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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9分，每小题3分）

中国缺少创世神话，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宇宙发生说，也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思维认为宇宙是

一永恒的存在。天地万物如何产生、存在，也是古代中国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屈原的《天问》

最明显地表达出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对宇宙起源、构成的兴趣。

中国哲学的主流看法虽然认为天地万物不是永恒存在着的，而是有其发生历史的，但天地万物

的发生不是由一个外在于宇宙的人格力量创造出来的。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天地万物如果有一

个开始，这个开始应该是自生、自然的。如汉代道家宇宙论认为，天地是从虚空中逐渐生成了

气，又由气的凝聚而生成天地。所以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化生出来

的。

宇宙不是创造出来的，那么存在着宇宙之内的主宰者吗？回答不是否定的。商周时代承认帝或

天为宇宙之内的至上神，但早期中国文明中的“上帝”并不是创造宇宙和人的神，而是在宇宙之
内的主宰者，不是宇宙之外的创造之神，而是宇宙之内的事务主宰。就人不是上帝所创造这一

点来说，使得在中国文明中“人”的地位必然高于基督教文明中“人”的地位，“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的古老观念，表示在气论的背景之下，人可以获得高于宇宙内其他一切事物和生命形式的
地位。正如中国哲学中易学哲学所主张的，人是与天、地并立的“三才”之一。中国哲学本来就
有“与天地参”的传统，人能参与天地化育、参与大化流行，故“参与”论是十分中国的。人既能
参与天的生成，又能与天相感相通。

在宋代理学中，也出现了一种主张，如邵雍和朱熹，他们认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或天地不是

永恒的，它在消灭之后会有一个新的宇宙或天地来代替它；同样，在它之前也曾经有一个旧的

宇宙或天地存在，而被它代替了。这意味着，一切生成的东西，都会走向消亡。这种生成与消

亡借助“气”的聚散来说明，是非常自然的。而在它消亡之后，也一定会有另一个天地按照自然
的途径再生成出来，这个循环是没有穷尽的。

在这个意义上，李约瑟称中国的世界观和宇宙模式是“没有主宰却和谐有序”，既是有理由的，
却又是不准确的。从新儒学的观点来看，主宰是有的，对于宇宙来说，主宰不是超越的，而是

内在的。这个主宰，商周时为“帝”为“天”，但宋代以来，宇宙内的主宰已经被理性化，成
为“理”或“天理”，对“理”的推尊成为1000年来成熟的中国文明的主导性观念。理即是宇宙、社
会的普遍原理和法则。

宋代朱熹是肯定这一“理”的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朱熹说过：“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元代
思想家吴澄也是以太极为“道”、为“至极之理”。他说：“太极与此气非有两物，只是主宰此气者
便是，非别有一物在气中而主宰之也。”这种主宰说只是功能意义上的，没有任何实体的意
义。（节选自陈来《中国文明的哲学基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虽然中国缺少创世神话，但中国古代哲学思维也表达出对宇宙发生、构成的兴趣，思考宇宙
是否是永恒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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