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天 阐释题

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六说“文化是有生命力的”，请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20 分）

要求：顾及语境，顾及字面意思、针对的问题和用意，不超过 300 字。

给定资料：

材料6

城市本就是人们向往的地方，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更让新城座座拔地而起，让原有的城市

急速膨胀与扩张，千篇一律的格局，缺乏个性的样式，建筑材料的单纯堆叠，历史遗迹的人

为毁损，令人们的城市梦想减色。人们不禁要问：城市建设该往何处去？

进入21世纪以来，安徽省城镇化进程年均提高幅度超过1.5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后最

快的一段时间，不过也带来了一些发展缺陷。2014年3月11日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发布报

告，提出安徽城镇化过程中的病症，提出要保护好城市的文化内涵。报告指出，注重保护城

市的文化内涵就是在培育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安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扩大城市规模的

同时，需要更加注重城市化的质量，城市功能的完善以及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使城市的历

史延续和现代发展融为一体，以文化来展示城市特色，以文化增强市民对城市的认同，在当

前普遍存在大规模“格式化造城”的环境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2014年1月11日，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在南京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的一个讲话，

引发了政协委员们的强烈共鸣。他在讲话中说：“南京文化资源丰富，但文化软硬实力还相

对欠缺。南京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但尚缺乏一个气质独特的城市印象。南京一身的文化标签，

但尚缺少特色鲜明的文化标志。南京数量众多的文化资源，有不少或束之高阁、孤悬一隅，

或藏于库房、深埋地下，尚未充分转化为文化生产力。”他认为：“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文化

的生命力不仅在于本体维护，更在于效用发挥。要让浩如烟海的文化资源活起来，关键是把

文化资源用起来，让文化鲜活地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增强市民对文化的认同感，对城市

的归属感，更好地发挥文化教育人、感染人、愉悦人的作用。”他呼吁：“紧紧依托文化资源

和人才资源双重优势，大力发展以传统文化为内容、以科技创意为支撑的各类创意产业，让

传统文化资源绽放时代华彩，让文化产品走向大众。”

作答要求：



谈谈“预先失败”这一概念在“给定资料 4”中的含义。（10 分）

要求：全面、准确。不超过 200 字。

给定资料：

4、时期来临，日益升温的“报班热”让孩子们本该无忧无虑的假期变得紧张而忙碌。

不少家长“跟风”，给孩子报了特长班、兴趣班、课外辅导班等等。

荧屏上的相亲交友类节目大战愈演愈烈，多家卫视相继播出相亲或者交友类节目，一轮

“相亲热”席卷荧屏。

近年来，媒体选秀节目从未冷却。从“超级女声”“快乐男生”到各行各业、各种角色

纷纷“选秀”，“选秀热”进入了全面开花阶段。

一股“全民养生”的热潮炙浪逼人。五花八门的养生学说见诸各种媒体，名目繁多的养

生书籍充斥图书市场。养生，已成为人们时下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并以一股强大的磁力影

响着百姓的日常生活。

此外还有集资热、股票基金热、买房热、文凭热等，常常是一风未止一风又起。

据某网站问卷调查显示：七成以上的受调查者认为时下跟风程度“非常严重”，表明随

大流、跟风已成为一种普遍心态，跟风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专家认为，跟风现象折射了社

会转型期的浮躁心态，在一定程序上构成了社会群体心理“亚健康”的表征。

有研究者撰文指出，如果说跟风来自于人们对各类专家的依赖，那么，不难想象，这种

“依赖”恰好凸显了当前人们的一种“预先失败”的窘况。文章中引用了英国学者吉登斯在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的相关阐述，试图把现代人所面临心理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

吉登斯指出：“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

何有价值的东西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中任何个人的行

为都必须参照一种专家系统才可以实现。换言之，人们越来越相信现代社会的专家指导系统，

在做任何活动之前，总要去参考各种各样的指导意见，并找到行为的依据，离开了这个专家

系统，个人将迷失在社会当中，一事无成。

比如，我们去买衣服。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纯粹的个人行为。买什么衣服，选什么品

牌，完全由个人的爱好所决定。但是，在今天，任何购买行为，都已经深深地和各种各样的

广告连接在了一起。广告，无形中就成为了现代人生活中重要的“指导系统”。事实上，广

告无异于担当这个功能，但是在纷繁复杂的商品世界中，它确实为现代人提供辨别和追寻自

己需要的物品的中介——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告也成为现代人自我辨认的一种曲折的形式。



这无疑会对人们自主选择能力带来巨大的冲击。在任何属于个人的行为当中，都隐藏着

一个他人的选择、他人的要求、他人的想象。因此，它会使相当一部分人成为脱离了庞大的

文化系统而难以生存的族群。

隐藏在这种生存的想象性对抗背后的，则是人们期待权威的心态。当人们无法获得真实

世界的全部信息，就只能想象性地获得这种信息——这就有了对于大众文化媒介的依赖。

追风现象之所以在今天以如此空前规模的形式盛行，也正是这种媒介依赖的结果。

斯图亚特•霍尔曾这样描述现代社会：大众传媒通过生成知识和影像，给大众提供一个

认识外部世界的通道。社会的高度发展、信息丰富芜杂以及生活形态多样变迁的同时，世界

也在一定程度上变得破碎、凌乱和神秘。而大众传媒恰好掩盖了这种破碎、凌乱和神秘。大

众传媒总是向我们呈现出世界的完整面貌，让我们觉得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广告画面一样温暖

的世界之中。

就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言，大众媒介承担了一个“专家指导系统”的角色。一时间，所谓

的养生专家“走红”各家电视台；隔夜水可以还阳养肾、活吃泥鳅可以治病……几乎最时髦

的养生术，都是以对科学主义的文化体系进行颠覆甚至戏弄为前提的。这种反科学主义的冲

动背后，则是人们对“媒介”的过度依赖。公众的生活知识，总是通过大众媒介获得，于是

许多人也就把大众媒介专家作为自己生活方向的指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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