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滕州市滕州市2022年高三语文下册高考模拟试卷带解析及答案年高三语文下册高考模拟试卷带解析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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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古之时，先民生存环境恶劣，认知能力低下，需要大自然的恩赐、群体首领与英雄的护佑才

能得以生存。于是，先民把日月山川动植物等自然现象与万物和群体首领、英雄进行神化，由

此产生了神话。最为人们熟知的中国古代神话，有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俊生日月等创世神

话，伏羲画卦、神农尝草、轩辕造物、尧舜禅让、鲧禹治水等始祖神话，共工斗诸神、蚩尤战

黄帝、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英雄神话，百物发明、绝地天通、女丑曝曰等文化神

话，龙凤牛羊狗枫树等图腾神话，日月山川草木鸟兽等自然神话，以及三身国、无肠国、不死

民等域外神话。与系统严密、源流清晰的西方神话不同，中国古代神话朴素、片断地表达了先

民征服自然、战胜灾害、护佑人类的主题，引导规范着先民的生产生活，这与早期中国地理位

置、大陆文化、农耕文明特征相一致。

由于古代神话世代口口相传的特征，加上民族迁徙、社会变迁、文化发展，中国古代神话也随

时代而流变。神话流变是以民族意志和王权政治需要为前提的，如，很多氏族神话上升为民族

神话国家神话；很多无关联的神话黏连融合，致使伏羲女娲兄妹成为夫妻、盘古盘瓠混融等；

很多大神神性职能由单一到复合，故创世神女娲又为文化神高谋神，始祖神炎帝又为太阳神灶

神等；有的大神被逐出神坛，故帝俊被后世遗忘；有的大神被创造出来，故帝喾跻身于五帝之

列；有的大神被妖魔化，故共工、蚩尤、刑天成了传统文化中的恶神，等等。

古代神话流变表现出民俗化、仙话化、佛教化、历史化等四大特征。神话民俗化记录并再现了

女丑曝日、后稷农耕、刑天断首等神话，以及衍化出的天穿节、接姑姑等习俗。神话仙话化是

神话受到神仙方术的浸染表现出了追求长生不老的仙话色彩，或称神话道教化，如不死国、不

死药等。神话佛教化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借助神话宣传教义，以灵魂不灭、三世轮回、因果报应

等为内容的死而复生、鬼魂、地狱神话应运而生。神话历史化是应政治、宗族等的需要对神话

进行的修改、分解与加工，它促进了民族的凝聚融合，是神话流变最明显的特征。神话历史化

开始于夏朝，活跃于商周，结束于西汉武帝时期。作为中原华夏民族建立起来的夏商周王权，

为了王权的统治需要从神话中寻找先祖，于是禹、契、后稷分别成了夏、商、周的始祖。“神
祖合一”在与天帝取得联系的同时，也淡化了大神们的神性，使众多的大神变成了人类始祖、
人间帝王、文明创造者等，并步入历史文化殿堂。汉初司马迁在《史记》开篇讲述了黄帝、颛

顼、帝喾、尧、舜五帝的历史功绩与血缘承继，使五帝系统被广泛接受认同。五帝系统的定型

完成了神话的历史化，构建起以黄帝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神话的主流框架，形成了民族的血缘之

本与共同历史，奠定了华夏民族发展的根基。

（摘编自闫德亮《古代神话定型与华夏民族形成》）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在远古时代，先民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低下的认知能力，是神话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B. 征服自然、战胜灾害、护佑人类是中国古代神话的主题，是中国神话独有的特征。
C. 中国古代神话随时代而流变，决定于古代神话世代口口相传而对其修改与加工。
D. 女丑曝日等神话的记录、再现和天穿节、接姑姑等习俗的出现是神话仙化话的体现。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首段列举“蚩尤战黄帝”等具体事例论证了中国古代神话产生的原因、主题及其意义。
B. 第二段重点论述了中国古代神话流变的原因和类型，行文上先理论阐述再举例论证。
C. 古代神话流变呈现出民俗化、仙话化、佛教化、历史化的四大特征，脉络层次清晰。
D. 第三段后半部分按照时间顺序，论证了夏朝到汉武帝时期古代神话流变的历史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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