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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文阅读　　　　　　　　 　　　　 　　　　 　 　　
现代文阅读Ⅰ

材料一：

《说文解字》：“理，治玉也。”段玉裁注云：“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玉
虽至坚，而治之得其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理字本意为治玉，而治玉必依玉本身之条理，
故条理亦为理。引而申之，理作为动词之意为对于事物之治理，而作为名词之意则为事物本身

之条理。理性或道理，皆实际就主、客观两方面而言之。现在常说的历史理性，实际也就包括

历史（作为客观过程）的理性和史学（作为研究过程）的理性，简易言之，就是对历史过程的

所以然或道理的探究和对历史研究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的探究。

从大量甲骨卜辞材料可知，殷人敬信鬼神，以为鬼神能主宰人的命运。据《尚书》记载，

殷纣说过：“我生不有命在天。”殷纣以为他的王权来自天命，天命决定历史，其中没有任何理
性可言。后来，周取代了殷，殷人赖以自恃的“天命”转移到了周人手中。而据《史记·周本纪》
记，武王代纣胜利以后，忧虑得夜晚连觉都睡不着，说：“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武王深感不
安的是，天命是如何转移的呢？它已经从殷人手中转移到周，但是会不会再发生转移，使自己

由得而失呢？天命或王朝历史命运的转移，原来是既存在而又不可靠的。武王早在伐纣时还说

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周武王发现了一个道理：天命的背后原来就是人心，天
命的变迁原来就是人心向背的转移。这是周人对于历史发展自身的理路的新认识，是中国古代

对于历史理性发现的开端。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除儒家基本仍守周公的理念外，道家、法家都不再相信天

命，也不再相信人心。《老子》以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
狗。”古往今来，人事变化，根本没有以天或圣人为代表的道德理性在起作用。“大道成，有仁
义；慧智出，有大伪。”知识的产生与进步是引起大伪的前题，这种“智”的进步，导致了道德本
身的退步。于是，人之智日进，而人之德日退；历史进程既然与人之智俱进，那么历史进程就

必然成为道德倒退之过程。于是，历史理性便与道德理性形成为一种反比的函数关系。法家也

认为，在人类历史上道德的状况呈每况愈下的趋势，所以道德理性与历史理性的方向互相矛

盾。韩非同时认为，历史不可能倒退，时代已非竞于道德的古代，就必须改变古代的办法，如

果还是走顺从民心的老路，那么就会促成奸邪横行。知道治国之道的明君，虽然违背民心也能

作好自己的统治。这样就直接地提出了与天命人心说相对立的统治理论。当然，法家与道家在

对待历史的态度上又有很大的不同，道家主张归真返朴，回到上古时代；而法家则主张向前

看。在法家看来，历史理性虽然与道德理性背离，但是历史理性还是必须服从的。

稍后于孟子、商鞅的邹衍则认为，黄帝、禹、汤、文王分别因具有土德、木德、金德、火

德而称王，又分别崇尚黄、青、白、赤色，逐次相代，代火德者为水德。色尚黑。这就是五行

相胜说。五种物质按其特性，一个战胜并取代另一个，其间所体现的正是一种自然的理性。不

过，这样的自然理性虽然有其先后相代的历史顺序，但总不是历史理性的自身，而仅仅是一种

比附，在本质上是没有根据的。但当其实，却十分流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始皇推
终始五德之传，……方今水德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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