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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史是我国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对于政治制度史，历代史学家都十分关注，并取得

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但也要看到，制度史研究长期以来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其中一个

重要问题就是“见物不见人”。许多历史研究工作者习惯于罗列各种典章制度，忽视了制度背后
人的能动作用。作为对这种研究倾向的一种纠偏，一些研究者更为关注制度背后的人，但他们

的一些研究又滑向另一个极端——“见人不见物”，忽视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制度的制定与执
行的强大制约作用。

“见人”，要求在制度史研究中关注制度背后的人、制度与人的关系。制度是用来规范社会关系
的，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历史发展中，正是具体的人主导着制度的建构与发展。中

国历史上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科举制度、监察

制度、军事制度等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其背后都有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起作用，是

人基于对各种社会关系的思考形成的制度选择。需要指出的是，制度史研究要见人，还必须牢

牢坚持唯物史观，重视人民群众在制度构建与发展中的作用。一些制度史研究成果并非不关注

人，但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制定制度、执行制度的少数统治者身上，广大人民群众在制度

发展中的作用则常常被忽视。在有的研究者看来，人民群众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和适应制度，

而统治者在制度制定和执行中则是主动的、决定性的，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在唯物史观看

来，仅仅从统治者的角度考察制度，忽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对历史上制度的演化、发展就难以

有深刻的认识。

“见物”，就要研究制度构建与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研究制度超越于人的主观意愿所具有的客
观性。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其构建与发展必定受经济基础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制

度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性有机统一的结果。历史上的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

的，总是处于不断发展演化之中，制度内部是充满矛盾与张力的，这在许多时候体现的就是人

的主观意愿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客观制约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因此，研究制度史需要看到制

度构建与发展背后的各种客观制约因素，不能将制度想象为人的任意创造。人们在不断创造自

己的历史，但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的活动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制度的构建与发展也

是如此。

既要见物，又要见人，这要求史学家研究制度史时必须拓宽视野，将制度放在更宏阔的历史背

景下进行考察。制度史研究中的制度不是孤立、封闭的，需要将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要素

联系起来进行全面考察，与人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实践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样的全面考察必然

要求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只有拓宽视野，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反映制度构建与发展

的内在逻辑，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

有益的历史借鉴。

（摘编自周阳《以宏阔视野研究制度史》）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我国制度史研究因为对政治制度史的极度关注一度走入误区，所以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
题。

B.研究制度史既要关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也要关注制度的接受者，这是符合唯物史观
的。

C.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制度的构建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D.在进行制度史研究时，运用跨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就能发现制度构建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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