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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和解析案和解析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法文化虽遇百折而不挠，勇克时艰，代有兴革，形成

了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影响深广的中华法文化体系。中华法文化的一切特质，都凝聚着中华

民族的精神，体现着中华法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历史法学派认为，法律是一

个国家民族精神的体现及产物。中华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

法律发展不受宗教干预，体现理性务实的民族精神。

宗教的存在要依附于政治权力，所谓“不依国主，法事难立”。但是一旦宗教势力膨胀至干预政
治，便会遭到政权和法律的打击。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均田制度遭到破坏，寺院占有大量土

地，势力膨胀，交结藩镇，影响国家的统治，因此武宗下令灭佛，在全国范围内拆毁庙宇，强

制僧侣还俗，佛教遭到沉重打击。可见，中国古代统治者对于宗教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不使

其干预现实中的政治活动。西方中世纪存在的教会法与宗教法庭，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传统

法文化中制度的构建、法律生活的缔造、法律文化的延伸渗透了中华民族理性与务实的民族精

神。

法文化传承创新的历程，体现坚韧进取的民族精神。

中国法律文化首尾相衔、辗转相承、代有兴革，自“夏有乱政”而制“禹刑”以后，商有“汤刑”，
周有“九刑”，秦有“秦律”，汉有“汉律”，魏有“新律”，晋有“泰始律”，唐宋元明清也各有律，
源流清晰，损益可考。这与中华民族自古就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秉持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分

不开的。例如，汉初经过秦末以来的战乱，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民生凋敝，百物匮乏，但

是在汉初相对宽松的政策影响下，人民群众克服困难，努力生产，至文帝时不过二十余

年，“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盈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不仅如此，这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也推动了上层建筑的进步，如文景两帝的废肉刑、汉律的

儒家化、私家律学的发展等，为文景之治的繁荣提供动力源泉。

法以诚信为本，体现敦诚守信的民族精神。

诚信是中华法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也可以说是法的灵魂。失去诚信，法也就丧失权威，等

同于一张废纸。在敦诚守信民族精神的孕育过程中，儒家思想也起了化俗正风的作用。孔子

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甚至将“信”看得重于生命，所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
立”。儒家认为，“信”是“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五常是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常
道，是最为重要的具有永恒价值的道德规范。与信密切联系的是诚。孟子将诚提到天道的高

度：“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天道与人道的沟通就在于“存乎诚”。儒家思想的
长时间熏陶，使得敦诚守信成为主宰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准则。正是在与各种欺诈行为不懈斗争

的过程中，锤炼了敦诚守信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法律中，也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

活中。

中华民族自形成之日起历经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在顽强的生产斗争、生存斗争中形成了优秀

独立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国家制度、法制建设的方方面面，使之带有

民族性的特质。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族精神，使优秀的民族精神与当代社会发展实际和时代

精神密切融合，对于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节选自《中华法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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