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黑龙江高三上学期人教部编版高中语文同步练习黑龙江高三上学期人教部编版高中语文同步练习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1-3小题。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

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首先需要深入研究中华文化，不断探究

中华文化精神。

研究中华文化，就要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域板块、各民族群体都

为中华文化发展增添了不同的文化要素。以史诗为例，中原文化由于受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
影响，史诗和神话传说得不到完整记载，散落成为“碎金”状态，以致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史
诗”。但是，如果把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计算进来，中国就是史诗的富国和强国。《格萨尔王
传》是藏族史诗，有六十万行以上；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也有十

几万、二十万行。南方和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神话史诗、民族起源史诗、民族迁徙史诗，数量

达几百种之多。因此，研究中华文化、探究中华文化精神，要从整体上考察中华文化。铸就中

华文化新辉煌，也要善于从整体上利用好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

中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既呈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品格，也有自大封闭导致落后的遗

憾。汉唐时代，中国具有一流的综合国力和文化实力，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唐朝大规模汲取外

来音乐，“南海舶”“西域舶”和日本“遣唐使”的船队络绎不绝。这种开放带来的繁华，使得中国
人以汉为名，叫作“汉人”；以唐为字，叫作“唐人街”。然而，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
窦到北京进贡自鸣钟、世界地图时，《明史·神宗本纪》中只记一句话：“大西洋利玛窦进方
物。”万历皇帝只把自鸣钟看作洋玩意儿，把世界地图绣成壁画来欣赏。当时的统治者只知享
受西方文明却不思吸收借鉴西方文明，导致潜在的取法西方发展科技和工业的契机无声无息地

滑走了。到了18世纪，尽管清朝乾隆时期《四库全书》以乾嘉考据学的功力展示了中国数千年
博大精深的学术文化史，但可惜当时的体制不能使科学研究与创造发明相结合，中国人的聪明

才智依然浪掷于以八股求利禄之中，无法开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历史一再证明：开放包容则

兴，自大封闭则衰。正是在近代付出惨重代价后，中国人的精神在压抑中爆发、在挫折中提

升，终于迎来中华文化的新发展，也迎来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我们研究中华文化、探究中华文化精神，要植根大地、连通地气。精致的瓷碟只能培育出绿豆

芽，广阔的大地才能生长出参天大树。学术研究也是如此。为此，有必要提倡“五学法门”，即
眼学、耳学、手学、脚学、心学。所谓“脚学”，就是要坚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注重田野
调查，以双脚丈量写在大地上的中华文化血脉。就算研究中国传统文学，我们也要用好“脚
学”，通过田野调查形成“文学地理学”。这种方法接地气，可以形成文学与地理关系上的“七巧
板效应”。通过田野调查，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的少数民族史诗属于草原史诗、高原史诗、山
地史诗，因而不同于古希腊的海洋城邦史诗、印度的热带雨林史诗。

（摘编自杨义《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少数民族的大量文学作品，给整个中华文化增添了光彩，各民族共同铸就了中华文化的辉
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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