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年高二期中检测（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年高二期中检测（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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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鲁迅先生曾言：“并非人为美而存在，乃是美为人而存在。”这一论断，概括了历代美学家对
于美的共同看法：美离不开人，有了人，世界才有美，美是人在对现实发生审美关系的过程中

诞生的，人是这一审美关系的主体。“世界的美”不在于自然，而在于人。
②人何以会成为“世界的美”？这就涉及人的本质问题。我们知道，人是一种有意识的“类存在
物”，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因为有意识，人不仅能认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而且能认识
作为客体的对象，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起种种关系。这些关系，有的是实用性的，意在满足

生理的物质需要；有的是伦理性的，意在满足群体的社会需要，如道德和法律的规范等等。这

些关系，都是外在的，带有强制性，显得不自由。而审美关系则超越了这些关系，使主体和客

体之间实现了一种非强制性的自由关系：主体对客体没有实际利害的要求，只是某种形象的观

赏和精神上的满足。美就诞生在这种自由性的审美关系之中。

③只有拥有自由意识的人，才能和现实发生审美关系，因此，只有自由的人才能有美。当人尚

处在动物式的自由生命状态，还未能从物质性的需求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当人还是不自由

的时候，他即便有了意识，也还不能审美。马克思说：“忧心忡忡的穷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
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其原因就在于
忧心忡忡的穷人和贩卖矿物的商人在美丽的景色和具有审美特质的矿物面前未能建立自由性的

审美关系。正因为如此，所以美虽然产生于人与现实的关系之中，但它却超越了这个关系，使

人从现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

④从人类的精神发生史来看，人类的意识一方面把自己和客观世界区分开来，建立了主体和客

体的关系；另一方面，不断加强了“类”的意识，在社会规范和公共意志上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
系。如，在史前时代，在人的生存理解与艺术想象的客观化之间，更多地凸现出群体性的甚或

社会性的精神意志，个人所能拥有的精神空间是极为有限的。这就意味着，史前艺术显现出来

的人类情感或想象，是群体性的情感和想象。即使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科学和原始宗教得到

进一步发展，但人类精神活动中的集体性力量还是占据压倒一切的地位。正因为史前时代的艺

术制作潜藏着鲜明的群体性倾向，所以，史前艺术的社会属性是不言而喻的。格罗塞说：“无
论什么时代还是什么民族，艺术都是社会的表现。”这就是说，美不仅不是自然的现象，而且
也不是个人的现象，而是作为社会的人才具有的社会现象。

⑤总之，美之所以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所产生和创造出来的社会现象，这是因为作为“世界的
美”的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只有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人才
能创造美和欣赏美，并成为“世界的美”。
（摘编自蒋孔阳《美学原理》）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并非人为美而存在，乃是美为人而存在”，鲁迅先生的论断强调了人在对现实发生审美关系
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B. 人类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与其建立了种种关系，并且在建立这些关系的过程中获得了某种形
象的观赏和精神上的满足。

C. 处在动物式的自由生命状态的人，即使有了意识也没有审美能力，美能让他们摆脱动物式的
自由生命状态而获得审美愉悦。

D. 史前时代的艺术美带有鲜明的群体性倾向，这和人类把自己和客观世界区分开来、建立了主
体和客体的关系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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