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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人常言：礼有经亦有权。权是变，经是不变。这句话或许可借用以表明中国文化数千年来走

过的历程——有变有不变。
但是世界上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文化，一成不变则意味着断裂，意味着死亡。堪与中国相提并

论的其他古老文明，不是已成陈迹，便是蜕为另外一种文化。唯有中国文化是延续数千年，既

不中断亦未面目全非。这就是有变有不变的结果。有变才能发展，有不变才能维持其本来精

髓。一成不变的观点显然无法解释中国文化的进程。那么中国文化变的是什么呢？从物质方面

说，中国人的衣食往行还有哪一样是不变的？早在赵武灵王时已经胡服骑射了，早在汉灵帝时

已经流行胡饭胡床了。即使在政治制度方面，我们又何尝落在人后？在亚洲，我们是最早打落

皇冠的，此谁变得都快。至于精神文化范畴的音乐舞蹈，盛唐时就既有胡琴又有胡旋舞，且全

都来自西域。不变的具体是指什么呢？是道。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双书·地理志》
讲：“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尽管一变再变，但变到“道”就不再往下变了。那么道又
是什么呢？《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以及精神文化

在中国都只是器。只有深层的心态文化才是道。严复从青年时代起就熏陶于西方文化之中，中

年以后名声如日中天，却始终以未中科举为恨；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但却照旧蓄辫子

赞小脚，都不变其中国人的心态。无论是孔子捶胸顿足的礼崩乐坏，无论是曾国藩哀叹的三千

年未有之变局，这个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道都没有变。所以中国文化变迁的特点之一并非以不

变应万变——这是历来的看法，恰恰相反，是以万变来成其不变，以表层的万变来维持核心的
不变。

尽管中国的地理背景相对孤立，但数千年来仍然与东西洋都有着绵绵不绝的交往。与外来文化

交流就要使中国文化发生变化，但这一变化的结果往往是将外来文化同化于中国文化，而不是

使中国文化同化于外来文化，同化的过程简直是不露痕迹。所以中国文化变迁的第二特点是要

变人为己，而不变己为人，是貌似西化而实为“华化”，只是将其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本土化为
中国模样的过程是缓慢的，渐进的，不知不觉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远不是简单的“有容乃
大”——这样说只强调容纳百川，而忽视其受外来影响所产生的变化，难怪费正清因此而产
生“冲击—反应”的模式——而是在同化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这一过程或
者可称之为“有变乃恒”。
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变化规律，我们对这一规律的认识至今还不敢就说十分清楚，恐怕还有继

续探索的必要。但是有一点比较清楚的是：中国文化变迁的基本方式是述而不作，是著书不如

抄书。自认述而不作的是中国儒家的创始人，提倡著书不如抄书的是清代实学的开山祖，都是

极富创造性的大人物，但却都认为自己毫无创新，仅只沿袭成说而已。他们的思想或许表明了

中国文化寓变于不变之中的特点。

（选自周振鹤《中国文化的变与不变》）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若没有发展，只能或成陈迹，或蜕为另外的文化。
B. 为适应社会发展，而借鉴、学习外来文化中的表层部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变”。
C. 中国文化中的“道”指深层心态文化，如“恨未中科举”和“蓄辫子赞小脚”等心态。
D. “华化”是变人为己，将外来文化中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同化为中国模样的状态。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先提出中国文化变与不变的论题，再逐层分析，最后点明变迁的基本方式并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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