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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36分） 
1. 现代文阅读　　　　　　　　 　　　　 　　　　 　 　　
论述类文本阅读

中国的语言规范活动历史悠久，可上溯至周秦；现代语言规范活动起于清末，语言统一，

开启民智，救亡图存。新中国成立以来，普通话的推广普及、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实施，使语言生活管理渐趋合法化，实现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

和信息化。步入21世纪后，社会环境变化日新月异，信息技术发展一日千里，社会语言生活日
趋多元，语言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不仅关乎个人发展、文化进步，而且关乎社会稳定、

国家安全。语言规范问题也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从当代认知科学角度出发，语言规范不仅关

系个人的语言本能，还关系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即语言至少在两个层面上本体性存在：个人的

认知系统和社会结构。因此，一定程度上来讲，语言规范是一个社会认知问题。

规范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它时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规

范是人类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规范是社会运作的方式，它构成了人类所适应的因果结构。身

处一个群体之中就意味着接受和适应其事物运作所依据的规范、秩序。语言规范作为规范范畴

成员之一，对语言使用者具有一定的强制性、适应性和趋同性。因为语言不仅可以表征社会现

实，而且也可以参与构建社会现实。换言之，语言可以表征社会运作的基本方式，是人类对社

会现实的一种“集体意向性”表征；语言也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其可被理解为世界运作方式中
完全可操作的部分。

语言规范的双重角色不仅关涉价值判断，而且关涉世界的运作方式。认知语言学家彼特·哈
得指出，语言规范具有评价性和构成性双重角色。语言规范的构成性体现为社会成员彼此在共

同活动中的角色。如同足球比赛需要依靠双方队员对比赛规则的共同遵守一样，交际双方需要

共同遵守语词所表达的语义。这种构成性角色多体现为所有言语活动所遵循的基本规律，它基

于个人认知系统，又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倘若交际双方任意一方只坚持自己对词义的理解，就

如同足球队员坚持用手接球一样，语言就会不复存在。

语言规范的评价性体现为人们对事物好坏和对错等的评价，如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有好

坏之评价，语言学家对名人演讲的用词有恰当与不恰当之评价。与语言规范的构成性角色不

同，评价性角色具有主观性，它往往与威望规范相关联，标准和非标准的区分是其典型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区分恰恰道出了语言规范和变异的问题。语言的发展必然会造成对其规范

的偏离，即发生了语言变异。但语言变异也依赖于社会成员的共同理解和构建，规范和变异共

存是语言的基本生态。因此，语言规范的双重性角色体现了其两面性，即构成性和评价性，前

者关涉社会的运作方式，后者关涉价值判断。

（摘自马俊杰《语言规范是一个社会认识问题》，《光明日报》2021年11月28日，有删改）

(1)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普通话的推广普及、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实施，这些都是
语言规范活动。 　　B. 步入21世纪后，社会环境变化加快，信息技术发展迅猛，社会语言生
活日趋多元，语言功能也愈发复杂。 　　C. 作为世界运作方式中完全可操作的部分，语言就
有了表征社会现实的功能——一种“集体意向性”表征。 　　D. 语言规范具有评价性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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