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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有生命的，它一定要生长、发展。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其中必然涉及文化的开新

与守成。

近年来，人们特别关注传统文化。但在讲传统文化时，常常忽略一个重要问题——传统文化不
是不再变化的凝固体，它始终在变化发展。作为正统思想，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始
终是变化的，比如，董仲舒时代的正统思想就与朱熹时代的正统思想不同。传统文化在新陈代

谢中往往呈现出自己的复杂性，中华传统文化就蕴含着两种不同的精神：一种是先秦时期百家

争鸣的精神，它锤炼出多种文化经典；另一种是秦汉以后形成并逐渐得到强化的，奉儒家思想

为正统的精神。后者成为许多人自觉不自觉继续尊奉的传统，其实它并非传统文化的全部。

文化的发展既然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反映在人的主观意志上，就有开新与守成之间的争持

和互动。平常时期，这种争持与互动并不明显，但在文化转型期就会表现得特别突出和激烈，

新文化运动时期便是如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核心问题是如何

改造传统文化，使其成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化。近代历史上，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

转型是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背景下推进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与人们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

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文化新陈代谢过程中，开新者和守成者内部又会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例

如，开新者中有的非常激进，有的比较持中；守成者中有的颇为温和，有的相当保守。

开新与守成都是文化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开新是为了发展，守成也是为了发展。传统文化会不

断通过新陈代谢丰富并发展自己。所以，守成者并非只守着老祖宗的家底，也包括守住后来通

过新陈代谢所获得的新东西。就像生物学上的遗传与变异一样，某些后天的变异稳定下来，通

过遗传传给了下一代，于是新的物种逐渐形成。只有变异而没有遗传或只有遗传而没有变异都

不能形成新物种。

在文化开新与守成过程中，特别要防止那种自觉不自觉地将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外来文化对立

起来的倾向。一种文化越是善于吸收包括外来文化的新文化，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营养，就越会

获得更加旺盛的生命力。相反，拒斥新文化，必定渐趋委顿。鸦片战争前，中华传统文化整体

上未遇到重大挑战，于是许多人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无需借鉴吸收其

他文化。这心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包括对自己文化的生命力

有自信。勇于吸收包括外来文化的新文化，把它们变成自己的营养，才能助推中华文化不断发

展进步。不能把文化自信变成自我满足，甚至排斥新文化。

（摘编自耿云志《文化的开新与守成》）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传统文化的生长、发展是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它离不开“开新”和“守成”。
B. “开新”和“守成”并无矛盾，都是为了文化的生长、发展，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C. “守成”既包括守住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包括守住通过新陈代谢得来的新东西。
D. 文化自信包括对文化生命力有自信，敢于借鉴吸收外来先进文化而促进自己的文化不断发
展。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从发展变化的角度来审视传统文化，这样有利于人们走出认识上的盲区和误区。
B. 文章在论证“文化始终在变化”和“不能排斥新文化”时，采用了举例论证的方法。
C. 文章通过对“守成”与“开新”的对比论证，辩证地分析了促进文化发展的内在矛盾。
D. 文章以遗传、变异类比，阐明了守成与开新对文化的生长和发展都不可缺少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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