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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下列材料

“国学热”的出现，是由于“中华民族复兴”的问题引起的，而民族的复兴必须由民族文化的复兴
来支撑，因此在对过去的盲目“反传统”的反思中考虑到如何传承有五千年 文明的中华文化，并
使之在新时代得到更新。有鉴于当前对自然界的无序破坏，一批中 国学者提出儒学中的“天人
合一”学说可以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有意义的思想 资源。……中国儒家“天人合一”的学说
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出的“‘人和自 然’是一生命共同体”的理论很相近。有鉴于孔子和孔
子思想在百多年来受到的歪曲和 诋毁，有见识的中国学者认为，要复兴中国文化传统，就必须
恢复孔子和孔子思想在中 国历史上的地位。人为地割断自身民族文化的民族是难以生存和发展
的。……儒家的 “仁爱”精神不正与“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倡“第二次启蒙”的“关心他者”有 异
曲同工之妙吗？这很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在“前现代”的思想宝库中确实包含着若干 人类社
会“普遍价值”的思想资源，并对克服“现代性”可能发生的弊病起消解作用。

——汤一介《中国的启蒙》 评材料中关于“中华民族复兴”与“国学”关系的观点。
(要求：围绕材料中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2.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世纪的西方封建国家中，与君权平列的有教权。君权是世俗权力，管辖世

俗界，教权是精神权力。·····一个封建君主如果侵犯了封臣的权利，封臣就可以不对封
主尽义务。……西方封建时代并无近代意义的立法概念，法律是古老的习惯法。所谓习
惯法，就理论上讲，就是法律来自社会，而非出自君权。

——吴于鹰《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

材料二

古代时期希腊人把专制政体看成带有非希腊特征的一套体制，即亚洲人习惯的 王权形式。18
世纪欧洲政治思想讨论中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专制政体，孟德斯鸠是西 方思想家中第一个将中
国划入“专制政体”的。20 世纪 50 年代，视中华帝国为“专制 政体”成为西方学界的流行观点。
随着工业革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包括“中国专制说”在内的西方学说，随着 西方的商
品，一同被输送到世界各地。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种观点传入中国。谭嗣 同在 1896
年完成的《仁学》中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对秦汉以
下的中国政治持全盘否定态度。此后……都将从秦始皇开始到 20 世纪初延绵不绝的中
国的政治体制一并视为专制政体。

——摘编自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 15 世纪左右中国和西方政治状况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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