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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基层社会的治理都是国家稳定与发展的基础。无论是国家的创制期对基层政权的大

规模调整，还是国家的稳定期对基层政权的保障和维护，都是统治者最为关心和重视的内容。

在秦汉时期，里吏与里父老共同构成了管控基层的重要力量。

与邑一样.最初的里是散布在广大田土之上的小型聚落.这些聚落具有先秦血缘共同体的特征。
里作为居住聚落，建有围墙.与农田相隔绝.共同体成员多为拥有血缘关系的亲族，他们共耕均
赋，互相救济，共同进行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诗经》中“千耦其耕，徂隰徂畛”便是对此类
聚落共同体共同耕作景象的生动描绘。而西周到春秋早期的宗法封建国家，此时征发赋役也多

以里邑为单位，说明此时的里邑相对于国家仍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自治与相对独立性，聚落与

国家之间只有封建的臣属关系，而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国家的行政力量尚未突破基层共同

体而直接控制到个人。

随着春秋时代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发展，以及兼并战争的频繁，人口的流动大大加速，传统的血

缘共同体开始被打破。里也从宗法封建制下的血缘聚落逐渐成为基层社会组织的通称。特别是

随着战国领土国家的形成，由于兼并战争的需要，各国纷纷扩大兵役人口，加强对国内人口的

控制，实行军政合一的管理方式。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随着编户齐民的进一步推进，国家的行政力量直接控制到个人之后，里便从以血缘宗族为基础

组织形式的血缘、地域共同体，转变为国家基层的行政组织。国家对各种资源的调配，所施行

的各项措施无不依赖于对里的管理，而直接负责对里进行管理的便是由国家所任命的里吏。

里吏作为国家的基层属吏，其在里内的政治地位也由国家赋予，国家统治在基层上的执行皆仰

赖于这些基层官吏。里吏的职责众多，国家对于人口的控制，对赋役的征发，乃至于地方社会

秩序的维护都要依赖于里吏行政功能的发挥。如在秦及汉初，里作为一个封闭的社会共同体,以
围墙与外界区隔开来，只有里门与外界相沟通；而里门的定时开关与管理也皆由里吏负责。里

吏要随时掌握里内的治安状况，里内如果出现水火、寇盗等情况，里吏皆需上报上级部门。

里父老是里内的另一个重要的领导群体。《春秋•公羊传》中说:“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
老；其有辩护伉健者为里正。”可见和里正一样，里父老同样由国家任命。但与里吏不同的
是，里父老作为血缘、地缘共同体中传统上的领导角色，有着较强的地方色彩。汉朝实行“以
孝治天下”的国家指导方针，国家在法律上对老人实行优待。类似的举措进一步加强了里父老
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与其他里吏一样，里父老也承担着维持地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责任。里

父老对里内的约束力，更多地来自于传统上的自然力量，不同于国家权力的强制。因而当官僚

体系的行政能力出现衰退.或国家发生内乱时，里吏的行政功能无法得到落实。里父老所代表的
地方领导力量，便迅速填补了国家行政力量的空缺，成为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

（摘编自张涛《秦汉里吏是如何支撑国家政权的》）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里最早是小型居住聚落.成员之间大都有血缘关系，居住区与农田生产区相互分开。
B. 里从原来的血缘聚落成为国家最为基层的行政组织，主要是由于人口的频繁流动。
C. 在里的管理上，里吏所负责的事务相当繁重，国家对于基层的控制必须依赖他们。
D. 里父老和里吏都对里内有约束力，但前者是靠传统的自然力量，后者靠国家公权力。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主要是扣住“里”的历史演变、“里内”的管理方式等方面来进行论述的。
B. 文章所引《诗经》中的诗句主要是用来阐明“里”最早具有聚落共同体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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