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高三语文上册完整试卷年高三语文上册完整试卷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文，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书法：作为一种文化

(1)我们提出书法是一种文化，并不是为书法下定义，只是一个范围的界定。时下人们为“中国
书法”已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表述的方式各不同，但使用的一个关键词和核心概念是一样
的，那就是“艺术”。特别是几位著名的学者提出书法是“艺术”，甚至是“纯粹艺术”、“最高艺
术”等等，影响甚大。
(2)人们把中国书法定义为艺术是基于中国书法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把汉字的字形放在“中国
书法”作为文化层次的结构中来审视，就会发现，汉字符号的审美效果是在书法文化结构的物
态文化层面体现的。在整体的书法文化或一件完整的书法“作品”中，字体书法形态属于物态文
化层，这是书法“本体”结构的“外显”的表层部分。当人们对汉字结构的科学性、艺术性及书写
出来的笔法、字法、章法给予充分的估量和赞美的时候，我们看到研究者往往只限于对“作品”
“物态文化层”的分析说明。并且往往忽略字体得以显示的“物器”、材料本身的质地、色调因
素；忽略一件书法“作品”的美是在书体形态与材料形态有机融合中显示出来的这一重要事实，
所以人们对书法“物态层”的研究与描述也往往是不全面的。在多层次结构的书法文化中，只就
其表层结构进行分析，把它当作书法“本体”、全体，并由此概括其性质并作定义。这种研究思
想和方法都值得斟酌。

(3)在对一种文化形态作文化结构的观察中，我们分出物态、制度、行为、心态四个文化层次，
以求全面认识其内部结构中的各个文化层次并非具有同等的意义。其中心态文化层是文化的核

心部分。这个核心部分体现着该文化形态被创造的目的。因而也集中体现着该文化形态的价

值、功能。就具体的书法作品来说，展示汉字字迹的形态不是目的，展示出一定的文字的内

容，以实现文字的记录、传播功能才是目的。各种书法“作品”的文字内容体现着作者、书者的
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等，展示出蕴含着经济、政治、宗教、家族、

社会风习等内容的无比丰富的“意义世界”。如果说在对“书法”这种文化现象的考察中，对物态
文化层次专注而对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在物态文化的体现可能有所忽略的话，那么忽视对书

法“作品”文字内容的考察、认知则是完全不应该的。文字内容属于书法文化的“心态文化层”，
是体现“作品”价值的核心部分，丢弃了文字内容而只专注文字的物态形式，这还是一个完整的
书法“本体”吗？
(4)如果我们从“汉字”与“书法”的关系方面作观察，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中国书法与汉字密切
相关，而汉字同其他文字一样，有形、音、义三要素。书写者总是为显“义”而构形，而并非为
构“形”而构“形”，为书写而书写。现在的问题是，“书法”研究者仅着眼书写者的构“形”和接受
者的识“形”、观“形”，把书写者显“义”和接受者会“义”的目的丢掉了。这样， 研究者把汉字
的“形”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抽掉了汉字“文化”核心内容，也便不能认识汉字及其显示形态的功
能价值。

(5)—些论者强调汉字字形独立的审美功能，对“形”本身的艺术价值扩大、拔高，其基本论据是
将汉字与绘画相比符。这是违背文字的本质规定的。汉字是一种符号而不是图画，符号是约定

的，其“形”与其表示的“义”没有必然的联系。作为符号显示的汉字字“形”，其本身的文化意
义、审美意义是稀簿的，不确定的。一个个汉字字“形”并非一个个独立的审美对象，而且
字“形”方面所显示出的点画(笔法)、结体(字法)、布局(章法)虽然可能显示出某种“形式美”，但
它在一件完整的书法作品中毕竟属于“形式”，从根本上说都服从于表达内容的需要，并受到这
种目的的制约。那些被称为中国古代书法的各种书迹，都是具有 “郑重的用途”（启功语)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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