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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1～3题。

中国人心目中的“乡愁”是什么?唤起乡愁的时空要素有哪些?

人们常将“乡愁”与心理学的“怀旧”、地理学的“恋地情结”以及医学的“思乡病”混在一起。关于
怀旧，英国牛津字典的解释是“向往历史、过去的一种情感”，即怀旧侧重在时间维度。根据当
代华裔地理学者段义孚的观点，“恋地情结”是一种基于地理环境的认知、态度、价值及其依
恋，即恋地情结侧重于空间维度。从医学角度看，思乡病是“因为一个人并非身处家乡而感觉
到的痛苦”。乡愁与这些西方学术名词有一定的关联但不等同，通常随着空间、时间及其场景
的演变而引发主体的情感关爱与审美。中国人的乡愁有着独特的东方背景，对于“乡愁”的基本
共识：首先是对于“故土”地理空间的“情感”，其次是对家乡“过去”时间的一种“记忆”及其对家
园“未来”的期望。这种对于家乡的思念与依恋情感在儒家文化主导的社会中尤为普遍与突出论
述类文本阅读 中国人心目中的“乡愁”是什么?唤起乡愁的时空要素有哪些?论述类文本阅读 中国
人心目中的“乡愁”是什么?唤起乡愁的时空要素有哪些?。

《说文解字》云：“愁”者，“忧”也，从心。“愁”的本意是心里牵挂着什么。从本质上看，乡愁
是一种源自主体体验的情感。从民国到当代，中国人的乡愁情感总体来看是积极的。相

比“悲”、“忧伤”等“消极”情感，伴随乡愁出现的“关爱”、“美”等积极情感具有绝对优势，同时
呈现为一种“批判”与“思辨”。乡愁隐含了一种人们带着乡愁追寻自我生存与生命意义、追寻诗
意栖居的精神家园的美学思辨。同时，这种追寻自我生存的主体逐渐转向大众群体，乡愁也由

传统单一的“文化乡愁”、“爱国情怀”演变为对于“理想家园”的精神追求。

乡愁的空间意象中“家”的印象占主导，其中“家”与“乡”的故事构建了“小乡愁”，“民族”与“国
家”的故事构成了“大乡愁”。我们通过文献分析及问卷调查，勾勒出中国人乡愁的空间意象：日
常居住空间、邻里交往空间以及自然小微环境。人们通常对日常生活中的公共空间、学校以及

地标性建筑物等记忆场所具有独特的记忆与情感。纵观桥、道路、井、广场等公共空间，人们

对路径、街道等线形空间的记忆与情感依恋比较明显，其次是对井亭、庭园等节点空间；在公

共建筑场所中，学校与标志性建筑给人留下独特的印象。家乡的“水”“山”“花”“树”“虫鸣”等自
然场景的空间意象也是乡愁记忆中的重要载体。

乡愁的时间意象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乡愁记忆中的时间印象主要聚焦在儿时与青春，并贯

穿于主体的全生命周期。同时，时间对于乡愁的唤起具有独特作用。从主体的生命周期来看，

随着年龄的增长，乡愁情感越来越强烈；从节气来看，春节、清明、中秋等传统节日具有较明

显的唤醒作用。

人们关注乡愁的时空意象，实质上是体现了一种以人为核心的思想，体现了对主体的生存方

式、邻里社会空间与其自然环境的关注，对不同个体的情感、生存权利的尊重。

（选自陆邵明《乡愁的时空阐释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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