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年高二年高二12月月考考题（辽宁省丹东市凤城一中）月月考考题（辽宁省丹东市凤城一中）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儒家传统与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刘倩

鲁迅的通过转变国人的思想意识，振兴疲弱的旧中国的理想，我们称之为“精神至上观”或“精
神至上主义”。精神至上主义是鲁迅思想模式的一个特征，而这一思想特征的形成依据又主要
与儒家文化传统有关。精神至上主义作为鲁迅的一种思想模式，它需要长期的环境、心理、知

识的积累和思想的训练才能形成。就鲁迅的精神结构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而言，鲁迅从小受到

的是正规的儒家文化的教育，他的最直接的文化环境是一个以儒家传统为信仰的正统家庭，鲁

迅的精神结构在本质上是与儒家传统紧密传承的。鲁迅之所以被誉为“民族魂”，之所以在一个
动荡的时代而没有成为昙花一现的思想者，之所以始终没有失去他的现实意义，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就是他脚踏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民族传统保持着积极的联

系。

鲁迅的“个人”是指一种独立人格，而这种独立人格又是在个性精神的支撑下实现的，所以他才
把民族振兴和民族文化重建的基本途径最终归结为“尊个性而张精神”上来。在鲁迅看来，个人
化的思想是历史进化和社会解放的动力之源。他所强调的人的精神，不仅是一种民族解放和文

化重建的历史需要，而且常常在他的历史文化评判中不声不响地成为某种价值标准。他所提倡

的是与肯定个性精神和思想意识的重要地位合拍的文化价值，他所反对的一般也是否定和压制

精神至上的历史观念和文化现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一生思想和作为虽也不断地变化，但

始终没有放弃思想启蒙这个追求。

鲁迅走上文艺的道路是出于他看准了文艺最善于改变人的精神。作为文艺家的鲁迅，也正是自

觉用这样一种价值原则去选择文化和接受文化的选择。鲁迅批判政治和张扬文艺并非他真正的

和最终的目的。他所急于实现的历史功能是人的精神的改变，即人的精神的独立。概而言之，

从存在角度说，这种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的思维结构中是否是一种自觉，或者是在多大程度

上的自觉十分复杂，但无可辩驳的是鲁迅的思维所触及的许多方面都体现出精神至上的思想倾

向。同时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一生的精神活动中，构成了某种反复和不断出现的现象，这说明

精神至上主义已经成为鲁迅的分析范式。

儒学的突出人的心智功能的思想倾向，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文化逻辑，这不 仅表现在中国
哲学和思想史中，在实际的历史行为里，人们也从未忘记“民心”，忘记“人的因素”等，对人的
精神的表达、理解和强调有时甚至有些过分。由于这种思想模式是以一种文化基因的形式在鲁

迅的精神结构中加以延续的，因而他本人没有清醒地察觉或是干脆没有察觉也是十分正常的，

我们却不能因此对鲁迅的思想模式与儒家心性之学的密切关系视而不见。

（选自《文学教育》，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与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鲁迅把民族振兴和民族文化重建的基本途径归结为“尊个性而张精神”，直接导致鲁迅独立人
格在个性精神的支撑下实现。

B. 鲁迅思想模式的一个特征是“精神至上观”，而这一思想特征形成依据与儒家文化传统有着密
切关系。

C. 作为鲁迅思想模式的“精神至上观”，在长期的环境、心里、知识的转化和思想的训练中积淀
而成。

D. 我们可以清楚梳理“精神至上观”在鲁迅的思维结构中是否是一种自觉，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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