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高考终极预测卷语文题免费试卷（武汉外国语学校）年高考终极预测卷语文题免费试卷（武汉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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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中国古典文论是“应该传承的文化遗产”，但它不应只是一项遗产，它应可以成为我
们今天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时代发展，生活巨变，但柏拉图、亚里斯多

德、孔子、老子的思想就无益于今人？文化史家雅克·巴森说：“在专家主义的氛围下，我们把
文化整个委托给了专家，就算有人出于好意而想要分享文化，文化却再也不属于他们了。艺术

与美学的价值，在于它们变成了专业，变成了光环。”古典文论需要的不是被束之高阁，而是
激活与转化，使之直抵现代人的生活与精神。

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并非与文言文不相干。甚至可以说，文言文学的复苏，正是时下一种重要

的文学现象。文言文学的复苏有三种类型，一是文言写作的全面传承，如旧体诗词的写作在当

今的回归。二是文言文学素材的再生，如文言小说中的题材、人物、故事的再创作。一方面，

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苏与现代技术的发展，当前国产魔幻题材影视剧迎来了时代的机遇。像

《山海经》《搜神记》等神话志怪类文艺作品，因其自身潜质，为魔幻影视作品的创作提供着

丰饶的资源。另一方面，历史题材成了年轻人网络小说创作的主流，如2009年“起点”中文网，
就有原创历史类小说11320部。因而，文言文的审美经验，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更
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三是文言书写的美感机制，即文言文学在素材与语文之外，还有很多东西

属于精神与美学的复苏。不久前，一位作家以唐代诗人韦应物一首小诗中的“我有一壶酒，足
以慰风尘”两句，发起了一场“续写运动”，不到一周，阅读量达2507万人次，转发10余万，评论
超3万。这一现象，完全可以用古代诗学的基本理论“兴”来论述。以他人成句起兴作诗，
是“兴”观念下的一个诗学传统：其中有“成诵易记”“现成思路”“经典生发”等创作机制在起作
用。因而，只要文言不死，文言审美经验及其理论，必不会死。

至于白话文创作与文言美学理论之关系的研究，早有成果累累。先期有鲁迅所论“魏晋风
度”“摩罗诗力”、朱光潜所谈的“情趣与意象的统一”、夏志清所论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感时忧
国”传统等等，继而有海外学者陈世骧、高友工等持续讨论的“抒情传统”，及章培恒教授主持
的“古今贯通与中国文学”课题，至今仍有学者坚守。
研究古典文论与今天精神生活、艺术实践的关系，恰可以借鉴哈伯马斯的交往对话理论，从

以“我”为主位的关系，回到古人的生活脉络与文化情境，作同情的了解与智慧的对话，像钱宾
四先生那样，将孔子、庄子、朱熹与陶渊明作为很可以尊敬的客人、朋友，邀请到房间里来与

他们亲近地晤谈。至于说到如何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更好地融合现代与古典，使古典文论直

抵人心，则要切近地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客观了解中国文化，其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摘编自《“很美”的古典文论，如何有益现代人灵智》）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第一段引用雅克·巴森的话，是对把美学划归于专家研究、使之远离生活与大众之现象的批
判。

B. 古典的《山海经》《搜神记》等神话志怪类作品，自身具有改编成为现代魔幻影视作品的潜
质。

C. 以韦应物诗句发起续写所引发的热烈反响，体现了“经典生发”等古代文论中提出的创作机
制。

D. 借鉴哈伯马斯的对话理论，可以拉近今人与古人的距离，在朋友一般的交谈中获得珍贵的友
谊。

【2】下列对文本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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