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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类文本阅读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我国学术界使用“古典学”这个词，是晚近的事，大家对它的理解恐怕并不一致。我所理解
的“古典学”，系指对于蕴含着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我们过去虽然没有
用“古典学”这个名称，但是实质上，古典学早就存在了。发源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经学，就属于
古典学的范畴。

经学与政治相结合，在古典学中占据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年。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结束了这

个局面。“五四”以后，对包括先秦典籍在内的传统文化，知识界有不少人持简单的否定态度。
几乎与五四运动同时，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学术界兴起了怀疑古史和古书的思潮。

这种疑古思潮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到了顶峰。疑古派（或称“古史辨”派）成为商代之前
的故事研究和古典学研究的主力。在将传统的上古史大大缩短的同时，以前代学者的辨伪工作

为基础，大大扩展了古书的怀疑范围。很多先秦古书（包括经书）的年代被推迟，很多一般认

为属于先秦的古书被认为是秦汉以后的伪作。他们的古典学对传统的古典学的冲击是巨大的。

疑古派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他们的疑古显然过了头。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上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简单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想现象。在学术界，疑

古派怀疑古书的很多看法，也仍为不少人所信从。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对传统文化有了比较全

面、比较正常的态度。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明显加强。很多有识之士指出，我国人民（包

括广大知识分子）缺乏人文素养，甚至对作为本民族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中最重要的那些书

（有些学者称之为“原典”），也茫然无知，或知之过少，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严重问
题。发展古典学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我们不能照搬在很多方面都早已过时的传统古典学，也

不能接受那种疑古过了头的古典学，必须进行古典学的重建。

出土文献对古典学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古代的“孔壁古文”和“汲家竹书”就是明证。新
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战国至汉代的墓葬里，陆续出土了大量文献资
料，其中包含了很多先秦典籍（有些是已无传本的佚书）的抄本，这些抄本简称为“新出文
献”。从总体上看，它们对古典学的重要性已超过了“孔壁古文”和“汲家竹书”。新出文献既是古
典学的重要新资料，也是相关学科的重要新资料。要进行古典学的重建，必须更快、更好地开

展新出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为了支持有关学科的发展，也需要更快、更好地开展新出文献的

整理和研究。当前，在这方面有大量工作要做，而真正能担负起新出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的

人才却相当缺乏。希望有关部门能采取一些特殊措施，大力支持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培养。

（摘编自裘锡圭《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

(1)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虽然“古典学”这个词在我国学术界晚近才使用，但作者认为实质上古典学早就存在了。 　

　B. 古典学是对蕴含着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发源于以孔子为代表的经
学。 　　C. 疑古派是指我国学术界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兴起的一种怀疑所有古史和古书
的思潮。 　　D. 新出文献是指建国后在战国至汉代的墓葬里陆续出土的文献资料中的各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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