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安阳市河南省安阳市2021-2022学年高一上学期语文第一次联考（学年高一上学期语文第一次联考（10月）试卷月）试卷

现代文阅读(36分)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敬，通“警”，其金文和小篆的字形，右边从攴，像以手执杖或执鞭，正在自己敲打自己，
义为自我鞭策。左边从苟，义为紧急、急迫，转义为不可丝毫怠慢。

可见，敬的本义，不是对待别人的态度，而是对待自己的要求，是自己端正自己，让自己

警醒起来，《论语·宪问》说“修已以敬”。《周易·卷一·坤卦第二》说：“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
外。敬义立而德不孤。”这说的是厚德载物的博大气象，是君子贤人的深厚本怀。

“毋不敬！”这句类似咒语的箴言，来自《礼记·曲礼上第一》，这也是《礼记》开宗明义的
第一句话。敬，首先是敬天、敬地、敬神、敬祖、互敬，但最重要的是自敬。所以，“毋不
敬”这句话的第一要义是不要不敬重自己。

敬，在古代社会生活中，与之最相关的，是礼。汉代的郑玄在注解“毋不敬”这三个字的时
候，用了四个字“礼主于敬”。这前三个字和后四个字，共同构成了中国历代礼乐教育的至理名
言“敬礼”和“礼敬”。有敬才能有礼，礼是为了敬。

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崇尚”礼乐的社会，也就是说，是以礼乐为“理想”的社会，而不一
定就是完美“实现”了礼乐理想的社会。这如同当今社会倡导崇尚优秀传统文化，追求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不意味着优秀传统文化已经复兴了一样。在古人看来，礼和乐，互为补

充，如同天和地，互为照应，正是这二者，天经地义地维系着家国天下的平安秩序。

在古代社会，敬与不敬，是孝与不孝的问题，是诚与不诚的问题，是君子还是小人的问

题，但问题还远不止于此。古人之所以对敬这个问题特别敬重和敬畏，根本的原因在于，敬与

不敬，不只是如何对待他人的问题，而首先是关乎自身究竟是人还是畜生的问题，所以一点也

马虎不得。这才是古代人与现代人对待敬的最大不同。

在《礼记·檀弓上第三》中，子路引用孔子的话说：“吾闻诸夫子……祭礼，与其敬不足而
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孔子如此强调敬在祭礼中的主导作用，其实具有某种警
示世人的意味。人们不禁要反问：如果不能像孔子所说的这样，如果在参加祭礼的时候缺乏敬

畏之心，乃至玩世不恭，那会怎么样呢？历史的教训是不能敬者，败以取祸！这也就是说，这

可不是闹着玩的，在祭礼上不敬，比待人接物不敬，更加危险！不只是关乎是人还是畜生的道

义问题，而且是关乎生或者死的生命问题！

怎样避免失敬之祸，无论对于古人还是今人，都是一个不得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面对

的人生课题。怎样才能做到敬？孔子给出的答案是“修己”，孟子给出的答案是“存心”。这两位
圣人讲的，与“敬”这个字形所象征的一样，都是发自内心而自警，而《礼记·祭义第二十四》的
回答却略有不同：“礼乐不可斯须去身。”

一言以蔽之，礼，在于治人。治人莫外乎治心和治躬。治心在于敬礼，治躬在于礼敬。由

是观之，敬礼和礼敬，不只是待人接物的一般礼仪，而是用礼和乐来加强自我修养的一门人生

的基本课程，君子和小人概莫能外，古人和今人一样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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