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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史学研究的先驱兰克认为：没有一种完整而精确的治理国家的知识，就没有政治，而这种

知识必须建立在对过去时代所发生事情的了解之上；历史研究的重点必须是政治史，包括一个

共同体有无能力造就复杂且稳定的政治组织，形成能够让大多数人服膺的政治文化等。在这个

意义上，中国历史叙事的重心就在于正确叙述中国的政治文明与政治实践，以揭示中国传统社

会的基本特征，培育人民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正本清源，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思考中

国历史叙事的重建问题。

文化方面，中华文明具有“以人为本”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责任伦理”。每一个人
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要对周围的人和事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具有

紧密联系的共同体，而非基于个人主义，单纯以利害关系与人相结合。正是因为认识到个体与

一个广阔的共同体之间具有紧密联系，于是便产生了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之感，近代以来中国

仁人志士不断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其根本动力也正在于此。故此，作为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中

国才能延续数千年而不衰，并在近代变局之下得以生存与发展。

经济方面，中国传统社会复杂的政治组织离不开已有数千年之久的小农经济。自汉代起，中国

就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精耕细作的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连接全国各地的经济网络，粮食作

物与经济作物在市场中进行交易，加强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形成涵盖面极广的儒家文明

圈。这一全国相互依赖的经济网络，即使在国家分裂时，还能发挥经济一体的功能。中国常常

分裂，然而分久必合，就是因经济上的互依创造了促成国家复合的契机。因此，历代贤人都十

分注意中国的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将其视为分析社会问题的重要基础。

制度方面，国家在中国从来被视为一个伦理性的实体，对家庭负责与对社会和国家负责是一致

的，因而在政治实践层面重视将德治礼治、法治有机结合。另外，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设计，

能够不断吸纳各地的贤良之士进入政治组织当中，并用国家的力量去推行统一的文字、观念、

伦理，使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让相距万里之遥的人们具有基本的政治与文化认同，以保证国

家的稳定。及至近代，中国传统家国共同体和制度设计固然需要变革，但其合理的内核则不容

否定，在现代社会治理和国家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依据西方现代政治理论，政府的存在只是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如果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中
国，自然会觉得中国的“家国共同体”式的政治文明很不“正常”。同样的，如果以这样的视角来
叙述中国历史，又如何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而本文所论及的三个方面，或可为我们重建中国

历史叙事提供参考。

（摘编自王锐《构建中国的历史叙事》）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历史研究只要正确叙述中国的政治文明与政治实践，就能培育人民的政治认同。
B.中华文明中的“责任伦理”，是中国社会成为紧密联系的“共同体”的文化基础。
C.国家分裂时，连接全国的经济网络仍在发挥作用，这是促成国家复合的直接原因。
D.我国现代社会治理和国家建设，应充分继承传统社会制度和家国共同体的理念。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第一段以兰克的观点作为本文的理论起点，引出重建中国历史叙事的必要性。
B.文章第三段论证了中国社会小农经济的根本功能是形成涵盖面极广的儒家文明圈。
C.文章末段论及以西方视角审视中国历史时的局限性，彰显了立足中国的论证立场。
D.文章从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为重建中国历史叙事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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