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山东高二下学期高中语文月考试卷山东高二下学期高中语文月考试卷

1.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第1～3题。（每小题3分，共9分）

完善语言和超越语言

言意之间的矛盾应该如何来解决呢？中西双方由于立足点不同，在取径上亦产生了分歧。西方

人的观念一般是肯定语言与思维在本质上的相通，所以多从语言入手来调协二者之间的纠纷，

早期的倚重修辞学、逻辑学之类正显示着这一取向。

现代西方理念转成语言本位，虽看到了语言对思想的局限，却更加注重从语言自身的发展与改

进上来解决问题，典型形态有二：其一是语义分析，即通过词语、概念的辨析，尽可能地促使

语言的表述走向精确化与严密化，以此来消除思想和逻辑上的歧义。这种做法对科学认知会有

好处，却并不利于语言表达中的人文内涵的发扬，因为人文内涵本身就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尤

其是带有“形上”色彩的生命体验与体悟，更无法用精确的概念来作表述，所以语义分析的结果
必然是将一大批哲学、美学的思想成果拒斥于学术殿堂之外，其利弊得失自难相抵。

另一种做法乃是在承认语词文本多义性（即能指与所指的差异性）的基础上，尽量拓展其表意

的功能，具体代表又有现代阐释学和解构主义之别。现代阐释学是将读者引进语言意义的重构

活动之中，通过不同读者的反复解读，使文本意义不断得到新的生发，从而打破原有作者与既

定文本对意义的限制，让语言意义的多重性得以充分显露出来。

解构主义更是致力于无限地拆解文本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既有联系，尽量在文本结构（即语言系

统）中发现破缺，进而导致中心意义的颠覆乃至消解，这样一来，语言本位终于通向了语言对

思想的放逐，而语言活动也就演化成为一场“语言符号的游戏”。

现代阐释学与解构主义在处理言意关系的策略上各有千秋，但都采取了从文本结构与语言符号

入手的路向（前者用重构的方式来重建意义，后者则以解构的手段来消解意义），其就语言自

身来解决言意矛盾的思路如出一辙，于此亦可见出言意一体观在西方的强大势力。

与之相比照，中国传统的思想方法迥然有别。我们的先辈既然认定“形上”之意与语词概念之间
存在着质性上的差异，其解决的办法就只能是超越语言，庄子所谓“得意忘言”正是超越语言的
鲜明告白，亦是“言不尽意”所要导致的必然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得意忘言”并不意味着废弃语言，人的思想总还是要通过语言来表达的，所
以“寄言出意”仍不可少。“寄言出意”的要义在于不单纯倚靠概念化的语词来表述思想， 更要借
助多样化的方法使听者有所感受并得到启悟，从而进入“思”的境界。《老子》书中揭橥的“正
言若反”“大辩若讷”，《庄子》标榜的“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易传》鼓
吹的“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汉人惯用的以“赋比兴”说诗，以及后来佛教禅宗常有的“遮
诠”“设喻”“直指心源”“棒喝”诸法，皆是为了在寻常的概念化表述之外，另行开辟非比寻常
的“寄言出意”之路，俾使听者得以悉心悟入。而所“寄”之“言”只是起着一种启发、诱导的作
用，并非说话人的根本旨意所在，所以又希望听者不要执着于这些言辞的表面意思，而要借以

为阶梯，用以跨越现有的思想套路，在跨越后即可弃之不顾，这也就是“得意忘言”的精神所在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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