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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35分）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材料一：

正确理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丰富内涵，是中国考古学繁荣发展昀基本前

提。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理解中国考古学的特色。

    筑牢中国理论之基。考古学是一门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
历史的科学，具有鲜明的历史学属性。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唯物史观也逐渐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

    新中国成立伊始，夏鼐和苏秉琦都自觉地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倡导在正确史观
引导下，实现从“为考古而考古”到“为历史而考古”的转变。到上个世纪80年代，“把马克思主义
理论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相结合”，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宣告成立。新
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取得的重大成就充分证明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基本理论和方

法。发现历史和解释历史是考古学的基本职责，以史育人是考古学的重要使命，什么样的史观

就会导致什么样的历史解释和历史书写。广大考古工作者只有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

本学科材料的有机结合，才能构建起新时代曲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体系。

    探索中国方法之用。经过几代考古学者的工作实践和不懈探索，中国考古学在田野发掘、年
代测定、成分分析和文物保护等领域的技术手段不断成熟规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考古学

技术体系。

    以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基础的田野发掘技术为例，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殷墟考古发掘中，中国
考古学者既充分借鉴西方考古地层学的长处，更从中国古代遗址的具体实践出发，形成了一套

行之有效的发掘方法并传承至今。在理沦方法层面，中国考古学者以器物类型学分析为基础，

开创性地提出了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

    新时代的考古工作者要坚定学科自信，博采众长，守正创新，围绕“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
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根本任务，大力开展学科交叉和学科整合研究，积
极探索新技术新方法在本学科中的运用。

   阐释中国文明之美。人类文明充满了多样性，每一种文明都诞生于特定的时空背景，形成了
自身的文化传统，散发着独特的文化魅力。考古研究表明，诞生在世界东方的中华文明，是人

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是人类文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历经文化谱系构建和古史重

建之后，中国考古学的学科重心必然要转向文明阐释的主战场——“凝练文明基因，阐发传统
价值，厚植文化自信，助力民族复兴”是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使命。

    考古学者要善于运用考古学的手段，科学挖掘蕴含在中华文明瑰宝中的优秀文化基因。深入
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及其在人类文明中的重大贡献，深刻

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传统，推动人类文
明走向“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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