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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类文本阅读（16分）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考古学是利用古人的遗迹遗物重建古代历史的学科。真正意义的考古学研究既要揭示先民

的物质创造，也要通过这些物质遗存研究先民精神文化的成果，这些成果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核心内涵。中华文明能持续数千载而不衰且日益光大，其中一定有着其他文明不可比拟的优

秀传统，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对于这一宇宙观的探索也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工作。

天文学的起源与文明的起源大致处于同一时期。有关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思考，古人理解

得相当深刻。《周易》：“‘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这些认识从根本上建立了天文与人文的固
有联系。唐孔颖达对“文明”的解释是：“天下有文章而光明。”这里所说的“文章”意在强调文德
的彰显，体现了中国先民对德行修养的普遍追求。事实上，文德的根源在于天文，这一思想在

上古文献中已有清晰的表述。

龙是上古时观象授时的重要星象。龙源于中国传统二十八宿天文学体系中由角、亢、氐、

房、心、尾、箕等七宿星官所构成的星象，而“见龙在田”所描述的则是龙星伏没之后，代表龙
角的角宿从东方地平线上重新升起的天象，民谚称其为“龙抬头”，原始历法以其为一年中新的
农事周期开始的标志。那么龙星的重现与文明的诞生又有怎样的因果关系？

古人观测天象的目的在于确定时间，从而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长期的观象实践使人们懂

得，虽然先民和时间从无约定，但其每每如期而至。如果“龙抬头”可以作为立春节气的标准天
象，那么人们发现，这个标准天象和标准时间的对应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稳定不变的。具

体地说，假如人们在某年的立春观测到“见龙在田”，那么百年甚至几百年后，仍然可以在同一
时节观测到同一天象。假如先民通过立表测影决定时间，那么这种对应关系将更为固定和持

久。一年中正午最短的表影当在夏至，人们发现，如果他们在某天正午测知当天是夏至，那么

在三百六十五天后的那天就一定还可以测知这天是夏至，千年如一，从无差爽，于是人们通过

对时间的长期观测逐渐形成了“信”的思想。先民以为“至信如时”（战国竹书《忠信之
道》），“天则不言而信”（《礼记》），可见时间最能体现“信”的德行。一些标准天象和标准
时间的对应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稳定不变的，这为他们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很好的服务。

诚信观念源于古人对时间的认识，并成为传统道德的核心内涵，其后人们以文信修心，立

身立命，从而建立了最早的文明。就人而言，文明是以文信修心之道德观念，此足以使人区别

于动物；就社会而言，文明则是规范人们行为的礼仪制度，此足可使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

界。这一对于自身文明的认知无疑来源于观象授时的天文实践，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事实表现

得非常清楚。

天文学的起源与文明的起源大致处于同一时期。因此，追寻天文学的起源也就意味着我们

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握文明诞生和发展的脉络。事实上，对于重建前文献时代的上古文明，天

文考古学研究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中国古代的文明创造并没有因时间久远而失去价值，在工业文明的今天，几千年前的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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