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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由于自然灾害以及伴生的社会动荡、国内战争、外敌入侵，世界上很多辉煌一时的伟大文明就

此覆灭。两河文明、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衰落，就与自然灾害的频仍直接相关。而后来的历

史研究，也证明古埃及文明、两河领域的古阿卡德帝国、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

都是气候波动和生态崩溃；瘟疫的暴发，也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以及阿兹台
克帝国、印加帝国的迅速瓦解。但是，让灾难史研究者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何以同样遭受周

期性、大规模自然灾害的中华民族，却每每能够在灾难中迅速恢复，并持续发展？

这一问题，有很多答案。其中不容忽视的是，自古以来资源的短缺、灾难的频仍，让中国人产

生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并积淀为一种深层的社会意识，我们可以称作“韧”的精神。这
种“韧”的精神，蕴有强大的自我恢复和更新能力，呈现出变通的智慧和顽强的活力，从而使得
中华民族安然渡过历史长河中各种各样的困境，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历经一次又一次的灾难

和变革而延续至今。

“韧”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表现是外向的儒家思想和内向的道家思想的配合。在大一
统国家出现的前夜，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针对不同的社会情境各抒己见，提出为人处

世、治国安邦的种种方案，形成了数千年来民族智慧的“百宝箱”。其中两个相辅相成的代表思
潮，就是儒家和道家。如果说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文明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阳刚一面，那么

道家思想则反映出谨慎内致、谦虚忍让的阴柔一面。两者一刚一柔，一张一弛，共同铸就了中

华民族的“韧”性特质。
儒学是讲求“入世”的进取型思想，它以“修齐治平”为已任，追求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这种
思想恰可与现代社会的竞争环境相配合：现代社会崇尚进取，鼓励竞争；儒家思想重视群体，

鼓励奉献，这些都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儒家思想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巨大的潜能，

东亚“儒学文化圈”在近代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是，如同《庄子》所谓“行尽如驰，而莫之能
止”，当今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断加速、高度紧张的时代。在高速的社会
发展中，进取型的思想也会暴露其局限，那就是太过重视“成就”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过于
重视“功名”而忽视人与内心的平衡。由此而言，这次疫情的暴发，使我们能够在高速发展的社
会生活中重新回顾中华文明中沉静内敛的另一面。

实际上，瘟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病”，一种“文明病”，它在历史上就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
开始大规模地聚居而发生，并随着人群的移动而传播。而近三百年间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是人

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一，也是对自然的征服、资源的掠夺、生态环境的

破坏最严重的时期。长期以来，人类都习惯于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自然为人的利益而存在，

只有工具的价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自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

中国道家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就在于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揭示和反思了文明发展的这种

缺陷。在道家看来，自然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平等的，“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敦长？”人
与自然万物在生态系统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不要把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人的社会秩

序要去适应物的自然秩序。要摒弃对自然过度的强力扭曲、干扰和破坏，使万物能够“自
化”“自均”“自定”“自正”，自然而然地达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存在与发展的最佳状态，这就
是“道法自然”。“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只有遵循自然，顺应自然，才能达到与自然的协
调统一。这种整体主义的生态自然观，能够纠正“生态扩张主义”的偏失。
（摘编自王学典《从战疫看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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