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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论述类文本阅读

 名师精讲

第一节  历年真题总结归纳

历年全国卷论述类文本阅读考查统计与归纳

年份及试卷 类型 主要内容 文本出处 命题设错 选项要求

2023 全国新
课标Ⅰ卷

社科类 竞争性真相 赫克托·麦克唐纳《后真相时代》
信息筛选题、
论证方法题 / 因
果、绝对化

选错｜选错｜选对
两道主观题

2023 全国新
课标Ⅱ卷

社科类 社会调查
材料一：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
材料二：费孝通《亦谈社会调查》

词语作用、比
较异同 / 有无、
绝对化、对象

选对｜选错｜选错
两道主观题

2023 全国甲
卷

社科类 考古学 徐良高《以考古学构建中国上古史》
有无、绝对化、
对象

选对｜选错｜选错

2023 全国乙
卷

社科类 文学史与文学批评 王富仁《文学史与文学批评》 有无、绝对化 选错｜选错｜选对

2022 新高考
Ⅰ卷

社科类 传承与借鉴
材料一：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
材料二：郑敏《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

论证思路题 / 有
无、绝对化

选错 | 选错 | 选对 |
两道主观题

2022 新高考
Ⅱ卷

社科类 典籍翻译

材料一：辛红娟《中国典籍“谁来译”》
材料二：党争胜《霍克思与杨宪益的翻译
思想刍议》
材料三：杨乃乔《〈红楼梦〉与 The Story of 
the Stone——谈异质文化观念的不可通约
性及其翻译的创造性》

信息筛选题、
归纳概括题 / 有
无、对象、绝
对化

选对 | 选对 | 选对
两道主观题

2022 全国 
甲卷

社科类《中国金银器》导言
扬之水《“更想工人下手难”〈中国金银器〉
导言》

有无、对象、
因果

选对 | 选错 | 选错

2022 全国 
乙卷

社科类 叙事视角 杨义《中国叙事学：逻辑起点和操作程式》 有无 选错 | 选对 | 选错

2021 新高考
Ⅰ卷

社科类 诗画不同质
材料一：朱光潜《诗论》
材料二：钱锺书《读〈拉奥孔〉》

论证思路题 / 有
无、因果

选错 | 选对 | 选对 |
两道主观题

2021 新高考
Ⅱ卷

社科类 规范网络行为
肖峰《从底线伦理到担当精神：当代青年
的网络文明意识》

论证结构题 / 因
果、有无、对象

选对 | 选错 | 选对 |
两道主观题

2021 全国 
甲卷

社科类《中国目录学史》导读 严佐之《〈中国目录学史〉导读》 对象、有无 选错 | 选错 | 选错

2021 全国 
乙卷

社科类 数字人文
王军《从人文计算到可视化——数字人文
的发展脉络梳理》

对象、因果、
有无、范围

选错 | 选错 | 选对

2020 全国新
课标Ⅰ卷

社科类“孝” 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
有无、因果、
绝对化

选对 | 选错 | 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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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及试卷 类型 主要内容 文本出处 命题设错 选项要求

2020 全国新
课标Ⅱ卷

社科类 美术的“历史物质性” 巫鸿《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 有无、因果 选对 | 选错 | 选错

2020 全国新
课标Ⅲ卷

社科类《古文观止》 振甫《谈谈〈古文观止〉》 有无、绝对化 选对 | 选错 | 选错

2020 新高考
Ⅱ卷

自然类
任何生物身上都寄宿着
许多微生物

埃德·扬《我包罗万象》
语句理解 / 有无、
绝对化表达

选错 | 选错 | 选对 |
选对 | 一道主观题

2019 全国新
课标Ⅰ卷

社科类 为谁立言 铁凝《照亮和雕刻民族的灵魂》
绝对化、因果、
有无

选对 | 选错 | 选错

2019 全国新
课标Ⅱ卷

社科类 杜甫及其诗词
叶嘉莹《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
之成就》

绝对化、有无、
因果

选错 | 选错 | 选对

2019 全国新
课标Ⅲ卷

社科类
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
与传承

李荣启《论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有无、范围、
绝对化

选错 | 选错 | 选对

2018 全国新
课标Ⅰ卷

社科类 新子学 杨国荣《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 绝对化、有无 选错 | 选错 | 选对

2018 全国新
课标Ⅱ卷

社科类 被遗忘权
袁梦倩《“被遗忘权”之争：大数据时代的
数字化记忆与隐私边界》

因果、有无、
对象、范围

选对 | 选错 | 选错

2018 全国新
课标Ⅲ卷

社科类 城市文明弹性
陈忠《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与命运共同
体》

对象、因果、
有无

选对 | 选错 | 选错

2017 全国新
课标Ⅰ卷

社科类 气候正义
曹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
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

有无、范围、
绝对化

选对 | 选错 | 选错

2017 全国新
课标Ⅱ卷

社科类 明代青花瓷的发展 万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轨迹》
有无、因果、
对象、绝对化

选对 | 选错 | 选错

2017 全国新
课标Ⅲ卷

社科类
要留住、呵护并活化
乡村记忆

陆邵明《留住乡愁》
绝对化、对象、
有无

选对 | 选错 | 选错

2016 全国新
课标Ⅰ卷

社科类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
国学术界的影响

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范围、范围、
有无

选错 | 选错 | 选错

2016 全国新
课标Ⅱ卷

社科类 小说与故事 格非《塞壬的歌声》
有无、有无、
有无

选错 | 选错 | 选错

2016 全国新
课标Ⅲ卷

社科类 文学与历史 周振鹤《历史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历史》
对象、绝对化、
因果

选错 | 选错 | 选错

2015 全国新
课标Ⅰ卷

社科类
宋 代 信 用 的 特 点 与 
影响

王芳《宋代信用的特点与影响》
时间、有无、
绝对化

选错 | 选错 | 选错

2015 全国新
课标Ⅱ卷

社科类 艺术的接受美学 陈望衡《艺术是什么》
有无、因果、
有无

选错 | 选错 | 选错

2014 全国新
课标Ⅰ卷

社科类 悲剧的审美价值 王晓旭《美的奥秘》
范围、有无、
因果

选错 | 选错 | 选错

2014 全国新
课标Ⅱ卷

社科类 古代食品安全监管 张炜达《古代食品安全监管述略》
有无、范围、
范围

选错 | 选错 | 选错

2013 全国新
课标Ⅰ卷

社科类《老子》的年代 李学勤《〈老子〉的年代》
对象、对象、
因果

选错 | 选错 | 选错

2013 全国新
课标Ⅱ卷

社科类 凤鸟
何丹《试论中国凤文化的“历史素地”及
其在文化类型学上的深层涵义》

有无、时间、
因果

选错 | 选错 | 选错

2012 全国新
课标卷

社科类 科技黑箱 吕乃基《行进于世界 3 的技术》
有无、绝对化、
因果、有无

选错 | 选错 | 选错

2011 全国新
课标卷

社科类《诗经》是诗不是经 金开诚《诗经》
有无、有无、
绝对化

选错 | 选错 | 选错

2010 全国新
课标卷

社科类 书法 启功《金石书画漫谈》
范围、对象、
绝对化

选错 | 选错 | 选错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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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及试卷 类型 主要内容 文本出处 命题设错 选项要求

2009 新课标
卷（海宁卷）

社科类 诗与歌词 陈鹏举《诗与歌词》
因果、有无、
对象、有无、
因果

选错 | 选对 | 选错

2008 新课标
卷（海宁卷）

社科类 艺术上的“变形”
曾祖荫、曾新《怪异：明清启蒙美学之特
征》

有无、绝对化、
对象

选错 | 选错 | 选错

2007 新课标
卷（海宁卷）

社科类
为何伟大时代出不了
伟大作家？

雷达《伟大的时代为何出不了伟大的作
家？》

有无、题干、
绝对化

选错 | 选对 | 选错

第二节  技巧点拨

一、选文趋势

（1）新奇为上，发现类居多。

最新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局势格局、考古发现、科技发明等。

（2）结构相似，概念类居多。一般是围绕一个概念展开，对这个概念从几个方面加以阐释。

（3）思路清晰，细节类居多。

特别注意文中的关联词、表程度表范围的副词、因果关系、逻辑关系、概念解释与理解。

二、基本原则

尊重原文文本

高度关注细节

三、技巧点拨

【论述类文本阅读核心技巧】

关键词语锁定

回归原文定位

四、解题步骤

【解题口诀】

先审题干和选项

带着问题去阅读

锁定词语准定位

常考陷阱须牢记

排错排无排不同

科学答题详细步骤（带着问题去阅读）

（1）【一看】问题（约 30 秒）——关键词锁定，题文信息一一比对。

① 锁定关键词语，回归原文定位。

② 阅读每一选项，并从原文中找到相对应的区位。

（2）【二看】文章（约 2 分钟）——回归原文定位，找依据，确定选项。

读文章时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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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重点阐述的名词术语。

② 重要问题及概念前后的修饰语、限制语，以及有指代意义的词语。

③ 关联词。

④ 中心句、要点句及过渡句。

⑤ 特殊句（判断句或有判断意义的句子；双重否定句；疑问句等）。

五、十莫字诀

题目要求莫看错；原文定位莫忽视；

弄清概念莫粗心；修饰词语莫忘记；

已然未然莫混淆；因果关系莫倒置；

夸大其词莫当真；解释引申莫过度；

绝对表述莫选取；推测选项莫失据。

六、客观题常见命题设陷

有无 因果 绝对化

时间 对象 题干

范围

1. 有无

【解读】此类设错是命题中最常见的设错方式，简单地说就是原文未提及，选项凭空捏造一个事实。

对付这类设错，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回归原文、一一比对了。

 典型例题

（1）（2019 全国新课标Ⅰ卷）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

精不精的问题。

［考题］D. 我国当下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由量的问题转向质的问题，艺术家的创作也应

少而精，凝聚共识。

［解析］回归原文，最后一段原文表述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

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据此可知，并没有提到选项 D 中“少而精”

中的“少”，典型的无中生有。

（2）（2019 全国新课标Ⅱ卷）

这种优越的禀赋表现于他的诗中，第一点最可注意的成就，便是其汲取之博与途径之正。就诗歌

体式风格方面而言，古今长短各种诗歌他都能深入撷取尽得其长，而且不为一体所限，更能融会运用，

开创变化，千汇万状而无所不工。我们看他《戏为六绝句》之论诗，以及与当时诸大诗人，如李白、 
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等，酬赠怀念的诗篇中论诗的话，都可看到杜甫采择与欣赏的方面之广。

［考题］B. 从杜甫论诗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古今长短各种诗歌的体式风格都有正面评价。

［解析］“都有正面评价”于文无据。原文只是强调他“采择与欣赏的方面之广”。第一，范围广，跟 
“都有正面评价”不能等同；第二，结合文本与逻辑来讲，文中说“采择与欣赏”和“深入撷取尽得其长”，

那就必定有个选择的过程，这个选择的过程就是个肯定什么和否定什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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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4 全国新课标Ⅱ卷）

汉唐时期，食品交易活动非常频繁，交易品种十分丰富。为杜绝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国家在

法律上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汉朝《二年律令》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

余。……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赃，与盗同法。”即肉类因腐坏等因素可能导致中毒者，应尽

快焚毁，否则将处罚当事人及相关官员。唐朝《唐律》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

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

人法。”从《唐律》中可以看到，在唐代，知脯肉有毒不速焚而构成的刑事犯罪分为两种情况，处罚各

不相同：一是得知脯肉有毒时，食品的所有者应当立刻焚毁所剩有毒食品，以绝后患，否则杖九十；二

是明知脯肉有毒而不立刻焚毁，致人中毒，则视情节及后果加以科罚。

［考题］C.《二年律令》中的规定注重对主使官员责任的追究，而《唐律》则更加强调对伤害生命

的犯罪行为的追究。

［解析］在选项中找到最易回归原文的关键词，有特殊符号的最易在原文中被发现。因此，确定此

选项中有书名号的词为关键词（《二年律令》《唐律》），回归原文，书名号所在的前后句基本就是答题

区间。进行一一比对后，不难发现，原文并无该选项中所说“注重对主使官员责任的追究”，此类设错

亦称之为无中生有。

2. 因果

【解读】在选项中设置因果错误，常有因果倒置、强加因果两种类型，这种设错方式不仅在论述类

文本阅读选项中常见，在其他文本阅读的选项中亦常涉及。大量的真题研究告诉我们，命题人编写选

项时往往在因果上设错，因此遇见“因果”，一定要高度重视。以下列出了一些因果选项供大家参考。

 典型例题

（1）（2019 全国新课标Ⅰ卷）

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或许并不是我们的读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广大人

民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理解时代的依据。

［考题］C. 人民是认识现实、理解时代的依据，因为普通劳动者才是文艺最理想的读者。

［解析］选项前半句“人民是认识现实、理解时代的依据”表述是正确的。但选项后半句本身表述

有误，且不是前半句的原因，前后不构成因果关系。

（2）（2019 全国新课标Ⅱ卷）

所以天宝的乱离，在当时诗人中，唯杜甫反映者为独多，这正因杜甫独具一份担荷的力量，所以

才能使大时代的血泪，都成为了他天才培育的浇灌，而使其有如此强大的担荷之力量的，则端赖他所

有的一份幽默与欣赏的余裕。他一方面有极主观的深入的感情，一方面又有极客观的从容的观赏。

［考题］D. 文章论证了杜甫所以对时代苦难有担荷力量，是因为他广泛汲取了前人传统。

［解析］此项属于典型的强加因果。选项中前后两部分表述虽然都是正确的，但不构成因果关系。

回归原文，第三段表述为“而使其有如此强大的担荷之力量的，则端赖他所有的一份幽默与欣赏的 
余裕。”

3. 绝对化

【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变化发展的，没有绝对，只有相对，因此绝对化

描述的选项多为错误选项。



7

第一编  现代文阅读

 典型例题

（1）（2019 全国新课标Ⅲ卷）

使传统表演艺术“雅化”，固然能彰显各类民族民间艺术的特色，但也弱化了传统表演艺术的民俗

文化内涵。

［考题］A. 传统表演艺术源自生活，使其“雅化”意味着脱离原生的环境，很难获得成功。

［解析］绝对化表述。“很难获得成功”表述过于绝对。回归原文，表述为“弱化了传统表演艺术

的民俗文化内涵”。

（2）（2017 全国新课标Ⅰ卷）

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

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

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考题］B. 如果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的长期目标能落实，那么后代需求就可以得到保证。

［解析］绝对化表述。“如果……那么……”表述过于绝对。原文表述为“实际上……其目的正是

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后代需求就可以得到保证”太绝对。

下面列举一些真题中的绝对化表述，请着重注意画线部分，遇到类似表述时首先考虑绝对化这一

考点。

（2014 湖北卷）B. 人类社会里的礼和乐体现着天地运行的大道，而礼之本在仁，在于音乐的精神，

所以乐是一切人类艺术的最高境界和最终追求。

（2012 山东卷）D. 对围棋进行神化和矮化都是不对的，只要把“国艺价值观”作为认识围棋价值

的出发点，就能正确认识围棋的“国艺”地位。

（2011 天津卷）C. 西方现代性原则不具备有利于人类生存下去的普遍意义。

（2011 天津卷）C. 只要中国文化不过时，人类就能在和平与平等的世界上生活。

（2011 湖北卷）C. 数千年来，遍及中国的构型各异的建筑，从富丽堂皇的宫廷到简陋朴素的民居，

无一不是同一结构的院落。

（2011 湖南卷）D. 有了网络视频，明星变得不再神秘，人们只要将视频制品在网上传播，就必定

成为明星。

（2009 四川卷）D. 只要科学、合理地使用抗生素，人们就不会感染各种耐抗生素病菌。

（2009 四川卷）C. 只要彻底杀死各种细菌就可阻断耐药基因的传播途径。

（2010 福建卷）A.《内经》“天人合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只要人研究清楚了“天”，也就清楚了 
“人”；反之亦然。

（2009 广东卷）E. 只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第一种“外在的自由”的理想就完全能够达到。

（2001 上海卷）D. 一个人只要有决心并不断努力，就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合适人选。

4. 时间

【解读】大量的真题研究显示，选项中出现时间相关的表述，特别是事物或事件的起始时间时，命

题人往往就此设题。

 典型例题

（2014 全国新课标Ⅱ卷）

周代，尽管关于食品安全事件的记载不多，但我们还是看到，由于食品安全关系重大，统治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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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非常重视并做出了特别规定。周代的食品交易是以直接收获采摘的初级农产品为主，所以对农产品

的成熟度十分关注。据《礼记》记载，周代对食品交易的规定有：“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

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记录。

［考题］C. 有关食品安全的规定始于周代，经过汉、唐的发展，到宋代形成了法制相对健全、政

府与行会共同监管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解析］此题中“始于周代”很明显是命题人有意在时间上设置陷阱。原文表述为周代有相关规定

的记载，并没有说始于周代。

5. 对象

【解读】命题人热衷于设置对象错位的陷阱，而在对象错位中，最易考的便是观点持有者的张冠 
李戴。

 典型例题

（2016 全国新课标Ⅲ卷）

王国维《古史新证》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

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

［考题］C.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认为，有些历史学家如果能充分利用史料，就不会“疑古”，

怀疑尧、舜、禹等人物的真实性。

［解析］原文表述为“王国维《古史新证》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

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选项表述为“如果

能充分利用史料就不会‘疑古’”，明显暗换了中心对象，原文说的中心对象是“疑古之过”，即过分疑

古，甚至连尧、舜、禹的真实性都产生了怀疑。如果充分了解古史材料，这一点是可以规避的。另外，

之于疑古之态度和精神，于原文中也可以看出王国维对其是持肯定态度的。换言之，怀疑无错，只是

连基本史实也给怀疑了。

6. 题干

【解读】选项正确≠正确选项（选项表述正确并不等于就是题目要求下的正确选项）。

 典型例题
过去 10 年间，油价高涨，这些油砂矿有利可图，加拿大已经迅速扩大了生产规模。仅在 2012 年，

艾伯塔就出口了价值 550 多亿美元的油料。

然而，加拿大艾伯塔油砂开采热潮正在引发另一种警报，这种警报发自气候科学家。燃烧化石

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正推动着全球温室气体浓度迅速逼近临界值——在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达到

450ppm, 就会使温度上升 2 摄氏度以上。一些科学家担心，超过这个临界值，就可能发生灾难性气候

变化。虽然在所有化石燃料中，煤炭所占比例更大，但是，和常规石油相比，开采和炼制艾伯塔油砂

需要更多能源，这额外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量。

［考题］关于“加拿大艾伯塔油砂开采热潮引发警报”的原因，下列选项表述不正确的是（　　）。

B. 在所有化石燃料中，煤炭所占比例更大，煤炭作为能源额外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量。

［解析］且看题干，题干强调的是“加拿大艾伯塔油砂开采热潮引发警报”，分析主体是“加拿大

艾伯塔油砂开采”，而 B 项说的是“煤炭”，虽然表述正确，却属于答非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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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范围

【解读】命题人设置范围陷阱时，以偏概全是较为高频的设错方式。要特别注意重要词语前边的修

饰与限制词，如“一些”“有些”“几乎”“除……之外”“到……为止”“绝大多数”“全都”“全部”“有

时”“凡”“全”“都”“所有”“一切”“各种”等。阅读时可用笔标出。

 典型例题

（1）（2018 全国新课标Ⅱ卷）

不论是个人的遗忘还是社会的遗忘，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个人及社会修复和更新的机制，让我

们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面对现实，想象未来，而不仅仅被过去的记忆所束缚。

［考题］B. 遗忘是个人和社会的一种修复和更新机制，是我们面对现实和想象未来的基础。

［解析］原文表述有限定，即“在某种程度上”，这表明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选项去掉了这一限定，

以偏概全，扩大了范围。

（2）（2019 全国新课标Ⅲ卷）

各种传统表演艺术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呈现的，靠其演出行为形式形成艺术作品，实现艺术价值。

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决定了应对其实施活态传承与保护、使之以鲜活形态生存于民间，在非物

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实施中，有些地区视保存为保护，重视硬件设施，各类场馆及专题博物馆建设颇

具规模，民间收集来的各种乐器、道具、面具、服装等都得到妥善收藏，这种博物馆式的展示与收藏，

虽然能较好地保存民间表演艺术的物质载体，但变活态传承为固态展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传统表演

艺术的生存发展问题。有人认为通过录音、录像等数字化手段便可记录、存储、呈现表演艺术的成果

和过程，达到抢救性保护的效果，但是，这只是对文化遗产的部分信息进行了保存，人在进行艺术表

演时涉及的很多现象难以精确量化，其中不少信息是无法获取和记录的。对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必须

坚持以人为本，活态保护，才符合其自身的传承发展规律。

［考题］C. 第四段将一些地区的场馆建设和数字化保存做比较，论证了保护与保存的不同。

［解析］“场馆建设和数字化保存”都属于“保存”范畴。文中举这两个例子正是想要厘清“保护”

与“保存”的不同概念。

七、典型真题详解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 题。

现在不断有人提问，为什么我们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却出不了伟大的作家？对此我的想法是，现

在是一个无权威的、趣味分散的时代，一个作家很难得到全民集中的认可。事实上，要成为一位大家

公认的伟大作家，需要时间的考验，甚至包括几代人的阅读和筛选。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消费

与享受往往消磨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浪漫的激情，以致那种具有巨大原创力的作品很难产生。当然，

当代中国缺少伟大的作家，除了这些外在的方面，也有作家自身主体弱化的问题。比如市场需求之多

与作家生活体验不足的矛盾，市场要求产出快与创作本身求慢求精的矛盾等。而这当中，正面精神价

值的匮乏或无力，无疑是当下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缺失。

所谓正面精神价值，指的就是那种引导向善、呼唤爱、争取光明、辨明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

这种价值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与作家对民族的精神资源的利用密切相关。我们民族的精神资源很丰

富，但是也还需要做必要的整合和转化，才能化为作家内心深处的信仰，运用到创作中去。还有一些

作家表现出“去资源化”的倾向，他们不知如何利用资源，索性不作任何整合与转化，以为只要敢于

批判和暴露，就会写出最深刻的作品。但如果都是暴力、血腥，就让人看不到一点希望，而真正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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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不仅要能揭露和批判，还要有正面塑造人的灵魂的能力。还有另外一种主体精神弱化的现象。

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缺少一种人文关怀。作家的责任是把叙事从趣味推向存

在，真正找到生命的价值所在。当他们丧失了对生活的敏感和疼痛感，把创作变成了制作，批量化地

生产的时候，文学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生命了。

老舍先生曾将长篇小说《大明湖》浓缩成《月牙儿》，篇幅几近短篇，却也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中

公认的经典。他幽默地说：“我在经济上吃了亏，在艺术上占了便宜。”如果今天的作家都肯下这种苦功，

那么消费的时代再汹汹然，我们仍然可以对震撼人心的好作品的出现满怀期望。

1. 从原文看，下列不属于“当代中国缺少伟大的作家”外在原因的一项是（　　）。

A. 现在是一个缺乏权威的时代，也是一个受众欣赏趣味分散的时代。

B. 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普遍的公认。

C. 在今天，消费与享受往往会消磨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浪漫的激情。

D. 作家对生活的体验还不够，同时文学创作本身的规律是求慢求精。

2. 从原文看，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我们的民族精神资源很丰富，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保持原貌并移植到创作中。

B. 所谓去资源化，就是作品只有批判和暴露，而没有充分利用社会生活的资源。

C. 充斥暴力和血腥的文学作品使人看不到一点希望，这是正面精神价值缺失的结果。

D. 作品中有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这样的描写，表明作家没有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3.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作家作品中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或无力，是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中最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

B. 是否善于利用我们民族丰富的精神资源，决定了作家作品中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否体现。

C. 要保持文学生命，作家就应该对生活具有敏感和疼痛感，坚持把叙事从趣味推向存在。

D. 老舍把《大明湖》浓缩成《月牙儿》，说明下苦功夫创作，才能出现震撼人心的好作品。

［答案详解］

现在不断有人提问，为什么我们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却出不了伟大的作家？对此我的想法是，现

在是一个无权威的、趣味分散的时代，一个作家很难得到全民集中的认可。事实上，要成为一位大家

公认的伟大作家，需要时间的考验，甚至包括几代人的阅读和筛选。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消费

与享受往往消磨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浪漫的激情，以致那种具有巨大原创力的作品很难产生。当然，

（T1.D）当代中国缺少伟大的作家，除了这些外在的方面，也有作家自身主体弱化的问题。比如市场

需求之多与作家生活体验不足的矛盾，市场要求产出快与创作本身求慢求精的矛盾等。而这当中，正

面精神价值的匮乏或无力，无疑是当下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缺失。

（T3.B）所谓正面精神价值，指的就是那种引导向善、呼唤爱、争取光明、辨明是非、正面造就

人的能力。这种价值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与作家对民族的精神资源的利用密切相关。（T2.A）我们

民族的精神资源很丰富，但是也还需要做必要的整合和转化，才能化为作家内心深处的信仰，运用到

创作中去。（T2.B）还有一些作家表现出“去资源化”的倾向，他们不知如何利用资源，索性不作任

何整合与转化，以为只要敢于批判和暴露，就会写出最深刻的作品。（T2.C）但如果都是暴力、血腥， 
就让人看不到一点希望，而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仅要能揭露和批判，还要有正面塑造人的灵魂的能力。

还有另外一种主体精神弱化的现象。（T2.D）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缺少一种

关怀。作家的责任是把叙事从趣味推向存在，真正找到生命的价值所在。当他们丧失了对生活的敏感

和疼痛感，把创作变成了制作，批量化地生产的时候，文学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生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