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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文阅读　　　　　　　　 　　　　 　　　　 　 　　
论述类文本阅读

与西方人偏重于通过权利来理解和实现正义不同，中国人偏重于通过义务来理解和实现正义，

但前提是一个“信”字。统治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体会到取得普通民众支持的重要性，“信于
民”逐渐成为统治者的行为规范。“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
多。”“夫王者，民人之主也，无均平之德，则不足以治之。”既然执政者身为“民主”，那么就要
对“利民”的责任多少有所承担，对人民的利益的许诺多少要兑现。而对民众讲信的一个重要体
现，就在于保证政令的可信，使民众感到政治可靠。

在孔子看来，治国的道理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他还认为执政者必须恪守
自己对“民”所作出的承诺，也就是要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建立一种默契，君子以天命的名
义满足百姓的需要，然后百姓服从君子的管理，所谓“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
也”。在此基础之上，孔子还从爱惜劳动力的角度提出“使民以时”、“敛从其薄”、“胜残去杀”等
一系列惠民、爱民主张。

孟子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孔子的爱民观，同时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
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荀子认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是“政教之极”，人君只有以身作则，才有可能出现“公道达而
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的局面；同样，人君只有带头“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
心”，“如是则虽在小民，不待合符节、别契券而信，不待探筹、投钩而公，不待衡石、称县而
平”，从而达到“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百姓莫敢
不顺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劝上之事，而安乐之矣”的礼治。
最后，礼治所达到的社会秩序之公正性与合理性，还表现在这种根植于血缘宗法的等级秩序不

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可以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重新整合。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统治者和民众、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通过“礼”与“信”的教化作用，形
成了某种以公正为原则的契约关系。这种规定自然是不成文的，也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从这

一方面来讲它是十分脆弱的；但这种规定是在对承诺双方彼此的关切进行了充分的考量之后理

性达成的契约，符合公正、正义的社会关系原则，因而它是约定俗成的，代表着个体和社会的

共同价值取向，从这一方面来讲它又是强大的，往往蕴涵着舆论和道德层面的巨大能量。毋庸

讳言，这种契约关系的威力不仅深刻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且深刻反映着中国早期的政治

理想和治国理念。

（摘编自诸山的《先秦儒家的社会契约意识》）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政令的可信与政治的可靠是统治者“信于民”的一个重要体现。
B. “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是孟子爱民观的体现。
C. 先秦时期通过“礼”“信”教化形成的某种的社会契约关系虽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但是它的威
力却可以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D. “礼”的教化作用是只要人君以身作则，就可以达到“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的效果。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采用了对比的论证手法，将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契约关系进行比较。
B. 文章以儒家思想“信”与“礼”的教化作用，来论述其在社会契约关系的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C. 文章按照儒家思想的沿袭，纵向论述了社会契约关系的形成与之有关。
D. 文章具有辩证的思想，客观地分析了先秦时期社会契约关系在社会秩序中所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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