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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民族理论思维水平的高低、对人类文化发展所作贡献的大小，很大程度上要看这个民族为

人类社会奉献了多少学米精品。打造学米精品，让世界认识“学术中国”，是新时代我国学者的
使命。推进学术研究、打造学术精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学者要弘扬学术精

神。

学术精神首先是一种理性精神。学术研究说到底就是探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真理。

对真理的探究是一种理性活动，具有理性特质。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必须善于对获得的资料进

行思考和分析，能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且能进一步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成理性认

识。缺乏理性精神的人，是难以认识和把握真理的，自然也就难以打造学术精品、取得学术成

就。

学术精神还应当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学术研究所探究的真理，具有一种无上的崇高性和神

圣性。真理之所以具有崇高性和神圣性，是国为真理关乎人类社会的福祉。从这个意义上说，

学术研究是在为人类社会谋福祉，学术精神是一种造福干人类的精神、一种为人民服务的精

神。冯友兰先生曾提出人生有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他认为一个人的人生境界不同，其所拥有的世界和人生也不同。诚然，处于“自然境界”和“功
利境界”的人，也有从事学术研究的动力，也可能取得一定的学术成就；但一个人若想在学术
研究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取得重大学术成就，就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努力

从“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走向“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大力弘扬无私奉献的精神。
回顾学术发展史，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大作为、大成就的人，往往都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马克

思何以在衣食不足的生活困境中，能够坚持完成《资本论》的写作?这显然与他在青年时期就
树立了为人类献身的人生信念分不开。17岁的马克思在高中毕业论文中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
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

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

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无私奉献精神，这也是
马克思在颠沛流离、贫病交加中仍能写出恢弘巨著的强大动力。再看爱因斯坦，他之所以能够

在学术研究中取得辉煌成就，登上科学之巅，固然与他的智商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

有造福人类的博大胸怀，有无私本献的精神。“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到那实际上是短暂而
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他的这句话生动诠释了一位科学家的无私奉献精神。如果一个学者汲
汲于名利，心里只装着自己，恐怕就难以为社会奉献学术精品。

学术研究是为了追求真理，这就要求学者勇于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直至认识和掌握真理。因

此，学术精神也是一种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精神。一个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是难以一下

子认识和掌握真理的，其间难免要经历一些曲折甚至走一些弯路。因此，从事学术研究最忌自

以为是，一定不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绝对化，哪怕是自己觉得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也要不厌

其烦地反复推敲、反复修订，使其经受时间的检验、实践的检验。只有不断否定自己、超越自

己，不断向上攀登，才能打造学术精品。一个学者如果处处自以为是，不忍自己否定自己，不

愿自己超越自己，断然拿不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摘编自段德智《弘扬学术精神才能打造学术精品》)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一个民族为人类社会奉献学术精品的多少完全取决于该民族理论思维水平的高低。
B.学术研究要善于思考分析资料以形成理性认识，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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