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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学年江苏省常州市高一（上）期末语文试卷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1 小题，19 分）

1．（19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了不起的汉字，迎来“最好的时代”

——专访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

记  者：一种文字对一个国家、民族来说，意味着什么？

黄德宽：人类历史上使用的文字，既有产生于本土的自源文字，也有借自其他文字系统发展而来的借

源文字。对自源文字体系而言，它的发明和使用，标志着一个国家和民族进入到文明时代。汉字是从中华

文化沃土上创造出来的自源文字，记录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汉字记载下的汗牛充栋的

历代典籍，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记  者：那么，汉字到底起源于何时？

黄德宽：根据现代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可以肯定，至少在公元前 2000 多年的夏代，《史记》对夏代

世系就有详细记载，这透露出司马迁撰写《夏本纪》时，我国多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出现了与

文字起源关系密切的刻画符号。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文”“邑”“辰”等文字符号（公元前 2600 年—

公元前 2000 年），尽管学术界在如何释读上还有不同意见

记  者：同样是古老的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都早早消亡了。汉字为何拥有

这么强的生命力？

黄德宽：一种文字的衰亡，其主要原因是创造出这种文字的文明衰落了乃至消亡了。而汉字之所以能

历久弥新，永葆生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它的功能和使命是记载不断变化发展的语言和社会生

活。汉字能保持生命力的内在原因，不断完善其记录语言的功能。从现实看，汉字也完全能适应现代科技

的发展

记  者：但是，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汉字也经历过危机。

黄德宽：的确。汉字经历了不断突破自我发展困境的历程，并且度过了存废危机才有了今天的发展。

汉字的发展，首先遇到的便是构形的困境。汉字早期的构造主要运用以形表意的方法，如运用象形、

指事、会意等造字法来构造文字符号。但这种造字方式有很大局限性，而且复杂的抽象概念以及语言中的

虚词等无形可象的，就难以构造记录符号，使汉字实现了构形困境的突破。形声造字法的发展完善，从根

本上解决了汉字符号生成的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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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发展的第二个困境是书写和阅读效率之间的矛盾。往往字的构形越复杂，符号自身提供的信息就

越丰富，辨识就更容易，会影响书写效率。因此，汉字形体符号的省简就成为贯穿汉字体系发展的主线。

与此同步（形声化），使以形符示义和以声符记音相统一，从而突破书写与阅读效率相矛盾的困境。

汉字真正面临的危机，是清末西方文化冲击下形成的汉字改革运动，到 20 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将

汉字改革推向了高潮。当时，一些人将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归结为科技教育落后，而科技教育落后是因为

汉字繁难。一时间，改革汉字乃至废除汉字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声音。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家的强盛

和繁荣，人们发现，之前的时代对汉字的否定，丧失对自身文化的信心，从而导致对汉字认识上出现了偏

差。伴随着中华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古老的汉字也经历了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

化建设，在新时代再一次展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记  者：步入信息化时代，当人们习惯于打字之后，就容易提笔忘字。这么下去

黄德宽：一方面，我们要相信汉字的传承亦是中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力量不可抗拒，发现这个问题

后，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加强汉字教育，避免书写功能的下降。我们不妨把书写作为一种享受、一种审美，

作为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我们也确实要改进和加强语文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汉字教学。不能只

教汉字怎么写，要兼顾汉字背后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

（《解放日报》2021 年 9 月 3 日，有删改）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借源文字是借自其他文字系统发展而来的，它与本国文化基本没有关系。

B．汉字既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产物，也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C．汉字能够随时代而变化发展，说明汉字本身还不稳定，有很强的可塑性。

D．汉字早期运用以形表意的方法来构形，这种构形产生的文字就是象形字。

（2）以形表意作为一种造字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以形表意导致构形符号众多，这就增加了人们识字、写字的困难。

B．虚词是无形可象的，运用以形表意的方法造字就难以构造记录符号。

C．汉字系统通过发展形声字从根本上突破了汉字符号生成的机制问题。

D．以形表意会使文字符号增多，而形声字的发展则使汉字数量增长变缓。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汉字生命力强，内在原因是其工具属性强，从而更能完全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

B．由繁体字到简化字的改革，体现了省简形体符号这一贯穿汉字体系发展的主线。

C．上世纪初汉字存废之争，根本原因在于部分学者丧失文化自信和基本学术操守。

D．当代社会应加强汉字教育，避免书写功能下降，增加书写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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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汉字起源于何时这个问题，黄德宽先生给出了什么结论？他是如何说明这个结论的可靠性的？

（5）媒体就汉字有关话题对黄德宽先生进行专访有哪些价值和意义？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其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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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1 小题，16 分）

2．（16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寻找党证

李骏

在我记忆中，六大爷是我们本吴庄里最可怜的一个人了。

而说起来，六大爷还是村庄里读过书的人啊，他为什么就不受大家待见呢？

问题就出在本吴庄的多数人认为，六大爷既蠢又愚。

说他蠢，是六大爷不会种田。而说他愚，是六大爷见到人，也不管人家笑不笑话他，他动不动就开始

摇头晃脑地吟上几首打油诗，今天正好去积肥。肥多稻谷长得壮，打得粮来不吃亏”。

结果，人家没笑，六大爷却自己笑了。

我们本吴庄的人性格向来以直著名，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时间一长，都是“嘴里呸来眉上皱”，

能够躲避，六大爷不仅在村子里成年人中没地位，在小孩子面前也没有权威。

可就是这样一个爷爷不疼、姥姥不亲的六大爷，居然在村庄里一直说自己入了党，是个党员！为此，

要求置办党证，重新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这话搁谁信啊？不仅组织上不信，外面的人不信，甚至连六大爷家里的人都不信！

“你什么时候入的党？真是牛皮吹上了天，也不怕上税？”村里的人都这样讥笑他。

如果在其他的方面笑话他，六大爷眼睛一横一斜，也看不出气恼，谁笑话六大爷，六大爷便与谁急！

“你以为我说的是玩笑吗？我在 1942 年入的党，那还有假吗？”六大爷一说，气得胡子都直了起来，

倏尔便亮了起来。

有逗六大爷玩的，便继续耍他：“啊，你是党员！那你怎么入的党呢？介绍人是谁呢？”

六大爷说：“我是 1942 年入的党，介绍人叫张洪学……”

六大爷说的介绍人，谁也不认识，他自己说死了，更是没人信他的。

“那你怎样参加革命的呢？”

“我从读书时就开始参加革命了，负责传递情报。我是地下交通员。”

六大爷话音刚落，便有一阵哄笑声在村庄扬起，飘向半空。

从此以后，村子里如果有人不相信另外一个人说的话，就会拿六大爷来开涮：“你以为你是六大爷？

你以为你是党员啊？”

我与村里人不同，从上小学开始，便与六大爷关系不错。因为我不认识的字，经常得向他请教。后来

做家庭作业时，六大爷把捡来的烟盒，主动送给我当草稿纸用。那时的烟盒都是软纸，很少有硬盒的，我

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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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因为这个，我与六大爷便拉近了距离，成为村子里唯一可以与他说话和交流的人。

六大爷每天见到我背着书包上学，便对我说：“小伙，好好学习啊。等将来有出息了，顺便给我写个

传记。”

我说：“你么样不自己写呢？”

六大爷说：“自己给自己写，有吹牛的成分，传记要他人写才公正。”

我斜着眼不太相信地问他：“那你说你是共产党，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呢？在革命队伍里干什么呢？”

六大爷这下来劲了。他好不容易找到听众，便拉着我说：“伢啊伢，来来来

六大爷这“一说”，时间总是很长很长。就像是今天电视上的“开讲啦”，只要一开始，我基本上也是

在漫长的岁月中断断续续地听完的。

后来，我成了本吴庄解放后第一个去当兵的人，六大爷是送了又送，还希望我在部队里好好干，将来

当了大官，六大爷总说自己是共产党员，想到城里当干部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在西藏高原当兵的第二年，家里突然来信提到

此后，我回去探家，见不到六大爷，像是少了什么。我父亲说：“你有什么少的？你六大爷死后，村

里好像从来没有这个人似的，没有人为他掉泪。”

之后又是几年过去，到了 1999 年的秋天，我突然接到从老家打来的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特别惊人

的消息：六大爷的入党证明找到了！

①我听后既欣喜，又叹息。

第二年的清明，我专门请假回了一趟故乡。来到坟地，我先给六大爷的坟培了培土，并点燃了一串长

长的挂鞭。鞭炮声过后，我在六大爷坟前跪下来，您安息吧。”

此时在我们本吴庄，一拨又一拨的人开始出去打工了，对于谁是不是一个党员，在六大爷的坟头，在

那块墓碑上，不是正好了却六大爷生前奢望已久的愿望么？

我去找了六大爷的三个儿子。但他们觉得麻烦。特别是小儿子，刚好从武汉打工回来，他冷冷地说：

“人都死了这么多年了，至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

②我听后一时无语，泪水顺着脸颊无声地流了下来。

（《长江文艺》2021 年第 7 期，有删改）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六大爷在本吴庄不受待见，是因为他既蠢且愚。

B．不相信别人就拿六大爷开涮，体现了本吴庄人性格直的特点。

C．“我”听了六大爷讲述自己的革命故事之后，就已经相信他真的是党员了。

D．除了六奶奶之外没人为六大爷的死掉眼泪，这写出了本吴庄人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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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小说没有交代六大爷究竟是怎样入的党，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B．小说情节推进过程中发生了多次反转，增添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意味。

C．六大爷的故事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小说通过“我”的讲述将其串联起来。

D．村里的人对六大爷的态度和六大爷三个儿子对他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3）文中两处画线语句分别表达了“我”怎样的心情？请简要分析。

（4）小说中的社会环境是塑造人物、表现主题的重要元素，请结合作品内容简要分析。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1 小题，20 分）

3．（20 分）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各题。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

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

子师乎？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犯笑

侮，收召后学，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又挈挈而东，如

是者数矣。

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余以为过言。前六七年，仆来南。

二年冬，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闻者。今韩愈既自

以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亦以病吾子。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

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

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

者，明日造朝，至外庭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今之命师者大类此。

吾子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虽仆敢为师，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子不有得

焉，则我得矣，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

（节选自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1）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每涂对一

处给 1 分

顾吠者 A 犬耳 B 度今天下 C 不吠者 D 几人 E 而谁 F 敢炫怪 G 于群目 H 以召闹取怒乎？

（2）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相，表动作偏指一方，与《短歌行》“枉用相存”中的“相”意思不同。

B．蛮夷，古代对四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文中指柳宗元当时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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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苍黄，指匆促慌张，与《京口北固亭怀古》“赢得仓皇北顾”中的“仓皇”意思相同。

D．冠礼：古代男子二十岁举行的加冠之礼，表示其成人。在唐代已不流行。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开头回复韦中立，交代自己不敢为师的真正原因：道德修养不深厚，学业浅薄。

B．韩愈不顺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被视为狂人。

C．本文说理时，把反对师道的人比作吠日吠雪的狗，透露出其批判的尖锐和力量。

D．孙昌胤行“冠礼”遭耻笑，揭示了当时官场的丑态，使人想到“为师”的险境。

（4）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

②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

（5）柳宗元和韩愈对待做老师的态度一样吗？结合文本说说你的依据。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1 小题，9 分）

4．（9 分）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下列各题。

晚次乐乡县

陈子昂

故乡杳无际，日暮且孤征。

川原迷旧国，道路入边城。

野戍荒烟断，深山古木平。

如何此时恨，嗷嗷夜猿鸣。

（1）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首联从“故乡”落笔，以“日暮”相承，为全诗定下了凄凉的感情基调。

B．颔联写诗人在故国的山川原野里迷了路，沿着道路终于进入边远的小城。

C．尾联“夜猿鸣”，直接拈出“夜”字回应篇首“日暮”，使全诗结构完整。

D．诗歌采用了视听结合的手法，前面六句诉诸视觉，最后一句则诉诸听觉。

（2）钟嵘在《诗品》中提出诗歌创作“即目”“直寻”的主张，“即目”意为眼前所见，“直寻”就是因

眼前所见而触景生情

（三）名句名篇默写（本题共 1 小题，6 分）

5．（6 分）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杜甫在《登高》中用“　          　，　          　”两句将内心的羁旅行愁与孤独感，融

入了天涯漂泊、迟暮多病的感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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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代诗歌中的舟船意象常常寄托着作者丰富的情感。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用“　         　”

一句，简洁而又形象地描绘了周瑜力克强敌的功业；《琵琶行》中“　          　”一句则用船与月、

江水共同渲染了琵琶女内心的凄寒。

（3）好的比喻往往取材于生活，巧于运用。如《劝学》中“　        　”，用磨刀之功比学习之效；

《登泰山记》中“　           　”，用衣带来比喻环绕山腰的云雾。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 1 小题，10 分）

6．（10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大草原广袤无垠，草长得茂盛，但树木却很少。这引发了不少人的好奇

首先，降水是植物生长的重要水源之一。①树木需要充足的水分来维持生长发育。②然而，草原一

般分布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④无法满足树木对水分的需求。⑤无独有偶，⑥草类植物对水分的需求较

低，草原的干旱气候下常常出现干季和湿季的交替，⑨无法保证长期稳定的水分供应。这样的降水条件适

合草类植物生长

其次，高纬度和高海拔造成了温度差异，温度越低，这些地区树木越少、草类植物越多。从低纬度地

区一路向高纬度地区行进，也可以看到类似情景，而大片的草原开始出现。世界上一些著名高原上几乎都

有草原，比如我国的青藏高原、南美洲的巴西高原等

（1）请在文中画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每处不超过 10 个字。

（2）文中第二段有三处表述不当，请指出其序号并做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1 小题，10 分）

7．（10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有的，呼呼作响，好像虎吼。屋宇虽系新建，构造却极粗率，分外尖削。把门

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椽缝中却仍有透入。风刮得厉害的时候，天未夜就把大门关上，只有我兀自静听

寒风的怒号，湖水的澎湃。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子中风最小的一间，在洋灯下工作至夜

深。松涛如吼，霜月当窗，常独自拨划着炉灰，不肯就睡，作种种幽邈的遐想。

现在白马湖到处都是树木了，当时尚一株树木都未种。月亮与太阳都是整个儿的，从上山起直要照到

下山为止。太阳好的时候，那真和暖得不像冬天，一家人都坐在庭间曝日，风来大概在下午快要傍晚的时

候，半夜即息。至于大风寒，要二三日才止的。最严寒的几天，泥地看去惨白如水门汀，山色冻得发紫而

黯，湖波泛深蓝色。

（1）下列诗句中，意境与画横线的句子最为契合的一项是 　   　

A．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

B．寒江向晚波涛急，深洞无风草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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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江城山翠若连环，城下波涛暗楚关。

D．千顷波涛风雨里，夜深孤载一愁人。

（2）文中有三个重叠形式“日日、呼呼、厚厚”，说说它们有什么表现力。

（3）画波浪线的句子若改为“泥地惨白，山色紫而黯，湖波深蓝色”，请简要分析。

四、写作（60 分）

8．（60 分）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荀子说“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互联网时代，学习变得越来越便利；但是也有部分同学，学

习几乎完全依赖互联网

读了上面的材料，你有哪些感悟和思考？请联系生活实际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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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学年江苏省常州市高一（上）期末语文试卷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1 小题，19 分）

1．（19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了不起的汉字，迎来“最好的时代”

——专访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

记  者：一种文字对一个国家、民族来说，意味着什么？

黄德宽：人类历史上使用的文字，既有产生于本土的自源文字，也有借自其他文字系统发展而来的借

源文字。对自源文字体系而言，它的发明和使用，标志着一个国家和民族进入到文明时代。汉字是从中华

文化沃土上创造出来的自源文字，记录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汉字记载下的汗牛充栋的

历代典籍，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记  者：那么，汉字到底起源于何时？

黄德宽：根据现代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可以肯定，至少在公元前 2000 多年的夏代，《史记》对夏代

世系就有详细记载，这透露出司马迁撰写《夏本纪》时，我国多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出现了与

文字起源关系密切的刻画符号。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文”“邑”“辰”等文字符号（公元前 2600 年—

公元前 2000 年），尽管学术界在如何释读上还有不同意见

记  者：同样是古老的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都早早消亡了。汉字为何拥有

这么强的生命力？

黄德宽：一种文字的衰亡，其主要原因是创造出这种文字的文明衰落了乃至消亡了。而汉字之所以能

历久弥新，永葆生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它的功能和使命是记载不断变化发展的语言和社会生

活。汉字能保持生命力的内在原因，不断完善其记录语言的功能。从现实看，汉字也完全能适应现代科技

的发展

记  者：但是，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汉字也经历过危机。

黄德宽：的确。汉字经历了不断突破自我发展困境的历程，并且度过了存废危机才有了今天的发展。

汉字的发展，首先遇到的便是构形的困境。汉字早期的构造主要运用以形表意的方法，如运用象形、

指事、会意等造字法来构造文字符号。但这种造字方式有很大局限性，而且复杂的抽象概念以及语言中的

虚词等无形可象的，就难以构造记录符号，使汉字实现了构形困境的突破。形声造字法的发展完善，从根

本上解决了汉字符号生成的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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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发展的第二个困境是书写和阅读效率之间的矛盾。往往字的构形越复杂，符号自身提供的信息就

越丰富，辨识就更容易，会影响书写效率。因此，汉字形体符号的省简就成为贯穿汉字体系发展的主线。

与此同步（形声化），使以形符示义和以声符记音相统一，从而突破书写与阅读效率相矛盾的困境。

汉字真正面临的危机，是清末西方文化冲击下形成的汉字改革运动，到 20 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将

汉字改革推向了高潮。当时，一些人将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归结为科技教育落后，而科技教育落后是因为

汉字繁难。一时间，改革汉字乃至废除汉字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声音。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家的强盛

和繁荣，人们发现，之前的时代对汉字的否定，丧失对自身文化的信心，从而导致对汉字认识上出现了偏

差。伴随着中华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古老的汉字也经历了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

化建设，在新时代再一次展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记  者：步入信息化时代，当人们习惯于打字之后，就容易提笔忘字。这么下去

黄德宽：一方面，我们要相信汉字的传承亦是中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力量不可抗拒，发现这个问题

后，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加强汉字教育，避免书写功能的下降。我们不妨把书写作为一种享受、一种审美，

作为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我们也确实要改进和加强语文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汉字教学。不能只

教汉字怎么写，要兼顾汉字背后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

（《解放日报》2021 年 9 月 3 日，有删改）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B　

A．借源文字是借自其他文字系统发展而来的，它与本国文化基本没有关系。

B．汉字既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产物，也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C．汉字能够随时代而变化发展，说明汉字本身还不稳定，有很强的可塑性。

D．汉字早期运用以形表意的方法来构形，这种构形产生的文字就是象形字。

（2）以形表意作为一种造字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D　

A．以形表意导致构形符号众多，这就增加了人们识字、写字的困难。

B．虚词是无形可象的，运用以形表意的方法造字就难以构造记录符号。

C．汉字系统通过发展形声字从根本上突破了汉字符号生成的机制问题。

D．以形表意会使文字符号增多，而形声字的发展则使汉字数量增长变缓。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B　

A．汉字生命力强，内在原因是其工具属性强，从而更能完全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

B．由繁体字到简化字的改革，体现了省简形体符号这一贯穿汉字体系发展的主线。

C．上世纪初汉字存废之争，根本原因在于部分学者丧失文化自信和基本学术操守。

D．当代社会应加强汉字教育，避免书写功能下降，增加书写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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