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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民族团结这一概念包含着人类学、文化学、经济学、政治学的意蕴。对此，我们既要着眼于当

下的民族团结的丰富实践，更要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中来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有

机体系统，它不是各民族的简单机械性相加，而是各民族彼此联系所形成的一个命运共同体。

千百年来，多个民族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不同民族在思想情感、实践技能、民俗民风上多有

交集，特别是当国难当头，各民族更是共同应对，承担着对共有家园的历史责任。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是我们加强民族团结、引领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思想基础。

从历史和现实层面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两个方面决定着民族团结。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

之所以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有机体，就在于这一共同体是建立在坚实的制度约束的基础上

的。中华民族在公元前221年就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朝，秦汉以来，就一直
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层面建立了一个民族共同体。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社

会制度和治理都不是封闭内向的，而是有一个双向和多向的联动过程。正是这样一种包容性强

的大一统的民族制度，使得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会受到颠覆性的灾难，反而能够奋发图强。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更是从制度层面上一改数千年的剥削制度，由此，中华民族大

团结有了根本性保障。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智慧和力量就来自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化。这一文化系统是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是中华各民族相互交往、互学互

鉴所获得的。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华文化的两大系统儒家和道家就已经形成，在长期的历史演

变中，形成了对完美人格的界定、人与人交往的规范、入对国家的责任、人与社会的联系。这

些文化品质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一文化心理结构也成为了各民族团结的文

化心理基础。我们讲各民族文化认同，就是指对中华文化优秀文化基因的认同。

增进各民族团结，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不

是各民族意识的简单相加，而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总

体意识。1939年，历史学家顾颉刚撰写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
”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数理相加的问题，而是各民族在共同的物质和精神交
往中所形成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在精神架构上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能否真正铸牢，最关键的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导向去引领和建构，而建构过程的关键就

在于需要依靠一种先进文化引领。否则，就可能会使得这种不同民族意识之间的交往和融通呈

现一种失范和无序状态，进而可能导致中华民族整体凝聚力和向心力递减。在当代，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具体体现，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聚集各

民族文化的正能量，真正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一个既富有定力又充满活力的民族精神

坐标。

（摘编自夏文斌，易佳乐《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民族团结》）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体现的是不同民族在思想等方面的共性而非差异性。
B.民族共同体的建立涉及多个制度层面，其中包容性强大的民族制度最为重要。
C.作为总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共担国难、团结发展的思想基础。
D.民族团结具有丰富的意蕴，加强民族团结的建设和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从制度和文化两个方面，阐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如何决定民族团结的。
B.文章在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决定着民族团结时，注意引述历史事实并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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