”（由理解真理而知者为解悟，由实践修行而体得真理者
为证悟）；依所悟之主体，将悟分为“悟自”和“悟他”，更为重要的是，佛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
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了一整套系统而完备的了悟的方法，堪称无数佛教大师和佛教徒通过世代

刻苦修行实践所取得的丰富的悟性体验的结晶。这种悟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特质尤其在中

国禅宗中得到典型的充分的呈示。 
中国传统哲学的悟性主义思维方式在儒家、道家和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悟性理论中体现得最

为集中和鲜明。总体上说，以儒道释特别是中国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悟性思维方式，

完全超出了康德所划定的“感性、知性、悟性”的认识框架，超出了康德将理性视为认识的最高
形式的观点，从而也超出了西方意义上的“哲学”范畴本身。因此，感性、理性、悟性应是人类
认识所固有的要素，它们都不可缺少。 
（摘编自侯才《论悟性——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和特质的一种审视》）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儒家的“格物致知”和道家的“玄览”是悟性主义思维方式，它反对理性主义，倡导超验性观察
思考。

B. 悟性思维方式在禅宗和佛教中有很多体现，为了开悟，需要“菩提”的智慧，方能悟到“涅”的
真理。

C. 中国禅宗的悟性理论超出了康德的认识框架，进而也超出了西方康德所代表的“哲学”含义本
身。

D. 康德建构的人类认识模式基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立场，而容纳不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在论证中以大量的篇幅阐述中国禅宗的“悟性”思维，表明了中国禅宗是中国传统哲学的
代表。

B. 文章以西方主流思维方式“理性主义”为前提，并由此指向了中国传统哲学“悟性主义”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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