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届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语文在线测验完整版（湖南省永州市）届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语文在线测验完整版（湖南省永州市）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美和伦理、经济等概念不一样。伦理指处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规则，经济指物质生

产、流通和交换活动，都是名词性的专指概念。与此比较，美则更多涉及人对事物的情感评

价，而且这种评价均趋于正面。以此为背景，人对现实的审美评价引人爱这个世界，审美的超

功利性促进人追求雅化生活并对生活抱持理想态度，这些都天然地通向一种健康、乐观、高尚

的道德情操。也就是说，审美不是道德，但它却天然孕育并涵养着道德。

中国传统文明萌芽于上古时期的巫史传统，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上古的“巫”并没有发展出
对后世文明产生强大统摄作用的宗教，而是显现出更理智清明的特点。这一特点的表现就是以

美善相济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从历史看，这一价值观念的确立始于西周时期周公的制礼作

乐。对礼乐的崇尚和实践构成了中国传统文明、文化、政治的基础，诗教、礼教和乐教则构成

了国民教育的主干。就中国古人对诗、礼、乐的理解看，我们很难分清它到底是属于美学还是

伦理学的问题。比如，诗或《诗经》作为文学形式，它的基本价值在于审美和情感表达，是美

学的，但自孔子时代始，其道德、政治喻义被历代经学家进行了无限发挥，《诗经》因此几乎

成为社会风教和政教读本。与此一致，礼主要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但由其昭示的人的行为的雅

化和群体活动的仪式化，则是审美的；乐是中国社会早期对诗、乐、舞等艺术形式的统称，其

审美和艺术特性自不待言，但它预示的心性、社会乃至天地人神的整体和谐，却指向伦理性的

至善理想。也就是说，虽然按照现代学科划分，美与善或者美学与道德之间存在分界，但在中

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述中，两者却是混融的，其一体性要远远大于分离性。

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美与善或美与德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比如在《论语·八佾》中，孔子
评价上古乐舞《式》“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则“尽美矣，又尽善也”。这一方面说明美与善
不可扣互取代，即美的未必就是善的，另一方面则说明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美对于道德之

善而言具有奠基性和先发性。正是因此，自孔子以降，中国儒家向来主张以审美教育涵养道德

教育，即以美储善。春秋时代，孔子对西周政治推崇备至，一段时间梦不见周公就心怀惶恐。

但他在讲西周政治的特色时并没有讲到善或道徳的问题，而是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说
明人文性的美并不仅仅是为善的到来铺陈前奏，而且是对至善之境具有整体的涵盖和弥漫性。

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美对善的生成和涵养作用，同时也强调善向美的二次生成。人们相信，人的

内在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良善的本性总会以美的形象向外显现。对于中国传统

儒家来讲，美不仅在源发意义上成为人性向善生成的内部动因，而且也是道德外化的形式。所

谓以美储善或以美导善，最终生成的仍是一种以审美作为标识的道德形象。或者说，美与德的

关系，在中国古典关学中可以表述为首先以美育德、继之以德成美的连续性过程。

（摘自刘成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与“德”》）
【1】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美涉及人对事物的正面情感评价，具有超功利性，它不同于名词性的专指概念“伦理”和“经
济”。
B.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述中，美善相济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美与善是混融的、一体的，
密不可分的。

C.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美与善的差异性在于美的未必就是善的，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美对
于道德之善具有奠基性和先发性。

D. 中国传统儒学认为，美对善具有生成和涵养作用，它既是人性向善的内在动因，也是道德外
化的形式，美与善的关系是二次生成的连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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