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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传统文化，是以现代社会生活作为参照物确定的概念，更多是指工业文明前的文明创造

物，它随着现代文明的深入开掘而逐渐消亡。由此论之，工业文明历史浅近的国家，其传统文

化与现代社会的接壤与交合部更为广阔，中国即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长久保持了发展恒定性的农业中国，并未像欧洲那样从自身肌体中自发生长起工业革命的初始

动力，而是在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之后才被动开始现代变革。因而，中国是以完整而缜

密的一整个古代文化体系与现代突然遭遇的，这个体系曾经焕发出历史文明的耀目光焰。然而

现代文明的竞争遵循的却是另外一套法则，它迫使之前的传统文明全部萎缩甚至覆灭。人类众

多的悠久文明面对着一个共同的艰难选择：要么被动保持传统直至最后灭亡，要么主动吸收新

质转换为现代文明。世界上一些自强的古老民族采纳了后者，其中包括中国。于是，现代化道

路在脚底下展开，传统文明则成为遗产。

百年来的西方文化潮涌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入主，使传统中国的自然经济状态受到极大冲击，前

期还只是造成文化杂糅，未能阻断传统，随着20世纪后期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推进加剧，商
业市场与消费经济的迅速崛起，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与商业文明急速转型，

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属于传统遗产蛰伏地的旧有文化就成了最后的融冰。

针对现代都市文明来说，作为人类文化记忆的传统遗产，是旧有生活方式的智慧结晶，是祖先

留下的文化基因，我们需要保存住这些文化符号，以延续自己的民族血脉。然而，社会的现代

化进程却又是消灭这些文化符号的罪魁祸首——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发展悖论。
好在现代人类从文明教训中逐渐懂得了尊重传统的意义和价值。先于我国开始工业化的一些东

方国家也先行瞩目传统文化，日本早在50多年前已经提出“无形文化财”的概念，韩国也较早开
始了对无形文化的保护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概念并付

诸行动，也成为联合国抢救人类传统文化理念的前奏，然而，我们以往的理解和措施远不够全

面和完善。当下我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和消解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例如作为传统戏曲大国，我

国的剧种近30年来急剧萎缩，种类数量上锐减，一半剧种专业剧团消失而只剩下业余演出，许
多剧种只剩下一个剧团，成为所谓的“天下惟一团”。
传统文化加速消亡的结果，是它所寄托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审美理想的淡化与稀释，

必然带来民族个性的变异和扭曲、民族特征的弱化和消亡，最终引起民族文化基因的改变。在

保持文化多样性方面，作为人类传统文化最大渊薮的中国，负有更大的历史责任。

(选自廖奔《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符码》)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传统文化是相对于现代社会生活而言的，它所指的主要是工业文明前的文明创造物。
B. 曾经焕发出耀目光焰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与现代文明突然遭遇后，选择了适应和转变。
C. 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是一对很难解决的矛盾，这是一个客观现象。
D. 民族传统文化的消亡，会引起民族精神和情感的淡化，最终导致民族的变异和消亡。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首先提出中心论点，然后从不同角度分析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全文结构严谨。
B. 文章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深入剖析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尴尬境地。
C. 文章第四段采用了举例的论证方法，用具体事例强调了保护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D. 文章在论证中提到了欧洲，提到了日本、韩国，这使得本文的分析说理具有国际视野。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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