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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出我们自己的法治话语

孙家红

世界上并不存在单一的法治模式，更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法治道路。对于这一问题，一定要保持

清醒认识。

上世纪80年代，伴随我国改革开放进程，西方法治学说、理念越来越多地引入中国。当时不少
学者翻译、介绍西方法学著作，在法治理论和话语构建方面借鉴西方。不可否认，西方社会关

于法治的经验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认真研究参考。但必须认识到，它是在西

方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西方学者创设的关于如何运用法律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一套价值观

念和理论学说。这一学说并不是一成不变或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西方资

产阶级法治理论产生前后，也曾面临各种威胁和挑战。后来，由于西方国家长期在经济科技上

占优势地位，其治理国家的主张就跟随资本扩张的脚步传播，并对其他一些国家产生了影响。

实际上，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法治并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只能看它是否适合一个国家治理的

实际需要，因而法治在本质上并无优劣之别。即使同在西方国家法治这一框架之内，大陆法系

和英美法系的差别也没有抹平。甚至在同一法系之下，不同国家的法治运行状况也是千差万别

的。因此，西方法治是一个极其笼统的学术概念，其话语表达各式各样。

在学术研究中，以往在借鉴西方法治理论时，有的学者由于认知局限，演绎出一些并不可靠的

知识内容。还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话翻译成汉语后，与原意相去甚远。这表明，我们以往引进的

西方法治话语存在不少漏洞，学者们需要更为全面地认知西方法治，而不是有意无意地制造或

传播一些查无实据的论断。

目前，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对西方法治理论照搬照抄、亦步亦趋，不仅无助于中国现实法治问

题的解决，更形成不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们需要扎根自己的历史文化

土壤，总结我国法治实践经验，回应自身法治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这样才能逐步形成自己

的成熟的法治理论。

我们应以人类法治文明演进的整体视野，汲取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法律智慧，进一步增强学

术研究的主体性，针对实际问题提出创新见解，讲出我们自己的法治话语。

（选自《人民日报》2019年3月25日10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西方社会关于法治的经验有研究参考的价值，因为它是人类重要的文明成果之一。
B.我们过去引进的西方法治话语存在不少漏洞，很可能与有些学者的有意为之有关。
C.借助经济科技优势和资本扩张，西方治理国家的主张得以传播，影响极其深远。
D.解决中国的法治问题，形成中国的法治理论，离不开自己的历史文化土壤和法治实践。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以法治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为立论前提，得出“它在本质上并无优劣之分”的结论。
B.文章采用引证法，有力地论证了“法治模式并非单一，法治道路也非唯一正确”的观点。
C.文章通过学者们对西方法治理论前后不同认知的对比，证明国内不少学者逐渐成熟起来。
D.文章按时间和逻辑顺序展开，论述了讲出我们自己的法治话语的必要条件和现实意义。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只有全面认知西方法治，立足中国实际，才能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成熟的法治理论。
B.西方法治理论学说的产生和发展整体上还算顺利，尽管期间也曾经受过一点威胁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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