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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合同一般被称为契约。传统契约中展现的契约观念，至今仍直接或间

接地影响着人们对合同的看法。

史料表明，我国传统契约实践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形成了深厚的制度沉淀。目前能够解读出
来的最早传世契约资料铭刻于青铜礼器上，记录了西周贵族之间就土地、奴隶等财产进行交换

的行为。《周礼》还记录了先秦时期使用竹术制作傅傳别、书契和质剂三种契约券书的方法，

这些古老的契约应用于当时买卖、借货等交易行为。汉晋时期，人们依然以竹木制作交易券

书，内容简单直接。东晋以后，纸张开始应用于契约书写。吐鲁番出土和敦煌发现的纸质契约

跨越了我国北朝、唐和五代时期，记录了近600年间买卖、借货、租佃等丰富的契约行为。历
史还记载，北宋时为了减少契约纠纷，曾经出现过由官方审定并印制的榜样契约。从徽州等地

发现的数以万计的传統契约来看，南宋以来契约已经广泛应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尽管我国传统社会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合同法，但契约制度并不缺乏。仅从文献记载看，传统

契约制度体现在国家法律和社会习惯两个方面。法律方面，唐代及其后各代法典对不同类别契

约所需要满足的交易条件都有明确规定。社会习惯方面，历代官葳、乡规民约以及家法族规对

传统契约制度也有不同程度的记载。

此外，传统契约制度还直接体现在流传下来的丰富多样的契约文本中，这些文本是我们今天了

解我国传统契约制度的活化石。由于传统契约有一套格式和内容要求，契约往往由职业或半职

业的代书人书写。代书人为了方便，会根据当时的制度规定，结合缔约习惯制定各种契约契

式，并装订成册。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明清时的士人开始收集整理契式文本，雕印成书并广

为传播，如《尺牍双鱼》《五车万宝全书》等。

丰富的契约实践与深厚的书写传统塑造了中国人的契约观念。一是推崇信守契约的精神。“署
名为信”“恐人无信，故立此契”的诚实守信精神贯穿于传统社会契约的订立过程。“一诺千
金”“言必信”是传统社会崇尚的道德品质。二是注重书面形式契约。为了使契约能够被信守，传
统社会中人们对“白纸黑字”“立字为据”十分倚重。三是注重通过调解手段解决契约争议。我国
传统契约涉及的对象一般为“户婚田土”，官府视之为民间细故。如果发生争议，由于诉讼成本
高以及传统社会“息讼”意识深厚，当事人多选择由乡邻或家族进行调解处理。传统社会的乡规
民约中也积累了大量对契约争议进行调解的习惯。

(摘编自王旭《从传统契约中读出智慧》)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传统契约相当于今天的合同，其中展现的契约观念，仍影响着现代人对合同的看法。
B.传统契约历史悠久，其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记录了贵族之间的某些财产交换行。
C.传统契约制度存在于我国传统社会中，在国家法律和社会习惯两方面都有所体现。
D.传统契约多由代书人书写，为方便使用，代书人制定了各种契约契式并装订成册。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主体从传统契约实践的历史、契约制度、契约观念三个方面展开论证。
B.文章以古代典籍或其他史料的记载、出土或发现的契约文献为据进行论证。
C.文章引用《尺牍双鱼》《五车万宝全书》以说明契约精神在明清的显著提升。
D.除第一段之外，以下四段均采用总分式结构，使得文章论证思路清晰条理。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由青铜礼器铭刻到竹木制作，再到纸质书写和印制，可以看出我国传统契约的历史发展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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