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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的形成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特定的民族和地域相联系，因而经典具有了某种特殊品

格。但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还表现于它的超时代价值。《论语》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体现了春秋时期政治体制及伦理关系中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内含从普遍的文化层面加以阐
释的可能，例如，今天我们可以从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的层面进行阐发，思考如何使个体充分

履行各自义务的问题。经典不仅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更有超越地域的世界性的意义。真正的经

典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是世界文化共同财富的组成部分。中外经典，概莫能外。柏拉

图的《理想国》是西方文化中的经典，其重点讨论的正义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不只适用于西方；

儒家典籍《论语》讨论的仁道原则，其意义同样超越中国。在不同的文化尚未相互作用时，这

样的意义也许隐而不彰，但当不同文化彼此相遇，经典的世界性的意义就会显现出来。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就意味着我们要开眼界。在阅读、理解经典的过程中，如果眼界封

闭，常常会给经典的理解带来多方面的限制；而视域的扩展，则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经典。因

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引进来，借鉴西方历史演化过程中积累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

需要主动走出去，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不管是西方文化的引进来，还是中国文化的走出

去，都既要以其各自的特殊内涵为背景，也要以它们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为前提。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还要再反思。再反思就是在承认经典所拥有的超越时代与地域的普遍

性的前提下，对时下一些流行看法进行理解和反思。如“以中释中”，即以所谓纯粹传统中国概
念去理解中国的问题，这种思路明显忽视了经典的普遍意义。外来语已逐渐输入并融入现代汉

语，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外来思想和观念内容。当我们用受外来语影响的现代汉语去理解经典

时，相应地也受到外来语背后的深层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因而，试图以“纯而又纯”的中国观念
去解释以往的经典，事实上已缺乏可能性。与之相比，王国维在20世纪初所倡导的“学无中
西”的观念则更具有开放意识，他就是在当时世界文化融合的背景下，以世界文化视野来反思
和理解多样文化经典的。近代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等大儒者，他们尽管以回归或延续儒学

为学术旨趣，并对西方文化有各种批评，但他们对以往经典的诠释在不同层面上都受到西方外

来观念的影响，都体现了“学无中西”的理念，这也就是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新儒学”的重要原
因。

（摘编自杨国荣《经典的意义》）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论语》《理想国》等中外经典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同时也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B. 虽然经典有特殊品格，但我们可以从普遍意义的层面对经典作出具有现代意义的阐释。
C. 经典具有特殊品格又有普遍性，理解与解读经典要引进来，也要参与全球文化的争鸣。
D. “新儒学”的大儒们能够辩证地认识西方文化，对其持既批评又充分借鉴吸收的态度。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从“超时代价值”和“世界性意义”两个层面来论证经典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B. 文章比较了“以中释中”与“学无中西”的不同点，旨在反思以“中”为主的偏颇。
C. 文章从正面强调要认识经典的普遍意义，相应地批评了忽视经典普遍意义的观点。
D. 文章以“经典具有普遍意义”为前提，进而提出要以开放的视野来阐释经典的建议。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要想更好理解经典的内涵，应该摆脱经典特殊性的限制，着重分析它的普遍意义。
B. 中国文化只有“走出去”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才能体现“学无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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