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郡中学 2024 届高考适应性考试（三）

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 小题，17 分）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庙底沟文化中，“花”是一个很特殊的意象。花瓣纹是庙底沟彩陶上的典型纹饰。古

汉语里“花”“华”同音，“华”的本义为“花”，金文中的“华”字就是花朵加上花蒂的

样子，有学者指出，庙底沟彩陶上的花瓣纹，或许就是华夏之“华”的由来。考古学家严文

明先生曾提出中国史前文明的“重瓣花朵”格局，这一格局即形成于庙底沟时代，作为庙底

沟文化中心区域的豫晋陕交界一带，就是“花心”。

庙底沟彩陶注重颜色和纹饰的对比、图案的对称和均衡，有一种独特的节奏感和韵律美。

彩陶是在坯体上先绘再烧，颜料需要耐高温，因此选材较少，一般只有黑、红、褐（黄）、

白几种。纹饰以点、线、面为基本元素，通过连续、反复、对称、共用等构图方式，组合成

多种母题纹样。其中两种最为常见，一是以圆点、弧线三角形为元素组合成的花卉纹，也被

称为“旋纹”，二是花瓣纹。此外还有象生万物的鸟纹、鱼纹、蛙纹、人面纹以及抽象的平

行线、网格等。

彩陶纹饰流畅的线条和出露的笔锋，说明彩绘用的是类似“毛笔”的工具。有的纹饰是

以图案间的留白来体现的，即“阴纹”或“地纹”，从阴与阳的角度审视，纹饰呈现不同的

艺术效果。中国传统绘画“计白当黑”的理念，当时已有体现。写实与抽象的意向表达、阴

纹与阳纹的相互衬托、平视与俯瞰的视觉效果，体现出先民成熟的绘画技巧和审美情趣。

（摘编自周飞亚《庙底沟彩陶的“浪漫旅程”》）

材料二

中国史前时代，最重大的文化事件之一是彩陶文化的产生。如同文字书写了中国的历史

那样，彩陶以其独特的隐喻的方式，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北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大半

个中国的史前历史，尤其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史、心灵史。黄河流域的彩陶，以半坡文化和庙

底沟文化的彩陶最为发达，特别是庙底沟文化的彩陶，是史前中国彩陶发展到鼎盛时期的典

型代表，是史前中国艺术成熟的标志，是史前时期创作的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艺术品，它的

影响所及，达到了整个黄河流域的上游至下游地区，掀起了中国史前艺术的浪潮。



庙底沟文化彩陶有象生的鸟纹和鱼纹，更多的是几何纹样。几何纹样富于变化，仅直线

几何纹样就有宽带纹、网格纹、四边形纹、多边形纹、三角纹、菱形纹；另外，还有大量的

弧线几何纹，包括曲线纹、弧线纹、连弧纹、弧边三角纹等构成种种沿陶器器腹展开的图案。

在显花技术上，庙底沟文化彩陶被认为有阳纹和阴纹两个系统。所谓阳纹，是用黑彩，极个

别是其他色彩，在红色或淡黄色的陶衣或陶胎的原色上直接描绘出来的纹样；所谓阴纹，通

常也叫地纹，是以阳纹为底衬，陶衣或陶胎底色所呈现出来的花纹。阳纹和地纹，是从里外、

正反的视线，审视纹样构图的视觉效果。

考古学家在解读彩陶纹样时，基本依据阳纹进行释读，也有相当一部分彩陶，地纹的画

面显得统一而显著，由此被认为是彩陶所要表现的真正主题。庙底沟文化中很早就命名的一

类“西阴纹”，指的就是由连续弧纹和弧边三角围成连续的“角状”地纹。作为庙底沟文化

的流行的花纹之一的各类花瓣纹，是用地纹释读的方式判识的结果。花瓣是由弧边三角围成

扁豆英或圆豆英状的封闭地纹，外形酷似花瓣，因而名之。花瓣纹有双瓣、三瓣、四瓣、多

瓣、杂瓣之分。同时，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中，一些地纹呈长豆荚状纹样，豆荚伸出的长角尖

端并不封闭，而是以各种弯曲变化的形态相互勾连，组合成一个曲线纹样。这类纹样，通常

被描述为“圆点勾叶弧线三角曲线纹”，也有其他一些类似的描述。苏秉琦说：“庙底沟类

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由于是华族最初所

居之地而得名。”由此，“花卉”说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近年来，王仁湘先生

再用地纹的读法，重读似乎已经成定论的花卉纹，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天地，映入他眼帘的是

一个律动的世界，表现的纹样都是旋纹：半旋、双旋、叠旋、杂旋、混旋，并认为这些纹样

一目了然。王仁湘先生认为所谓的“花卉”，读地纹是旋纹，旋纹才是庙底沟人群所真正要

表述的意念。那么旋纹背后又有怎样的玄机？王仁湘说，“彩陶上的旋纹，是用于描述某天

体运行的方式”，“可能表达的就是太阳的运行方式，或者还有它运行的轨迹，甚至还表达

了某些特别的天象”，“可以假设或猜想为原始宇宙观体”，当然这一结论也“还有待更深

的论证”。

庙底沟文化彩陶中的鱼纹、鸟纹，形象生动，一眼便知。更多的则是如上所述，无所不

在的几何纹。据研究，一部分风格相同的几何纹样，是由鱼纹和鸟纹抽象演绎的结果。鱼、

鸟的形体被肢解，演变为不同的几何纹样元素，再重新排列组合。鱼和鸟的原形，在渐次的

重组过程中，一点点地远去。重新组合成的画面，失去的是鱼、鸟的外形，保存的是它们的

神韵。

（摘编自刘学堂《庙底沟彩陶阴纹读法辨析》）

【小题 1】

1. 根据材料内容，下列对各图示的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



A. 由弧边

三角围成扁豆荚状的封闭地纹
 

B. 抽象化、

被肢解的鱼形阳纹
 

C. 由连续

弧纹和弧边三角围成的连续性“角状”地纹
 

D. 圆点勾叶弧

线三角曲线、多瓣式地纹

【小题 2】

1. 下列对材料内容的理解与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庙底沟彩陶上的网格纹、三角纹、菱形纹、曲线纹、弧线纹、连弧纹等纹样属于几何纹，

鸟纹、鱼纹、蛙纹等属于象生纹。
 

B. 庙底沟彩陶上的纹饰图案是用类似“毛笔”的工具绘出的，纹饰图案间的留白，反映出

中国传统绘画“计白当黑”的自觉意识。
 

C. 中国在彩陶文化时期尚无文字记载的历史，要了解这一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史和心灵史，

就需要对同期的彩陶进行研究。
 

D. 庙底沟文化彩陶分为阳纹和阴纹两个系统，简单说，阳纹就是用色彩直接描绘出的纹样，

阴纹是通过阳纹衬托出来的纹样。

【小题 3】

1. 根据文本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 由于坯体只有黑、红、褐、白等几种颜色，因此，庙底沟彩陶是在坯体上先绘再烧。

 

B. 庙底沟文化彩陶影响范围在黄河流域的上游和下游地区，它是黄河流域彩陶的代表。



 

C. 由鱼和鸟的原形抽象演绎以后形成的几何纹，可以一眼就识别出鱼和鸟原来的形状。
 

D. 2024春晚关于华夏的“华”在古代有花朵之意的说法或与庙底沟彩陶研究成果有关。

【小题 4】

1. 请结合材料二，将下表①—④处补充完整。

研究者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最终结论

苏秉琦 地纹释读法 ②　　①　 ③　　②　

王仁湘 ①　　③　 旋纹 ④　　④　

【小题 5】

1. 研究庙底沟彩陶纹样具有怎样的价值？请简要概括。

[知识点]

学术论文

[答案]

【小题 1】 D

【小题 2】 B

【小题 3】 D

【小题 4】 地纹释读法花瓣纹庙底沟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庙底沟彩陶

上的旋纹，是用于描述某天体运行的方式

【小题 5】 ①对探究华夏之“华”的由来具有启示作用。

②有助于了解我国先民的绘画技巧和审美情趣。

③有助于了解我国史前人们对自然、宇宙的认识。

[解析]

【小题 1】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A．应是：由连续弧纹和弧边三角围成的连续性“角状”地纹。

B．“阳纹”错，应为“地纹”。

C．应为：由弧边三角围成扁豆荚状的封闭“地纹”。

故选 D。

【小题 2】

本题考查学生对材料内容的理解与概括能力。

B．“反映出中国传统绘画‘计白当黑’的自觉意识”分析错误，依据材料一最后一段“中

国传统绘画‘计白当黑’的理念，当时已有体现”可知，并未明确其已成为自觉意识。

故选 B。

【小题 3】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A．“因此，庙底沟彩陶是在坯体上先绘再烧”因果倒置，依据材料一第二段“彩陶是在

坯体上先绘再烧，颜料需要耐高温，因此选材较少，一般只有黑、红、褐（黄）、白几种”

可知，原因和结果说反了。

B．“影响范围在黄河流域的上游和下游地区”曲解文意，依据材料二第一段“它的影响

所及，达到了整个黄河流域的上游至下游地区”可知，范围缩小了。

C．“由鱼和鸟的原形抽象演绎以后形成的几何纹”曲解文意，依据材料二最后一段段“庙

底沟文化彩陶中的鱼纹、鸟纹，形象生动，一眼便知”可知，不是指演绎后的抽象几何纹。

故选 D。

【小题 4】



题考查学生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1）依据材料二第三段“近年来，王仁湘先生再用地纹的读法，重读似乎已经成定论的

花卉纹，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天地”可知，王仁湘先生再用地纹的读法，所以研究方法也是

“地纹释读法”。

（2）依据材料二第三段“作为庙底沟文化的流行的花纹之一的各类花瓣纹，是用地纹释

读的方式判识的结果。……苏秉琦说：‘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

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由于是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可知，苏秉琦先生

的研究对象是“花瓣纹”。      （3）依据材料二第三段“苏秉琦说：‘庙底沟类型的主要

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由于是华族最初所居之地

而得名。’由此，‘花卉’说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可知，苏秉琦先生的最终

结论是“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由于是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

得名”。

（4）依据材料二第三段“那么旋纹背后又有怎样的玄机？王仁湘说，‘彩陶上的旋纹，

是用于描述某天体运行的方式’”可知，王仁湘先生的最终结论是“彩陶上的旋纹，是用

于描述某天体运行的方式”。

【小题 5】

本题考查学生归纳内容要点的能力。

（1）依据材料一第一段“有学者指出，庙底沟彩陶上的花瓣纹，或许就是华夏之‘华’

的由来”可知，对探究华夏之“华”的由来具有启示作用。

（2）依据材料一第三段“中国传统绘画‘计白当黑’的理念，当时已有体现。写实与抽

象的意向表达、阴纹与阳纹的相互衬托、平视与俯瞰的视觉效果，体现出先民成熟的绘画

技巧和审美情趣”可知，对了解我国先民的绘画技巧和审美情趣具有启示作用。

（3）依据材料二第一段“如同文字书写了中国的历史那样，彩陶以其独特的隐喻的方式，

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北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大半个中国的史前历史，尤其是人们的

精神生活史、心灵史”可知，对记录中国北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大半个中国的史前历史，

尤其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史、心灵史由帮助。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8 分）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赤色小子（节选）

张品成

芋头大的一团土块在空中滚了几滚，“噗”地落在晒坪右侧。那几只偷食麻雀着实吓个

半死，“叽喳”惊叫，“呼”一下飞上屋顶。杂毛不敢懈怠，随声跃起，向着那青灰瓦楞

“汪汪”吠叫。麻雀挑衅般在瓦上左左右右地跳，觊觎那片金黄，却不敢再作妄想。

一切平息下来，四周重又寂静。日头白白亮亮，万里无云。暑热自上而下逼将过来，往

四周蔓延。远处，地表升腾着晃眼热气。一颗汗在瘦小眉尖欲坠不坠，痒痒的如同虫攀。瘦

小一抹，掌上就湿渍渍一片。瘦小突觉口中渴得生火，喉间如梗了块燃炭。他对杂毛哼道：

“杂毛，你守着那帮飞贼，莫让馋嘴东西啄食了谷米，到晚上我去秃头屠子那儿讨骨头犒

你……”

杂毛似通人意，“狺狺”地叫了两声。

瘦小来到井边，跪在井沿。头探入水中，“咕咕”地就一顿饱饮，凉津津的感觉自上而

下。瘦小伏在那，突然见水中倒影，脸还是那么瘦瘦窄窄。

瘦小想：你怎么就长不胖？这日子好起来，你也没少吃呀。

瘦小自小没爷没娘，由叔婶养了。瘦小是早产所生，从来是病恹恹黄瘦瘦，因而取名瘦

小。五岁时，叔死了，婶娘改嫁了人。瘦小孤零零被弃在那破庙里。那天，村里大户疤胖坐

轿从破庙门口过，见瘦小蜷在门角，便说：“那伢子是人是鬼？瘦得像只盐老鼠……”

轿夫说：“老爷，那是水有家瘦小……可怜哪，爷娘不在世，婶又改了嫁……”

疤胖摇摇蒲扇，半天从牙缝里跳出几个字：“带了吧！”

轿夫忙说：“老爷，你积阴德……我替这可怜伢谢你了……”

从此，瘦小就在疤胖大屋院里住下了。你当疤胖真是善人，那是极错。用轿夫的话说，

疤胖只要每日少喂那狗两口肉，也能把瘦小养了。

疤胖用残汤剩饭把瘦小养到十岁，却得到县上一块书有“善有善报”字样的大匾。另就

是瘦小终日两头摸黑地劳作，砍柴放牛，小小掌心全是厚厚老茧。瘦小在他瘦小身躯不堪忍

受的劳累和重负之下愈发瘦小了。村人见了瘦小，都叹口气晃晃头。瘦小自然弄不懂这叹息

和摇头背后的玄机。他只觉疤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累点苦点算是给予他的报答，也是应该。



红军来了，打土豪分田地，才有人敢道出瘦小身世真相。原来瘦小爷娘是因疤胖侵吞田

产举告无门而双双跳潭自杀而死。

瘦小晓得这一切后，蹲在村后坡上那棵老枫树下“呜呜”哭了一日，心里愤愤，发誓有

一天要狠狠地在疤胖那肥嘟嘟脸上响亮亮扇上一掌。不想从树下回来，瘦小却病倒，在床上

困了五天。五天里疤胖家田地浮财全叫红军分了，村人扬眉吐气押了疤胖游街，光天化日下

朝疤胖那颗光亮秃头扔菜皮稀泥。

木崽说：“真是开心事情，比吃肥肉还开心，你没见疤胖那狼狈模样，活生生像只瘟猪，

半点威风也没了！”

等瘦小病好，却没看见木崽描述的那痛快场面，倒是也常见疤胖，先前的威风已荡然无

存。但在瘦小眼里，疤胖还是那疤胖，肥脸上依然油汗涔涔，脸上那疤幽幽地放亮，见了瘦

小还有模有样地笑。这时，瘦小就无奈了，只有在心里蹿动那念头，总觉好汉不打笑脸人，

再说……再说怎么的也该有点缘由吧，就这么平白无故上去揍人一顿或朝人扔上一通烂泥，

总觉有点那个。

瘦小把心里所想告诉木崽。木崽直怨瘦小窝囊，瘦小就将信将疑觉得自己真是个没用东

西，常常半夜里咒骂自己。

喝了几口凉水，身上凉爽许多，瘦小边想着心事边走回晒坪。那边，一群鸡正蠢蠢欲动，

杂毛忠于职守，明白了鸡的企图，汹汹叫着。鸡怯步了，“咯咯咯”徒劳啼鸣，突然又“轰”

一下散开。

原来是有人担谷而来。来人是木崽爷，这汉子稍稍扭动肩胛，两箩谷就摊撒在谷坪一角。

木崽爷朝瘦小咧嘴笑笑，说：“瘦小！你守着这黄谷国，神气得像个皇帝，杂毛狗是你的护

国将军吧？……”

瘦小也笑笑，不说话，两眼却随脸扭过去凝望远方。远处梯田上，影影绰绰见有人在割

禾，忙碌异常。往年，瘦小是逃不脱这骄阳酷暑中的劳作苦累的。但分田后，瘦小已不再是

疤胖家佣佃长工，虽说山那边红军正与白军交火，村里大多数青壮男人都入了队伍，但村人

还是可怜瘦小孤零病弱，不肯让他下田，分摊了这片谷场让瘦小守了。这谷坪原属疤胖，后

来就归了大家，场坪上晒了十多家人的谷子。瘦小想：村人待我这般，我能不尽忠职守吗？

瘦小又想：我不是什么皇帝，但谁要动这坪里一粒谷子，看我瘦小给它厉害。

他想将后面那想法说与木崽爷听，但扭头，却见那边早已空空无人。那边是一扇墙，一

棵古树。墙是疤胖家院墙，墙上有一条醒目标语：打土豪！分田地！树是一棵粗大古樟，相

传是一百多年前长眉阿黑所植。长眉阿黑是这一带传奇人物，传说中他曾是这一带赫赫匪首。

或许正因这缘由，那树也就有了点凶蛮匪相，树身上下疱痞无数。



瘦小望着，越看越像是疤胖那张恶脸，于是心底那仇恨又升腾起来。加之四周静寂蔓生

出的无聊，瘦小更坚定了那突如其来的念头。不远处便是禾田。瘦小站在埂上，捏一把烂泥

在手，想象不远处那树身疱痞便是真正疤胖那张脸，拼力将烂泥扔将过去。一眨眼，烂泥糊

在了树疱中央……

就在那一年，瘦小跟随军队，征战沙场，成了一名战士！……

（有删改）

【小题 1】

1.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小说通过对暑热和瘦小出汗、口渴的细致描写，既表现了劳动环境的艰苦，也反映了他

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
 

B. “瘦小在他瘦小身躯不堪忍受的劳累和重负之下愈发瘦小了”，三个“瘦小”逐层递进，

愈发突出瘦小的悲惨命运。
 

C. 疤胖因收养瘦小而获得县上书有“善有善报”字样的大匾，颇具讽刺性，也从侧面反映

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复杂性。
 

D. 小说运用插叙的手法交代了瘦小的身世和红军到来之后的命运变化，既丰富了情节内容，

也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小题 2】

1. 关于文中对“杂毛”的相关描写，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对待偷食麻雀，“杂毛不敢懈怠”的表现，烘托了瘦小忠于职守的人物形象。

 

B. 瘦小对杂毛的嘱托和杂毛似通人意的呼应，反映出二者相互信任的关系。

 

C. 杂毛有效地制止了鸡偷食的企图，暗示敌人的行动终究会以失败而告终。

 

D. 对杂毛的描写，既丰富了情节的内容，也使文章平添了许多生活的趣味。

【小题 3】



1. 在得知自己身世真相前后，瘦小对疤胖的心理发生了哪些变化？请结合文中相关部分简

要分析。

【小题 4】



1. 作为红军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从创作视角看，小说节选部分侧重表现了瘦小的身世经

历以及命运的变化，这么写有什么意义？请谈谈你的理解。

[知识点]

中国现当代小说

[答案]

【小题 1】 B

【小题 2】 C

【小题 3】 ①在得知自己身世真相之前，对于疤胖对自己的收养，瘦小是一种感恩的心理。

②在得知自己身世真相之后，“心里愤愤”，内心产生了一种复仇的心理。

③后来见到疤胖的笑脸后，不想毫无理由地打人，那种强烈的复仇心理便消解了许多。

④最后看见古樟树的疱痞，联想起疤胖丑恶的脸，其复仇的心理又坚定起来。

【小题 4】 ①从人物形象塑造来看，着重讲述瘦小深刻而难忘的成长经历，展现了他在困

境中从弱小到成熟，成长为一名红军战士的生命历程，这样写突出了其成长的思想基础，

使人物形象更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

②从主题表现来看，文中通过对瘦小和疤胖之间故事的叙述，展示了对复杂环境中复杂人

性的深刻思考，在主题表现上更具思想价值。

[解析]

【小题 1】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的能力。

B.“逐层递进”错误。第一个“瘦小”是称谓，与后两个“瘦小”不是递进关系。



故选 B。



【小题 2】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作品的文学形象的能力。

C.“暗示敌人的行动终究会以失败而告终”错误，表述牵强，有意拔高。

故选 C。

【小题 3】

本题考查学生赏析人物心理变化的能力。

在得知自己身世真相之前，“他只觉疤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累点苦点算是给予他的报答，

也是应该”，对于疤胖对自己的收养，瘦小觉得疤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是一种感恩的心

理。

在得知自己身世真相之后，瘦小蹲在老枫树下“呜呜”哭了一日，“心里愤愤，发誓有一

天要狠狠地在疤胖那肥嘟嘟脸上响亮亮扇上一掌”，“心里愤愤”，内心产生了一种复仇

的心理。

疤胖见了瘦小还有模有样地笑，瘦小“总觉好汉不打笑脸人，再说……再说怎么的也该有

点缘由吧，就这么平白无故上去揍人一顿或朝人扔上一通烂泥，总觉有点那个”，后来见

到疤胖的笑脸后，不想毫无理由地打人，那种强烈的复仇心理便消解了许多。

最后看见古樟树的疱痞，瘦小“越看越像是疤胖那张恶脸，于是心底那仇恨又升腾起

来”，联想起疤胖丑恶的脸，其复仇的心理又坚定起来。

【小题 4】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进行个性化阅读的能力。



从人物形象塑造来看，文章着重讲述瘦小深刻而难忘的成长经历，瘦小自小没爷没娘，由

叔婶养了，五岁时，叔死了，婶娘改嫁了人，瘦小孤零零被弃在那破庙里，被村里大户疤

胖看见，领回家，终日两头摸黑地劳作。展现了他在困境中从弱小到成熟，成长为一名红

军战士的生命历程，“瘦小跟随军队，征战沙场，成了一名战士”，这样写突出了其成长

的思想基础，使人物形象更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

从主题表现来看，文中通过对瘦小和疤胖之间故事的叙述，“他只觉疤胖是自己的救命恩

人，累点苦点算是给予他的报答，也是应该”，对于疤胖对自己的收养，瘦小觉得疤胖是

自己的救命恩人，心存感恩，但是瘦小后来知道自己的爷娘是因疤胖侵吞田产举告无门而

双双跳潭自杀而死，内心又产生了一种复仇的心理，展示了对复杂环境中复杂人性的深刻

思考，在主题表现上更具思想价值。

二、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1.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公讳某，字凝远，固始人。父嵩，以累举进士推恩，闭门教子，不肯仕，累赠

奉直大夫。公，奉直第二子，幼有美质，读书日数千言，学为文，辄惊其长老。崇宁中，甫

年十八，入太学，声名籍甚。会女真陷全燕，乘虚南下，两河皆震，吏士相顾无人色，或委

官去。郡檄公饷军，公南方书生，平生不习金鼓，初成意公难之。而公得檄即行不暇秣马冒

兵往来军赖以无乏。虏出塞，会公亦遭奉直忧，始南归。终丧，得南剑州顺昌县尉。时所在

盗起，公素得士心，徐设方略，穷其窟穴，未几悉平。调泉州安溪县丞，改宣教郎，犹安其

官，不求徙。有自吏部拟注来代者，始徙南安县丞。其恬于仕进如此。南安大饥，民弃子者

相属，公请于州，出常平钱米，设安养院于延福僧舍，糜粥汤液，皆不失其宜。明年，岁丰，

悉访其所亲归之。迁知晋江县，会诏造战舰，公躬督其役。劳费视他邑省殆半，而事独先期

办。安抚使张忠献公闻于朝，特减磨勘年①，遂为茶事司干办公事。公于是行能已为时所知。

秩满，造行在所，顾不数见公卿。赴铨，得通判南剑州而归。将之官，以绍兴二十一年六月

十一日感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八。积寄禄官至左朝奉大夫，累赠正议大夫。

（节选自《全宋文·傅正议墓志铭》，有删改）

材料二：傅公在学校二十年，声震京师，同舍生去为公卿者袂相属，而公始仅得一第。

既仕矣，适时艰难，妄男子往往起闾巷，取美官，公又弃不用，则亦何自乐哉？及读所作

《至乐庵记》，自道其胸中恢疏磊落，所以乐而忘忧者，文辞辨丽动人，有列御寇②、庄周



之遗风，然后知公盖有道者。或曰：使天以富贵易公之乐，公其许之乎？予曰：公所以处贫

贱者，则其所以处富贵也。颜回之箪瓢，周公之衮绣，一也。观斯文者盍以是求之。

（节选自《全宋文·跋傅正议至乐庵记》，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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