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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现代文阅读（35 分）分）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材料一材料一

世界已经习惯于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这是欧洲主导时代遗留下来的重大成果

之一。一系列基于民族认同、以民族为行为主体的主权国家建立起来；没有建立民族国家的民

族急切渴望步入这一行列。作为国际体系的最主要的单位和行为体，民族国家获得了广泛的认

同。中国只是在19世纪末由于实力的差距不得不加入由西方霸权主导的世界体系，因而才被迫
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此后的100多年来，中国一直将自己描述为民族国家而非文明国家，尽管
其首要的身份和主要特征明显如此。现在，中国的身份同时具有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双重属

性。从历史和建构的角度来看，中国无疑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作为积贫积弱的后果，它又被迫

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或者，正如白鲁恂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所得出的结论一样：“中国是一个伪
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帝国。”然而，未来这两种身份将如何演进、互动乃至冲突，至今仍无定
论。

中国学者金观涛说：“（中国）存在的唯一模式就是从历史中重生；除了从历史传统中寻求
启迪和力量之外，在中国文化中找不到任何一种可以令中国人接受的机制与现实抗争。”中国
学者黄平写道：“中国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几乎今天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与历史密切相连，
如果没有历史背景，我们就无法解释它。不仅仅是学者，公务员、企业家和老百姓都有着强烈

的历史感……而不管受教育程度如何，他们都活在历史中，承载着历史，为历史代言。”杜维
明评论道：“当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谈论杜甫的诗歌、司马迁的《史记》、孔子的《论
语》时，他们言谈中透露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人们将杜甫、司马迁、儒家学说与
现实生活融合在了一起，表明传统思想将永远存在于中国的历史长河中。”

文明国家这一概念对于中国而言至关重要。其不仅是理解中国的基础，更是在很多不同的

方面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中国的身份认同基本上就是从文化因素，如语言、家庭

规范、社会关系结构等衍生而来的，而非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物。其次，文明的统一性是中国政

治毋庸置疑的第一要务。第三，维护、保持这种文明的统一性，被视为国家的神圣职责，因此

国家被赋予了远超传统民族国家的权威和合法性。第四，尽管鲜为人知，但中国作为一个大陆

性的文明国家，接受了并且需要一种基于地区多样性的多元化。第五，文明国家这一特征对中

国的影响绝非仅限于近现代，而是至少有两千年之久。这的确令人称奇。历史一直在对当下产

生重要的影响，成为当下行事的指南和标尺。“文明”一词通常情况下指的就是遥远、间接的影
响和消极、被动的存在。然而，在中国，历史和文明均是鲜活地持续至今：中华文明这一理

念，并非一个静止的、毫无生气的客观存在，而是一个鲜活的、动态的有机体，为中国人界定

国家和自我认知提供了最主要的认同与认知背景。

摘自英国马丁·雅克《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

材料二材料二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一个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份最伟大的物质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此要心怀敬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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