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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美术研究者是沟通当下与历史的重要枢纽。这样说，不但是提醒研究者不能闭门造车，更是

希望在中国更深刻地参与未来世界格局、更频繁地面对各种新事物冲击时，研完者能够不轻易

随世界“热风”摇摆，持守学术自律，在尊重中国艺术生成和演进规律的前提下，对新事物、新
方法进行过滤、转化后再生成研究成果。

②当下，在庞大的“地球村”中，人类的生活正在日趋同质化甚至单一化，这股强大的力量正在
慢慢消解不同类型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我们常担忧文化不再“纯正”，更不想看到人类
文明失去活力，一张面孔。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几千年，正是由于其对各种文明、各种艺

术形态兼容并包、化为己用。比如唐代都城长安，各种艺术形式在此生成、交汇、流转，但凭

借唐代文明强大的消化、整合能力，最终成就了唐代艺术的独创精神和永恒魅力。这种能力依

然是未来中国艺术发展所需要的。21世纪，世界的目光将不断聚焦中国，各种优势资源也将纷
至沓来、交汇融通。在这样一种新常态中，中国美术研究将承担更为艰巨的责任，即海纳百川

后孕育并壮大中国美术独特的闪光点，让它在人类文明谱系中持续发光。所以，我们更需要重

新认识中国美术在中国情境中的主体地位，发挥中国美术在生成中国文化独特性中的重要作

用，使中国文化的特质不被世界文明同质化浪潮所消解。

③与世界文明同质化趋势相伴的，是人类文明数据化的浪潮。可以说，从古至今人类文明发展

从未离开过对数据的获得和使用，通过持续将数据转化为知识，将知识建构成学科, 人类为理
解自身和世界搭筑认知框架。未来，“数据”将指向更为庞杂丰富、维度多样、全面完备的信息
综合体，也会影响人类思维和生活方式。因此，未来的美术研究也必然与“数据”的搜集和使用
息息相关。此外，与美术相关的领域和交叉学科研究成果的同步产出，使用于美术研究的大量

多维度数据沉淀在未来成为可能，美术研究也将跨入全新模式。未来美术研究者的性质或许会

发生深刻变革：美术研究将从学者个人演变为研究团队，从专业领域的“单打独斗”演变为吸纳
不同专业、不同学科人才精密合作后推出的“组合拳”。这样的研究团队中将不仅包括美术学、
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甚至还会引入计算机专家和数据处理专家，这可能就是数据时

代赋予美术研究的新契机和新挑战。

④自律，是一种觉知后的自我约束，是理性踏实的践行，也是重构的前提。未来，中国美术研

究需要不断对自身价值进行内省与观照，美术研究者应始终站在中国的时代情境中，重新认识

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美术是什么样的，怎样去守护中国美术的独特价值，如何让美术的创造活

力滋养中国文化。

（摘自孟繁玮《持守学术自律》，《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3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人类生活日趋同质化正在逐渐消解各类文明的独特光辉，如果任其自由发展，丰富多彩的人
类文明的活力便会受到影响。

B. 面对各种优势资源蜂拥而至的新常态，中国美术研究者要立足国情，兼容并蓄，化为己用，
打造中国美术独特艺术品质。

C. 数据化浪潮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数据获得量越多，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认知就越深
入，人类文明发展就越迅速。

D. 如何有效地融合其他相关学科研究成果，如何加强与其他学科人才的精密合作，是未来美术
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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