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年高二下半期开学检测语文考试（甘肃省天水市甘谷一中）年高二下半期开学检测语文考试（甘肃省天水市甘谷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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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蕴含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这
些地域文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新

时代，我们要大力加强地域文化研究，拓展中华文化研究的地域视角。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地域文化主要是指在一定自然地理范围内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

为当地人民所熟知和认同、带有地域文化符号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多种

多样的优秀地域文化一同构成了中华文化。地域文化历来是中华文化宏大画卷中的灿烂一页，

是中华民族不断传承和发扬的文化宝藏。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很早以前就是在广阔的地理空

间内形成的，其中包括平原、高原、山地、河谷、海城等。在这些地理空间内，人们发展出农

耕、渔猎、游牧等不同经济形态，进而形成具有明显地域差别的文化。西周分封之后，齐、

楚、燕、晋等处于不同地域的诸侯国，依据各自的自然条件和人文基础，发展出既具有共同特

点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秦汉以降，中华文化的地域格局不断扩展，内容也愈加半富，

直至近现代，地域文化一直在为中华文化这棵参天大树提供源源不断的滋养。当前，高铁、互

联网等的发展虽然极大消除了不同自然地理空间之间的界限，不同地域文化也加速向具有同质

特性的现代文化转化，但地域文化并没有消失，还将持续对当代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

此，深入研究地域文化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今天所强调的地域文化研究，不是简单地重复地方文化研究，也不能与民族文化研究画等

号，更不可将其与文化地理学等同，而是要突出中华文化研究的地域视角。这样的地域文化研

究，是通过历史、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宗教等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深入分析中

国各个地域文化的历史源流、丰富内容、人文特征和当代价值。换言之，当代地域文化研究要

服务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服务于中华文化真实、立体、全面的展

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地域文化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各个方面着力，从地域文化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看，横向

和纵向的研究都很重要。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一波接一波的地域文化研究热潮，各地区对自己地

域文化的纵向研究已经比较充分和深入，但地域文化的横向研究还比较薄弱，即对各地域文化

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不能很好地将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地域文化纳入作为整体的中华

文化宏观研究格局中来，为了促进地域文化研究在更大平台、更高层次上繁荣发展，可以成立

全国性的研究学会，建设一支热心于地域文化研究、具有相当理论和学术水平的专业队伍，举

办各种地域文化学术会议。

（摘编自邵汉明《拓展中华文化研究的地域视角》）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多种多样的优秀地域文化一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值得我们继续传承和
发扬。

B. 地域文化研究不包括民族文化研究，不等同于文化地理学，而是对中华文化进行地域视角的
研究。

C. 改革开放后，研究者对各地域文化自身进行了充分的纵向研究，但横向研究还不成熟，有待
加强。

D. 地域文化的横向研究应将其放在整个中华文化的大视野中进行，需深入关注各文化间的相互
关系。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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