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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共享的宝贵财富，对于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意义重大。

汉字铭刻着中华民族久远的文化记忆。早在史前时期，中华先民就在岩石、器物上摹画契刻图

画符号，孕育了文字的雏形。我国许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陆续发现了带有刻画符号的考古

器物，如贾湖遗址的龟甲、半坡遗址的陶钵、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的陶尊，这些符号虽尚不能

系统记录语言，但已是我们抵近先民世界的文化“密码”，闪现着中华文明的曙光。殷商时期的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源头和中华文化根脉。目前出

土的甲骨文献大多是晚商王室于占卜活动中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记述文辞，反映了当时社会语

言生活的一个方面。甲骨文无疑是殷商语言生活中最为典型的文化标本，它历经数千年岁月冲

蚀，依然能以其独特的形态、简练的文辞、宏大的体量，确证中国古史关于先商早商的历史叙

述，展现先民早期社会的生活图景，留存着中华民族久远而清晰的文化记忆。

汉字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创造了稳定条件。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语言生活出现了“言语异
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统一六国后，以秦国文字为标准实行“书同文”制度，文字统一为国家
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社会俗用的隶书开启了汉字隶变楷化的规范之路。秦汉以来汉字

的形体样式基本定型，文书行政之制大体确立，汉字成为大一统格局的文化支撑。汉字还具有

超越时空的稳定力量，几千年来，汉字体系前后相继、未曾断裂，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

到计算机处理的现代汉字，其方块样态、线条构形、表意原理一脉相通。

汉字见证并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汉字起到了桥

梁和纽带的作用。随着中国疆域扩大、民族交流加深，汉字很早就从中原传播到少数民族地

区。我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起初没有自己的文字，汉字是他们借以交流和记事的工具。秦汉时

期，北方匈奴族“无文书簿领”，其信函印玺都使用汉字。唐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
起初习用汉字，后仿照汉字于10至12世纪创制了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留存下来一批民族
语言文献。这些比照汉字形貌特征和构造原理创造的文字被称为“汉字系文字”，共同组成一
个“汉字大家族”。直到现在，有些汉字系的民族文字还在民间使用，如壮族的方块壮字、白族
的传统白文，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汉字见证并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

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树立在拉萨大昭寺的唐蕃会盟碑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了汉藏两族“叶同如
一”的团结情意。13世纪初，元朝政府规定，“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
规范汉字是经过整理、由国家发布、在全国通用的现代标准汉字，是法律规定的国家通用文

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

（节选自刘翠霞《汉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半坡遗址的陶钵刻画符号的考古器物，尚不能记录语言文字，但接近早期的文化“密码”。
B.汉字成为大一统格局的文化支撑，主要依赖于隶书发生变化和文书行政之制大体确立。
C.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开始无本民族文字，随着民族往来不断增加，采用汉字交流和记事。
D.法律规定的国家通用文字，必须要有在全国通用、经过整理、由国家发布等一系列过程。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从三个角度论证了汉字对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
B.文章以考古材料、古代文献作论据，论证汉字为中华文化传承创造稳定条件。
C.文章在论证结构上，首先亮明观点，然后向纵深深入，最后总述并加以强调。
D.文章论证兼顾历史与现实，既有历史发展情况的分析，也有现实生活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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