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积中学 2023-2024 学年度第一学期高一年级第一次月考 

语文科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33 分） 

（一）现代文阅读 I（本题共 4小题，15 分）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①《百合花》在爱的精神上与《红楼梦》是相通的，茹志鹃用古典精神叙述了一个现代

故事。独石成峰的《百合花》既是对逝去的温暖岁月的追忆，也是对《红楼梦》的一次遥远

的回应，一个庄严的致敬。 

②《百合花》成功的经验，就是用白描手法对人物和物象进行简洁而准确的描写。这种

由《史记》和《红楼梦》等经典作品传承而来的描写技巧，极大地过滤了作者的简单而随意

的主观判断，排除了作者的缺乏真实性的消极想象，以一种切实、客观的方式，来写人物的

神态、语言和动作。《红楼梦》的艺术特点就是直接“摆事实”，用朴素、直接的方式描写

人物的动作和话语，通过人物自己的行为，来显示他们性格和内心世界。尤其是人物之间的

对话，作为一种人物心理活动的直观的“事实”，更是有助于小说家用来塑造人物。《百合

花》继承了《红楼梦》的叙事能力以及描写对话和细节的技巧。在《百合花》中，茹志娟运

用白描手法几乎达到了极为成熟的境界，取得了令人赞赏的叙事效果，她是一个会用文字两

像的人，一个会用文字传递声音的人，她对新媳妇的描写，就给人一种绘国才有的生动、逼

真的印象。 

③象征既是一个外在的具象的世界，也是一个内在的情感的和观念的世界。正像《红楼

梦》通过花草树木来彰显人物的性格，来暗示人物的境遇和命运一样，茹志娟也通过对大量

自然物象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美好的内心世界。当然最具核心意义的象征意象还是百合花。

百合花是充满湿馨感的幸福之花，而在《百合花》中，“百合花”至少可以被解读出两个层

面的象征意义：一个是对勇敢的牺牲者深情的赞美，一个是对纯洁而惋伤的母性之爱的表达，

这个象征甚至还隐含着这样一个意义层面：一个稚气未脱的战士，尚未体验过爱情的欢乐，

就被战争夺去了生命，死得太可惜了。我们有太多的关于战争和死亡的文学叙事，但却往往

过于“宏大”，过于空洞，甚至过于冷漠。所以，在茹志娟这里，这种由“百合花”象征着

的充满母性之爱的伟大情感，就令人特别感动。 

④《百合花》具有核心意义的主题，就是赞美人们之间淳朴的感情，尤其是表现那种纯

洁而美好的“没有爱情的爱情”。小说里，“我”对通讯员是爱着的，新媳妇对这个孩子似



的战士也是爱着的。这里既有两位女性对于通讯员基于母性意识的疼爱，也有模模糊糊的异

性之间的纯洁的喜爱——只是后者像火花一样，刚刚出现，就熄灭了；然而，也正因为稍纵

即逝，它越发显得美好、宝贵。这种羞涩而敛抑的爱的情感，乃是《红楼梦》中描写得最成

功也最感人的一种情感。可以说，正是《红楼梦》教会了茹志鹃洞察和描写这种纯洁的爱。

“为什么要有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现在我可以坦白说，原因是我要写一个处于

爱情的幸福旋涡中的美神，来比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没有爱情的爱情、

母性之爱，这不正是《红楼梦》里许多人物之间最美好、最纯洁的“爱情”的特点吗？不正

是茹志鹃对《红楼梦》所表现的生活情调的认同吗？ 

（摘编自李建军《<红楼梦>的孩子论<百合花>的谱系、技巧与主题》） 

文本二 

阅读文学作品时，从自己的感受出发，用简要的文字把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分析和评价

写出来，就是文学短评。写文学短评，有利于梳理、积累个人的阅读经验，领悟创作、鉴赏

的规律，提高审美能力。 

写文学短评要善于聚焦，从“小”处切入。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从多方面触动我们的情

思，引发我们的思考，值得评论的点很多。写短评时要能够聚焦，如果面面俱到，很容易失

之浮泛。比如，作者怎样渲染气氛，怎么描摹景物，抒发了什么情感，运用了哪些手法等，

都可以成为评论的焦点。 

写文学短评主要运用叙议结合的方式，要在适当复述、介绍或引用作品内容的基础上，

展开分析和评论，“叙”要精当，为“议”提供支撑或依据；“议”要紧密结合“叙”，思

路清晰，态度鲜明，最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叙议有机融合，才能将见解表达清楚，有理有

据，令人信服。 

（摘自统编高中语文必修上册教材） 

【小题 1】 

1. 下列关于文中的“白描手法”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用“白描手法”对人物和物象作简洁而准确的描写，是《百合花》成功的原因之一。B. 《百

合花》描写人物的“白描手法”与《红楼梦》中“直接‘摆事实’”有相通之处。C. “白

描手法”就是以一种切实的、客观的、朴素的方式写人物。拒绝创作者的主观想象。D. 作

家用“白描手法”描写人物时，尤其要注意作为人物心理活动直观“事实”的对话。

【小题 2】 

1. 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采用总分的论证结构，从白描手法、象征意义和小说的主题三个角度论述了《百合

花》的艺术特点和情感美。B. 文章自始至终将《百合花》与《红楼梦》对照着写，从文学

的经验传承的角度揭示了《百合花》与《红楼梦》的关系。C. 第三段在解读“百合花”象

征意义的基础上，将《百合花》与一些战争题材的文学叙事对比，指出其感人的原因。D. 第

四段引用茹志鹃的一段话，目的是论证“没有爱情的爱情”是《红楼梦》里最美好、最纯洁

的“爱情”的特点。

【小题 3】 

1.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 茹志鹃《百合花》的创作意图，是通过对《红楼梦》的遥远的回应，表达对曹雪芹及其

伟大作品《红楼梦》的敬意。B. 白描手法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的，主要用于对人物

和景物的描写，到今天已广泛运用于各类题材的文学创作中，C. 《百合花》中有许多具有

象征意味的物象，如“月亮”、通讯员枪筒里的“野菊花”等，当然最核心的物象还是百合

花。D. 叶圣陶说“艺术的事情大都始于模仿，终于独创”，《百合花》是对《红楼梦》的

模仿，因而不属于茹志鹃的艺术独创。

【小题 4】 

1. 请结合文本二对“文学短评”的界定和分析，简要阐述文本一第②段的文学短评有何特

点？ 

[知识点] 

分析论点、论据、论证方法 ， 书评 ， 理解重要概念含义 

[答案] 

【小题 1】 C 

【小题 2】 D 

【小题 3】 C 



【小题 4】 ①善于聚焦，从“小”处切入。文本一第二段主要从白描手法的角度鉴赏《百

合花》的成功之处。 

②运用叙议结合的方式。如在论述《百合花》的描写技巧由《史记》和《红楼梦》等经典

作品传承而来的观点时，用《红楼梦》直接“摆事实”，用朴素、直接的方式描写人物的

动作和话语的艺术特点来进行论证。如举了作者对新媳妇的描写的例子来论证《百合花》

运用白描手法几乎达到了极为成熟的境界的观点。 

[解析] 

【小题 1】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中重要概念或词语含义的能力。 

C.“拒绝创作者的主观想象”错误。原文为“极大地过滤了作者的简单而随意的主观判断，

排除了作者的缺乏真实性的消极想象”，可知白描并不是“拒绝创作者的主观想象”而是

排除作者缺乏真实性的消极想法。 

故选 C。 

【小题 2】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D.“第四段引用茹志鹃的一段话，目的是论证‘没有爱情的爱情’是《红楼梦》里最美好、

最纯洁的‘爱情’的特点”错误，由原文茹志娟说的“原因是我要写一个处于爱情的幸福

旋涡中的美神，来比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可知，“正是《红楼梦》

教会了茹志鹃洞察和描写这种纯洁的爱”，才写出《百合花》里这种“没有爱情的爱情”。 

故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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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志鹃《百合花》的创作意图，是通过对《红楼梦》的遥远的回应，表达对曹雪芹及

其伟大作品《红楼梦》的敬意”错误，由最后一段可知，《百合花》的主题“就是赞美人

们之间淳朴的感情，尤其是表现那种纯洁而美好的“没有爱情的爱情”。 

B.“白描手法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的”错误，由原文“这种由《史记》和《红楼梦》

等经典作品传承而来的描写技巧”可知，白描手法是《史记》首创的，在文中并没有依据。 

D.“《百合花》是对《红楼梦》的模仿，因而不属于茹志鹃的艺术独创”错误，由原文“《百

合花》继承了《红楼梦》的叙事能力以及描写对话和细节的技巧”以及“独石成峰的《百

合花》既是对逝去的温暖岁月的追忆，也是对《红楼梦》的一次遥远的回应，一个庄严的

致敬”可知，《百合花》只是对《红楼梦》的继承和发扬，并不是模仿。 

故选 C。 

【小题 4】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由文本二“写文学短评要善于聚焦，从‘小’处切入”“写文学短评主要运用叙议结合的

方式，要在适当复述、介绍或引用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展开分析和评论”可知主要观点为

要从“小”处切入，要运用叙议结合的方法。文本一正是运用了这两种方法。 

由“《百合花》成功的经验，就是用白描手法对人物和物象进行简洁而准确的描写”可知

文本一第二段善于聚焦，从“小”处切入。主要从白描手法的角度鉴赏《百合花》的成功

之处。 

“这种由《史记》和《红楼梦》等经典作品传承而来的描写技巧……”“《红楼梦》的艺

术特点就是直接“摆事实”，用朴素、直接的方式描写人物的动作和话语，通过人物自己

的行为，来显示他们性格和内心世界。尤其是人物之间的对话，作为一种人物心理活动的

直观的“事实”，更是有助于小说家用来塑造人物”，用《红楼梦》直接“摆事实”，用

朴素、直接的方式描写人物的动作和话语的艺术特点来论证《百合花》的描写技巧由《史

记》和《红楼梦》等经典作品传承的观点。 

“在《百合花》中，茹志娟运用白描手法几乎达到了极为成熟的境界，取得了令人赞赏的

叙事效果，……她对新媳妇的描写，就给人一种绘国才有的生动、逼真的印象”，举了作



者对新媳妇的描写的例子来论证《百合花》运用白描手法几乎达到了极为成熟的境界的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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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走严庄①（节选） 

茹志娟 

去年，正是高粱红的时候，我和军区民运部的老马同志第一次来到了严庄。严庄这地区

地方武装力量不够强，还残留了一部分政治土匪，他们勾结地主，经常有活动。因此这地区

的土改工作就有些特殊，农民一方面迫切地要求土地，另一方面又有顾虑，不敢要土地。我

和老马去严庄的任务，就是发动群众进行土改。 

严庄是个好地方，庄前庄后一抹平地，只在地平线上，淡淡地勾出一些高山的轮廓。我

们由区队员带领进庄的时候，虽然是大白天，但是庄里肃静无声，静得叫人不安。我们首先

来到农会长严来全的家里。 

窗前的炕头上，端端正正坐着一个妇女，有二十多岁，这大概是来全嫂了。她低眉垂眼

地在做针线，好像根本没看见她家来了两个陌生的客人。我当时想，这个来全嫂恐怕属于那

种不问外事，安分淑静的妇道人家。 

老马和来全谈着如何串联群众，培养积极分子，怎么开齐心会搞土改。不知什么时候，

那位宁静的妇女已悄悄地下了炕，靠在房门框上听我们谈话。我一回头看她，她还大大方方

地朝我笑了笑。 

当晚我就睡在来全家，和来全嫂睡通铺。“女同志，你没睡着吧！”来全嫂轻轻地说话

了，并且还朝我身边挨了挨，“你说，我们分地主的地，那红契呢？” 

这可能是她考虑了好久的一个问题，我连忙跟她说：“原来的地契是反动政府搞的，都

不能算数，拿来一把火烧掉，人民政府重新另发土地证。”“对！“她似乎解决了一个重大

的疑难，缓缓地吐了一口气不响了。看得出来，这个妇人绝不是一个榆木脑袋，我对她产生

了兴趣，于是我问： 

“大嫂子，你叫什么名字？” 

“咱没念过书，没名字。” 

“小名呢？” 



“小名难听死了。我在家顶小，我娘就叫我收黎子。” 

收黎子，收黎子，这天晚上，我怀着这极动听的名字睡着了。 

转天晚上，她拉住我膀子又问了： 

“昨黑，你说把地主的红契都拿来烧了，要是地主把它藏了呢？” 

又是一个意外的问题，我只得说：“藏了？那还能找不到？” 

我忽然觉得，这位淑静而又有点封建的收黎子是多么关心土改，她关心红契，更可贵的

是，她在言语之间，对反动势力没有丝毫的畏怯。这才是土改中真正的骨干分子。我兴奋起

来，一把抓着她的胳膊说： 

“收黎子，你敢不敢分地主的地？”她却仍是那样安静，笑了笑说： 

“这……我不当家。” 

我对这位端坐炕上的收黎子不禁又气又爱。只得说：“嫂子，现在男的女的都一样了。”

我把灯吹熄，躺下不响。一会儿，她倒又在我耳边轻轻地说话了： 

“我说，地主把地契藏起来也不要紧，要是咱的政府占住这里，他拿着也是白拿；要是

反动派过来了，反正没咱的日子过，他有没有地契总是个财主，你说是不是？” 

“是，你说得很是。”我十分赞同她。的确，她想得非常透彻，可她就是把这些道理收

在肚里，不敢开口，不敢往外拿。唉！收黎子，收黎子…… 

贫雇农齐心大会第二天就在来全家的堂屋里召开了，二十多个给地主、反动派压榨得黄

了脸、弯了腰的穷爷们，从天傍黑起，就一个一个地溜进来全家里。收黎子出来给灯里添了

油，加了两根灯草，就走进里屋，一直没露脸。 

会议一开始，来全说了几句团结起来斗争地主的话。 

大家都没开口。 

他等了一会，看看大家只是抽烟咳嗽，不知怎么就来了火，红了脖子，猛地一拍桌子，

粗了喉咙喊道： 

“要地的留下，豁出来干；不要地的出去！”他这一拍桌子一喊，把来开会的人都吓得

怔住了。老马连忙站起来，但还没开口，我身边的房门帘子一动，收黎子垂着眼皮，站在房

门里，怯怯地说道： 

“老少爷们，我说，咱们还是要地。” 



她轻声细语的一句话，那些站起的，要走的，都一齐停了下来。虽然收黎子的嘴唇微微

有点哆嗦，但是话却说得很稳很清楚。 

“咱们祖祖辈辈从没说要分地主的地，结果也没个好日子。像我娘，本庄的爷们都知道

的，她给地主害死了。我说，倒不如分，闯个活路。” 

收黎子说完了，才抬起眼，迅速地向大伙扫了一眼，就立即隐到房里去了。屋子里肃静

无声，也没任何的动作。来全张开嘴巴，似乎也给自己媳妇的这番话镇住了。小屋里给她这

几句热血沸腾的话一喊，气氛立刻激烈起来，当即有两个青年热气腾腾地站起来说话。一个

花白胡子的老人，忽然从人丛中走过来，一手拿着一只咯咯叫的雄鸡，一手拿着一把刀，准

备给大众滴血起誓。 

会一散，我们就连夜组织了看家队，并立刻派出岗哨，监视恶霸地主独眼狼。严庄苏醒

了，严庄的人民，再也不贴着墙根走路，而且有了笑语，有了歌声，他们双手举起压了他们

几千年的大山，把它摔得粉碎。 

（有删改） 

【注】①《三走严庄》以淮海战役为背景，写“我”三次到严庄的见闻。选文讲述的是第一

次到严庄的事，是“我”在淮海前线的回忆。 

【小题 1】 

1. 关于文中贫雇农齐心大会的部分，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二十多个村民趁天黑“溜”进会场，会上又不敢响应，体现了他们心中有顾虑。B. 收黎

子给灯里添油加灯草后就走进里屋，但她其实时刻在暗中关注着会场情况。C. 面对大家的

沉默，来全红了脖子，猛拍桌子并大声发火成为打消众人顾虑的关键。D. 严庄苏醒了，严

庄人民有了笑语，有了歌声，体现了贫雇农齐心大会取得成功。

【小题 2】 

1. 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小说开篇介绍严庄的基本情况，表现出当地反动势力猖獗，突出了土改工作的艰难，为

后文故事的开展提供了社会背景。B. 当我们进庄时，虽是大白天，庄里却肃静无声，这样

写是为了突出严庄地理位置的偏僻以及此地封闭保守的环境特点。C. 文章描写“我”初见

收黎子端坐炕头情景时，用了“大概”“好像”“恐怕”等表揣度的词语，这是以“我”的



视角交代人物。D. “我”在交谈中对收黎子的称呼有变化，称她“嫂子”是觉得她是一般

百姓，称她“收黎子”是把她当作亲密的同志。

【小题 3】 

1. 小说中收黎子这一人物的形象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渐展现出来，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小题 4】 

1. 茹志娟的小说在题材处理上善于以小见大，请以本文为例谈谈你的理解。 

[知识点] 

茹志鹃(1925-1998) 

[答案] 

【小题 1】 C 

【小题 2】 B 

【小题 3】 ①收黎子初次出场时低眉垂眼，似乎不问外事，展现了人物温良娴静、安分守

己的形象特点。②不断向“我”发问，展现出收黎子心灵深处对土地的渴望。③贫雇农齐

心大会上她不同凡响的话语，展现出她冲破封建牢笼的强烈愿望和对反动势力毫不畏惧的

勇敢。 

【小题 4】 ①选取小场景突显重大题材。本文设置了严庄土改这一特定场景，并将主要情

节放在来全的家中，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土改运动的重大历史题材。②塑造小人物映射广

大群体。小说着力刻画收黎子这一普通农村妇女形象，代表了对土改有着强烈渴望的广大

民众。③以微小细节传达深刻主题。小说通过收黎子对土改旁听、发问，齐心会上村民沉

默等细节，揭示了农民土改的内生需求和土改运动的艰巨性、复杂性这一深刻主题。 

[解析] 

【小题 1】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C.“来全红了脖子，猛拍桌子并大声发火成为打消众人顾虑的关键”错误，从“他这一拍

桌子一喊，把来开会的人都吓得怔住了”来看，他这番发火并没有打消众人顾虑，从“来

全张开嘴巴，似乎也给自己媳妇的这番话镇住了。小屋里给她这几句热血沸腾的话一喊，

气氛立刻激烈起来，当即有两个青年热气腾腾地站起来说话”可看出，真正打消顾虑的，

是收黎子的一番话。 

故选 C。 

【小题 2】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鉴赏文章内容及艺术特色的能力。 

B.“这样写是为了突出严庄地理位置的偏僻以及此地封闭保守的环境特点”错误，从“严

庄是个好地方，庄前庄后一抹平地，只在地平线上，淡淡地勾出一些高山的轮廓”和“二

十多个给地主、反动派压榨得黄了脸、弯了腰的穷爷们，从天傍黑起，就一个一个地溜进

来全家里”等可见，此地并不偏僻，封闭保守也于文无据。这么写是为了烘托出在反动派

统治下村庄氛围的紧张，也烘托出群众“迫切地要求土地，另一方面又有顾虑”的紧张担

忧心情。 

故选 B。 

【小题 3】 

本题考查学生赏析人物形象的能力。 

“逐渐展现”指人物的性格特点是一点点展现出来的，从文中来看，初次见到收黎子，她

“低眉垂眼地在做针线，好像根本没看见她家来了两个陌生的客人”，从而带给“我”“属

于那种不问外事，安分淑静的妇道人家”的印象，写出她温良娴静、安分守己的形象特点。 

夜晚，我和来全嫂睡通铺时，收黎子询问“我们分地主的地，那红契呢”；“转天晚上，

她拉住我膀子又问了”“你说把地主的红契都拿来烧了，要是地主把它藏了呢”等，“我

忽然觉得，这位淑静而又有点封建的收黎子是多么关心土改，她关心红契，更可贵的是，



她在言语之间，对反动势力没有丝毫的畏怯。这才是土改中真正的骨干分子”，她不断向

“我”发问，展现出心灵深处对土地的渴望。 

最后，当召开贫雇农齐心大会时，“来全说了几句团结起来斗争地主的话。大家都没开口”，

来全发火，“我身边的房门帘子一动，收黎子垂着眼皮，站在房门里，怯怯地说道：‘老

少爷们，我说，咱们还是要地’”“她轻声细语的一句话，那些站起的，要走的，都一齐

停了下来。虽然收黎子的嘴唇微微有点哆嗦，但是话却说得很稳很清楚”“我说，倒不如

分，闯个活路”，她不同凡响的话语，展现出她冲破封建牢笼的强烈愿望和对反动势力毫

不畏惧的勇敢。 

【小题 4】 

本题考查学生赏析文章体裁特征及表现手法的能力。 

“以小见大”，在本文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以小事件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如本文写的是

土地改革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然而并没有选取斗争地主、打击反动派、改革分地等大

场面进行描写，而是精心选取了一处小小的村庄“严庄”，书写的情节则是来全家开贫雇

农齐心大会时的小小波澜，凭借着小场景、小情节来突显重大题材。 

二是以小人物反映广大劳动人民，文中主要人物是来全嫂收黎子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她

看起来温良文静、安分守己，就和所有勤恳老实的农民一样，然而她内心中却涌动着对土

地、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渴望；她的几次发问，次次都询问到土改时农民最担心的事情，可

见她一直在用心思索土地改革的可行性；她在齐心大会上坚定地表示“要地”，更流露出

百姓们内心对土改的强烈渴望。她代表的就是广大劳动人民。 

三是用小细节来反映文章主旨，收黎子对土改的几次发问，足见她十分关心土改；但当“我”

问她“你敢不敢分地主的地”时，她安静地笑说“我不当家”；“她想得非常透彻，可她

就是把这些道理收在肚里，不敢开口，不敢往外拿”，这正和齐心会上村民们的表现如出

一辙，“二十多个给地主、反动派压榨得黄了脸、弯了腰的穷爷们，从天傍黑起，就一个

一个地溜进来全家里”，足见村民们内心都极其渴望分地，然而因为对地主长久以来的权

威和反动派武装的顾虑，他们“都没开口”“只是抽烟咳嗽”，拿不定主意，这些细节充

分反映出当时土改运动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深化主题。 

二、古代诗文阅读（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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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居易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年十五六时，袖文一篇，投著

作郎吴人顾况。况能文，而性浮薄，后进文章无可意者。览居易文，不觉迎门礼遇曰：“吾

谓斯文遂绝，复得吾子矣。”贞元十四年，始以进士就试，授秘书省校书郎。居易文辞富艳

尤精于诗笔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章武皇帝纳谏思

理，渴闻说言，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遗。居易与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举，

交情隆厚。稹自监察御史谪为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学士李绛、崔群上前面论稹无罪，居易累

疏切谏，疏入不报。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

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追诏授江州

司马。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在湓城，居易与凑、

满、朗、晦四禅师，每相摧游咏，跻危登险，极林泉之幽邃。元稹在通州，篇咏赠答往来，

不以数千里为远。十四年三月，元稹会居易于峡口，停舟夷陵三日，置酒赋诗，恋恋不能诀。

其年冬，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

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居易初对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达顾遇，

颇欲奋厉效报，苟致身于許谟之地，则兼济生灵。蓄意未果，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

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官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会昌中，

请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

山居士。 

（选自《旧唐书·白居易》） 

【小题 1】 

1. 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 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

子多之/B. 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

/而士君子多之/C. 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

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D. 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

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

【小题 2】 

1.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后进，现在指学识或资历较浅的人，也指进步较慢、水平较低的人或集体。文中指后

辈。B. 司马，原为掌管军政和军赋之官，唐中期后，边远州司马常作为官员贬降之职。C. 居

士，旧时对在家信道拜佛的人的泛称，也称有德才而隐居不仕的人。白居易用来自称。D. 致

仕，指仕途结束，即被贬或流放，相同意思还有致事、致政等等。文中指白居易遭流放。

【小题 3】 

1.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白居易才华横溢。他十五六岁时，曾袖揣着自己的文章去拜访擅长写文章的顾况，顾况

看到文章后，内心折服。B. 白居易性情洒脱。在滥城时，他不把贬谪的事情放在心上，常

常和四位禅师结伴游玩吟咏，感受自然的幽深静谧。C. 白居易敢于直谏。他上疏直指皇帝

荒唐放纵不守法度，执政者无能，治理失当，再次遭到贬谪流放。D. 白居易重视友情。他

为元稹被贬屡次上疏，直言极谏，两人虽远隔千里却书信不断，相见甚欢，离别难舍。

【小题 4】 

1. 把文中划横线的句子和教材中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览居易文，不觉迎门礼遇曰：“吾谓斯文遂绝，复得吾子矣。” 

（2）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徒于江湖间。 

【小题 5】 

1. 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直接原因有哪些？ 

[知识点] 

史传文 

[答案] 

【小题 1】 B 

【小题 2】 D 

【小题 3】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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