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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对《史记》最恰当的
评价，指的是《史记》在史学、文学两个领域取得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但是，仅仅从艺术的层面评价《史记》，则明显不够。司马迁自己的评价，就是《史记》的写

作宗旨，一共十五个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换句话说，《史记》内容
博大精深，包括“天、人、古、今”，是一部浓缩中国古代三千年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自成一
家思想体系。“国学之根柢”的意义即在此。司马迁定位《史记》是效《春秋》而作的道德伦理
典籍，其思想体系是两“立”：一为后王立法，二为人伦立则——《史记》就是为上至君王、下
至黎民百姓树立法则。把司马迁自己对《史记》的评价和定位与鲁迅的评价结合起来，就

是“治国之宝典，国学之根柢”。
“治国之宝典”，即指《史记》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则。简单地说，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国家建构要与时俱进，不断更化革新。二是，贤人治国，追求君明臣贤。《史记》开篇

《五帝本纪》阐释国家草创，记述的是历史不断进化和国家建构不断完善的历程，表现了司马

迁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史记》全书生动记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

的社会变革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例如，要避免动乱发生，就需要施政者自觉地革故鼎新，自

上而下推行更化变革，不断地因时调整，所以《史记》写了许多变革事例，供后人采择。最有

名的变法改革，一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是秦国商鞅变法。赵武灵王渐进改革，历时二十

年。商鞅变法急进改革，一年初见成效，十年大见功效，渐进改革有许多保留，但所付成本

小，负面影响也小；急进改革彻底清除旧制，见效快，但所付成本大，负面影响也大。这两种

模式可供后世借鉴。

《史记》为后王立法，更深的层面是贤人治国，君要明，臣要贤。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许

多明君贤臣的范例。司马迁笔下的明君，其正面形象有六个方面。其一，帝王无私，要天下为

公。其二，帝王成事，要任贤使能。其三，帝王善断，要有领导方法。其四，帝王兼听，要察

纳雅言。其五，帝王勤政，要关爱民生。其六，帝王节俭，要珍惜民财。司马迁笔下的贤臣，

亦有六个方面。其一，居官理民，要为民办事。其二，刑政要依法断案，使天下无冤民。其

三，为官要清廉，不与民争利。其四，救民水火，甘冒斧钺。其五，当官要自律，职位是责

任。其六，治理积弊，要有智慧，要启迪民智。司马迁对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是极力颂

扬；对暴君昏主、权奸污吏则是无情批判，留下正反两面的典型用以警示后世，合称“惩恶劝
善”。《史记》不只是一部史学文学名著，还是一部人伦道德的教科书。
所以，《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名著，同时还是一部治国宝

典，蕴含了许多治国理政的珍贵经验，传递了一种有利于国治民安、社会发展进步的道德伦理

观念。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史记》是一部集百家之思想、浓缩中国古代三千年民族文化的重要学术典籍。
B. 赵武灵王改革是渐进改革，商鞅变法是急进改革，两者相比，司马迁更赞成前者。
C. 《史记》分别从六个方面塑造了明君贤臣的典型形象，这是有更深层次的考虑的。
D. 《史记》因为是历史、传记名著和治国宝典，所以能够传递一种道德伦理观念。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以对《史记》艺术成就的评价开篇，但主体段落着重论证其在治国理政上的成就。
B. 文章通过讨论《史记》为后王立法与人伦立则两方面成就，把论证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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