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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部分地区 2023-2024 学年高一下学期期中考试语文试题汇编

论述类文本阅读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 2023-2024 学年高一下学期期中考试语文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题。

如果说“文学是人学”，是以形象、情感、意味表现人的喜怒哀乐，揭示人的生存状态

表达艺术家的审美思想，从而构成对人的剖析研究，那么，从更本质更深邃更系统更完善的

角度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从人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等外表特征到人的仁义

礼智信、忠孝悌廉耻等内在人格上规范着人的个体行为和人际关系，进而建构了以仁为核心、

以血缘亲情关系推衍至人伦民族国家的庞大而精微的儒学思想和社会体系，成为博大精深的

“人学”。

儒家的人学是从划清人与动物的界限开始的。人与动物的界限就是人的特征，也即人的

本质问题。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反映了儒家对人的自觉认识，在人类认识史上无疑具有哲

学思想意义。

在孔子看来，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智慧，还在于人有忠孝观念，而犬马虽能养却不

敬无孝。孔子是从人与禽兽的差别和人与人的关系上来界定人的内涵和本质的。因为，只有

真切深透地把握了人，才能把握“性相近，习相远”，因势利导，使人性日臻完善。这里，

孔子的思路极为可贵。他从自然和社会、原生和后天变异两个方面综合考察了人的习与性、

远与近。这对艺术创作至关重要。从人的自然性、原生性看，人与人之间具有普泛性，这为

艺术引起共鸣和感染提供了艺术视点和基点，如《诗经》中的《木瓜》：“投我以木瓜，报

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不仅重视和感激别人对自己的好意，而且自愿以百倍的

好意相报答，这种克己为人的感情，不仅是人的一种情感，更是儒家倡导的一种“仁”的风

范。从人的变异性、社会性看，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具有独特性、个别性，这为艺术反映

典型提供了多样选择表现的可能，如司马迁《史记》中呼之欲出的形象系列：“鸿门宴”写

刘邦的懦怯而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少谋略，其他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的性格因“习”

而相“远”，具有独特的

艺术魅力。

儒家对“人”的个体性认识是建立在群体性（“类”“民”“众”“族”“国”等）基

础之上的，或者说，重群体轻个体，重共性轻个性，重普遍轻特殊是儒家人学的方法论特点。

因此，儒家对人性的认识是从个体出发而超越个体，最终归结为对“民”的把握。

孟子认为，人不仅具有“食色”等与生俱来的生理需要（动物亦然），而且富有道德意

识。他在《公孙丑上》中以一孺子入井，人见之有怵惕恻隐之心为例，说明：“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进而，孟子提出了自

己对人的发现学说：“性善论”。这对张扬人心善良，融洽人际关系，建构理想社会，无疑

具有积极的作用，尤其是艺术化地再现或表现人性美好的东西，给人以精神力量和向往，这

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乌云密布之中是投进人心的一束光亮。好人总有好报、好人

一生平安、

将心比心将心换心等由“性善论”衍生的观念就成为民众生存的内在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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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人的荀子却提出了与孟子相左的观点——“性恶论”。他告诚人们

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人的荀子却提出了与孟子相左的观点——“性恶论”。他告诚人们不能

拘泥于人性中食色等本能存在，即与兽禽相近的恶的一面，而且要看到人性在社会存在和社

会关系中也具有争名夺利、愚昧残暴等恶的一面。这就把人性恶的根源植于人的物欲名利之

上，超越了弗洛伊德等从性本能、死亡本能挖掘人性善恶的框架而具有社会审美学的意义，

为艺术表现和反映人的复杂性提供了价值参照系，如中国文学对历代暴政苛税征战奴役残暴

纵欲等“恶”的批判，构成了一幅民族在逆境中抗争、在邪恶中挣扎、在黑暗中奋斗的历史

画卷。

孟子荀子分别从人性的善恶两极透析“人”这个复杂体，目的都在于以仁义孝悌等伦理

观念为人之本，规范人的言行举止。因此，性恶性善的实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殊途而同归，

矛与盾合一。所以，宋代的儒家将孟、荀两家之说综合起来，建构成更丰富完善的儒道体系。

正是对人性的多侧面多角度研究，儒家继承了春秋时期提出的“利民”“惠民”“抚

民”“安民”等主张，强调以民为本、不过不及、温柔敦厚、文质彬彬，使民有所居有所食

有所为。这一思想被历代统治者所接受，认识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心向背于社会安

定的重要性。儒家民本主义思想既具有告诚统治者尊重民众意志，顺应历史发展的积极价值，

也存有规范个体趋同化一、不能越礼犯上、扑灭个性的负面价值。这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

两种结果：一是可以怨讽美刺，传达民众心愿，使艺术为统治者服务、为民众服务；二是在

绘画、建筑艺术中，人的主体地位处在从属低微的地位，如中国山水人物画中，人的形象与

自然形象的比例反差极大，远不如西方绘画对人的崇拜和凸显。这就使得中国艺术个人色彩

非常稀薄，而共同的相似情感和形象较多。情感一律、话语一律、动作一律的后果是艺术魅

力的根本丢失，这是我们在研究儒家民本主义对艺术的影响时不得不认真汲取的历史教训。

（摘编自李明泉《儒家民本主义精神——儒家艺术精神的当代启示》）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儒家人学从区分人和动物开始，自觉认识、思考人的本质问题，具有哲学思想意义。

B.引用《木瓜》中语句有力论证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能引发情感共鸣，具有艺术感染

力。

C.孟子的性善论建立在对人的道德发现之上，给封建社会民众带来了美好的生存信念。

D.同样是对人性恶的挖掘，中国文学比佛洛伊德等的禽兽食色本能论而更具有审美意义。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在更系统更完善研究人学时，文学不如儒学更加注重博大经微的思想、社会体系建构。

B.性相近使艺术具有感染力，习相远使艺术具有独特魅力，因此不自觉认识人性就无法进

行艺术创作。

C.孟子、荀子的人性善恶学说各执一词，目的在于说明儒家对人性的认识尚不完善，还有

缺陷。

D.儒学对人从外表到内在人格的统一规范，导致中国艺术不如西方艺术更具有个性色彩。

3.下列选项中，不能体现材料中荀子认为人性之恶根植于人的物欲名利之上的一项是（3分）

A.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杜甫《兵车行》）

B.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白居易《卖炭翁》）

C.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司马迁《鸿门宴》））

D.烹龙炮风玉脂泣，罗帏绣幕围香风。（李贺《将进酒》）

4.根据材料内容，下列对性善论、动物和性恶论之间关系标示正确的一项是（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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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

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为当代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请依据材料谈

谈你对此的理解。（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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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国际学校 2023-2024 学年高一下学期期中联考语文试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民至上作为价值命题，其基本内涵是人民在社会(国家)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拥有

一切国家权力。在人民至上中，“人民”是主词，一般是指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

员。其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它包含社会治理者在内的社会基本成员，而社会治理者不过是

人民的代表；二是它不仅指社会基本成员个人，也指各种组织群体，但通常是指人民整体，

是人民整体与人民个体(包括个人和组织群体)的有机统一。人民至上中的“至上”，指的是

人民是社会共同体中至高无上的主体、主人，拥有一切国家权力，没有任何群体、组织、机

构与人民处于同等地位，拥有相同权力。

人民至上与中国传统的“民惟邦本”观念、西方的“主权在民”观念存在着重大差别。

“民惟邦本”观念即“民本”观念，其基本含义是以民众或百姓为国家的根本或基础。这里

所说的“民众”并不是指社会的所有成员，而是相对于统治者而言的黎民百姓。因此，在传

统的民本观念中，隐含着君王是百姓的主人并为民做主的含义，即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主权在民”观念，看起来是认为国家的主权在人民，但这里所说的“民”不是指作

为社会的全体成员或大多数成员，而是指社会中的个人。所谓“主权在民”，实际上是主权

在个人。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忽视人民整体，把单个人作为社会的主体、主人，强调个人的

自由和权利至高无上。

人民至上并不是一个事实命题，而是一个价值命题，既可以表达应然状态，也可以表达

实然状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把人民至

上确立为根本价值理念并始终加以践行，中国人民成为国家主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人民至上就从应然状态转变成为实然状态。人民至上作为价值

命题，具有价值理想、价值目标、价值原则、价值旨归、价值理念等多重基本价值意蕴。把

它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它就具有价值理想的含义；把它确定为社会的奋斗目标，它就具有价

值目标的含义；把它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根本原则并加以法治化、政策化、道德化，它就具

有价值原则的含义；把一切价值追求都落脚到人民至上，它就具有价值旨归的含义。所有这

些价值意蕴都可以用价值理念加以表达，价值理念可以指称这些含义的任何一种含义，所以

通常将人民至上作为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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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当家作主”“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幸福”等也是价值理念。

人民主体地位指人民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不仅意味着那些不属于人民范畴的人群不是社

会主体，更意味着人民整体和人民个体都是社会的主体。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含义就是人民

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社会的真正治理者。以人民为中心所侧重强调的是执政党在治理国

家过程中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幸福主要是就价值目标而言

的，它是指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以及作为国家治理者的执政党和国家，都要以全体人民普遍

幸福为最终追求。这些价值理念的含义虽各有侧重，但其基本含义都隐含在人民至上之中，

可以说是人民至上的不同表达。比如，以人民为中心是由于人民在国家中具有至高无上地位，

而这种地位必然要求国家治理者以人民为中心。因此，人民至上作为价值理念具有根基性、

根源性，所以被看作是根本价值理念。

(摘编自《人民至上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要求》光明日报 2022年 4月 11日)

材料二：

“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

社会生活之中。”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人民至上体现在治国理政实践的每一个环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人民的获得感。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基本经验。国家治理不只是政府的事，人民不只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故就其要旨而言，以

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就是要坚持人民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的主体地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故就其目的而言，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旨在提升民生品质，

增进人民福祉。“民之所需，政之所向，民之所盼，行之所至”，故就其手段而言，以人民

为中心的治理，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

手。

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着力把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民主是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与价

值诉求，但西方社会一直将之窄化为“竞争性选举”。这种选举民主限制了民众直接参与决

策的机会，实质上是一种“富人游戏”。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中国共产党治

国理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在长期执政的基础上，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

理念，并致力于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治理机制和治理实践。从民主选举到民主决策，从民主管

理到民主监督，人民都能充分地参与其中，确保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能够转换为切实可

行的公共政策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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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权为民所用，打造责任政府。现代社会的健康运行离不开一个务实高效、廉洁勤政

的责任政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建

设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我们党在治国理政实践

中，通过公共权力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运作，不断强化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监督机制和责任

机制，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各级公职人员自觉履

行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各项职责，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各项利益诉求，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

能够用来为人民谋福祉。

(摘编自《人民至上的治国理政之道》光明日报 2022年 4月 11日)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主权在民”强调人民是社会共同体中至高无上的主体、主人，拥有一切国家权力。

B.“民惟邦本”和“主权在民”都重视“民”，但都只关注个体的“民”，忽视人民整体。

C.“人民至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被确立为根

本价值理念。

D.“人民主体地位”是指执政党在治理国家过程中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依靠人

民。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人民至上这个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要求人民不仅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还是治国理政实践

中的主体。

B.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治国理政中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重

要方法。

C.通常将人民至上作为价值理念，是因为其多重价值意蕴都可以用价值理念加以表达，它既

可以表达应然状态，也可以表达实然状态。

D.因为公共权力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运作，所以要求不断强化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监督机制

和责任机制。

3．结合材料内容，下列选项中不能支持“人民至上”观点的一项是(   )

A.人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

B.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C.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D.战国时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4．请简要分析材料二的论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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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请结合材料分析我国的“人民至上”相对于西方的“主权在民”有什么优势。

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 2023—2024 学年高一下学期期中语文试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民族精神的差异性，中国古典悲剧的美学品格和西方悲剧存在着鲜明的区别。这种

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古典悲剧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封建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因而多数作品中的悲

剧人物被束缚在现存总体秩序的罗网中而无法游离，从而损失个体自主意识和对命运的反抗

精神。而西方悲剧中的多数主人公总是和现存的总体秩序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状态，他们总

是以挣脱现存秩序的束缚、否定现存秩序的合理性为自己行动的最终目的。

其次，中国古典美学强调“中和之美”，在悲剧创作中则表现为“哀而不伤”。中国古典

悲剧中的许多作品都具有“悲欢离合”的情节特征和苦乐相错的表现手法，往往有一个“欢

乐的尾巴”，以“团圆”结局。如《窦娥冤》《赵氏孤儿》《娇红记》等等，都程度不同地渗

透着喜剧的因素。而西方悲剧，特别是古希腊悲剧，则强调“庄严的风格”在悲剧作品中的

统一性，倾向于情节的发展要一悲到底，并往往以主人公毁灭而告终，从而在死亡中给悲剧

盖上真实性的最后印记。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死亡”这一著名的内心独白，就道出了西方悲

剧冲突的严峻、残酷和不可调和的特征。

第三，与西方以帝王贵族为主人公来揭开悲剧的历史不同，中国古典悲剧在早期就表现

出贫民化的倾向。“偏于琐屑中传出苦情”构成中国早期悲剧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贫民

化倾向在后来的《窦娥冤》《琵琶记》和《桃花扇》等优秀的戏剧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

体现。亚里士多德作为西方悲剧论的开山者，所界定的悲剧都是“英雄悲剧”，悲剧主人公

必须是名声显赫、超越常人的“著名人物”。古希腊悲剧中的主角多是神化的英雄，而莎士

比亚笔下的悲剧角色，也都出于名门望族。在西方的一些戏剧理论家看来，悲剧和喜剧的根

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模仿帝王贵人的行动，而后者是模仿卑微小民的行动。

（摘编自赵凯《悲剧与人类意识》，有删改）

材料二：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在西方文化中，人没有完全把自我同自然割裂开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主要的关系，

人处于神的主宰之下，人性和神性的对立是戏剧中主要的对立形式。在这种对立中，人性有

了对于人类的全面的覆盖性。也就是说，西方人观念中的“人性”不仅仅是人类中哪一部分

人的性质，而是所有人都不能没有的性质。人的各种悲剧的最深的根须不是仅仅扎于人的自

身，更扎于超人间的神的意志的存在。在人之外有一个更巨大的力量制约着人、人的命运和

人的发展，人没有左右自己全部命运的自由性。人的自由性是在人的悲剧性抗争中获得的。

这是感受和理解西方所有悲剧性作品的一种基本的观念。哈姆莱特的悲剧不仅有哈姆莱特的

过错，不仅有他母亲和国王的过错，更有哈姆莱特根本无法超越的诸种无法直接感知的原因；

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不仅由于她和渥伦斯基的道德情操上的缺陷，更由于存在于人本身的

不可克服的矛盾，她的悲剧不仅是她的悲剧，也是所有女性的悲剧，甚至还是整个人类的悲

剧。

而在中国文化中，人和自然是绝对分离开来的，人与神的关系不是戏剧的主要关系。在

儒家文化中，人是一个完全自足的系统，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可以靠人的努力完全得到解

决，人的所有悲剧都是由人的过错造成，而非社会因素。人应当为自己所有的缺陷而担负罪

责。所以，中国的悲剧不具有真正的超人间的因素。

西方悲剧体现贵族性，多以皇家贵族和英雄豪杰为主角。中国古代戏剧则是平民的戏剧，

主角一般是弱小善良、无辜受害的小人物。贵族是强者，强者是有力量的人。强者重进取，

重竞争，反抗道德束缚，因为他们不需要道德的保护，道德的保护限制着他们的力量的发挥。

平民是弱者，弱者是没有力量的人，他需要道德的保护。因此，西方的悲剧是强者与强者的

冲突，是人的意志与神的意志或社会意志的冲突，是力量与力量的冲突。中国古代戏剧的冲

突是道德与非道德的冲突，是弱者与强者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只有弱者才有可能是悲剧

主人公，强者都是悲剧的制造者。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的悲剧就没有悲剧性。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没有主动损害别

人的人，应该获得自己正常的、平静的幸福生活。而悲剧主人公是道德的，是没有损害别人

的人，但他却因别人的不道德的行为而失去了这样的生活。不论他的冤情有没有获得最终的

昭雪，他的悲剧都已构成。尽管悲剧主人公反抗的不是神的意志、宇宙的意志、社会的意志，

但他们同样反抗着自己的悲剧命运。他们是通过反抗不道德的人的不道德行为而表现出自己

的悲剧精神的。这种悲剧同样唤起观众的悲哀的情绪，同样加强着观众对一种悲剧精神的渴

望，同样能起到一种净化心灵的作用。当然，它的悲剧精神的发展是受到平民意识的局限的，

是不可能提高到真正的人性的高度的，其悲剧精神的内涵相对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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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

1.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中国古典悲剧的美学品格和西方悲剧之所以有着明显的区别，是因为中西方之间在民族

精神方面存在差异。

B. 西方悲剧注重情节的发展一悲到底，往往通过主人公的死亡结局来展现戏剧冲突严峻、

残酷、不可调和的特征。

C. 在中国的悲剧中，人的悲剧是由人的自身原因造成的，而西方悲剧中人的悲剧则都是由

神的意志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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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中国悲剧中的冲突是弱者与强者的冲突，只有弱者才可能成为悲剧主人公，西方悲剧中

的冲突双方则都是强者。

2. 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材料一和材料二在论述时都谈到了儒家文化对个体的影响，但二者论述的目的并不相同。

B. 中国悲剧中的人物常常缺失个体自主意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无法摆脱现存总体秩序的

束缚。

C. 中国古典悲剧的“团圆式结局”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戏剧冲突，这是我们在研究中无法

回避的事实。

D. 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人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在中国，人则能解决自身问题和社会问题。

3. 下列选项中，能够体现中国悲剧创作“哀而不伤”的特点的一项是（   ）

A. 《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了家族安宁，不得不双双殉情，最终变作蝴蝶

相伴而飞。

B. 《牡丹亭》中杜丽娘对柳梦梅倾心，伤情而死，化为魂魄寻找现实中的爱人，最后起死

回生，与柳梦梅永结同心。

C. 《雷雨》中所有矛盾集中爆发后，周萍开枪自杀，侍萍和蘩漪经受不住打击而疯，周朴

园独自在悲痛中忏悔，只有大海得以出走。

D.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十娘为了报复李甲的背叛，将珍宝尽数抛入江中，以投江维

护自己的尊严。

4. 下面是中西悲剧对比一览表，根据材料内容，下列选项对中西悲剧的解读不恰当的一项

是（   ）

对比类目 中 西

悲剧的人

物
多以平民为主 多以贵族为主

故事类型 孝道、爱情、冤案 宫斗、爱情、夺权、复仇

指导思想 传统伦理道德 基督教义

正义的伸

张
别人的帮助 自己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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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观 相信命运、因果报应 重批判精神

主人公形

象
忠孝、善良完美型 非完美型

主题类型 忠、孝、节、义 情爱、妒忌、背叛

A. 中国古典悲剧多书写反映孝道、爱情、冤案的故事，表现平民生活的烟火气。

B. 西方悲剧主人公多对现存秩序不满，以挣脱现存秩序的束缚为目的，体现出重批判的精

神。

C. 中国古典悲剧中正义的伸张常靠别人的帮助，是因为个体自主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损失。

D. 西方悲剧塑造“非完美型”主人公形象，易于展现人性，表现情爱、妒忌、背叛等主题。

5. 请结合课文及材料二内容，简要分析《窦娥冤》是如何体现中国古代悲剧的悲剧性的。

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 2023-2024 学年高一下学期期中考试语文试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这是汉代思想家扬雄的话，其中阐明的中国人关于天人关

系的看法，有普遍意义。中国艺术在天人交会的基础上谈创造。“天人合一”建筑观是中国

古代建筑的中心思想，这一点在园林建造上体现的最明显。中国园林的最高原则是“巧夺天

工”，得自然之趣，体现自然的意味，所谓“庭前草不除”，这是中国造园的最高境界。西方

园林是人工的，多几何构置，铲平山丘，人造喷泉，砍伐树木，把道路修成直线；中国园林

是自然的，多曲线，野趣天成，寂寂小厅，闲闲花草，曲曲细径，溶溶绿水。西方园林强调

“人是自然的主人”，欣赏秩序，对称，整齐；中国园林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欣赏大

自然的内在秩序和节奏。

在西方，建筑不仅是遮蔽风雨的居所，而且是遮蔽灵魂的场所，人们从早期的崇拜高山

大漠到崇拜各种自然神。建筑高大空旷并赋予神性，所以传统建筑中一开始以建筑各种神庙

为主。而在中国，开始时崇拜祖先，后来是崇拜族长、君王、帝王等，神权也依附、从属于

皇权，这就决定了中国历代建筑是人的居所，而非神的居所。非神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历来中国人都非常注重把理想寄托于现实世界。中国传统建筑考虑“人”在其中的感受，更

重于“物”本身的自我表现。这种人文主义的创作方法有着其深厚的文化渊源。在建筑材料

上，中国传统建筑往往选择可以腐朽的木材与土地的衍生之物做材料，而很少选择使用不会

腐朽的石头。中国文化中，土木往往成为建筑的代名词。木始生于土，终归于土，而作为农

业民族的中国人也整个就是依存于土地、生死于土地的。各个民族都有关于人类来源的创生

神话，惟有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人是由女娲神拿黄土抟造而成的。人的衣食住行皆源自大地的

馈赠。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生生不息的五行观念，不追求永久，是中国文化非永恒思想的体

现。在建筑体量上，中国建筑以人体尺度为原则，要求“大壮”，更要“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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