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黄浦区 2023 届高三上学期一模语文试题及答案

一 积累应用 10 分

1.按要求填空。（5 分）

（1）吾尝跂而望矣，_____________。（_________《劝学》）

（2）譬如为山，_____________，止，吾止也。（《论语·子罕》）

（3）李白《蜀道难》中，面对蜀道的艰险，表达对友人入蜀的关切

和询问的两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按要求选择。（5 分）

（1）将下列编号的语句依次填入语段空白处，语意连贯的一项（ ）。

（2 分）

艺术审美贵在“默契”二字——艺术家的表达和欣赏者的感受在玄妙的

审美时空中相遇，心灵因契合而生出愉悦之感。最著名的是俞伯牙和

钟子期的故事，二人心灵相遇于“高山流水”之间，成为“知音”。知音

可贵到什么程度呢？子期离世，伯牙摔琴绝弦，只因默契不存而知音

不再。 。 ， 。 ， ， 。

①探讨这个话题源于对当代中国舞蹈某种创作倾向的观察

②然而审美默契的建立并不仅仅依赖于个人

③不少舞蹈创作习惯于外露性的情感表达

④这个故事无比生动地描述了艺术审美中因为默契而产生的共鸣



⑤似乎和中国文化中传统的审美表达方式有所背离

⑥它离不开群体性文化的共识与滋养

A.④①⑤②⑥③ B.①③⑤④②⑥

C.④②⑥①③⑤ D.①⑤③⑥④②

（2）在撰写关于《乡土中国·礼治秩序》的读书报告时，需要一些论

据来解释“礼治”这一概念，以下选项最适合的一项是（ ）。（3 分）

A.宋太祖赵匡胤采纳赵普的建议，在宴会上威逼利诱石守信等大将，

迫使其交出兵权。

B.没做过大夫的曾子在弥留之际发现自己躺在大夫专用的席子上，就

命儿子把席子换掉。

C.蔺相如为国家利益，处处忍让廉颇，廉颇得知真相后，背上荆条，

主动向蔺相如请罪。

D.曹操虽然兵权在握，但不愿背上篡汉的罪名，只享有权臣膜拜之礼，

最终放弃了称帝。

二 阅读 70 分

（一）阅读下文，完成第 3-7 题。（14 分）

材料一

①1990 年 12 月，费孝通在日本东京的东亚社会研究国际讨论会上发

表了题为“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的演讲。他提出在各种文



化中塑造出来的具有不同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人们，带着从思想上

到行为上各种不同的方式进入了共同生活，怎么样才能和平共处，成

为必须重视的大问题。1992 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首届“潘光旦

纪念讲座”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

题”的演讲，再次指出当今世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建立新的秩

序。这个秩序不仅仅需要一个能够保障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

态格局（即生态秩序），而且需要一个所有人都能够“遂生乐业、发扬

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一年后，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座谈

会的演讲中又重申：“如果人们能有一个共同的心态，这种心态能够容

纳各种不同的看法，就会形成我所说的多元一体，一个认同的秩序。”

他反复强调心态秩序背后隐含的是，如何能够在保持价值多元的情况

下，建构一个秩序井然、运作顺畅的社会结构。

②把上述三段论述放在一起做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所说的“心态秩序”绝不是说我们要有共同的心理构成，我们对所有

事情的看法都要一样。相反，费孝通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学会容纳各种

不同的看法和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才是心态秩序建立的关键。

而如果我们有了对这点的认同，能够容纳不同的价值观，就有了新的

秩序。相反，如果没有观念上的多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秩序尽管很

容易建立，这在社会学上也被称为“机械团结”。但是，机械团结在现



代社会已经不复存在，真实存在的是不同的问题和观念之间的张力，

所以才有费孝通提出来的新的挑战，也就是建立心态秩序新的挑战。

其中，对于多样化的承认和多元化的尊重，在费孝通当年的三段论述

中，正是建立心态秩序的基础。

③如果上述理解有道理的话，新的问题就来了。多元的价值观和多元

的行为方式，必然会产生张力。不同的人奉行的理念不一样，而人们

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互动的情景和需要。费孝通的三个演讲其实都

在探讨全球化背景下全人类如何能够和平共处、各美其美，进而探讨

在这个背景下，怎样才能使大家认识到这种多元本身就是我们最有价

值的部分？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又怎样发展出更多的具有操作性的、

更细微层面的概念工具和研究方法，以及在具体社会实践和政策制定

中怎样取得更具操作性的进展？

（节选自阎云翔《多元化：心态秩序与中国式现代化》）

材料二

①今天无论我们哪一种“秩序”，“秩序”本身作为一种规范化的社会追求

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其中，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各种不确定性因

素的存在给“心态秩序”的维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所谓“不确定性”，

是指事物的特定属性和存在状态，既包括事物发展本身的不稳定性、

变动性，也包括认知主体囿于自身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对事物发展



状态的不确定认知。

②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兴起，“不确定性”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已登上

舞台，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性特征。西方风险社会学领域已普遍认为

传统的“风险”概念似乎不足以反映和应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变动性和复

杂性。“不确定性”是风险的本质和首要特征，而“风险”则是不确定性的

一种具体表征。“风险”也可看作不确定性所暗含的负向发展可能性的

具象化，体现着对不确定性指向化、客观化的概率判断和“确定性”表

达，是一种可量度的“不确定性”。就此而言，“不确定性”比“风险”更能

准确描述和概括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征，并逐步推动风险社会学研究向

不确定性社会学研究转变。

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 143 个主要国家数据的检测情况发布的 2020

年“世界不确定性指数”的研究报告，有三个结论性的认识：（1）不确

定性指数不仅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中的风险呈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而且最近十年所观察到的不确定性水平超过了过去 60 年的总和。

（2）自 2012 年以来，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水平开始快速攀升。（3）

未来十年内，全球的不确定性水平将继续以更加强劲的势头攀升。

④我们生活在这个不确定性的社会中，或许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它的

“不确定性”。由此可见，在不确定性中，“发展”实际上并不是沿着某个

确定的轨道在生长，也不是与某个预设的目标有意勾连，而是蕴含着



无穷力量、活力和潜能的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动中取动”，在

不确定性中认识和把握不确定性，学会用不确定性的发展思维去理解

和适应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而学会在发展的不确定性中寻找甚至创造

“心态秩序”的确定性。如果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确定性”发展的刻板

模式中，那么发展也就停滞了，由此形成的“心态秩序”最后也会因为

跟不上新的形势而陷入一种更大的失衡甚至崩溃之中。

（节选自文军《发展的不确定性与心态秩序的维系》）

3.根据材料一，以下概念工具不适合用来分析“社会结构”的一项

（ ）。（2 分）

A.差序格局 B.上层建筑 C.血缘地缘 D.圈层文化

4.能依据文意作出推断的一项（ ）。（2 分）

A.依据材料一，对各种价值观念的容纳，是心态秩序建立的关键。

B.依据材料一，“心态秩序”的着眼点是社会心态，与个体关联不大。

C.依据材料二，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去预测把握“不确定

性”。

D.依据材料二，“心态秩序”终会因为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而陷入失

衡。

5.依据材料一，作者想引用名言解释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以下

最适合的一项（ ）。（2 分）



A.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B.宽容是文明的唯一考核

C.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的信念

D.每个人的基本道德观念生而不同，不可等量齐观

6.材料一与材料二第②段都借助概念的辨析推出观点，而写法有所不

同，请对此加以分析。（4 分）

7.“躺平”“内卷”是目前颇能反映社会心态的高频词，结合两则材料的相

关内容，请就此现象阐述建立“心态秩序”的必要性。（4 分）

（二）阅读下文，完成第 8-11 题。（16 分）

材料一：小说

夜渔

莫言

①经过长时缠磨，九叔终于答应夜里带我去拿蟹子。吃过晚饭后，九

叔带我出了村。

②那晚上月亮很大，不是八月十四就是八月十六。时令自然是中秋了，

晚风很凉爽。月光皎洁，照在高粱地间的水上，一片片烂银般放光。

吵了一夏天的蛙类正忙着入蛰，所以很安静。

③等了很久，蟹子们还没出现，我有些焦急了。九叔也低声嘟哝着，

起身到栅栏边上去查看。回来后他说：怪事怪事真怪事，今夜里应该



是过蟹子的大潮呀，又说西风响蟹脚痒，蟹子不来出了鬼了。

④九叔从河边的一棵灌木上，摘下一片亮晶晶的树叶，用双唇夹着，

吹出一些唧唧啾啾的怪声。我感到身上很冷，便说：九叔，你别吹了，

俺娘说黑夜吹哨招鬼。九叔吹着树叶，回头看我一眼。他的目光绿幽

幽的，好生怪异。我心里一阵急跳，突然感到九叔十分陌生。我紧缩

在蓑衣里，冷得浑身打战。

⑤天上不知道何时出现了一朵黄色的、孤零零的云，月亮恰好钻了进

去。我感到这现象古怪极了，这么大的天，月亮有的是宽广的道路好

走，为什么偏要钻到那云团中去呢？

⑥清冷的光辉被阻挡了。河沟、原野都朦胧起来，那盏马灯的光芒强

烈了许多。这时，我突然嗅到一股淡淡的幽香。幽香来自河沟，沿着

香味望过去，我看到水面上挺出一枝洁白的荷花。它在马灯的光芒之

内，那么水灵，那么圣洁，我们家门前池塘里盛开过许许多多荷花，

没有一枝能比得上眼前这一枝。

⑦荷花的出现使我忘记了恐惧，使我沉浸在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洁白清

凉的情绪中。我不知不觉地站起来，脱掉蓑衣，向荷花走去。我的腿

浸在温暖的水中，缓缓流淌的水轻轻抚摸着我，我感到很舒服。离荷

花本来只有几步路，但走起来却显得特别漫长。我与荷花之间的距离

仿佛永远不变，好像我前进一步，它便后退一步。我的心处于一种幸



福的麻醉状态，我并不希望采摘这朵荷花，我希望永远保持着这种荷

花走我也走的状态，在这种缓慢的、有美丽的目标的追随中，温暖河

水的抚摸，给了我终身难忘的幸福体验。

⑧后来，月亮的光辉突然洒满河道，一瞬间，我看到它颤抖两下，放

射出几道比闪电还要亮的灼目白光，然后，那些宛若玉贝雕琢成的花

瓣纷纷落下。花瓣打在水面上，碎成细小的圆片，旋转着消逝在光闪

闪的河水中，那枝高挑着花瓣的花茎，在花瓣凋落之后，也随即萎靡

倾倒，在水面上委蛇几下，化成了水的波纹……

⑨我不知不觉中眼睛里流淌出滚滚的热泪，心里充满甜蜜的忧伤。我

心中并无悲痛，仅仅是忧伤。眼前发生的一切，宛若一个美丽的梦境。

但我正站在河水中，水淹至我的心脏，我的心脏的每一下跳动都使河

水轻轻翻腾，水面上泛起涟漪。荷花虽然消逝了，但清淡的幽香犹存，

它在水面上漂漾着，与清冽的月光、凄婉的虫鸣融为一体……

（节选自《莫言的奇奇怪怪的故事集》）

材料二：散文

池塘

莫言

①前面有一个池塘，所谓池塘，实际上就是原野上的洼地，至于如何

成了洼地，洼地里的泥土去了什么地方，没人知道，大概也没有人想



知道。草甸子里有无数的池塘，有大的，有小的。夏天时，池塘里积

蓄着发黄的水。这些池塘无论大小，都以极圆的形状存在着，令人猜

想不透，猜想不透的结果就是浮想联翩。

②前年夏天，我带一位朋友来看这些池塘。刚下了一场大雨，草叶子

上的雨水把我们的裤子都打湿了。池水有些混浊，水底下一串串的气

泡冒到水面上破裂，水中洋溢着一股腥甜的气味。有的池塘里生长着

厚厚的浮萍，看不到水面。有的池塘里生长着睡莲，油亮的叶片紧贴

着水面，中间高挑起一枝两枝的花苞或是花朵，带着十分人工的痕迹，

但我知道它们绝对是自生自灭的，是野的不是家的。朦胧的月夜里，

站在这样的池塘边，望着那些闪烁着奇光异彩的玉雕般的花朵，象征

和暗示就油然而生了。四周寂静，月光如水，虫声唧唧，格外深刻。

使人想起日本的俳句：“蝉声渗到岩石中。”声音是一种力呢还是一种物

质？它既然能“渗透”到磁盘上，也必定能"渗透"到岩石里。原野里的

声音渗透到我的脑海里，时时地想起来，响起来。

③我站在池塘边倾听着唧唧虫鸣，美人的头发闪烁着迷人的光泽，美

人的身上散发着蜂蜜的气味。突然，一阵湿漉漉的蛙鸣从不远处的一

个池塘传来，月亮的光彩纷纷扬扬，青蛙的气味凉森森地粘在我们的

皮肤上。仿佛高密东北乡的全体青蛙都集中在这个约有半亩大的池塘

里了，看不到一点点水面，只能看到层层叠叠地在月亮中蠕动鸣叫的



青蛙和青蛙们腮边那些白色的气囊。月亮和青蛙们混在一起，声音原

本就是一体——自然是人的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节选自莫言《会唱歌的墙》）

材料三：散文

大地

毕飞宇

①作为乡下人，我喜欢乡下人莫言。他的鼻子是一个天才。我喜欢莫

言所有的关于气味的描述，每一次看到莫言的气味描写，我就知道了，

我的鼻子是空的，有两个洞，从我的书房一直闻到莫言的书房，从我

的故乡一直闻到莫言的故乡。

②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里说过：“大自然充满诗意的感染，往往靠

作家给我们。”这句话说得好。不管是大自然还是大地，它的诗意和感

染力是作家提供出来的。无论是作为一个读者还是作为一个作者，我

都要感谢福楼拜的谦卑和骄傲。

③大地在那儿，还在那儿，一直在那儿，永远在那儿。这是泪流满面

的事实。

（节选自毕飞宇《大地》）

8.材料二第③段，词语搭配巧妙，对此加以赏析。（3 分）



9.景物描写在不同的文体中常具有不同的作用，以材料一和材料二中

的“月光”为例，结合文本进行分析。（4 分）

10.结合材料一和材料二，分析作者运用了小说和散文怎样的文体特点

来书写“故乡”的。（4 分）

11.每位作家都背靠属于自己的“大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总能找

到一些“意象”，既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又具有象征意义，有时甚至

还能体现作者的精神气质。请从鲁迅、沈从文、贾平凹的作品中选取

一个“意象”，加以分析。（5 分）

（三）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第 12-14 题。（8 分）

观雨

（宋）陈与义

山客龙钟不解耕，开轩危坐看阴晴。

前江后岭通云气，万壑千林送雨声。

海压竹枝低复举，风吹山角晦还明。

不嫌屋漏无干处，正要群龙洗甲兵。

[注]本诗作于建炎四年（1130）夏，这一年春天，金兵进逼长沙，守

帅向子諲组织了有效的防御，形势略有好转；而作者从汴京陷落后，

一路流离，此刻正在湖南邵阳。

12.按体裁分类选诗，可以与本诗编辑在一起的一项（ ）。（1 分）



A.《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 B.杨万里《插秧歌》

C.杜甫《登高》 D.柳永《望海潮》

13.以下对本诗风格评价贴切的一项（ ）。（2 分）

A.雄沉慷慨 B.含蓄内敛 C.高雅明丽 D.沉郁哀婉

14.结合全诗，具体分析诗题中“观雨”所寄寓的情志。（5 分）

（四）阅读下文，完成第 15－20 题。（20 分）

巡抚福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黄公墓志铭①

（清）方苞

①余闻公名在丁亥、戊子间。时江、浙大饥，天子并命发粟以赈。而

吾乡有司失方略，骼骴布路，奸人朋聚，正昼剽掠。于时则闻浙之祲

尤大，而民不阻饥，惟黄公之功。其后讯之浙士大夫，多曰：“公功岂

独在饥者？备荒政，遏乱萌者，则黄公。是吾民所尸祝也。”

②杭、湖二州连饥，民心摇摇。公至，则悬禁不得昂米价，为书告籴

邻省，散库金于典肆，约逾岁归其本，劝富民分灾而禁贫民之群聚要

索者。会温、台二郡大穰，浙人皆曰：“吾父母妻子得保聚矣。”公始至

湖，时常平仓粟皆虚，巡抚将具劾群吏。公曰：“吏尽黜，何与饥者？”

卒赖以济。

③浙民既苏，公移镇八闽。时海贼郑尽心聚党出没，上命会剿，制府、

提督各以事诿。公刻日独进，而悬赏格得其魁者千金。抵厦门，厉气



巡军。忽辕门鼓三骇，郑尽心已为其党所密首捕得之矣。方公之未至

闽也，郑尽心既啸聚海隅，而山贼陈五显亦相应和。尽心既获，五显

亦就抚。而公官罢闻命即送符篆俾他人上之而不有其功。

④先是，杭、湖二郡米价犹踊。督粮道请折价分授有疵运弁②，沿途

采籴赈济。而运弁干没，粮额缺，遂挂吏议。公既罢归，上惜其才，

复命督理子牙河，给原阶，而公竟卒。

⑤公始入台③，有所陈，会上以他事震怒，而公直前，必申所请。居

台中五年，所条奏皆关大体。公自内擢，所居皆清要，卒秉节钺两镇

大藩，可谓遇且显矣。其卒也，年六十有五。而浙、闽之民及海内士

大夫知公者，莫不相聚太息，恨公之无年，而惜其才有未尽试焉。

（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方苞集》，有删改）

[注]①黄公：名秉中，字惟一。②运弁：低职的押运武官。③台，指

内阁。

15.写出下列加点词在句中的意思。（2 分）

（1）何与饥者（ ） （2）浙民既苏（ ）

16.为下列句中加点词选择释义正确的一项。（2 分）

（1）是吾民所尸祝也（ ）

A.祭祀人 B.主持人 C.保护 D.崇拜

（2）会温、台二郡大穰（ ）



A.丰收 B.歉收 C.种植 D.饥荒

17.第③段画线部分有三处需加句读，请用“/”把这三处标识出来。（3

分）

而 公 官 罢 闻 命 即 送 符 篆 俾 他 人 上 之 而 不 有 其 功。

18.把第⑤段画线句译成现代汉语。（5 分）

公自内擢，所居皆清要，卒秉节钺两镇大藩，可谓遇且显矣。

19.第④段“上惜其才”让黄秉中官复原职，请围绕他在杭、湖的赈灾方

略，分析皇帝“惜才”的原因。（3 分）

20.本文围绕黄公“民不能忘，帝眷有终”来选材和叙事的，对此加以分

析。（5 分）

（五）阅读下文，完成第 21－24 题。（12 分）

资仁堂记

（明）邵宝

①吾邑砖桥钱君孟润之为堂也，君子过之而见其扁①者，问之曰：“君

之堂何以名‘资仁’哉？”君起而对曰：“吾闻之：仁者，人也。人而不仁，

不可以为人。吾斯惧焉。虽不敏，不敢不勉。名吾堂所以志也。”

②曰：“‘为仁由己’，孔子之训也，君而不闻乎？顾舍诸而言资也？无亦

重自任而轻人之求欤？”曰：“何敢然哉？资之于仁，大矣。□如不敏者，

非资焉，言则曷听，行则曷观？《礼》曰：‘率法而强之，资仁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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