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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官制度由韦伯正式提出成为课题，并被当作一种合理的、理性的制度。他标志出来的文官制

度，当是工具性的理性运作。中国的文官组织来源非常久远，而且最完备、最复杂的文官体系

理论早在《韩非子》时代就出现了，但是文官体系却不是中国所独创的，很多古代文明都有过

文官体系，只是文官体系理论基础的出现以中国为最早。

中国文官制度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其并不仅是工具性的合理制度，而且有儒家意念掺和其中，这

是韦伯在讨论西欧16世纪以来的文官制度中缺少的一环。儒家意念如果当作意念系统，可能会
成为教条。任何东西若变成教条就会神秘化，走上信仰的途径，而不走理性辩论的途径。儒家

意念之作为目的而论，也可以相当于基督教意念，是一种信仰；可是倒过来讲，儒家意念并不

是上天的神谕，而是经世的使命。在这一点上，儒家意念的神秘性并不强。从这个角度来看，

目的的理性和工具的理性相配合，使中国文官体系在国家与社会的拉锯战中，不但有举足轻重

的分量，而且也成为国家和社会之间联系的力量。这个特色是中国以外的史学家在讨论文官制

度时未能理解到的地方。

文官体系萌芽于西周时代，秦始皇时代的文官制度已极为庞大，极有效率，不过在整个治理过

程中，秦代文官制度终究只是工具性的。汉朝尤其汉武帝时大力打击社会势力，国家得胜的结

果是发展出察举制度，过了一段时候，察举制度变成了联系国家和社会的桥梁，使各地的俊杰

之士经过察举而进入政府；政府的政令也经由各地俊杰之士达到各地，而文官体系也同时获得

了儒家意念。于是文官体系在由纯工具性蜕变成兼顾工具性和目的性的过程中，竟蜕变为自成

一格的合理制度。文官体系所具目的性又造成另一种形势：文官体系与王权的对抗。照理说，

文官体系应该与国家互补，但因为文官体系具有儒家意念的目的论，所以与王权实际上不断有

对峙的紧张。专业的官员总是怀有儒家的理想，碰到不合理的现象时，国家的文官体系就会用

社会的后援力来与王权对抗，这也是韦伯的工具性文官制度所缺少的成分。

文官体系在国家与社会的对抗过程中，是主要的抗衡力量，具有特别的功能。又因为文官制度

选拔的背后有一大群社会精英，他们受过专业训练，等着出仕，但能够出仕者往往只是其中少

数，而未出仕的人仍留在社会的一端，站在儒家意念的立场，监督政府的作为。为了培养文官

制度，中国也同时培养了一大群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带动社会来抗衡国家。中国文官体系

固然有制衡的作用，但也会造成社会上的特权阶级，享有比他们人数比例更为巨大的社会权

力。他们既是社会上的精英，同时也是过分享受权力和机会的人群。

（摘编自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中国文官组织是最完备、最复杂的，文官体系理论基础的出现也以中国为最早。
B. 察举制度产生后，中国的文官体系逐渐蜕变为一种工具性和目的性共存的合理制度
C. 中国文官体系具有儒家意念，碰到不合理的现象时，文官体系会直接与王权对抗。
D. 在文官制度选拔的背景下，社会精英过分享受权力和机会，成为社会上的特权阶级。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围绕文官制度展开论述，通过与西方工具性文官制度的比较，强调了中国文官制度的个
性特点。

B. 文章从文官制度的概念切入，接着重点阐述了中国文官制度的特点和功能，最后也提及这一
体系的弊端。

C. 文章通过介绍中国文官体系从西周到汉代的发展演变过程，重点论证了中国文官制度工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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