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连续性文本专题训练--------提合理化建议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各题。 

材料一： 

前段时间，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新闻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合

村并居主要是将一些人口偏少、位置偏远的小村子甚至“空心村”进

行整合，将这些村落的人们迁往大村子或城镇并居，从而整合资源，

节约土地，提升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合村并居无疑是一件好事。可合村并居后，

对一些群众而言，“人住进了城镇的楼房，心却在牵挂老家的祠堂”。

这说明，合村并居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新居”的物理迁移，它还

应包含“人心搬迁”“文脉传承”等软性内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

色。中国人素来就有安土重迁、聚村而居、终老是乡的习惯传统。乡

村是承载中国文化与精神的基石，是乡土文脉赓续的重要空间。 

不管是被动的合村并居，还是自然的城市化进程，大量村庄已经消失

或正在消失，这是客观现实。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0 年中国大约

拥有 360 万座自然村，而到了 2010 年该数字已下降到 270 万。长期

关注传统村落保护的学者冯骥才评估，中国每天大约有 80 到 100 个

村庄消失。 

一旦村庄消失，中国传统的乡土精神和历史记忆也将失去依托。比如，

遍布乡村的祠堂是乡村中重要的传统文化建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

文信息，其主要功能是祭祖敬祖、宗亲联谊、家风传承。合村并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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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如果村子里的祠堂被简单拆掉，那真的可能会祭拜祖宗都找不

到地方，孝亲敬祖的传统可能因此就断裂了。 

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那些农村的老房子。不少村子尤其古村落都有

极具历史价值的古建筑或古民居，但有些村落规模较小，离城镇较远，

人口也流失严重，如果按照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标准，可能会一并了

之、一拆了之。当那些老房子、古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应声倒下

时，我们丢掉的不是几片残砖断瓦或几根石柱木梁，而是老房子承载

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通过老房子与历史进行对话的机会。 

不幸的是，合村并居过程中，不少地方将经济价值和商业考量置于首

要地位，更多关注合村并居中“钱值”（经济价值）和“颜值”（景

观价值）的开发，而忽略了“文值”（文化价值）的保育。有的地方

按照城市商业住宅的统一标准，给村民设计房子，楼越盖越高，可原

来各具特色的村落格局全都消失了。还有一些，生硬照搬外国风格改

造农村的院子，结果使得乡村建筑中出现“欧洲补丁”“美国碎片”

等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奇葩景观。乡村景观城市化与建

筑西洋化，不仅割裂了乡土原生文化传承，也污染了乡土文化精神。

丢弃乡土文化特色，一味地进行克隆复制，很难将新社区建成让群众

拥有独特记忆的精神家园，也很难让搬入其中的村民拥有踏实的幸福

感。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要住更新的房

子，村庄要修更宽的马路，于是土窑洞被水泥瓷砖取代，青石板路上

覆盖了厚厚的水泥，合村并居也成了一种现实选择。只不过，环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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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活变了，基于生活之上的习俗、文化、历史等也都会随之改变。

因此，合村并居与保护乡土文脉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这其实也是现

代社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一个文化悖论。 

摘编自《合村并居，别丢了乡土文脉》 

材料二：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

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

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

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

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

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

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

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

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

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

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

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的积起来，成

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

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

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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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也必然疏远。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

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

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

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

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

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

陌生人的社会。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1．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将一些人口偏少、位置偏远的小村子甚至“空心村”进行整合是

乡村振兴的一件重要举措。 

B．将经济价值和商业考量置于首要地位，过分关注合村并居中经济

价值和景观价值是得不偿失的。 

C．农民要住更新的房子，村庄要修更宽的马路，追求更好的物质生

活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D．只有在中国社会，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

最基本的抚育社群。 

2．下列不可以视为“合村并居”积极有效举措的一项是（ ） 

A．陕西安康谭坝借助发展民宿的契机，对村子里的老房子进行保护

性的改造。 

B．对于那些因合并而消失的村子，可以帮其编写村史村志，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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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以建村史馆。 

C．对于农村现存的无人居住的老旧危房，为了消除安全隐患，避免

其倒塌给周围村民带来危险，可以一律拆除。 

D．云南山歌作为民间艺术的一个分支，传承于古时最底层老百姓的

生活，不够高雅，可以取缔。 

3．近日，我市就合村并居如何开展面向社会征集意见。请结合材料

给出几条建议。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古诗是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是展现先民人生态度的可靠文本，正如

清人叶燮所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故

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读诗就是读人，阅读那些长篇短作，古

人音容笑貌如在眼前，这是我们了解古人心态的最佳途径。清人沈德

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中国古人

评价文学家时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人品与文品并重。经过历代读者

的集体选择，凡是公认的大诗人，往往都是具备“第一等襟抱”的人

物，其作品必然也是“第一等真诗”，从中可以感受真实心跳和脉搏，

从而深入领会传统文化精神。从《诗经》《楚辞》到明清诗词，很多

作品都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如果兼顾作品的经典意义、阅读难度等

因素，唐诗宋词应是我们的首选阅读对象。 

唐诗宋词对于现代读者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先来看唐诗宋词到底

写的是什么内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最古老的纲领，就是“诗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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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有人认为二者是对

立关系，但是初唐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说得很清楚：“情志

一也。”情志就是指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包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

也包括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唐诗宋词的内容跟现代人没有距离，

因为其中表达的那些内容都是普通人的基本情感、基本人生观和基本

价值观。比如喜怒哀乐，比如对真善美的追求，比如对祖国大好河山

的热爱、对保家卫国英雄行为的赞美，唐宋人如此，现代人也如此。

所以唐诗宋词中典范作品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思考和价值判断可以传

递到今天，启发我们更细致地品味人生意义和美感。 

当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唐诗宋词的最大意义是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

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和人格境界，有深远的教育作用。且以李、杜、

苏、辛为例。李白热情讴歌现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其诗中蕴含

强大的精神力量。杜甫诗中充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

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中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

格的形象体现。苏轼在词史上首先打破晩唐以来词专写艳情的局限。

他大量写作抒情述志、咏史怀古等题材的作品，使词从音乐歌词向抒

情诗转变，给以柔声曼调为主的传统词乐增添了高昂雄壮的因素。到

了南宋，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人把爱国主义主题变成当时词坛的主

旋律，他们继承苏轼词中始露端倪的豪放词风，并以慷慨激昂和沉郁

悲凉两种倾向充实了豪放风格。 

总的来说，李、杜、苏、辛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而且

具有提升读者人格境界的作用。阅读唐诗宋词中的典范作品，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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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享受中不知不觉受到诗人人格境界的感染，这个过程就像杜甫所

描写的成都郊外的那场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摘编自莫砺锋《在读诗读人中感受万千气象》） 

材料二： 

在如何阅读和鉴赏唐宋词的问题上，我很认同晚清词论家况周颐的一

席话：“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

中。然后澄思渺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样，便能臻

于“吾性灵与（词人之性灵）相浃而俱化”的境地。照我看来，这种

读词之法所重视与强调的，就是读者须与古代词人进行有关人生体验

的“交流”与“对话”，如此能达到二者之间的精神沟通和心灵契合。 

首先，从唐宋词人的角度来说，尽管他们早已长眠地下，但其凝聚和

贮存在那些不朽词篇中的人生体验却至今犹保持着顽强的生命活力。

美国优秀作家福克纳曾说：“艺术家的宗旨，无非是要用艺术手段把

活动——也即生活——抓住，使之固定不动，而到一百年以后有陌生

人来看时，照样又会活动——既然是生活，就会活动。”虽然唐宋词

人在主观上或许并无此种意愿，但在客观上他们又通过写词把其生命

活动和人生体验“抓住”并“固定”了下来；而当后之读者重读这些

词篇时，词人的歌哭啼笑，词人的音容笑貌，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和

精神面貌就都会得到复活和浮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老的唐宋词其

实不老，尤其是它所贮存的丰厚人生意蕴则更保持着“常绿”的状态。

故而读词实际就是在人生体验方面向前代词人“讨教”“求援”的过

程，也是在古代先行者中间寻觅精神知音和良师益友的文化活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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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读者处于“受众”的地位，他们必须澄思渺虑，静静地倾听和深

深地思索发自唐宋词人的种种心声。 

其次，读者在阅读和欣赏唐宋词时，又会依据自身特定的人生阅历和

生活经验对原作的意蕴做出多种多样的诠释和解读，并将自己的独特

感悟融入对原作之“词境”与“词心”的理解之中，这就会扩展和拓

深原词的思想意蕴。读者在读词过程中并不是处于被动的状态，他们

可以且肯定会将其自身的某些人生体验反射给唐宋词篇，因此就形成

了读者与前代词人之间的跨时代“交流”与“对话”。而唯有这样的

读词之法——读者尽可能地调动自身的人生经验和艺术想象力，“以

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才能真正把词读深读透。 

（摘编自杨海明《唐宋词与人生》） 

4．下列对唐宋诗词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唐宋诗词是我们学习古典诗歌的唯一阅读对象，作出这一判断并

不仅是基于作品阅读价值。 

B．唐宋诗词所包含的“志”与“情”是其流传至今仍然能够对读者

产生价值和意义的重要前提。 

C．李、杜、苏、辛的作品是唐宋诗词中的典范作品，它们虽风格各

异但对我们都具有深远的教育作用。 

D．人们在欣赏唐宋词时会融入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从而对

原作做出多样化的解读。 

5．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如果想了解一位诗人的襟怀抱负，可以广泛地阅读他的诗歌，因

2024届高考二轮复习非连续性文本专题训练提合理化建议(含解析)完整版--第8页

2024届高考二轮复习非连续性文本专题训练提合理化建议(含解析)完整版--第8页



为读诗就是读人。 

B．古代诗词之所以具有现实价值，是因为它们表达了古今共有的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 

C．读者须与古代词人进行有关人生体验的“交流”与“对话”，这

样才能读深读透。 

D．读者读唐诗宋词时，只要对原作的意蕴做出诠释和解读，就会扩

展和拓深原作的意蕴。 

6．下列关于唐诗宋词赏读的事例，不能证明材料二最后一段中心观

点的一项是（ ） 

A．柳永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本是写爱情，王

国维却将其作为“古今之成大事者”必须经过的三种境界之一。 

B．白居易诗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原意是以“草”的生

生不息表达送别的愁情的增生，后人却从中感受到了生命的顽强。 

C．苏轼“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之句，表明苏

轼心灵进入了宁静的境界，读者能从中感受到作者的旷达潇洒。 

D．杜甫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歌咏的是诸葛

亮，南宋爱国将领宗泽临终“诵此二语”，感叹自己未竟的抗金事业。 

7．材料一和材料二都论证了现代人与古代诗词之间的关系，但论证

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请简要说明不同之处。 

8．学校“萌芽”诗社准备举办一次古典诗词阅读交流会，请你结合

材料内容，从阅读内容与方法两个方面提出合理建议。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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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社会结构影响着文化存在的表达形态，社会结构转变了，其外在的文

化形态自然也会随之改变。随着技术对人们生活空间的不断介入，人

们的整体行为模式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由此而来的必然会是基

于价值观念的文化向度的改变。 

费孝通先生曾极为形象地将其比喻为乡村发展的“三级两跳”：从农

业化到工业化，从工业化到信息化或者后工业化。第一跳的转型还没

有真正完全实现，作为第二跳的由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转变就紧随其后

发生了，并叠加在了原有的乡村工业化的基础上，以极为迅捷的发展

步伐改变着人们原有的生活模态。 

从乡土中国到工业化中国的转变，根本上还属于物质层面的工业下乡，

是实际生活的物质改变；而到了第二跳，便更多的是观念性或精神性

的文化下乡了，即从曾经的物质性的“实”的层面转换到了精神性、

文化性的“虚”的层面上来，这对人自身的存在而言显然意味着一种

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可以说构成了理解当下文化转型的一个

新的维度，也意味着在乡村生活中要有更多价值和观念层面的新变化。 

最值得强调的是，工业或者机器、技术以及产业的下乡，更多还是属

于经济或生计意义上的。此时，乡村生活的基调或其基本结构仍旧还

是以农业为主、辅之以工业的。只是先前的那种“工”的存在会更多

地体现在农业以外的手工劳作上，而现在的“工”则更多是机器大生

产的模式。乡村中的家庭结构依旧是相对稳固的，而乡村的工业化生

产则是离土不离乡的模式，人们在农业的基底上借助乡村工业化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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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物质生活面貌的根本改观。 

而一旦到了文化下乡这一新的发展阶段，那便无可避免地触及到人们

的观念、价值、精神和意义诸层次。那些从城市落入乡村的事物更多

会属于人的精神观念或思想意识上的，因此它显然更多地触及到了人

们对于新出现的生活方式的认同与选择。一方面，留存在村里的人会

因为更多精神性意义的触动而尝试生活样式的改变；另一方面，外部

世界的种种观念或思考会对乡村自身构造出来的新发展模式产生驱

动和影响，使得乡村从精神意义上被重新塑造，成为有似于陶渊明所

描述的“桃花源”意义上的理想生活之地，甚至让能够在乡村的环境

中生活也成了人们在精神意义上追求的对象，这种不同于农工相辅的

“牛郎织女”模式的新式乡村发展模式，我们不妨称之为“桃花源模

式”。这种模式更注重于精神性意义的追求，这显然也是在我们的文

化观念中所旧有的、从来都不缺乏的另一种对于乡村生活的想象。它

是富有艺术以及审美情趣的，同时也无形地跟更多人所选择的闲暇生

活的乡村旅游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甚至更成为新时代里一种艺术以

及艺术家的乡村介入的意义引领。而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而言，也是当

下的人们在一种文化自觉意识的牵引之下的新乡村发展道路的选择。

由此使得文化进入到了乡村，附带着城市人的休闲旅游进入到了乡村，

同时那些艺术家们也因此而介入到了乡村的生活和建设之中来。 

（摘编自赵旭东《从工业下乡到文化下乡》） 

材料二： 

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这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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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

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

根是不常动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

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从农业本身看，许多人群居在

一处是无需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

工，就像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

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里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耕种活动

中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许多人住在一起的

必要了。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

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

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而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

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

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

几千户的大村。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

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

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

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9．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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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社会结构与文化样态互相影响，前者会基于价值观念的文化向度

而做出相应改变。 

B．“三级两跳”是费孝通对我国乡村社会发展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

到信息化的形象概括。 

C．属于观念性或精神性的文化下乡现象与属于物质层面的工业下乡

现象有本质的区别。 

D．乡土性中国的不流动是从人与空间的关系着眼，孤立隔膜是从社

区之间的关系着眼。 

10．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过去的工业下乡到现在的文化下乡，农村经历了一个质的转变，

这也成为理解中国当下文化转型的新维度。 

B．材料一认为传统的农工相辅的乡土中国生活方式类似于“牛郎织

女”模式，这种模式较少注重于精神性意义的追求。 

C．在乡土社会，家庭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

是不常见的，但在四川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却很常见。 

D．费孝通所说的乡土社会的乡土性是指老根不常动，人与空间的关

系上不流动，住在一处的集团与其他集团之间是有隔膜的。 

11．下列描述，最符合材料所界定的“桃花源模式”生活的一项是（ ） 

A．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

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桃花源记》） 

B．一轮满月升起来，照亮了寂静的山谷、秋日的败草、一丛丛荆棘

怪石，还有香雪手中那只发光的小盒子。（《哦，香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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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

保持着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乡土中国》） 

D．夜幕降下、灯光亮起，与空中的明月交相辉映。民宿中的人们三

三两两，或坐或躺，或闲聊或赏景，惬意极了！（《乡村月夜》） 

12．费孝通将乡村发展喻为“三级两跳”，请简要说明“两跳”及其

转变特征。 

1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为解决“三农”问题而作出的重

大战略部署。请依据材料观点，为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建

议。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农耕文明催生了数以万计的乡村聚落。

在自然和文化的共同约束下，当地居民通过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不

断适应和改造着周边的自然环境，塑造了独特的景观形态和社会关系。

这些保留至今由人与自然持续互动的结果就是乡村遗产，也是研究乡

村地区人地关系的重要的“活”文本。因此，乡村遗产兼具“历史文

化遗产地”和“乡村生产生活承载地”的双重特征，包含了山体、水

体、建筑、植被等有形的物质层面，也蕴含了哲学观、生产技术、生

活智慧等一切无形的精神层面。 

在遗产保护领域，价值认定是保护的前提。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通常

被理解为历史、审美和科学价值。所以，对乡村遗产的认知与保护首

先应以价值为导向。作为乡村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乡土建筑是指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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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于村镇中、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建筑，除了一般的居民住宅外，还

包括与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祠堂、商铺、作坊、桥梁等建筑。乡土建筑

是乡居文明的物质和精神载体，其建筑形态和建筑装饰等更为多样复

杂，与其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更密切,很多乡村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

的建筑中包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乡村遗产视野下审视乡土

建筑的价值时，不仅要关注建筑本体的价值（其蕴含的历史价值和艺

术价值，包括建筑自身的历史久远度，与重要事件、人物或文化的关

联度，某一地域或民族建筑类型的代表性，或者艺术审美上的价值），

更要研究其背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摘编自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乡村遗产视野下的乡土

建筑》） 

材料二： 

在乡村遗产的保护实践工作中，应尝试在原生土壤中理解、尊重当地

居民关于遗产的种种认知和实践行为，协助他们找到一条可持续的保

护道路。 

位于福建省永泰县的永泰庄寨与不同家族的迁徙繁衍有关。诸多家族

搬迁到永泰后，开始建造居所。一些家族在营建过程中更注重安全性，

逐渐形成了一个大家族共有的聚居防御空间。由此可见，永泰庄寨正

是“家文化”的社区凝聚力的外在表现。而面对部分庄寨倒塌损毁等

残损现象，所采取的保护手段要重在通过现代的组织方式，强化庄寨

文化遗产价值内涵的传承，增强当地居民对乡土的归属感和参与感。

所以，对庄寨的修缮既是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也是构建身份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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