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康区第三高级中学 2023-2024 学年高三上学期暑期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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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 小题。 

材料一 

中国从先秦开始，就有一个“文”的传统，也存在着一种独一无二的、

往往被学界忽视的散文“原型”——文化的“天人合一”。散文的这种精

神话语，主要体现在几个层面：其一，自由无待，随物赋形。庄子是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把用于表现“散木”“散人”之“散”，即表现“无用”

的语言形式称为“卮言”。而他的散漫无拘束的文章形式和超拔的想象，

表现的正是他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散文精神。其二，崇尚自然，物

我合一。庄子反对以人为中心的功利主义态度，主张“丧我”“弃知”“物

化”。因此，他认为文章应“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庄子·杂篇·天下》）其三，

诗性智慧。这也是构成中国散文精神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诗性智慧，

它的前提是“诗性”，是创造性、想象性和审美性的融合；而智慧是对

于知识的反思和超越，也是一种滋润僵硬知识和理论的调和剂。其四，

是“造气”“造势”之内功。曹丕在《典论·论文》里说：“文以气为主”，

以后的文论家又将“气”引申为“气势”。所谓“气势”，指文学作品尤其

是散文所表现出的一种充盈流转的精神活力，是以作者的气质、才性、

习染、志趣、德操等主体精神因素为支撑的风骨底气，呈现在散文中



则是作者的精神气象。上述四方面的“原型”精神，就是中国散文传统

精神元气的标识，也是散文文体内在的张力。 

强调文人“言志”的情趣，弘扬散文的“休闲”功能，也是中国传统“言志”

散文理论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实质上是强调散文“寓教于乐”中“乐”

的维度，即强调让读者在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中获得陶冶、教化和愉

悦。“言志”散文的“寓教于乐”，自然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载道”的功

能，但与“载道”散文比较起来，更侧重于发挥“休闲”的功能。于此，

不论是古代在仕与不在仕的士大夫，还是现代的散文家和文论家，可

谓是灵犀相通，都注重以诗文自乐，以诗文交流而互娱。他们一方面

重视自我进德修为的养气，另一方面又喜欢寄情于山水民间，讲究闲

情逸致，注重文章的情趣。正所谓“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

日，故虽不求趣，而趣近之”（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正是

这种“求趣”而轻“载道”、无拘无缚、自在自得的散文观和人生态度，

使得晚明小品明心见性，可近可亲，独具一格。因此，我们建构本土

化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不能一味强调散文“载道”的教化功能而忽视

其劳作之后可以借此休闲的功能。 

（节选自吴周文、陈剑晖《构建中国自主性散文理论话语》，有删改） 

材料二 

精神与境界形成散文的“人格”，文体与语体形成散文的“文格”，“格”

在辞典释义中有“表现出来的品质”的含义，散文的“人格”就是其所表

现出来的“人”的精神品质，品质高者，散文自有“人格”魅力。一篇好

的散文取决于其展现的作者人格的高度，它往往有丰富新颖的知识与



经验、美好的情感与趣味、健全的思想和高尚的精神境界。“文格”是

通过文体与语体体现出来的“文”的品质，是与人格相统一的文章的符

号层面，包括文体、结构、笔调、修辞、文字等。文格是人格的自然

延伸，与人格息息相关，高的“人格”需要高的“文格”来显现。“人格”

与“文格”的融合形成散文整体的“风格”。 

散文是人与文的合一，人与文一体两面，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以一

体两面的“人—文”为核心，散文的一些文体特征如一般所谓散文的个

性、自由、真实、诗意等就能得到合理阐释。人与文的一体两面，换

言之即“文”与“人”之间没有中介，“文”是作者——“人”的直接呈现，因

而，“人”的个性也就在“文”中直接呈现出来。“自由”不是指散文没有

内容与形式的要求，而是说作为散文直接源头的“人”是自由的，人心

是包罗万象的宇宙，这颗“心”是“散”的，也就是自由的。正是与

“人”——作者直接相通，散文的真实才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这个真

实不必是事实的真实，更非虚构的真实，而是“人”“心”本有的真实。

诗意实际上是“人”“心”达到的最高境界及在文中的显现。 

人与文的合一某种程度上显现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理气一体和体用

不二的传统智慧。中华文化不强分主客、本末和体用，而是强调圆融

统一，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理解模式和文化传统。中国文论如《典

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都是将人品与文品合一，

强调作品风格与作家才性气质的关系。风格作为一种“体”，文章风格

与作家才性是“表里必符”的关系。中国文论历来强调知人论世，不像

西方文论那样注重纯文本的分析。 



（节选自汪卫东《文章传统与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重构》，有删改） 

1.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 “卮言”是自由自在之言，是应对象之变化而随之变化的言说方式，

体现了中国散文“自由无待，随物赋形”的精神。 

B. 作者的精神气象，也就是以作者的气质、才性、习染、志趣、德

操等主体精神因素为支撑的风骨底气，影响着散文的“人格”。 

C. 与“载道”散文相比，“言志”散文更侧重“寓教于乐”，强调让读者在

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中获得陶冶和愉悦，其教化效果更好。 

D. 散文以一体两面的“人—文”为核心，是人与文的合一，“文”可直接

呈现“人”的个性，“人”的个性亦可从“文”中直接感知。 

2. 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 古代士大夫都很重视自我进德修为的养气，注重从“养气”入手来提

升文章的“情趣”，孟子就曾说过“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B. “人格”与“文格”的融合形成散文整体的“风格”，其中“人格”是决定性

因素，“人格”的高低决定着“文格”的优劣。 

C. 散文的“真实”不是事实的真实，而是“人”“心”本有的真实，也就是

说，文章表现的是作者真实的人格、真实的情感。 

D. 中国文论历来强调知人论世，不像西方文论那样注重纯文本的分

析，而“知人论世”的文论传统与“人文一体”的精神是相通的。 

3. 下列选项，不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观点的一项是（ ）（3

分） 

A. 曹丕《典论·论文》：“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



不胜辞。” 

B. 王充《论衡·超奇篇》：“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

相副称。” 

C. 刘大櫆《论文偶记》：“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

以字句准之。” 

D. 刘勰《文心雕龙·祝盟篇》：“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

在于无愧。” 

4.朱自清曾说，现代“小品散文的体制，旧来的散文学里也尽有”。重

构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可从“旧来的散文学里”吸纳哪些思想？请结合

材料谈谈你的看法。（4 分） 

5.“崇尚自然，物我合一”的散文精神，在苏轼的散文中也有体现，请

以《赤壁赋》为例，谈谈你对此的理解。（6 分） 

（二）现代文阅读 II（本题共 4 小题，1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 小题。 

镖头杨三 

聂鑫森 

杨三的名气很大。杨三的镖局名叫吉成镖局。他从十八岁开始当镖头，

到不惑之年，还没有过“失镖”的记录。 

这一年年景不大好，秋收后，湘潭城里的粮价不但没有落下去，反而

上涨了，而且涨价的大米还供不应求。这天他正跟一个老者下棋，突

然城中最大的茂丰粮行老板朱启人找他走一趟镖，运一批粮食去贵州。 

茂丰粮行此次出行的有二十多辆马车，装运着几万斤上等白米。粮行



随行的只有一个账房和一个伙计。朱启人说：“粮队所经的地方民风

强悍……”杨三说：“如若失镖，我杨三赔偿。”朱启人说：“这就好，这

就好！” 

第二天一早出发时，杨三骑马在前面开路，挎一口单刀。在风扬起的

尘雾中，镖旗在第一辆马车上自矜而立。一路无事，渐渐地进入湘西。 

这一天傍晚，他们在一家车马大店安歇下来。阳光金红金红的。远处，

青山如黛。 

天色暗了下来，他点燃桌上的桐油灯，摆开棋盘，忽听见隔壁房里有

棋子落桌的脆响，寂寞感油然而生。要是有个人下下棋，多好，他忍

不住走出门，来到隔壁房间的门前。房门敞开着，果然是一个穿长衫

的很文弱的中年人在自己跟自己下棋，神情十分专注。杨三咳了一声，

那人抬起头来，问：“先生找人？”杨三在光影中看到的是一张白净的

脸，双目有神，便说：“冒昧冒昧，我就住在隔壁，听见有棋子的声

音，便过来看看。” 

“先生定是好棋之人，旅途相逢，何不来一局？” 

杨三飞快地扫了一眼房间，说：“正好来请教。我叫杨三，是湘潭吉

成镖局的，押镖路过这里。”那人说：“镖局？啊，我听说过，我是个

教书匠，叫沙风里，回贵州老家去的。长夜漫漫，在这里摆棋消磨时

间哩。” 

于是，他们坐下来，一边聊天一边下棋。 

“沙先生回老家省亲？” 

“是的。今年家乡年景很坏。很多田地因久旱无雨，颗粒不收，而粮



价飞涨，老百姓叫苦连天，有些地方竟出现食人肉的惨景。” 

“老百姓怎么活啊！”杨三叹息道。 

沙风里说：“政府虽有赈灾粮，贪官层层克扣，老百姓只有望天叫冤。” 

杨三说：“老百姓走投无路，往往冒险！” 

沙风里说：“先生所押何镖？” 

“大米。” 

“这大米老百姓如何买得起，简直是粒粒珠玑，享用的只是富豪阔佬，

唉。” 

一直聊到鸡叫三遍，杨三才恋恋不舍揖别回房。 

第二天出发时，沙风里也雇了一匹马和一个马夫，和杨三并排而行。 

粮行的账房曾暗地里告诫杨三，别让生人同行，以免出事。杨三一笑

曰：“他一介书生，防他做什么？” 

一连六七日，沙风里和杨三同吃同住，聊天，下棋，竟如兄弟一般。 

车马队进入了贵州境内。沙风里明日将走另一条路，要与杨三分手了。

夜里，沙风里用漂亮的行书写下一首七绝赠予杨三：“横刀江海世人

知，几日纹怦并酒厄，最忆镖师情言重，可怜野老倒悬时。” 

这一夜，他们一直聊到东方破晓，然后沙风里拱手揖别杨三，跨马飘

然而去。杨三望着渐小渐杳的影子，很是惆怅。 

一进入贵州境内，到处凄凄惨惨，村墟不见炊烟，路边横着饿殍，逃

荒的人一拨一拨在眼前经过。 

这天午后，行至一个荒僻处，忽然尘土飞扬，从一个山谷中窜出一彪

人马。领头的是个连鬓胡大汉，双手握一把单刀，他高喊道：“杨镖



头，请留下粮车！” 

杨三说：“朋友，我也是受人之托，护镖为生，请借一条路，以后再

重重致谢。” 

连鬓胡说：“我们之所以劫粮，实不为已，请留下粮车，可以活一方

百姓的性命。” 

杨三说：“如果是我的粮食，你尽管取去。只是镖行有规矩，主动丢

镖，罪同叛逆，杨三不愿坏一世英名。” 

连鬓胡说：“杨镖头，那就失敬了。”说毕，舞着单刀劈了过来，杨三

用单刀撩开。三五回合后，又有几人围将上来，或枪或锤或剑，真正

是蹄声如鼓，寒光如瀑。这几个人一边围着杨三，一边策马往后退；

杨三既无法脱身，又不忍用绝招伤他人性命，故一时难以取胜。 

在一个山的拐弯处，突然听见有人高喊：“众弟兄且停手。”随着喊声，

一马飞来，跨在马上的竟是沙风里！他依旧是长衫，布鞋，两手空空。 

杨三一愣，突然愤怒起来：“想不到是你，你原来是绿林中人！” 

沙风里笑着说：“不，我以前真是个教书匠。” 

“你跟着我，就是为了这些粮食？” 

“正是。杨先生，这一方百姓已饿死不少了，就等它救命。” 

杨三冷笑一声：“我不相信！你们得了粮食，又去卖高价！我不相信！

再说我从未失过镖，岂能毁声誉于一旦？” 

沙风里正色道：“你若让出粮车，可救百姓于不死，是大恩大德，怎

么只想着自己的声誉？” 

杨三握刀的手颤了一下。 



“杨先生如果不相信我，我可以舍此性命，以彰心迹。”说完，从怀中

抽出匕首。 

“慢！”杨三大喊一声。 

沙风里说：“杨先生留下粮车，如不好回去复命，请留下来，和我们

一起救济百姓。” 

“不。不是不敢，是不能。” 

…… 

残阳如血。 

吉成镖局归了朱启人，但他好些日子展不开眉头，常自语：“杨镖头

这样好的武艺，怎么会‘失镖’呢？几万斤雪白雪白的大米啊！” 

（有删改）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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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分） 

A．“房里有棋子落桌的脆响”“房门敞开着”等细节描写，从侧面表现了

沙风里精于设计、善于谋划的形象特点。 

B．“不是不敢，是不能”体现了杨三的矛盾心理，根据结尾推测，杨

三最后还是把粮食留给了百姓。 

C．小说运用第三人称讲述了杨三接镖、护镖、失镖的故事，并用沙

风里这一形象反衬杨三的江湖侠义精神。 

D．小说采用人物对话的形式，使叙事节奏紧凑，突出了人物的鲜明

个性，交代了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 

7．关于文中几处环境描写，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在风扬起的尘雾中，镖旗在第一辆马车上自矜而立。”运用拟人

手法，写出杨三护镖出行的壮观场面及其自信的性格。 

B．“阳光灿烂。远处，青山如黛。”以比喻的修辞描写“阳光”“青山”，

烘托杨三暂时放松的心情，为后文二人下棋营造氛围。 

C．“一进入贵州境内，到处凄凄惨惨，村墟不见炊烟，路边横着饿殍……”

写出了贵州灾民的惨状，与上文沙风里所谈家乡年景的情节相呼应。 

D．“残阳如血。”表面上写了夕阳西下，映衬出的晚霞犹如血色鲜红，

实际上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气氛，突出了故事的悲剧性。 

8．“伏笔”是小说重要的技巧之一。本篇小说中，杨三“失镖”，多处设

有伏笔，试找出其中三处加以分析。（6 分） 

9．聂鑫森的小说通过描写凡人琐事来体现出悲悯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请结合文本加以分析。（4 分） 

二、古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4 小题。 

材料一： 

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曰：“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

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

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临

淄之途，车辇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

富，志高而扬。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天下不能当。今乃西面事秦，

窃为大王羞之。且夫韩、魏之所以畏秦者，以与秦接界也。兵出而相



四境不守；战而不胜，以亡随其后。是故韩、魏之所以重与秦战而轻

为之臣也。今秦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至闱阳晋之道，径亢父

之险，车不得方轨，马不得并行，百人守险，千人不能过也。秦虽欲

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猲，高跃而不敢进，

则秦不能害齐，亦已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

是群臣之计过也。今无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国之实，臣固愿大王之少

留计。齐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赵王之教诏之，敬奉社稷以从。” 

（节选自《战国策·齐策一》） 

材料二： 

张仪为秦连横说齐王曰：“从人说大王者，必谓：‘齐西有强赵，南有

韩、魏，负海之国也，地广人众，兵强士勇，虽有百秦，将无奈我何。’

大王览其说而不察其至实。臣闻之，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国以危亡

随其后，虽有胜名而有亡之实。是何故也？齐大而鲁小。今赵之于秦

也，犹齐之于鲁也。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再胜秦；战于番吾

之下，再战而再胜秦。四战之后，赵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虽有胜

秦之名，而国破矣。是何故也？秦强而赵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妇，

为昆弟之国；韩献宜阳，魏效河外，赵入朝黾池，割河间以事秦。大

王不事秦，秦驱韩、魏攻齐之南地，悉赵涉清河，指博关，临淄、即

墨非王之有也。国一日被攻虽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愿大王熟计之！”

齐王曰：“齐僻陋隐居，托于东海之上，未尝闻社稷之长利，今大客

幸而教之，请奉社稷以事秦。”献鱼盐之地三百于秦也。 



齐策一》） 

10．材料二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

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3 分） 

国一日 A被攻 B虽欲 C 事秦 D 不可得也 E是故 F 愿大王 G 熟计之 

11．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狼顾，狼生性多疑，担心后边受到袭击，边走边回头看。后比喻

有所顾虑而环视周围情况，文中即是此义。 

B．连横，也称“连衡”。战国时期张仪倡导的政治主张，即六国事奉

秦国，与苏秦倡导的“合纵”相对。 

C．“大王览其说而不察其至实”中的“实”指实际情况，与《种树郭橐驼

传》中“不抑耗其实而已”的“实”意思相同。 

D．“再战而再胜秦”中的“胜”指胜利，与《项脊轩志》中“旧时栏楯，

亦遂增胜”中的“胜”意思不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苏秦从险要的地形、强盛的军力、众多的人口、富庶的百姓等方

面渲染齐国的强大，意在激起齐王事秦的羞耻心。 

B．韩国、魏国与秦国作战，无论战胜还是战败，均会导致巨大的损

失甚至亡国，所以两国都容易向秦屈服。 

C．苏秦认为秦国攻打齐国是虚张声势，因为秦国有韩国和魏国的后

顾之忧，更重要的原因是齐国比秦国强大。 

D．齐国与鲁国交战，鲁国三战三胜，却最终亡国，张仪将其原因归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计过也。

（4 分） 

（2）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赵王之教诏之，敬奉社稷以从。（4 分） 

14．请简要分析张仪是如何说服齐王“献鱼盐之地三百于秦”的。（3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 15—16 小题。 

念奴娇·瓢泉酒酣，和东坡韵  

辛弃疾 

倘来轩冕②，问还是、今古人间何物？旧日重城愁万里，风月而今坚

壁。药笼功名，酒垆身世，可惜蒙头雪。浩歌一曲，坐中人物三杰。 

休叹黄菊凋零，孤标应也有，梅花争发。醉里重揩西望眼，惟有孤鸿

明灭。万事从教，浮云来去，枉了冲冠发。故人何在？长庚应伴残月。 

【注】①此词是辛弃疾闲居铅山瓢泉时的感兴之作，用苏轼《念奴

娇·赤壁怀古》的韵而自抒怀抱。②轩冕，古时指大夫以上官员的车

乘和冕服，可用来指代官员的官位极爵或功名。 

15．下列对这首词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古往今来，功名究竟为何物？诗歌开篇发问，表现了对宦途功名

的困惑和思考。 

B．“重城愁万里”，化虚为实写愁，这与李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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