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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早在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大地上的不同地域和文化中，就已萌生了文字的雏形，其中既有

与汉字有承续关系的，也有与汉字无关的其他民族的文字维形，这些文字雏形被称为“文字
画”或“图画文字”。它们还不能逐词地记录语言，因此也不能被视作严格意义上的文字。成熟的
汉字约形成于夏商之际，而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文字系统，是童年时期的汉字。虽然

甲骨文还残留着一些早期文字不规范、不严密、不准确的地方，但已经属于可以严格记录语言

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字。

甲骨文的形体结构体现了“六书”的造字理据，字形丰富多彩。其造字方法甚至有超出“六
书”的地方，体现出古人的独出机杼和奇思妙想。甲骨文总字头数已有4000多个，可以自由记录
语言。甲骨文中常用字的结构已经基本定型，这些字经过几千年演变，虽然笔势笔意屡有变

迁，但其基本结构没有变，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如其所记载的中华文化一样，承传有序，源

远流长。甲骨文中有很多象形字和会意字，其中有不少还保留着早期形态，这是古人采用“远
取诸物，近取诸身”的手段，借助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经验积累所得，从中可以体会出古人造字
时的立意和取向。

古代“书画同源”，因此甲骨文也具有一定的装饰性和美化倾向。很多甲骨文的形体犹如美
术作品中的速写，古人在构字时尽量采用简单的线条，抓住描写对象的典型特征，凝练生动，

概括传神。其形体体现出对布局上的穿插避让和形象上的饱满匀称的追求，更凸显出古人朴素

的美的感觉和观念。

（摘编自《甲骨文研究的春天来了》）

材料二

1899年，甲骨文沉睡数千年后被发现。它记载了殷商王朝的信息，为中华文明史铸就了坚
实的一环。与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古印度河流域的印章文字、中美洲的玛

雅文字不同，甲骨文一直绵延流传下来，演变成今天通行的汉字。甲骨文历经三千多年演变而

不改其形，以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绵延不断的历史，印证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足迹，也展现了中

华民族的卓越智慧和伟大创新精神。

2017年，甲骨文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在赢得世界范围的认同与尊重
的同时，也对推动甲骨学研究意义重大、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造存，描绘了中华文明发展的精

神脉络，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由于年代久远，出土的甲骨完整的极少，绝大部分是破碎的，重新缀合难度极高。但经过

几代学者的追求、守护和探索，一批甲骨文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先后问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出版的甲骨著书约有280种，发表的论文有3万余篇。甲骨学者承前启后，倾力付出，孜孜以
求，他们为甲骨文的收集整理、研究考释、保护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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