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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列题目。

现在世界上汉文化正热，但普遍认为汉语难学难教，语法尤其如此。因为难学难教，所以对外

汉语教学中有“口语”和“书面语”并进还是分开的争论；而对于语法之难，一方面是语法理论繁
杂且分歧重重，令人莫衷一是；一方面是教学缺乏理论和方法的支持，基本还只能凭经验。这

都发人深思：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是什么样的关系？汉语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语法？
阅读孟昭连教授的《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一书似乎能破解我们这两个方面的疑问。本书从古文

文法中“辞”的角度说清了文言区别于口语的具体方式，进而论证了古文语法的独特之处，为我
们解构文言、读懂古文提供了很好的途径，更对汉语语法有了创造性认识。

孟教授在书中回答了“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的问题。他阐述了古文“意内而言外”的概念。
语言和文字的作用都要表达“意”，但二者又有所不同。很多场景下，对话不仅要讲究吐字发
音，更要有声音的长短徐疾、停顿等变化，来体现说话人的心态、逻辑意向、话外之音等等，

这时，语言不仅要“以字显意”，还要加进去“辞”来足意，“之乎者也”就是典型的“辞”，是口语
中没有但文字里面非常必要的部分。

古文中这些“辞”大多是假借来的。借用一个现成有意义的汉字，赋予它新的内涵，起到文章中
虚之又虚的“托精神传语气”的作用。孟教授认为这都是先贤大儒们对汉字创造性的运用，使语
言具有了极强的表现力，极丰富的文化承载力，既可微言大义，也可蔚为壮观。

孟教授还回答了“汉语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语法？”的问题。从上个世纪开始，语言界的大师们
就在探索汉语自身的规律。与印欧语系的“以音表意”、文字符号本身没有什么意义相比，汉语
是音、形、义三位一体，是“意”以形和声音形式的双重表达。汉语的文字和口语相对独立、也
相互联系，汉字是字形直接表意，发音是隐而不显，从文字到思想不必经过声音环节，走的是

视觉路线；而口语是以音表意，不必经过视觉环节。随着大一统文明的推进、文章的发达，口

语又受到了文字的影响与制约。从现在的研究来看，汉字在初创之时起就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体

系，形、音、义完美统一，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

我们去哪里寻找华文的根？去哪里寻找汉语的本质？孟教授给我们做了回答，那就是，在传统

语言文字中找，在古典文学中找。这一切巨大的财富，是汉语乃至华夏文化回归的希望所在。

（摘编自子明《跳出西学框框回归汉语本质——评孟昭连教授〈之乎者也非口语论〉》）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辞”的角度虽小却能让人理解文言与口语的区别，更能显现古文语法的独特之处。
B. 先贤创造性运用汉字主要体现于假借虚之又虚的“辞”，赋予新意来“托精神传语气”。
C. 印欧语系的文字创制是为了高效反映语音、记录语言，文字附着于语言而产生意义。
D. 汉语形成过程中逐渐自成语法体系，文字和口语是相对独立又互相影响与制约的关系。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这篇书评首先交代了“汉文化热”却汉语难学难教的背景，引出写作这篇书评的目的。
B. 文章倒数第二段把印欧语系与汉语规律作比较，直接回答了文章开头提出的两个问题。
C. 本文呈现总分评析思路结构，首先总评书的特点，然后围绕两个问题展开，思路清晰。
D. 本文贯通了孟教授书中的论点和自己的评析，这种写法增强了书评的学术性和思想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中国古人在书面表达中一般很讲究修“辞”，一般的口语表达，则不会讲究修“辞”。
B. 古文是“以字显意”、“加辞足意”，那么，阅读古文就要重视“之乎者也”这类“辞”。
C. 既然汉语本身具有比较完善的体系，那么就说明我们的汉语实际上是不难学难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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