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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国学这个词古已有之，先秦典籍《周礼·春官·乐师》中有这样一段话：“掌国学之政，以教国
子小舞。”《礼记》中也有“国有学”的词句。在晚清之前，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国学概念，是指
国家设立的学府，如太学、国子监之类。在整个古代，国学一词的含义，大致上也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所说的国学，实际上是指一种学问，而这种看法其实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

史时期，就是清末民初的时候。从此，“国学”一词被赋予了新义，意思就是指中国固有的学
问，也就是传统的学术研究。其实，在20世纪初的时候，这个词的用法也是有差别的。有时，
人们又用“国学”一词来指对国粹、国故的整理与研究，如章太炎曾写过一篇《某君与人论国粹
学书》，这就是国粹学。当时社会上还出版过一本书，叫《国故学讨论集》。在这本书

里，“国粹学”和“国故学”是通用的。

    20世纪初期以来，国学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发展道路，然而终不至于消失，并且发展到今天又
重新“热”了起来，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传统文化、学术确实有着异常顽强的生命力，是当代文
化、学术建构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近现代以来人们屡屡提到国学，这也

说明，中国文化、学术在现代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价值选择方面的难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

决。

    事实已经证明，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如果能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实际上是激活中国固有文化
的一个重要渠道，这我们可以从汉代尤其是唐代大开放中得到证明。然而只有立足于民族的优

秀文化本位，吸收外来文化，我们的文化才能既不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又能保持一种强劲的

生命力。而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肯定绕不开国学这么一个话题。所以从广义上来讲，

国学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播途径；而从狭义上来讲，国学所从事的正

是关于中华文化传统的整理、研究工作，其甄别、诠释、评价之功，无不有利于我们对传统文

化优秀成分的继承与弘扬。

    当然，我们在这样说的时候，在思想上又必须要与文化复古主义划清界限，因为复古作为一
种文化传统、文化情结在中国古代是一直存在的，即使在近代，它也以各种形式顽强地存在

着。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重视中国传统的文化、国学，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汲取、利用传统文

化的价值资源；我们是在发展、创新这个前提下来谈论和倡扬国学的，国学的弘扬与文化复古

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价值心态。

    当前社会上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资源利用的过程中，存
在对传统文化、国学庸俗化的炒作和伪劣包装的现象。这个现象应该说不是正当意义上的对传

统文化的弘扬，而是主要以谋利为目的的一种行为。这也是国学普及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

题。

                      （选自《文化的传承与担当：重建社会理性与价值》，有删节）

1．下列关于“国学”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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