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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小题。

谈谈国学的时代性

吴乾圣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载：“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清代著名学者孔治
让在《周礼正义》中解释为：“国学者，在围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现在我们说的“国学”是在
近代回应“西学”的挑战而提出来的，包括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主要体现在经、史、子、集
等内容上。当代世界是一个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样化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具有

灿烂文明的古国，那么把传统文化的底蕴发挥出来至关重要。传统文化集中体现在国学上，所

以说国学是国魂之学。那么挖掘国学的当代价值，对于提高国人的道德水准，提高个人的文化

素养，提高国民的精神生活水平，建设和谐社会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香港孔

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指出：国学，不仅成为现代中国人提高道德品质的教程，更是中国各民

族凝聚在一起的精神支柱，是中华儿女一统华夏的文化源头。

在关于和谐问题上，国学中也有很深的底蕴。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提出“和为贵”、“知和而
和”的思想。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同样倡导“知足”与“不争之德”，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提
出“相兼爱”、“非攻”等主张。这表明，国学中包含有丰富的和谐思想，这些思想经过时代的创
新改造，定为当今时代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智慧的来源和依据。台湾著名学者钱

穆先生认为：“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今天我
们中国分成两个，然而我们人大脑子里还是不喜分，喜欢合”。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伟大之
处，在于其最能调和，使冲突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

在人文精神培育上，国学给我们提供更为宽广的源泉。如仁、义、礼、智、信是儒学经典的核

心，是儒家伦理的最高准则。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怀，我们汲取后，可以成为以人
为本的精神资源。“义”，是儒家提出作为人应遵循的道义，是一种准则，是做人的基础。在市
场经济的今天，维持社会的正义更显其重要性。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

发展，另一方面，市场也带来弊端，一些企业未来各自的利益，坑蒙拐骗、见利忘义等。这些

正是道德沦丧的表现，是人生价值观的模糊所致。“礼”，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准则，其作用是规
范人际之间关系。通过礼可以更是构建在人格平等上的人际行为关系。“智”，就是智慧，就是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就是知识和技能的统一。“信”，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社会道德的
基础，诚信合一，立身兴业，缺不了信。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文化文明

不但不冲突，反而更有利于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今天，我们不能把这些全部舍弃，要将“仁、
义、礼、智、信”传统文化内容注入新的时代内容，与时俱进，成为当前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复
兴的精神支撑。

在国家治理上，国学也有我们汲取的资源。儒家强调礼与法是统一的。儒家强调的礼作为伦理

道德规范，多靠社会舆论、道德自律、传统风俗习惯等力量来维护，其制裁体制虽有独特的优

点，但面对恶的人性，其力量与强度都显不足。而法由于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足以克服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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