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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类文本阅读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儒家在传统宗法社会家族观的影响下，沉淀出影响中国民众两千多年的社会伦理观。

孔子在“仁”的理念中引出“仁爱”“孝悌”“忠恕”等美好德行，并通过“礼”的外化形式表现出来，
礼之用处即为“法”。

在“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及其家族观指引下，人们之间若要实现和谐相处，实现社会秩序
的完整统一，则必须得有个相适应的行为准则，在此意义上，徐复观在《中国思想史论集》中

指出，“礼”可称作“法”，“礼治”，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法治”。陈顾远在《中国法制史概
要》中指出，“儒家既认为礼系节制约束之标准，为个人如何守分之标准，而又取事之所宜设
为纲纪，此在名义上虽不称其为法，实际上则已为法矣。”他们均肯定“礼”作为“法”之现实性。
但中国古代与“礼”相对，另有法家倡导之“法”，这一“法”的内涵与现代意义上“刑”的意义大体
相当，二者在相互较量与博弈当中促成“礼法之争”并最终促成“礼法合一”。

儒家所主张的“礼治”有其道德层面的内涵，能与人的内在德性相符合，与天道运行规律相
协调，对于人心的倚重和社会整体秩序的维护具有深远意义。《礼运》曰：“夫礼，先王以承
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礼，承之天道，顺之人情，具有必然性、合
规律性。《论语学而第一》曰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礼的用处在于维持“和”，若要促
进人心之“和”与社会之“和”，必须用“礼”加以规范。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
出，“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
膺；人服礼是主动的。”民众遵守刑法，是来自于外部强制力的约束，是受制于刑罚的威慑力
而迫不得已的行为，虽表面服从，内心却不以为然，表里不一造成人心道德感缺失；以德治

国，用礼来规范民众的行为，使之逐步内化为道德戒律，民众不仅会自觉遵守规范，还会有强

烈的是非道德观念。

礼在精神道德的引导层面有其突出性，但对事后的惩戒性不足，无法起到预警效用。在这

一点上，“法”或“刑”则更具优势。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
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礼的这种事后惩戒机能与事先预警机制的缺
失导致礼治无法独立成为某个社会中的法律制度规范，而必须辅之以法治，这样的法治不能单

纯只是“刑治”，而必须是令人拥有自由意志并主动服膺的现代“法治”。

如何将礼的和谐因子与当下法治的人文关怀相融合，这是新时期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和

谐社会的构建关键是依赖法治的进步。法治社会是个“有常”的社会，有固定运作程式与运作范
围，有稳定的核心价值理念与主流意识形态，民众的心理健康、心态平和，社会和睦昌盛，这

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以法治、以人权为信念，更需以道德、以良知为信仰。在注重个体性

权益维护的同时，不忘道德戒律的制约；不触犯法律底线是基本，更需注重对道德底线的维

护。法治与礼治，二者不仅不相冲突，反而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新时期和谐社会的构建。

（摘编自刘田田《“礼”“法”合一的现代诠释》）

(1)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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