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高一10月月考题带参考答案（月月考题带参考答案（2021-2022年山西省晋中市祁县中学校）年山西省晋中市祁县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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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自信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具有超生物性、超自然性、超现实性的文化生命机能，是人类社会

实践在个体生命内部建构的高级文化结构，也是人类主观能动性和文化创造性的具体表现。

从大的方面看，中国学人最关注的一直是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与客观环境，并由此形成了“物
质在前，精神在后”的客观语境。但在某种意义上“物质在前，精神在后”的思维定势在当下不仅
相当流行，而且已成为影响现代文化研究的一个深层病症，很多虚假的学术问题与错误判断正

是由此而生。

就中国文化发展的现状而言，在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与外部环境解决以后，主体方面的素质与

能力正在变得更加重要。而对文化发展主体因素与语境的忽视与无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当代

文化思考和建设出现过多混乱与闹剧的根源。要想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发展问题，首先要做的是

进行“从客观到主体”的语境调整。中国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同时
也需要主体必须具有一定的特殊结构或达到相当的发展水平。

对于文化自信这种文化生命机能也是如此。自近现代以来，人们普遍将中国文化自信的衰落归

结为物质条件或社会制度等“硬件”方面的问题，这是形成文化发展客观语境或经济决定论的重
要原因。而从主体语境开始则意味着，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主体条件，才能理解或完成中华文化

自信的当代建构。由此可知，主体语境构成了文化自信的研究、阐释与现实重建的深层理论框

架。

在主体语境中，文化自信的消长取决于其作为文化生命机能的性质与存在方式。在逻辑分析

上，主体可细分出知识、伦理与审美三种文化生命机能。但正如康德说审美机能在人类身

上“总是很薄弱的”，真正影响主体文化生命的建构与实践的是知识与伦理机能。知识与伦理是
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内在条件，也是文化自信发生和消长最重要的主体基础。

在考察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流变时，不难发现一种相当普遍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在面临国

家、种族与文化兴亡的紧要关头，中华民族很容易通过文化认同和召唤生发出排山倒海般巨大

精神力量，这在历史上是屡试不爽的。但另一方面，这种巨大的主体力量与激情又不够坚实或

不能长久持有，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很容易被腐蚀或自我糜烂掉。

由此可知，尽管影响文化自信的原因很多，但缺乏一个坚实可靠的理性主体基础，无疑是中华

文化自信不能长久或容易腐烂变质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刘士林《中华文化自信的主体考量与阐释》）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文化自信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生命机能，是人类建构的社会高级文化结构，也是人类主观能动
性和文化创造性的具体表现。

B.物质条件与客观环境一直受到中国学人的关注，它也是很多虚假学术问题与错误判断产生的
缘由。

C.中华文化发展需要关注物质条件与外部环境，若想进一步探讨则需关注主体内部高级文化结
构的建构或发展水平的提升。

D.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自信出现了衰落现象，其根本原因是近现代物质经济的贫乏与社会制
度的落后。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开篇诠释了“文化自信”的内涵，为下文的论述提供了坚实的共识基础。
B.文章第三段揭示了在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情状下对主体语境重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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