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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5 学年北京市海淀区首师大附属育新学校中学部高一（上）期中

语文试卷

一、现代文阅读（共 18 分）（一）

1．（10 分）阅读下面的散文，完成下列各题。

留将一面与梅花

①清代诗人何钱，所留诗作不多，但有一首《普和看梅云》，值得点赞。

酒沽林外野人家，

霁日当檐独树斜。

小几呼朋三面坐，

留将一面与梅花。

②年轻时读到它，心有感动。但还是未能记住，很快便忘掉了。后来，偶然读到漫画大家丰子恺先生

的两幅漫画，印象便深刻起来。一幅叫：“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另一幅叫：“小桌呼朋三

面坐，留将一面与桃花。”第二幅将梅花改作桃花，文字动了一个，画面景致有所不同。第一幅画中，修

竹茅舍在后，平阔野地屋前。东篱之下，摆一小几，三个好友环几而坐，留出一面，邀来一树梅花。第二

幅画中，松柳茅舍后，峦岩小屋前，还有兰花几株在石上，空留那一面，是一树桃花。人仨花一，围坐举

杯，相聚甚欢。

③与梅桃同醉，是古人常有的生活趣味，现代人恐怕学不来，因为我们生活得太过现实。人称自己是

万物之灵，既如斯，就该与万物心灵融合，相敬如初。我们的古人“留将一面与梅花”，与梅同吟同醉，

是自然而然的事。此乃人心丰富美好的一面，喜爱自然，包容万物，是人类该有的情怀。

④我们的古人，尤其文人墨客，对花木的眷恋之情是有史可查的。他们亲近花木，呵护花木，将它们

视为亲朋或知己。李白说“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辛弃疾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

是”。有两例尤其特别，唐人白居易竟至“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而宋代林逋隐居西湖孤山，

植梅养鹤，终生未娶，人称“梅妻鹤子”。他有一首《山园小梅》，赞赏梅花，别出 xīn（　　）裁：“众芳

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如此看来，清人何钱“留将一面

与梅花”，是情理之中的事。与花木说真话、动真情，只有回报，而无风险。特别是在遭遇烦恼、心生苦

闷时，走进大山大野，与大自然对话，让山川草木来洗 dí（　　）精神，是心灵得以畅明的有效途径。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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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交流，往往需要宁静与悟性。你瞧：茅舍、松柳、青竹、幽兰，正在吐蕊的梅花，高蓝的天空，

墨绿的大野，原木的陋几，新茗与家酿的老酒，菜蔬是屋外所植的新品，还有雅士，以及他们珠玑的谈吐。

这比娱乐至死、金钱至上的生存状态，来得健朗，来得高雅，来得痛快淋漓。如今世界，旅游业盛兴，人

们扶老 xié（　　）幼，走出家门，亲临大山大水，究竟是为何？我想，主要是为了寻求心灵慰藉。山水

花木慰人心，这是明摆着的道理。

⑥我在蒙古高原的杜尔伯特草原生活了近二十载，草原留给我的人生感悟与教诲是多方面的。她的辽

阔与宁静，她的清新与温情，使我的心灵由幽暗变得敞亮。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 yóu（　　）新。有一年，

正是草木葳蕤之时，我领命到巴颜红格尔草地去采风。蒙古包主人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额吉。她在营地留

守，伴随她的，是一顶蒙古包，一辆勒勒车，两头乳牛与它们的牛犊，一条牧羊犬，还有蒙古包旁盛开的

三株莎日娜花（即山丹花）。额吉把三株莎日娜用羊砖围了起来，唯恐牧犬与牛犊将它们无意中踩踏了。

而且时常去抚摸，浇水。有一天清早，我在晨梦中听到，额吉与谁在说话：“呼恒，翁达斯布？嚯若嘿！”

她是说：闺女，渴了吧？可怜的。我以为，额吉的女儿回来了，赶紧披衣出门。不料，额吉正弯下腰，与

那几株莎日娜花在说话，并在用铜壶为她们浇水。那一条牧羊犬，也蹲在一旁，静静地在听，似有感悟。

较之“留将一面与梅花”，这一场景使我的心灵受到更大的震撼和感动。我默默地站在那里，听见自己血

液的流动声。在抬手抚摸自己的胸脯之时，两眼不由得潮湿起来。于是，这一蒙太奇般的镜头永远地留在

了心灵深处。

（取材于查干的同名文章）

（1）按要求完成下题。

a.给加点的字注音。

①慰藉

②年逾七旬

b.根据拼音写出汉字。

①别出 xīn 裁

②扶老 xié幼

③记忆 yóu 新

④洗 dí

c.根据上下文，推测下面语句中加点词在文中的意思。

①以及他们珠玑的谈吐

②正是草木葳蕤之时

（2）第⑥段说“较之‘留将一面与梅花’，这一场景使我的心灵受到更大的震撼和感动”。根据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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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回答“这一场景”使作者心灵“受到更大震撼和感动”的原因。

（二）

2．（8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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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和地缘

①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亲属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在稳

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

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

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

②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儿谣里“摇摇摇，

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但是人毕竟不是植物，多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

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个社群所需的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

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往的地和工作的地距高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个社群就不能不在区住上分裂。

——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是，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

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个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到别的地方去找

耕地。

③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是保持着血缘的联系，

甚至用原来的地名来称这新地方，这种活动似乎否定了空间的分离。这种例子在移民社会中很多。在美国

旅行的人，如果只看地名，会发生这是个“揉乱了的欧洲”的幻觉。新英伦、纽约（新约克）是著名的；

伦敦、莫斯科等地名在美国地图上都找得到，而且不上一个。就拿我们自己来说吧，血缘性的地缘是显著。

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

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

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

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④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

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

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这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

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

为“新客”或“客边”的。

（取材于费孝通《乡土中国》）

（1）下列语句中加点的“缘”字与文中“血缘”的“缘”含义相同的一项是 　   　

A.缘木求鱼

B.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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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D.自缘身在此山中

（2）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树苗”指从原先的家族繁殖出来的人口；文中借“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说明血缘在乡土社会中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B.“细胞分裂”意思是随着人口增加和生存压力的增大，稳定的社群中会有人迁移到其他地方生活；文

章借此说明乡土社会也存在流动。

C.“投影”意思是籍贯只是血缘关系在空间上的反映和投射；文章借此说明乡土社会中地缘没有独立成

为一种构成团结力量的关系。

D.“种子”指离开老家、漂泊到别处谋生的人；文章借“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说明乡土社会中

人们不愿意在新的地方真正扎根。

（3）传统乡土社会中血缘占主导的情况，在当代社会中既有存续，也有变化。请结合下面材料谈谈你

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乡外出务工、求学。1980 年“春运”一词正式见诸《人民日报》，

成为专有名词。2019 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近 30 亿人次。2021 年，由于疫情影响，北京、上海、安徽、

河南、山东等多地发出春节期间“非必要不返乡”的建议，倡导就地过节。北京某街道社区举办了“谢谢

不回家的你”主题活动，辖区企业积极响应，为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和留京过年的居民送去节日的温暖。

二、文言文阅读（共 16 分）（一）

3．（10 分）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各题。

欧阳伯和墓志铭

张耒

君欧阳氏，讳发，字伯和，庐陵人，太子少师文忠公讳修之长子也。为人纯实不欺，内外如一，淡薄

无嗜好，而笃志好礼，刻苦于学。胡瑗掌太学，号大儒，以法度检束士，其徒少能从之。是时文忠公已贵，

君年十有五，师事瑗，恂恂惟谨，又尽能传授古乐钟律之说。

既长，益学问，不治科举文词，独探古始立论议，自书契以来至今，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至天文

地理，无所不学。其学不务为抄掠应目前，必刮剖根本见终始，论次使族分部列，考之必得，得之必可用

也。呜乎！其志亦大矣。然其与人不苟合，论事是是非非，遇权贵不少屈下，要必申其意，用是亦不肯轻

试其所有，而人亦罕能知君者。而君之死也，今眉山苏公子瞻哭之，以为君得文忠之学，汉伯喈、晋茂先

之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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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为殿中丞时，曹太后崩，诏定皇曾孙服制。礼官陈公襄疑未决，方赴临，召君问其制，君从容为言，

襄即奏用之。是时，方下司天监讨论古占书是否同异，折中为天文书，久未就，而襄方总监事，即荐君刊

修。君为推考是非，取舍比次，书成，诏藏太史局。

君治官无大小，不苟简，所创立，后人不能更。其著书有《古今系谱图》《国朝二府年表》《年号录》，

其未成者尚数十篇。

夫人吴氏，故丞相正宪公充之女，封寿安县君。男一人，曰宪，滑州韦城县主簿。女七人。元祐四年

十一月甲子，葬君郑州新郑县旌贤乡刘村文忠公之兆，而宪来求铭。

（选自《张耒集》，有删节）

（1）对下列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为人纯实不欺 欺：欺骗

B.不治科举文词 治：研究

C.要必申其意 申：施展

D.召君问其制 问：询问

（2）下列加点字的用法和意义，相同的一项是（ 　   　）

A.其徒少能从之 而君之死也

B.以为君得文忠之学 君从容为言

C.而笃志好礼          而宪来求铭

D.然其与人不苟合          其著书有《古今系谱图》《国朝二

府年表》《年号录》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欧阳发学习刻苦，尊师重道。十五岁时拜胡瑗为师，后来能够传授古乐钟律方面的学问。

B.欧阳发为人诚实，淡薄名利，爱好礼义。他性格刚直，议论事情坚持原则，不随意迎合别人。

C.曹太后去世后，欧阳发帮助陈襄解决了皇曾孙服制的问题。后经陈襄推荐，欧阳发参与修订完成天文

书。

D.欧阳发道德学问俱佳，不愧是名门之后。他去世后，苏轼感到很悲伤，让张耒写下了这篇墓志铭。

（4）欧阳发在治学方面有哪些特点？请简要概括。

（二）

4．（6 分）阅读下面《论语》中的文字，回答问题。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注】六蔽矣乎？”对曰：“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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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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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

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阳货》）

【注】言：德。

孔子为什么把学习与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请从“六言六蔽”中任选两个，用自己的话加以解释。

三、古诗文阅读（共 16 分）（一）

5．（8 分）阅读《归园田居》其一，回答下列各题。

归园田居（其一）

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1）下列对《归园田居》（其一）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开篇四句写自己的天性是喜爱自然和自由，其中的“误落”二字表达了对官场黑暗与庸俗尘世的鄙弃。

B.“方宅”四句所写与《桃花源记》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有异曲同工

之妙。

C.“暧暧”四句远近结合、以动写静，“暧暧”“依依”写出了祥和的意境，狗吠、鸡鸣表现了村居的特

点。

D.“久在”两句与开头呼应，同时点题；特别是“复得”二字，突出了作者如释重负、轻松愉悦的感受。

（2）苏轼评价陶渊明的诗歌具有“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特点，即朴素中见绮丽，平淡中见丰富。

请从“方宅十余亩”至“鸡鸣桑树颠”八句中任选四句，谈谈你对苏轼这一评价的理解。

（二）

6．（8 分）阅读下面两首词，完成下列各题。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辛弃疾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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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曾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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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

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①壁

辛弃疾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②泪。西北望长安③，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

正愁余，山深闻鹧鸪④。

注释：①造口：即皂口，镇名。时作者驻节赣州，常经皂口。②行人：指当年在金人逼迫下逃难的人。③

此即用唐代李勉望阙之意，这里借长安指北宋故都汴京。④鹧鸪：鸣声凄切，其声类似“行不得也，

哥哥”。

（1）以下对两首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千古江山”两句写江山依旧，而英雄不见，有无人可御外侮之意。

B.“元嘉”三句借刘义隆旧事，写恢复中原应靠明主，不然一定失败。

C.“四十三年”三句，作者由今忆昔，追思抗金往事，不胜身世之感。

D.“青山”两句写大江东去不被青山遮拦，隐喻作者的壮志不可阻挡。

（2）两首词结尾句“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和“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都蕴含作者深沉

的情感，请分析它们在运用手法和表达情感上有何不同。

四、古诗文默写（10 分）

7 ．（ 10 分）（ 1 ）《声声慢》中描写天气变化无常，忽暖忽寒，人最难调养身体的诗句是：

“　         　，　       　。”

（2）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用“　      　，　         　”表现周瑜的指挥若定，表达自

己的钦佩和羡慕。

（3）《琵琶行（并序）》中描写琵琶曲在一个高潮之后，陷入寂静，没有任何语言可以描述的两句是：

“　          　，　          　。”

（4）《梦游天姥吟留别》中“　          　，　          　”描写了山路崎岖曲折，诗人沉醉其中，

不知不觉天色已晚。

（ 5）在《登高》中，杜甫面对萧萧落木与滚滚长江，霎时百感交集，描述自己的境况：

“　          　，　          　。”

五、作文，请从下面两个作文题中任选其一作答。（40 分）

8．（40 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代偶像。这些偶像，代表着时代的精神气质，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光芒。请

以“我看时代偶像”为题，写一篇议论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表达自己的思考和认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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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 7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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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相较于舞台上的娱乐明星，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更值得我们崇拜的偶像，他们的贡献、努力、品质、

才华等，给我们启发、鼓舞，催我们奋进。请以“他（她）才是我的偶像”为题，写一篇记叙文，叙述

你和偶像的故事，表达自己的感受。不少于 7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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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5 学年北京市海淀区首师大附属育新学校中学部高一（上）期中

语文试卷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现代文阅读（共 18 分）（一）

1．（10 分）阅读下面的散文，完成下列各题。

留将一面与梅花

①清代诗人何钱，所留诗作不多，但有一首《普和看梅云》，值得点赞。

酒沽林外野人家，

霁日当檐独树斜。

小几呼朋三面坐，

留将一面与梅花。

②年轻时读到它，心有感动。但还是未能记住，很快便忘掉了。后来，偶然读到漫画大家丰子恺先生

的两幅漫画，印象便深刻起来。一幅叫：“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另一幅叫：“小桌呼朋三

面坐，留将一面与桃花。”第二幅将梅花改作桃花，文字动了一个，画面景致有所不同。第一幅画中，修

竹茅舍在后，平阔野地屋前。东篱之下，摆一小几，三个好友环几而坐，留出一面，邀来一树梅花。第二

幅画中，松柳茅舍后，峦岩小屋前，还有兰花几株在石上，空留那一面，是一树桃花。人仨花一，围坐举

杯，相聚甚欢。

③与梅桃同醉，是古人常有的生活趣味，现代人恐怕学不来，因为我们生活得太过现实。人称自己是

万物之灵，既如斯，就该与万物心灵融合，相敬如初。我们的古人“留将一面与梅花”，与梅同吟同醉，

是自然而然的事。此乃人心丰富美好的一面，喜爱自然，包容万物，是人类该有的情怀。

④我们的古人，尤其文人墨客，对花木的眷恋之情是有史可查的。他们亲近花木，呵护花木，将它们

视为亲朋或知己。李白说“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辛弃疾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

是”。有两例尤其特别，唐人白居易竟至“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而宋代林逋隐居西湖孤山，

植梅养鹤，终生未娶，人称“梅妻鹤子”。他有一首《山园小梅》，赞赏梅花，别出 xīn（　　）裁：“众芳

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如此看来，清人何钱“留将一面

与梅花”，是情理之中的事。与花木说真话、动真情，只有回报，而无风险。特别是在遭遇烦恼、心生苦

闷时，走进大山大野，与大自然对话，让山川草木来洗 dí（　　）精神，是心灵得以畅明的有效途径。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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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交流，往往需要宁静与悟性。你瞧：茅舍、松柳、青竹、幽兰，正在吐蕊的梅花，高蓝的天空，

墨绿的大野，原木的陋几，新茗与家酿的老酒，菜蔬是屋外所植的新品，还有雅士，以及他们珠玑的谈吐。

这比娱乐至死、金钱至上的生存状态，来得健朗，来得高雅，来得痛快淋漓。如今世界，旅游业盛兴，人

们扶老 xié（　　）幼，走出家门，亲临大山大水，究竟是为何？我想，主要是为了寻求心灵慰藉。山水

花木慰人心，这是明摆着的道理。

⑥我在蒙古高原的杜尔伯特草原生活了近二十载，草原留给我的人生感悟与教诲是多方面的。她的辽

阔与宁静，她的清新与温情，使我的心灵由幽暗变得敞亮。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 yóu（　　）新。有一年，

正是草木葳蕤之时，我领命到巴颜红格尔草地去采风。蒙古包主人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额吉。她在营地留

守，伴随她的，是一顶蒙古包，一辆勒勒车，两头乳牛与它们的牛犊，一条牧羊犬，还有蒙古包旁盛开的

三株莎日娜花（即山丹花）。额吉把三株莎日娜用羊砖围了起来，唯恐牧犬与牛犊将它们无意中踩踏了。

而且时常去抚摸，浇水。有一天清早，我在晨梦中听到，额吉与谁在说话：“呼恒，翁达斯布？嚯若嘿！”

她是说：闺女，渴了吧？可怜的。我以为，额吉的女儿回来了，赶紧披衣出门。不料，额吉正弯下腰，与

那几株莎日娜花在说话，并在用铜壶为她们浇水。那一条牧羊犬，也蹲在一旁，静静地在听，似有感悟。

较之“留将一面与梅花”，这一场景使我的心灵受到更大的震撼和感动。我默默地站在那里，听见自己血

液的流动声。在抬手抚摸自己的胸脯之时，两眼不由得潮湿起来。于是，这一蒙太奇般的镜头永远地留在

了心灵深处。

（取材于查干的同名文章）

（1）按要求完成下题。

a.给加点的字注音。

①慰藉

②年逾七旬

b.根据拼音写出汉字。

①别出 xīn 裁

②扶老 xié幼

③记忆 yóu 新

④洗 dí

c.根据上下文，推测下面语句中加点词在文中的意思。

①以及他们珠玑的谈吐

②正是草木葳蕤之时

（2）第⑥段说“较之‘留将一面与梅花’，这一场景使我的心灵受到更大的震撼和感动”。根据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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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回答“这一场景”使作者心灵“受到更大震撼和感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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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1）a①“藉”，jiè，垫在下面的东西；垫；衬。jí，践踏；登记；进贡；凌辱等。慰藉，着

意安慰、抚慰。此处读“jiè”。

②“逾”，形声。从辵 chuò，从俞，俞亦声。本义：走捷径。引申义：越过、超过。此处读“yú”。

b①“别出 xīn 裁”的“xīn”应写作“心”；

②“扶老 xié幼”的“xié”应写作“携”；

③“记忆 yóu 新”的“yóu”应写作“犹”

④“洗 dí”的“dí”应写作“涤”。

c①珠玑：意思是珠宝，珠玉。比喻美好的诗文绘画等。诗文中常以比喻晶莹似珠玉之物。形容声音婉

转、清脆。此处修饰“谈吐”，主要突出谈吐的不俗、高雅。

②葳蕤：草木茂盛的样子。修饰“草木”，突出草木的茂盛。

（2）结合“我们的古人，尤其文人墨客，对花木的眷恋之情是有史可查的。他们亲近花木，呵护花木。

将它们视为亲朋或知己”分析，“留将一面与梅花”体现了古代文人墨客喜爱自然，亲近花木，呵护花

木，并视其为朋友或知己的美好情怀。

结合“她是说：闺女，渴了吧？可怜的。我以为，额吉的女儿回来了，赶紧披衣出门。不料，额吉正弯

下腰，与那几株莎日娜花在说话，并在用钢壶为她们浇水。那一条牧羊犬，也蹲在一旁，静静地在听，

似有感悟”分析，“这一场景”指老额吉抚摸莎日娜花，说“闺女，渴了吧？可怜的”，称呼莎日娜花为

“闺女”，一旁的牧羊犬静静地在听，也“似有所悟”。

这是我去采风见识到的场景，即“额吉把三株莎日娜用羊砖围了起来，唯恐牧犬与牛犊将它们无意中踩

踏了。而且时常去抚摸，浇水”，且与莎日娜对话，额吉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对自然之物的怜爱和呵

护，人喜爱自然，包容万物，与自然和谐相处，表现出人性美好丰富的一面。

结合“她的辽阔与宁静，她的清新与温情，使我的心灵由幽暗变得敞亮。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分

析，我在草原上见到的这一场景，与草原的辽阔、宁静、清新与温情等形成呼应。

答案：

（1）a①jiè    ②yú

b①心   ②携   ③犹 ④涤

c①高雅，不俗   ②茂盛

（2）“留将一面与梅花”，体现了古代文人雅士喜爱自然并视其为知己的美好情怀。在“这一场景”中，

老额吉抚摸莎日娜花，称呼它们为“闺女”，一旁的牧羊犬也“似有所悟”。不仅表现了人与自然的相知

相通，更体现出现代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然万物的怜爱与呵护，人与自然的相处更加朴素、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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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景”也与草原的辽阔、宁静和生机勃勃形成了呼应。

（二）

2．（8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血缘和地缘

①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亲属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在稳

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

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

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

②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儿谣里“摇摇摇，

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但是人毕竟不是植物，多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

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个社群所需的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

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往的地和工作的地距高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个社群就不能不在区住上分裂。

——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是，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

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个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到别的地方去找

耕地。

③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是保持着血缘的联系，

甚至用原来的地名来称这新地方，这种活动似乎否定了空间的分离。这种例子在移民社会中很多。在美国

旅行的人，如果只看地名，会发生这是个“揉乱了的欧洲”的幻觉。新英伦、纽约（新约克）是著名的；

伦敦、莫斯科等地名在美国地图上都找得到，而且不上一个。就拿我们自己来说吧，血缘性的地缘是显著。

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

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

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

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④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

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

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这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

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

为“新客”或“客边”的。

（取材于费孝通《乡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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