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 1（本题共 5 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 题。 

费孝通江村调查与社会学的中国化 

周晓虹 

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一书的“序言”里，称这部著作是社会人

类学历史上的里程碑。尽管费孝通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为后来成为人

类学跨越“文野之别”的标志，但是从他进村之时写的《江村通讯》来

看，作为一个人类学领域已浸淫数年的研究者来看，他应该清晰地意识

到自己对开弦弓村的造访将会触犯人类学的“文野之别”。 

人类学“文野之别”的清规的形成，与这一学科最初形成于地理大发现

后欧洲殖民的历史有极大关联。十九世纪 30 年代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

未开化民族开始接触现代文明，人类学内部开始滋生出文化相对主义，

加之随着学科之间的交叉，在以未开化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与以西

方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之间发生了接近与融合。 

如果说“文野之别”的跨越动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

结合促成人类学向文明社会研究的转变”，那么对传统上的研究“异文



化”的人类学来说，这种转变在费孝通那里还存在着对“他己之别”的

跨越。 

利奇一再强调，某些社会人类学家，欲图研究本社会的愿望可以理解，

事实上也值得称赞，但危害重重。按照人类学当时的观点，研究熟悉的

社会，先入之见就可能造成研究的偏见，如果是单纯的陌生人去研究，

就不会受到偏见的影响。要避开利奇的忧虑，保证研究的客观公正，或

者说要实现充分的民族自省，研究者就必须具备费孝通先生晚年一再强

调但青年时代已逐渐养成的能力——文化自觉。 

我认为，在社会学领域你必须具备如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想象力”，

对于研究本土文化的人类学家来说，则必须养成费孝通所言的“文化自

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

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可以说，正是有

赖于这种同样能够增进理性、看清世事的心智品质，费孝通才能在江村

调查中实现对“文野之别”的从容跨越。 

一般而言，在从事文化或者社会研究之时，与研究者的地位或身份相关

的问题通常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研究自身文化或本民族成员之时，能

否以及如何抽身其间，以避免熟视无睹或情感涉入，再或无法客观的研

究问题。其二是研究你所陌生的异文化（比如人类学通常研究的土著文

化）之时，能否以当地人自己的世界观或分析视角，去观察被研究的文

化或民族成员，以避免囫囵吞枣或以偏概全，或隔靴搔痒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费孝通 1997 年在《人文价值再思考》一文中，以“进

得去”和“出得来”六个字高度概括了上述研究的难题。 

如果说与异文化的接触能够使研究者摆脱对家乡或本土文化的“麻木”，

形成对本土文化的“知之”或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自觉”，那么此时

开弦弓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所发生的迅疾的社会变迁则快速促进了这种

“知之”或“文化自觉”的养成。 

如果说急速的社会变迁造成了原来浸淫其间的社会成员对自己生长的土

地和文化的陌生化，而这陌生化保证了研究者在自己的文化中“出得来”，

那么按费孝通的理解，在这多少被动的“陌生化”之外还有一条主动的

“陌生化”路径可走，即致力于“对一般人类学理论方法和海外汉学人

类学研究的深入了解”。 

解决了研究者可以研究本土文化或研究时能够“出得来”的问题，其实

只是回应了前述“利奇之忧”的一半，另一半同样甚至更为棘手：以费

孝通及 1930 年左右燕京学派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家的微型社区研究，

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概括幅员辽阔、错综复杂的中国国情？  

费孝通通过《江村经济》及其后的微观社会研究而认识中国的努力并非

没有留下遗憾。就“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来说，如果说无论是江

村还是云南三村落入研究者眼中都带有某种偶然性的话，那么如何能够

保证在这种偶然的类型“捕获”中不致挂一漏万，依旧不仅是一个操作



上的难题，更是一个理论上的难题：而就“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

说，费孝通的遗憾则更为鲜明，尽管那是一个需要历史来负主责的问题。 

派克对费孝通乃至十九世纪 30 年代整个中国社会学的意义，在于他所提

倡的“社区研究”为此时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的设想提供了可能

的具体路径。费孝通践行了自己的老师吴文藻给出的“社会学中国化”

的实现路径。 

按吴文藻所言，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步是“试用”西方理论。 

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二步，是运用实地调查的方法来“验证”理论。一般

而言，这种验证可能包括两步：其一验证西方理论的可靠性或普适性，

其二通过实地调查认识中国国情；但费孝通的兴趣在后者，他赋予“江

村调查”以鲜明的“认识中国”并进而“改造中国”的实践品格。但不

可否认 80 余年前的这次调查起码昭示了现代社会变迁或包括工业化在

内的乡村转型道路的多样性。 

如果说有什么不足，可能倒是因囿于“江村”经验，费孝通终其一生都

对高度集中的工业化在中国之推行深感疑惑，但这种对乡镇工业以及小

城镇的执拗，本身存在消解发展或转型的多样性的可能，而中国近 40

年来的改革和发展所昭示出从国有工业到乡镇企业，甚或再到富士康这

样的外资企业的齐头并进，说明即使对同一个中国，转型的方式也不乏

多样性。 



在吴文藻的“蓝图”中，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三步，是“理论和事实糅合

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的综合”。显然，社会学中国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彻

底抛弃理论或西方理论重起炉灶，而是为了使外来的社会学知识与中国

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相符合。 

（据相关论坛演讲记录删改）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费孝通因为有文化自觉，所以能比较从容实现对文野、他己之别的跨

越。 

B.费孝通认为对生活其中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能够增进理性、看清世事。 

C.急速的社会变迁导致的主动的“陌生化”有助于调查研究者能“出得

来”。 

D.派克所提倡的社区研究对于费孝通探寻社会学中国化之路具有一定影

响。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从人类学“文野之别”的清规的形成可知人类学起初主要是研究现代

文明的。 



B.作者认为费孝通社会调查对中国从特殊到一般的概括性认识的过程是

有遗憾的。 

C.围绕费孝通江村调查与社会学的中国化的问题，本文采用例证、引证

等多种论证方法。 

D.本文主要采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层进式论证结构。 

3.作者对《江村经济》的态度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作者认同马林诺夫斯基对《江村经济》的高度评价，承认《江村经济》

是一个里程碑。 

B.作者认为费孝通很难从对江村的微观研究中得到一个对中国的概括性

的认识。 

C.作者认为费孝通比较好地实现了吴文藻先生所说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三

步。 

D.作者认为费孝通未能很好注意到小农的潜力以及工业化在乡村转型的

多样性。 

4.文中加点词“进得去”和“出得来”的做法具体指什么？（4 分） 

5.鲁迅在《拿来主义》结尾写道：“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

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面



对新的外来文化，鲁迅和吴文藻、费孝通师生二人的做法有何异同？（6

分）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 题。 

花炮师 

奈保尔 

外人开车经过米格尔街肯定只会说：“贫民窟！”因为他看不见别的。

但是我们这些生活在这儿的人却把它看作一个大千世界，每个人都与众

不同，而摩根则是我们的小丑。 

至少那时我们是这么看他的。但过了若干年再回过头去看，我觉得他本

应得到更多的尊敬。这当然是他自己的不是。他总爱故意出丑，没人笑

他，他就不舒服，他整天都在琢磨一些新招，一旦他做了一次，就会一

遍一遍没完没了地做下去。希望博我们一笑。 

哈特总说：“真无聊透了，明明我们都知道那家伙根本就没有那么开心，

他还老想显得自己多有趣。” 

摩根是我这辈子碰到的第一个艺术家。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追求美，即

使扮演小丑时也不例外。摩根会做花炮，他特别喜欢花炮，谈起花炮来



总是一套一套的，什么“太空舞”、“生命之舞”。不过这都是米格尔

街上的人闻所未闻的话题。摩根看出这一点之后，就越发爱用更大的词

来寻我们开心。 

摩根常去大草原公园观察对手们做的花炮，听到那些花炮在天空噼啪作

响引得人群一片欢呼时，他就会怒气冲冲地跑回家把自己的孩子们都揍

一通，然后在他家后院拼命放花炮，并醉酒似的嚷嚷着：“明年这个时

候，我要让英国国王和美国国王付我几百万给他们做花炮，谁都没见过

的最漂亮的花炮。”第二天早上摩根又像往常一样清醒了，开始谈起了

他的试验。 

这个摩根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像鸟。这倒不仅仅因为他瘦得像根火柴

棍，而是因为他的脖子很长，能像鸟脖子那样灵活转动。他的眼睛很亮，

而且永远转个不停。他说话时头总是一点一点的，好像不是在吐字说话，

而是在啄谷粒。他走起路来又轻又快，而且不住地回头望，生怕有人在

追他似的。 

摩根甚至拿自己的样子开玩笑，见到有人看他，他就又伸胳膊又蹬腿。 

摩根还爱拿他妻子和十个孩子开玩笑。“真是奇迹，”他说，“我这样

的男人居然会有十个孩子。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哈特不喜欢摩根。他说：“哪有拿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开这种玩笑的，我

也说不清楚，不过他身上就是有些东西让我受不了。我总觉得他做事太

过火，总觉得这家伙没有一句真话。我怀疑他甚至对自己也在撒谎。” 

我想当时我们没有人理解哈特这番话的意思。摩根变得更加讨人厌了，

我们见到他很难笑得出来，而笑声却是他需要的，他显然受到了打击。 

摩根的花炮试验还在继续，偶尔我们也能从他家听到一两声爆炸，看到

升腾起的彩色火焰。这是我们街上一项经久不衰的娱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摩根发现没人愿意买他的花炮，于是拿它们开起

了玩笑，他不满足于家里有爆炸声时街上传出的笑声。 

哈特说：“一个人开始嘲笑自己一直在奋斗的东西，真不知道是该笑还

是该哭。”哈特断定摩根就是个傻子。 

从此，摩根也不到人行道上找我们玩了，他在忙着搞试验，一连串的小

爆炸和烟雾又出现了。 

从此，摩根很少露脸了，我猜不出他又在搞什么名堂。 

接下来那个周日下起了倾盆大雨，大家都被迫早早上床睡觉。那天夜里

我被吵醒了，是被叫声和警报声吵醒的。 

我朝窗外望去，只见外面天是红的，还有红烟滚滚。摩根家失火了。 



好一场大火！报社的摄影记者纷纷爬进隔壁人家抓拍，引得好多人围观

他们，而不去看大火。第二天晨报上刊登了一幅第一流的照片，照片右

上角的人群里还有我的身影。 

那天晚上的火真叫大啊！这是西班牙港自一九三三年国库被烧毁以后最

漂亮的一场火，当时还有一首小调唱道： 

那辉煌灿烂、美丽壮观的场面，正是国库被毁的情景。 

这场火之所以如此美丽，是因为摩根的花炮全被燃响了。就是在这场大

火中，人们才第一次领略了摩根花炮的魅力。以前常嘲笑摩根的人现在

都觉得有，点对不起他。我后来去了许多国家，但再没见过什么花炮秀

能胜过那天晚上摩根家的那场。 

只是摩根再也不做花炮了。 

哈特说：“小时候，我母亲常对我说，‘男人想要什么，真的很想要什

么时，他就会拼命去争取，可一旦得到了，就不喜欢它了。’”  

摩根的两个志向都实现了。人们笑话了他，现在仍在笑话他。他制造了

世界上最美丽的花炮。不过正像哈特所说的，当一个男人得到了他渴望

已久的东西，也就不再喜欢它了。 



我们预料得没错，这事果真闹上了法庭。摩根被指控犯有纵火罪。记者

纷纷拿摩根大开玩笑，当然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我记得有一个标题

是：花炮师被指控为纵火狂。 

但令我高兴的是摩根没有被判刑。 

有人说摩根后来去了委内瑞拉。也有人说他疯了。还有人说他在哥伦比

亚做了赛马场的职业骑师。总之众说纷纭。不过米格尔街的人总爱编造

传奇。 

（节选自奈保尔《米格尔街》，有删改） 

6.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小说先说摩根是“小丑”，后又说他是“艺术家”“花炮师”，实质

透露出作者在孩童时期和成人时期对摩根的不同评价。 

B.小说中哈特对摩根的几次评价其实隐含着对摩根的关心和担忧，这和

我在知道是摩根家着火后，来到摩根家门口时的心情一样。 

C.小说中摩根不停地制造花炮、拿自己的样子开玩笑、拿家人开玩笑，

这些博人一笑的举动只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 

D.小说中提到“只是摩根再也不做花炮了”，是因为他做的花炮得到了

人们的认可，他完成了自己的愿望。 



7.下列对本文内容和艺术特色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小说运用比喻，把摩根比作鸟，既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摩根外在的怪异

搞笑，也为后文他拿自己的样子开玩笑提供依据。 

B.小说以一种幽默滑稽的语气叙述摩根的故事，令人忍俊不禁，但读者

同时发现自己笑中带着酸楚的眼泪。 

C.小说在简练平实的叙述中透着冷峻和尖锐，比如众人对摩根的态度，

就间接反映出摩根被边缘化的人际关系。 

D.作者讲述摩根的故事，实质批判了米格尔街上人们的种种愚昧和冷酷，

就像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对布恩地亚家族的态度一样。 

8.本文在叙述视角方面有何特点？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4 分） 

9.有评论认为“米格尔街的人，都像盐一样平凡，像盐一样珍贵！”请

结合摩根这个人物做简要分析。（6 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4 题。 

材料一：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麇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

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利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

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

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槁而优游之，所以养其

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

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馀勇，欲不尽则有馀贪。

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

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

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

兵。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

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

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

用长短之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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