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年高三年高三12月教学质量监测语文题带答案和解析（河北省沧州市普通高月教学质量监测语文题带答案和解析（河北省沧州市普通高

中）中）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天仙配、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一个个好听的故事，构成了很
多人儿时的记忆。一些故事被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但大量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因为讲

述人的断代而渐渐失传。那些散落在祖国大地上的民间文学“遗珠”，若不能及时得到抢救整
理，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个个好听的故事，更是民族文化的根脉。

现在的人们似乎已不屑于听故事了。借助大众传媒，各色各样的新闻将故事遣回故事的家乡。

人们不再对传统民间故事津津乐道了。民间口头文学为集体演述，民间口头传统通过参加者共

同发出的声音，成为一条口耳相传的流动的传播链。口头传统在“声音”中获得生命。随着私人
生活空间的出现，书写语言和书写活动变成“私语”，开始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如今的我们都
热衷于个人的独创，养成了具有独白性质的思维习惯。我们再也不会重复口头传统了，再也不

擅于在公共场合集体叙述同一个故事。我们已经进入到个人化写作的时代，强调一种创造性的

书写行为，演述原本就有的口头文学不再为我们所能。

人们对民间文学的演述已不再是为了延续祖先的记忆或是传承口头传统，而是为了满足广大游

客对异域说唱方式的体验欲望，游客总是在追寻天然的、本土的民间说唱和演述。民间文学演

述的场景已不再是一个村落、一个寨中熟人的聚集，而是还有游客的参与。民间文学便成为向

游客们兜售经过包装、并且易于吸引消费的展示资源。在这种市场经济和地方政府政绩观的直

接支配之下，演述了什么便显得无足轻重。因为为了适应游客的口味，演述的内容被大肆加工

甚至篡改，已远离了原本状态。民间文学本身拥有的固有品质只存在于当地人的记忆中。

民间文学遗产的传承大多以“保护”为重，保护是活态的，即努力使民间文学遗产维持于生活状
态，以口头演说及相关民俗活动为基本生存表征。但从传统民间文学的实际境遇看，一味强

调“保护”似乎违拗了现实。民间文学传承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并非来自于“保护”，反而是“保
存”。“保存”就是以实物、文字、图片、音像以及数字化的形式将民间文学遗产呈现出来，属于
一种转化型的记录和记忆。尽管民间文学记录文本属于纯文学的范畴，但其毕竟来源于民间的

社会生活，本身的特质远远超越了文学本身，为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民间文

学的记录文本努力保存其应有的口传经验和集体经验，这是民间文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摘编自万建中《打捞失落的民间文学》《光明日报》2018年09月08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口头文学是集体演述，需要参加者共同发声而传播，在“声音”中获得生命力。
B.如今人们热衷独创，不再去重复传统故事，丧失了在公共场合集体演述的能力。
C.民间文学虽还被演述，但表演目的和内容都已发生变化，固有品质未能显现。
D.受市场经济和地方政府政绩观影响，人们演述民间文学重在满足游客体验欲。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从民间文学是民族文化根脉的高度，论证了抢救整理民间文学的迫切性。
B.文章开头以“牛郎织女”等优美的故事的失传切入话题，引发读者的高度关切。
C.第二、三段分别从逐渐失传和演述变质两个角度，剖析民间口头文学的困境。
D.文章先剖析民间文学的现实困境，最后指出传承的方法，并揭示了传承的意义。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一些口头故事有文字记录下来而流传，而那些没记录下来的口头故事都失传了。
B.个人化写作时代强调一种创造性的书写行为，人们已经创造不出口头文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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