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化市 2024 届高三八校联考第二次模拟考试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 小题，19 分）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诗在脱去逻辑的硬壳之后，需要的是新鲜的语言和它所呈现的极富内涵的心灵。每一首

传世的中国古典诗词都具有这样一个不会被穷竭的灵魂。“境界”就是心灵的状态。后工业

时代的中、西方普遍患有境界被污染病，或者作者干脆不知境界为何物。一次当我翻阅了一

本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中青年诗集后，合上书，我痛苦地感到这厚厚的一本选集里只有很少

的几首除外，其余都没有里尔克或华兹华斯所追求的高度。心灵的沙漠化使得很多年轻诗人

的诗充满了灼热而干燥的热风，没有意境可言。爱情与欲望成一体，肉体的探险成为刺激的

源头，或是塞满平庸的细节，如同杂货店的货架，诗不再给你飞越，而是沉重、平庸，读完

这种诗后我开始怀疑诗存在的必要，因为后工业社会日常的生活早已充满庸俗的刺激和平庸

的琐碎。

也许是东方人的关系，我的文化使我理解：诗人的痛苦和欢乐能化成他诗歌中不可穷尽

的艺术的美和力。杜甫、李白从来不会让他们生活中的痛苦成为平庸的琐碎的流水账。然而

打开今天的一本美国当代诗选，有不少诗像不在意地输入计算机的记录，没有光彩，没有生

命。是不是计算机文化已经使得诗魂如此麻木？我暗暗为我们今天有些年轻诗人担忧。

“境界”是沙漠里的绿洲，它出现在沙漠的侵略与压抑中，但却代表沙漠的灵魂中暗存

的力量与追求。如果只在诗中报道沙漠的沙粒如何如何，那真是只见沙子不见绿洲，这样的

诗，有的诗人辩解说它更真实，是后现代的真实。我仍然认为诗的功能不在于统计沙子的数

量，而在于点出绿洲的力量。无尽的沙子这一存在是数也数不清的可见者，它正在遮蔽我们

渴望看见的绿洲，而诗人的职责正是穿过可见的痛苦的存在，触到那被隐蔽的无形的不可见

的力量。追求表面的真实与准确的诗人，在看到“枯藤”时只追问这是哪一个钟点的枯藤？

什么时间的“昏鸦”？在追求琐碎平庸之物的“精确”描写时，却看不见那存在于这些平常

之物后面的不平常，得到了琐碎与平庸，却失去了潜在的生命的、艺术的魅力。诗能不能揭

示这种暗含于可见物之后的潜在力量，是一个价值标准，至少是我在判断一首好诗时的标准

之一。诗的境界代表诗人超常的悟性，穿透了可见、可数的事物的表面存在，悟到那潜在的

生命的力量，和自然的深邃不可测与人的相对渺小。

在现代西方世界，物质财富的力量占据了舞台中心，中国也许会滚向那个中心，被吸向

那个物质崇拜的圣坛。我作为个人的选择与对诗歌的选择，却更感到诗歌的悟性的深意能让

我穿透黄金的耀眼的光亮，看见那被遮蔽了的潜在的生命与艺术的意义。审美总是哲学的折

射，人的价值观起着很大的作用。我欣赏“二战”



后美国当代的诗，因为那时的诗人是在痛苦中追寻崇高，而今天的年轻的美国诗人的作

品，就我所接触到的，似乎更陶醉于可见的富足的存在与物质的创造，更屈服于物质的刺激

与科技的力量，他们的心灵在紧张的物质追求中，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去考虑精神的需要。当

然也还有一些诗人在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将思维引向无边的宇宙，走出了紧张平庸而

丰富的第一世界——日常生活。也许正是这人与自然的矛盾所造成的危机能解救富足的第一

世界的诗，使它能走出丰富的物质的封闭。

极端崇拜物质与极端推崇寡欲同样造成对人的损伤，然而历史常常摇摆于二者之间，进

入感性丰富而不迷失于其中，穿透感性丰富的表层而找见隐于其下的精神潜文本，这是诗和

哲学的探险。以所有的笔墨永无满足地沉湎于感性外表的描述，或与之相反，对感性世界麻

木和畏惧，空谈精神的崇高，同样都是自我欺骗，是诗和哲学的悲剧。

（选自郑敏《探索当代诗风——我心目中的好诗》，有删改）

【小题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中国古典诗词都具有一个不会被穷竭的灵魂，这说明中国古代诗人境界没有被污染，心

灵没有被沙漠化。
 

B. “在看到‘枯藤’时只追问这是哪一个钟点的枯藤？”这样的鉴赏不

可能触到诗中被隐蔽的无形的不可见的力量。
 

C. 无论西方世界还是中国，陷入物质崇拜都

可能影响诗人价值观，从而使其作品遮蔽了潜在的生命与艺术的意义。
 

D. 作者认同诗人“在

痛苦中追寻崇高”，但同时又认为“空谈精神崇高”是自我欺骗，具有鲜明的思辨色彩。

【小题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境界之于诗歌创作至关重要，失却这一灵魂的诗作，其内容往往呈现的是充满庸俗的刺

激和平庸的琐碎生活。
 

B. “瓢弃尊无绿，炉存火似红。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此处

杜甫升华了痛苦，不是生活的流水账，隐含深沉的家国情怀。
 

C. 作者认为不少诗人借助计

算机写作使得诗歌缺少诗魂而失去光彩和生命，这引起了作者对当下诗歌创作现状的担忧。
 

D. “我是黄昏的儿子／爱上了东方黎明的女儿／但只有凝望，不能倾诉。”顾城的这首诗

是诗和哲学的探险，符合文中好诗的标准。

【小题 3】下列选项，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第二段观点的一项是（ ）



A. 诗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真的成了阳春白雪，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真的沦落到曲高和

寡。（葛兆光）
 

B. 



诗人昌耀善于将古汉语熔铸进自己的诗歌当中，因而读他的诗歌，会获得一种新鲜的古老感。

（张伟）
 

C. 诗人要活在时代里面，要能够把时代的痛苦、欢乐、希望、动荡……最深最广

地体现于一身。（郭沫若）
 

D. 生活中有太多人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活着，好的诗人应该帮

助他们找到耳朵和眼睛。（张二棍）

【小题 4】本文是如何体现论证的严密性的？请简要分析。

【小题 5】2024 年 6 月 6 日，《星星》诗刊杂志计划发起新一届诗歌大赛，假如你是评委，

请根据上文为组委会制定入选好诗的三条标准。

[知识点]

学术论文

[答案]

【小题 1】 A

【小题 2】 C

【小题 3】 C

【小题 4】 ①论证思路严谨：文章先提出诗歌需要新鲜的语言和极富内涵的心灵的观点，

然后分析后工业时代中外诗人心灵沙漠化的现状及原因，最后从审美和哲学角度探索解决

问题的方法，思路清晰，逻辑严密；②论证手法多样：综合运用例证法、比喻论证和对比

论证，增强了观点的说服力；③论述语言准确：文中“普遍”“不少”“有些”等修饰限

制语，体现了语言的严密。

【小题 5】 ①语言鲜活，具有高雅境界；②提炼生活，展现艺术张力；③穿透表象，揭示

潜在力量；④主旨深刻，追求崇高精神。

[解析]

【小题 1】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辨析信息的能力。



A.“中国古典诗词都具有一个不会被穷竭的灵魂”扩大了范围。原文“每一首传世的中国

古典诗词都具有这样一个不会被穷竭的灵魂”中“中国古典诗词”前有限制语“传世

的”，选项说法扩大了范围。

故选 A。

【小题 2】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C.“借助计算机写作”曲解文意。原文是“有不少诗像不在意地输入计算机的记录”，选

项说法曲解原文。

故选 C。

【小题 3】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第二段观点：诗人的痛苦和欢乐能化成他诗歌中不可穷尽的艺术的美和力。

A.强调的是当下诗人的现状。

B.说的是诗歌语言的鲜活。

C.强调诗人要把个人融入时代，诗歌要体现时代。符合第二段观点。

D.侧重于诗歌对人的灵魂救赎的作用。

故选 C。



【小题 4】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从论证思路的角度分析，第一段“诗在脱去逻辑的硬壳之后，需要的是新鲜的语言和它所

呈现的极富内涵的心灵”，提出诗歌需要新鲜的语言和极富内涵的心灵的观点；第二段

“后工业时代的中、西方普遍患有境界被污染病，或者作者干脆不知境界为何物……心灵

的沙漠化使得很多年轻诗人的诗充满了灼热而干燥的热风，没有意境可言”，阐述了后工

业时代中外诗人的诗充满了灼热而干燥的热风，没有意境可言，心灵沙漠化的现状。第三

段“我仍然认为诗的功能不在于统计沙子的数量，而在于点出绿洲的力量”阐述了中外诗

人心灵沙漠化的原因。最后两段“审美总是哲学的折射，人的价值观起着很大的作用”从

审美和哲学角度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思路清晰，逻辑严密。

从论证手法的角度分析，“一次当我翻阅了一本 20世纪 80年代美国中青年诗集后，合上

书，我痛苦地感到这厚厚的一本选集里只有很少的几首除外，其余都没有里尔克或华兹华

斯所追求的高度”“然而打开今天的一本美国当代诗选，有不少诗像不在意地输入计算机

的记录，没有光彩，没有生命”，运用例证论证了阐述了后工业时代中外诗人心灵沙漠化

的现状。“爱情与欲望成一体，肉体的探险成为刺激的源头，或是塞满平庸的细节，如同

杂货店的货架，诗不再给你飞越，而是沉重、平庸”运用喻证阐述了心灵的沙漠化的表现。

“杜甫、李白从来不会让他们生活中的痛苦成为平庸的琐碎的流水账。然而打开今天的一

本美国当代诗选，有不少诗像不在意地输入计算机的记录，没有光彩，没有生命”运用对

比论证，将杜甫、李白的是和美国当代诗选中的诗进行对比，论证了“诗人的痛苦和欢乐

能化成他诗歌中不可穷尽的艺术的美和力”的观点，表达了对年轻诗人的担忧。论证手法

多样，增强了观点的说服力。

从论证语言的角度分析，通过修饰语“普遍”“不少”“有些”等，使表述内容更符合事

实。如“后工业时代的中、西方普遍患有境界被污染病”“有不少诗像不在意地输入计算

机的记录，没有光彩，没有生命”“我暗暗为我们今天有些年轻诗人担忧”，这些词句使

表达客观严密。

【小题 5】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整合信息，归纳概括要点的能力。



根据原文“诗在脱去逻辑的硬壳之后，需要的是新鲜的语言和它所呈现的极富内涵的心灵。

每一首传世的中国古典诗词都具有这样一个不会被穷竭的灵魂”，可知每一首传世的诗词

需要的是新鲜的语言和它所呈现的极富内涵的心灵。据此可制定“语言鲜活，具有高雅境

界”的评分标准。

根据原文“诗人的痛苦和欢乐能化成他诗歌中不可穷尽的艺术的美和力。杜甫、李白从来

不会让他们生活中的痛苦成为平庸的琐碎的流水账。然而打开今天的一本美国当代诗选，

有不少诗像不在意地输入计算机的记录，没有光彩，没有生命”，可知诗歌要体现生活的

痛苦和欢乐，要有潜在的生命的、艺术的魅力。据此可制定“提炼生活，展现艺术张力”

的评分标准。

根据原文“诗人的职责正是穿过可见的痛苦的存在，触到那被隐蔽的无形的不可见的力量”

“在追求琐碎平庸之物的“精确”描写时，却看不见那存在于这些平常之物后面的不平常，

得到了琐碎与平庸，却失去了潜在的生命的、艺术的魅力。诗能不能揭示这种暗含于可见

物之后的潜在力量，是一个价值标准，至少是我在判断一首好诗时的标准之一”，可知诗

人的职责在于通过现象，揭示潜在的力量。据此可制定“穿透表象，揭示潜在力量”的评

分标准。

根据原文“我欣赏‘二战’后美国当代的诗，因为那时的诗人是在痛苦中追寻崇高，而今

天的年轻的美国诗人的作品，就我所接触到的，似乎更陶醉于可见的富足的存在与物质的

创造，更屈服于物质的刺激与科技的力量，他们的心灵在紧张的物质追求中，已经没有多

少空间去考虑精神的需要”，可知诗人要考虑精神的需要，要追寻崇高。据此可制定“主

旨深刻，追求崇高精神”的评分标准。

（二）现代文阅读 II（本题共 4 小题，16 分）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饲养员赵大叔

马烽

①赵大叔是个老庄户人，从小就喜爱牲口，可是他自己并没有专门喂养过。那时穷得不

要说买牲口，连张皮子也买不起。老实说，赵大叔对喂牲口并不怎么内行。他初担任饲养员

的时候，连他二儿赵树义都担心他喂不了。赵大叔说：“谁也不是天生就会，俗话说，天下

无难事，只怕不用心。”



②赵大叔自当了饲养员，全部精力都集中到这一工作上了。他经常去向喂养过牲口的人

们请教，社里也特意为他召开了几次老农座谈会，专门座谈喂牲口的经验。有时县上“兽疫

防治站”的刘大夫来检查牲口，赵大叔就跟在人家后边，问这问那，刘大夫也耐心地告诉他。

他每次碰到刘大夫，总是用双手敬礼，用唱戏道白的声调说：“刘老师在上，弟子有礼！”

其实刘大夫顶多不过三十岁。后来刘大夫送了他几本《怎样把牲口喂好》《牲口疾病常识》

等小册子。赵大叔像得了宝贝一样。每天一有空闲，就拿上这些书本，去找识字的人读给他

听。去年冬季，他又参加了村里的“速成识字班”，学了三个月，认下一千多生字。这以后，

他就不再找别人读了。每天把杂务事情处理完，就戴上老花眼镜，拿着书本，一字一句的读。

遇到“拦路虎”就去问别人，学到一点好的办法，马上就试验。

③赵大叔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进饲养方法。现在真算是甄家庄农业社的饲养专家了。

④赵大叔喂牲口真有意思。我第一次看他喂牲口，是到赵家沟的第三天中午。

⑤那天我一进东院的大门，就看见他端着一簸箕料往槽跟前走。牲口见了他直叫唤。他

对牲口说：“大家静一点儿，守点儿规矩嘛！反正都有份，叫唤也不多给。”      ⑥我忍着

笑，轻轻走过去。

⑦赵大叔顺着槽挨个给牲口添料。他走到一头大犍牛跟前，这头牛又高又大，左角断了。

他拍了拍牛头说：“累不累，‘独角龙’？一上午耕了三亩地，真是好样的！大家都像你，

就好了！”

⑧他只顾跟牛说话，冷不防旁边一头驴伸过嘴来抢吃簸箕里的料。赵大叔推开它，用一

个指头指着它的脑门说：“你呀，就爱占便宜！批评你多少次了，一点儿也不改。”

⑨我听着，忍不住笑出声来。

⑩赵大叔回过头来看了看我，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这家伙是个‘二流子’，今年夏天

才买来。你别看它样子长得不错，可奸猾哩，耕地拉车不出力，拉磨净偷吃。栓到槽上，缰

绳也得挽得短点儿，要不，吃完自己的，就要抢吃邻居的了。”

⑪赵大叔添完料，拿着空簸箕回西屋去了。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每头牲口槽前都贴着一

张小纸条，上边写着什么“二捣蛋”“独角龙”……我正看着，赵大叔又端来一簸箕料。我

指着纸条问他：“这是你给牲口起的名字？”

⑫他一边给牲口添料，一边回答说：“是啊！牲口多了，没个名字不好认。再说，它

们各有各的性情，各有各的脾胃。你就说‘老好人’吧，”他指着一头黑骡子，“性情老实

极了，抱它后腿也不踢，驾辕、拉套，都行，妇女小孩也能使唤。‘火神爷’可就完全两样

——就是边上那头灰骡子，干活倒挺起劲，力气也大，就是脾气太坏，又踢又咬，一不小心，

咬断缰绳就跑了。”



⑬正说到这里，那头灰骡子叫了几声。赵太叔笑着对我说：“看，它不高兴了，嫌我

说它的缺点呢！”

⑭赵大叔给我讲每头牲口的性格，每头牲口的特点，讲得津津有味。他对这群牲口都

很关心，细心喂它们，而他最关心的是那匹马“金皇后”。

⑮“金皇后”又肥又壮，全身一片金黄，亮得像一匹黄缎子。赵大叔特别优待“金皇

后”，让它单独在一个槽上吃料。因为“金皇后”怀马驹了，赵大叔不让它干重活儿，每次

下地，都要嘱咐赶牲口的人小心在意。“金皇后”从地里回来，赵大叔总要给它把全身刷干

净，用梳子把鬃毛梳好。

⑯听说今年夏天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下午，“金皇后”耕麦茬地去了。忽然

刮起一阵东南风，天上布满乌云，雷声紧跟着闪电，震得窗户都发抖，大雨像从天上倒下来

似的。当时赵大叔正在剃头，刚剃了半个脑袋，一看暴雨来了，赶紧跑回屋里，从炕上揭起

一条毯子，拔腿就往外跑。他一口气跑到地里，把毯子给“金皇后”搭在身上，拉了它回来。

回到家里，他自己淋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了。      ⑰我离开赵家沟的前两天下午，听

人说“金皇后”要下驹子了，就赶紧跑到东院。只见赵大叔除了一头汗水，忙得跑来跑去。

一时拿来剪刀、一时又去取扎脐带的布；一时又吩咐王根锁热米汤……而“金皇后”的槽跟

前早已围了很多人，个个喜气洋洋，说着笑着。看样子“金皇后”快生产了，可是一直等到

上灯的时候还没有动静。人们都有些焦急。又等了两三个钟头，还是没有动静。人们逐渐走

散了，牲口圈前面只留下赵大叔和社长几个人。

⑱人越着急，越觉得时间长。又等了两个钟头，还是没有动静。后来我就回去睡了。

⑲半夜里，我忽然醒来了，起来又到东院里看了看。只见“金皇后”卧下了，赵大叔

把着盏风雨灯蹲在眼前。我问道：

⑳“还没有生下来？”赵大叔愁眉不展地抬头看了看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也不知

道再说什么好，站了一阵，就又回去睡了。

㉑天明的时候，我睡得正甜，忽然听见有人推开门闯进来，“呼”一下揭开了我的被子。

我睁眼一看，原来是赵大叔。他大声嚷着说：“快起来，快起来，生下来了！”

㉒他话没说完就跑出去了。我急忙穿好衣服跑到东院。院子里已经站着好多人，围着牲

口圈兴高采烈地谈论着。“金皇后”安闲地喝着米汤，旁边卧着一匹红色的小马驹，身上搭

着赵大叔的棉袄，瞪着两只乌黑的大眼睛望着众人。

㉓赵大叔像个孩子一样，嘴里唱着，欢喜得满脸放着红光。

（1954年春写于京郊有删改）



【注】本文写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期。当时国家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生产合作社

应时而生。

【小题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赵大叔当初穷得根本买不起牲口，喂牲口并不内行，暗示了农村人民的生活境遇随着农

村生产合作社这一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而有了转变。
 

B. 根据赵大叔给不同牲口起的名字，不仅看出牲口的不同性格和特点，还可以推断出赵大

叔的喜恶褒贬，其中他最厌恶“二流子”，后悔买了它。
 

C. 赵大叔让“金皇后”单独在一个槽上吃料，不让它干重活，梳理鬃毛，雨天淋雨拉回，

都可以看出他对这匹马无微不至的照顾。
 

D. “金皇后”要下驹子了，槽前围了很多人，个个喜气洋洋。“金皇后”生下驹子了，院

子里站了好多人，个个兴高采烈。足见人们善良质朴，团结互助。

【小题 2】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小说以“我”为叙述者，从“我”的视角讲述饲养员赵大叔的故事，增强了小说的真实

性。
 

B. 小说语言朴实，通俗易懂，活泼生动，贴近生活，符合“山药蛋派”风格特点。

 

C. 小说按时间顺序进行叙述，线索单纯，层次分明，有“行云流水之势”，自然顺当，娓

娓道来。
 

D. 小说结尾画横线部分与前文中的“赵大叔喂牲口真有意思”相照应，一个与众不同的饲

养员形象呼之欲出。

【小题 3】

1. 第 17 自然段中画波浪线部分的细节描写有什么作用？请结合小说相关内容简要分析。

【小题 4】作为一名饲养员，赵大叔有哪些可贵的品质，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知识点]

中国现当代小说



[答案]

【小题 1】 B

【小题 2】 C

【小题 3】 ①人物：赵大叔在“金皇后”生产前，忙碌的动作和“一头汗水”细节突出赵

大叔对金皇后的重视，塑造了一个热爱牲口、工作细致周到的饲养员形象。②情节：“吩

咐王根锁熬米汤”与后文“‘金皇后’安闲地喝着米汤”相呼应，有头有尾，情节严谨又

流畅。③营造气氛：忙碌的动作和“一头汗水”细节营造了“金皇后”生产前的紧张气氛。

【小题 4】 ①有决心、有毅力，面对初任饲养员的挑战，认为“天下无难事，只怕不用

心”。②勤奋努力，为学习饲养知识，多方求教。③爱岗敬业，对饲养工作认真负责，全

身心投入，一丝不苟。④热爱牲口，以“独角龙”“二捣蛋”等为牲口起名，精心喂养。

[解析]

【小题 1】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的能力。

B.“后悔买了它”错误。原文提到“赵大叔给我讲每头牲口的性格，每头牲口的特点，讲

得津津有味。他对这群牲口都很关心，细心喂它们”，足以见得赵大叔对所有牲口的热爱。

“这家伙是个‘二流子’，今年夏天才买来。你别看它样子长得不错，可奸猾哩，耕地拉

车不出力，拉磨净偷吃。栓到槽上，缰绳也得挽得短点儿，要不，吃完自己的，就要抢吃

邻居的了。”这段话中，二流子就像淘气调皮的孩子，赵大叔对牲口的了解关心就像父亲

之于孩子，没有“后悔”之意。

故选 B。

【小题 2】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的能力。



C.“小说按时间顺序进行叙述”错误。本文是以人物为核心展开的，安排有关的情节，根

据第 16 段“听说今年夏天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第 17 段“我离开赵家沟的前两天下

午”，可知 16 段是插叙，因此不是按时间顺序进行叙述的。

故选 C。

【小题 3】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重要情节的作用的能力。

典型的细节可以刻画人物的性格。这段描写的是赵大叔的神态和一系列动作，“拿剪刀、

取扎脐带的布、吩咐王根锁熬米汤……”，这些细节描写突出了赵大叔做事细致严谨，事

无巨细，也看得出他对“金皇后”的重视，热爱牲口。

从情节上看，“金皇后”要下驹子了，赵大叔“吩咐王根锁熬米汤”与后文“‘金皇后’

安闲地喝着米汤”相呼应，有头有尾，情节严谨又流畅。

典型的细节可以营造一种氛围。“金皇后”要下驹子了，槽前围了很多人，赵大权“一时

拿来剪刀、一时又去取扎脐带的布；一时又吩咐王根镇热米汤”，这些忙碌的动作和“一

头汗水”细节营造了紧张气氛。

【小题 4】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作品的人物形象的能力。

虽然“赵大叔对喂牲口并不怎么内行”，并且“他初担任饲养员的时候，连他二儿赵树义

都担心他喂不了”，面对初任饲养员的挑战，赵大叔却说“天下无难事，只怕不用心”，

可见赵大叔有决心、有毅力。

“他经常去向喂养过牲口的人们请教”“有时县上‘兽疫防治站’的刘大夫来检查牲口，

赵大叔就跟在人家后边，问这问那”，还参加了村里的“速成识字班”，赵大叔勤奋努力，

为学习饲养知识，多方求教。



爱岗敬业，“金皇后”怀马驹了，赵大叔不让它干重活儿，还给它刷洗全身，头剃了一半

也要给“金皇后”去送毯子，自己却淋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金皇后”生产，赵

大叔忙得跑来跑去。可见赵大叔对饲养工作认真负责，全身心投入，一丝不苟。

热爱牲口，赵大叔根据牲口的不同性格和特点给不同牲口起名字，牛断了左角，就起名

“独角龙”；驴奸猾，像个“二流子”，就起名“二捣蛋”。以“独角龙”“二捣蛋”等

为牲口起名，精心喂养。

二、古代诗文阅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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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文侯反国，赏从亡者，而陶狐不与。左右曰：“君反国家，爵禄三出，而陶狐不与，

敢问其说。”文公曰：“辅我以义，导我以礼者，吾以为上赏；教我以善，强我以贤者，吾

以为次赏；拂吾所欲，数举吾过者，吾以为末赏。若赏唐国之劳徒①，则陶狐将为首矣。”

周内史兴闻之曰：“晋公其霸乎！昔者圣王先德而后力，晋公其当之矣！”

秦小主夫人②用奄变，群贤不说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公子连亡在魏，闻之，欲入，因

群臣与民从郑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义，不两主，公子勉去矣！”公子连

去，入翟，从焉氏塞，菌改入之。夫人闻之，令吏兴卒。卒与吏其始发也，皆曰：“往击

寇。”中道，因变曰：“非击寇也，迎主君也。”公子连立，是为献公。怨右主然，而将重

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赏之。监突争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众若此则人臣争入亡公

子矣此不便主”献公以为然，故复右主然之罪，而赐菌改官大夫。献公可谓能用赏罚矣。凡

赏非以爱之也，罚非以恶之也，用观归也。所归善，虽恶之，赏；所归不善，虽爱之，罚。

（节选自《吕氏春秋·不苟论》）

材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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