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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一：

汉字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存留历史文化和造字时人类观念的痕迹，这是汉字的表意性质决定

的。这些历史文化信息一般存留在一个或一组汉字的构形理据之中。但是，造字属于不同时

代，随着构形和语义的发展演变，各种不同字样的形体中的表意成分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

生变化，即使是今天所见的甲骨文，也未必是最早的汉字，每个字样造字或演成的准确时代难

以确考，它对历史文化的见证作用就难以作为一种科学的证据，最多可以是一种假说。汉字的

构形不是照相，而是一种特征的勾勒，必须有较多的雷同，才能够归纳出一点信息，而且是笼

统的信息，想到字形中去找故事，去证明具体的史实，是很难做到的。何况，构形反映出的文

化信息，只有在对具体意象进行描述时，才能做到；而汉字的构形系统逐渐向形声化发展，一

切都渐渐概括、类化，信息量还要逐步减少。对汉字携带历史文化信息求之太过的情况，比比

有之。例如，有人以为甲骨文中有很多字是表示阶级斗争的；也有人认为汉字很多字形描述了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有人说，《说文解字》的《山部》《水部》字中暗含了河图洛书的

真意……这些都是无法验证的说法，也违背汉字的实际。夸大汉字对历史文化的解释作用，在
例证不足、文献依据不足的情况下，凭着个别的字形，猜测编造似是而非的故事或者附会某一

具体史实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摘编自王宁《汉字构形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关系》）

材料二：

汉字的文化阐释，指通过对汉字构形及其发展过程中所积淀的文化信息的揭示和分析，来

探讨汉字的构造、发展与中华历史文化的深层关系，从而阐释汉字构形的理据、特点和规律的

方法。汉字记载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承弘扬汉字文化，需要对其内涵进行多层次的揭示

和科学的阐释。

以许慎《说文解字》为代表的传统文字学，在分析汉字时试图揭示其构形的历史文化背

景，从而形成了汉字阐释的深厚传统。如《说文》开篇解释“一”，谓“惟初太始，道立于一，
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说“示”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古文‘上’字），三
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这些解释体现了许慎对汉字构形的文化
要素的辨析，开启了汉字文化阐释的先河。不过，许慎的汉字文化阐释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一

方面他所据以分析的汉字形体主要是小篆，尽管小篆是古文字的终极形态，但经历了漫长发展

演变后，与古文字的早期形态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字甚至已变得面貌全非，建立在

这种基础上的构形分析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差错；另一方面，中华历史文化也是一个不断发

展流变的系统，汉字产生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后来阐释者所处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已有很大

的不同，而作为阐释者的任何人都难以摆脱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对汉字的文化阐释，总是

有着某个时代学者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下面以“示”的阐释为例来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示”字最早的形体见于甲骨文，并不是由“二（上）”和“三垂”构成的，与“天垂象”毫无关
系。“示”本是表示宗庙神主的象形字，“示”就是“主”。《史记•殷本纪》所记商代先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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