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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时间：150 分钟  试卷分数：150 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填写好自己的姓名、班级、考号等信息。 

2.请将答案正确填写在答题卡上。 

一、现代文阅读（36 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 题。 

新时代，新征程，呼唤诗歌创作的新高峰。现实生活给诗歌创作

注入了新活力，也提出了新要求。在我看来，诗歌体裁的多样化，是

其中的一个重要要求。 

我国数千年的诗歌遗产十分丰厚。大量的诗歌作品不仅题材丰富

多样，而且体裁方面也是非常多样，唐宋后出现诸体并行的局面。早

期上古歌谣，二言体如“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载《吴越春

秋》），三言者如《尚书·皋陶谟》所载：“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

起哉，百工熙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转引自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认为：“去其助字，实止三言，

与后之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同式。”）《诗经》

则是西周至春秋数百年四言体集大成的总汇。战国出现杂言的楚辞体，

汉魏六朝有五言为主的乐府体（也有杂言体），东汉有七言的柏梁体，

晋代陶渊明有五言古体和介于诗与赋之间的辞赋体，南齐有七言的永

明体为格律诗的滥觞，唐代近体、古体多样并行，唐五代宋有词牌多

样的词体，元曲在词的基础上独创新体，明清诗词沿用以前格律诗词

为主兼及其他体裁而没有明显新体生成。近百年来则有打破既有一切

旧体格律的自由诗新体，当然还有注重格律的新诗。由此看来，在格

律最严的格律诗（以及词、曲）和最宽松的新体自由诗之间，还有多



种诗歌体裁先后出现、后来同期并行使用，留下大量丰富多彩的诗歌

遗产。也由此看出，几千年诗歌发展，体裁多姿多彩，各种体裁对于

表达表现各种题材内容是各得其宜、各展其长，而不能简单地判定谁

优谁劣。 

明清诗词相比唐宋之前成绩平平，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其局限于唐宋以来已经成熟规范的格律之中，为狭隘的格律格局束缚。

而与其相反，唐代诗歌之所以成就历代诗歌顶峰的地位，正是其海纳

百川、不拘一格、纵情歌唱的结果。 

有鉴于此，我们的诗歌出版工作，特别是诗歌刊物，应多开垦广

袤园地来刊登上述各代创新作品，鼓励多样化体裁或者突破常规的新

体裁的创作，应当意识到当代诗坛的屈原、曹操、陶渊明、李白等诗

艺参天大树，要靠我们开垦的肥沃土壤来培植和造就。 

在当前社会生活丰富多彩、文化艺术多元并美的新时代，我们应

当一方面不要局限于格律诗（以及词、曲）和新体自由诗两个大的体

裁，而是要同时广泛利用两极中间各种优秀的诗歌体裁遗产，另一方

面在已有体裁基础上进行诗歌体裁的大胆创新创造。这种创造无外两

个方面：创造全新的体裁，或者对既有体裁的改造，包括既有体裁的

组合运用。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有效地记录历史，歌咏时代，也才能

充分发挥诗人即创作主体个性表达的多样化，以充分满足广大诗歌受

众阅读趣味的多样化。只有诗歌体裁百花竞放，才能带来诗歌作品的

万种风情，才能全面有效地反映新时代的新气象。 

不仅格律诗词要“求正容变”，其他体裁也必须要“求正容变”。

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让中华先贤创造的独特的汉字精灵在

旧体格律诗与新体自由诗之间纵横驰骋，用丰富多样的诗歌体裁来记

录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歌咏丰富多彩的新生活。天意君须会，时代要

好诗，而要不拘一格纵情歌唱，一任澎湃激情自由奔放，就必须充分

利用几千年积累的中华诗歌传统，广泛采用曾经创造大量优秀作品的

各种体裁、体式，并大胆创造新的体裁、体式进行创作，只有这样才

能迎接当代中华诗歌新高峰的到来。 

（摘编自赵安民《新时代呼唤诗歌体裁多样化》）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尚书·皋陶谟》所载“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

熙哉！……”属于早期上古歌谣的三言体。 

B．格律诗的发端在唐代，并且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唐

代近体、古体多样并行，还有词牌多样的词体。 

C．近百年来出现的最为宽松的自由诗新体和注重格律的新诗，打

破了明清没有明显新体裁出现的局面。 

D ．要想诗歌能全面有效地记录历史、歌咏时代并充分满足广大诗

歌受众阅读趣味多样化的需求，就必须有创新。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文章开头紧扣现实，指出新的时代诗歌需要新的面貌，然后直

接点明中心论点，即诗歌需要在体裁方面多样化。 

B．文章列举从上古早期到现代所出现的诗歌体裁，能证明我国诗

歌成就巨大，体裁丰富，是对中心论点的有力支撑。 

C．本文在论证结构上运用了典型的纵贯式结构方式，即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思路比较清晰。 

D ．文章末尾将诗歌体裁的“求正容变”观点推而广之，并对当代

中华诗歌新高峰的美好前景进行展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新时代的生活给诗歌创作注入了活力，也提出了新要求。在作

者看来，诗歌体裁的多样化是其中最重要的要求。 

B．中国几千年来有大量的诗歌作品流传于世。唐宋以后，诗歌作

品不仅题材丰富多样，而且体裁也变得丰富起来。 

C．唐代诗歌取得的成就最高，格律诗是一种在唐代成熟的新诗体，

因此，格律诗相对于其他体裁的诗歌要优秀。 

D ．唐代诗歌之所以成就历代诗歌顶峰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它不是拘泥于某种特定的体裁，而是百花齐放。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 题。 

2020 年底，根据陕西籍作家陈彦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装台》，



在央视一套获得收视和口碑双丰收。《装台》热播的同时，作家出版

社推出了陈彦的最新作品——“舞台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喜剧》。

与《主角》《装台》一脉相承，《喜剧》的内容也来源于陈彦的戏剧

院团生活经历。 

5 月，“第 30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终评竞演在南京举行，现任中

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的陈彦作为评委，也来到了南

京参与评奖，他就当下的戏剧创作和自己的小说写作接受了《现代快

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从主角忆秦娥到配角装台工，再到《喜剧》中的丑角，最

初为什么会写这部以丑角为主角的小说？ 

陈彦：十几年前，我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当院长，基于对喜剧整

体状况的一些思考，就想写一群小丑演员的命运故事。小丑是一个行

当，从事这个行当的演员很多，他们的故事很丰富。但写了一部分，

又觉得找不到方向感，对很多东西没有思考透，就放下来去写了其他

东西。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把握，好像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和水准，好像我们无所不能了，但去年突然爆发的疫情，把我们拎起

双脚、一阵倒拖。那时我突然就想到了喜剧和悲剧之间的关系，我们

不可能永远演喜剧，也不可能永远演悲剧，喜悲总是处在转瞬之间的

互换中，这或许就是生活和生命的常态。这时，我就把这部小说重新

拿出来，一边值班，一边思考，《喜剧》就是这样写完的。 

记者：在你看来，这些年一些喜剧（包括戏剧和电影）朝着庸俗

以及低俗的方向发展，而观众与从业者是否都在对这一趋势推波助澜？ 

陈彦：无论是喜剧电影还是喜剧电视，都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这是一个前提。当然也有比较庸俗、低俗的作品，过分地迎合受众口

味。《喜剧》中的编剧王廉举，本来是个开羊肉泡馍馆的，日子过得

非常好，擅长编几句顺口溜，被老板看上，弄来当了喜剧编剧，其实

应该叫“讲段子手”。后来自己也上台表演，观众和老板不断地向他

索要“搞笑点”，他就越来越向低俗发展，演着演着，掌声把他忽悠

得完全认不清自己，最后就疯了。所以喜剧的低俗，在某种程度上不

仅仅是演员的问题，很多时候也是社会的问题，是观众把他忽悠到这



个地方了。喜剧的低俗化，我们每个人都是负有责任的。当一个时代

拼命向喜剧演员索要包袱、笑点时，很可能把一个很好的喜剧演员逼

疯逼傻。但世间的万事万物最终还是存在着一种平衡机制——当观众

逐渐意识到这种喜剧太低俗的时候，又会无情地将你抛弃，我们怎么

喜欢的是这样无聊乏味的东西。这个时候，有深度有思考的作品就有

可能被呼唤出来。不过都需要过程。艺术创作不像要账，有时是催逼

不出来的。 

记者：就个人的创作体验而言，悲剧、正剧、喜剧，你觉得哪个

最难写？ 

陈彦：要想写好，都不容易。悲剧、喜剧都是最高级的艺术。我

们很多喜剧，有人形容它，用了一个词“搞笑”，这个“搞”字，用

得很好，就是非常表面地闹腾的意思。我们现在呼唤高级的喜剧，需

要喜剧艺术家具有很高的素养，具有很高的对社会生活的思考能力、

概括能力、洞穿能力，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功力。 

记者：《喜剧》始终贯穿着你对戏剧艺术的一个思考，那就是，

今天的戏剧还要不要承担“高台教化”的功能，对于这个问题你是怎

么看的？ 

陈彦：中国的文化传统始终强调“文以载道”，对于戏剧就是

“高台教化”。我认为，文艺作品失掉了“文以载道”就失去了“正

型”。当然，作家刻意地去“文以载道”“高台教化”，那作品一定

是不忍卒读的，结果只会适得其反。纵观古今中外流传下来的经典作

品，到底在说些什么？为什么民间最终选择了那些具有“文以载道”

和“高台教化”功能的东西，并且至今久唱不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

人？这些经典包含着的一些人们应该遵守的常理、常道的持久感召力

和影响力，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 

记者：戏剧曾是最广泛的大众传播媒介，相比文学，戏剧介入现

实、介入生活的能力更强。据你观察，今天戏剧创作现状如何？今天

的戏剧是否正越来越成为一种“阳春白雪”的东西？ 

陈彦：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分众化的时代，没有哪一门艺术是独

霸天下的，每一门艺术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受众群。总体来说，这些



年戏剧创作的状况还是比较好的，涌现了很多优秀的舞台戏剧作品，

对现实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但这里边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创作者对

于现实还需要有更加深入透彻的理解，表面化、概念化地讲述生活的

应景性的作品还是太多。 

记者：创作者应该如何深入理解时代和生活？你又如何看待创作

和生活之间的关系？ 

陈彦：创作首先依赖于生活。创作者需要深入认识和了解当下生

活，认识你所要书写的生活。另外，在我看来，写现实题材，要很好

地研究历史传统题材；写历史题材，要很好地研究优秀的现实题材，

这里面存在一种对应和互补的关系。陕西“长安画派”的奠基人赵望

云关于绘画创作曾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说法，我

觉得无论对小说或戏剧的创作者，都很有启发。 

（摘编自《陈彦：我们都有责任为喜剧的沦陷买单》）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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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籍作家陈彦，曾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当院长，熟悉戏曲题

材，他创作的“舞台三部曲”获得了收视和口碑双丰收。 

B．陈彦《喜剧》的创作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作家要写出好的作品，

光有生活积累还不行，还应有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 

C．陈彦认为，文艺作品应发挥“文以载道”的功能，失掉了“文

以载道”就失去了“正型”，当然刻意去追求“文以载道”的作品一

定是不忍卒读的。 

D ．这些年戏剧创作总体上是比较好的，涌现了很多对现实关注度

较高的优秀舞台戏剧作品，但表面化、概念化的应景作品仍然存在。 

5．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舞台艺术展现的不可能永远是喜剧，也不可能永远是悲剧，其

实，生活也是如此，喜悲剧有时是在转瞬之间转换。 

B．《喜剧》中的编剧本来是个开羊肉泡馍馆的，因擅长编顺口溜，

被老板看，当上了编剧，迎合低俗化要求，最后精神失常。 

C．悲剧、喜剧都是最高级的艺术，要想写好都不容易，尤其是喜

剧，因为喜剧需要以“搞笑点”来迎合观众，占取市场。 



D ．文艺创作者不仅需要深入认识和了解当下生活，还要很好地研

究历史，以便弄清两者之间的对应，实现两者之间的互补。 

6．如何改变当下一些喜剧（包括喜剧和电影）低俗化发展倾向？

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6 分）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7～9 题。 

北面山河  杨海蒂 

当我来到陕北的榆林横山，目睹“龙隐之脉”横山山脉穿过黄土

高原横亘天际，亲见无定河蹚过塞北沙漠漫延横山全境，我对这片土

地充满了敬畏。陕北的深冬季节，让我感觉犹如置身于西伯利亚般寒

冷，峁塬上衰草枯黄，刺骨寒风将我的脸抽打得生疼。我瑟缩在超厚

的大棉袍里，循着时间的线索，探听四散于大地之上的历史回响。 

踏足横山这座古城，古堡古寺很多，建筑艺术一脉相承。始建于

明代的响水堡龙泉大寺，是横山规模最大的寺庙，其名源于寺内的龙

井。响水堡盘龙寺闻名遐迩，史志记载，盘龙山“横江怪石，盘绕无

定河边，远望若踞河中，石如盘龙，故名”，盘龙寺因山得名。然而，

比起大名鼎鼎的波罗堡接引寺，龙泉大寺和盘龙寺就逊色多了。 

波罗，山环水抱，万壑朝宗，秦直道纵贯其境，无定河流贯其境，

古长城横贯全境；波罗，北魏建城，明初建堡，城堡雄踞大漠边关，

崛立无定河畔，坐落长城脚下。波罗的来头不得了，《怀远县志》记

述：“波罗堡西山石峻起，上有足形，一显一晦，俗传为如来入东土

返西天之所，故构波罗寺，供如来像于其中。”黄云山上的波罗，弥

漫着佛光紫气，乃“佛掌上的明珠”“来自天国的地方”。 

然而，波罗不只有香火，还有战火；不只有诵经，还有杀伐。所

以，在凝紫、重光、凤翥、通顺这四座城门里，既建有玉帝楼、三官

楼、魁星阁、城隍庙、老爷庙等佛道庙宇，也建有总兵关、中协署、

参将府、守备署、炮台、箭楼、钟楼等军事设施。座座城门，气势恢

宏；处处城楼，尽显峥嵘。 

我非常喜欢波罗的建筑风格，不雕龙画凤，不金碧辉煌，大气不

失精致，简约而又典雅。整座城堡呈灰色基调，有佛门静穆之气，宜



于安放心灵。 

无论手持玉帛者，还是手持干戈者，无论是无神论者，还是虔诚

的佛教徒，这些帝王都有波罗情结：李继迁驻军于此；李元昊奉佛教

为国教，将接引寺定为国寺，将波罗作为粮仓“金窖”；康熙大帝御

驾亲征噶尔丹时，专程绕道波罗驻跸礼佛，御笔亲题“接引寺”；乾

隆皇帝为接引寺御书“慈悲千古”，并特赐匾额；嘉庆皇帝钦遗御用

红绸，上书“奇佛一座，万古留传”…… 

登上灵霄塔，远眺无定河，“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

人”，这悲壮又凄美的诗句，立刻涌上心头。“无定河边暮笛声，赫

连台畔旅人情。函关归路千余里，一夕秋风白发生”。同样令我“登

高望远，心中生悲”。 

雄伟的高原，巍峨的横山，奔腾的无定河，养育了无数横山儿女，

塑造了他们独特的精神气质。榆林地接甘、宁、蒙、晋，又是明清朝

廷流放京官之所，历史上多民族的融合，赋予横山人强健的体魄，壮

阔绝域对民众人格的潜移默化，使横山人拥有悍勇刚烈的性格。 

天辽阔，地苍茫，残阳似血，山峦如画，望着宇宙八荒，听着天

籁之音，心底百转千回，顿生苍凉之感。“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

涕下”，是文人情调的感伤，陕北劳动人民有自己的情感宣泄方式—

—吼信天游。当孤独的牧羊人，失意地踟蹰在拦羊的崖畔上；当辛勤

的庄稼汉，孤寂劳作在空旷的圪梁梁上；当赶牲灵的脚夫，独自行走

在荒凉的山道上；当窑前院落的婆姨，思想起离家远行的那个人……信

天游就油然而生脱口而出。高亢悠长的曲调，随天而游跌宕起伏；九

曲回肠的歌声，唱尽了人生的况味。 

横山不仅孕育了粗犷豪放的信天游，更有横山老腰鼓留存于世。

老腰鼓，又称“文腰鼓”，根据庙宇石碑的文字存证，它出现的年代

可追溯到明代中期。古时戍守长城的士兵，身佩腰鼓作为报警工具，

发现敌情即鸣鼓为号。在骑兵阵战冲锋中，也以腰鼓助威，激发将士

斗志。打了胜仗，将士击鼓起舞狂欢。边民久居塞上，也习而为之，

于是腰鼓逐渐应用于民间娱乐，演变成激昂刚劲、带有军旅色彩的腰

鼓艺术。 



声声鼓响融入陕北人的血脉。遥想当年，陕北儿女在响水堡“闹

红”，成立农民讲习所，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之后，数万名横

山儿女跟着刘志丹上横山，组建游击队与敌人浴血奋战，游击战争风

起云涌，横山开创出红色根据地、诞生陕北第一个红色政权，为创建

陕甘宁边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载入史册的横山起义（波罗起

义），为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打开了通道，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卓越贡

献。 

走在横山大地上，脚下是世界上最广最深的黄土，随处可触摸到

历史的印痕，随时可感受到历史散发的华光，时刻倾听到那激越昂扬

的历史交响。 

我对横山高山仰止。 

（选自《北京文学》，有删改） 

7．下列对文章内容及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作者在敬畏中展开文章，在景仰中收束全文，表现出横山山水

人文使作者情感发生了变化，思想得到了升华。 

B．文章用因水得名的龙泉寺和因山得名的盘龙寺衬托波罗堡接引

寺，突出了接引寺浓厚的文化气息和深厚的历史底蕴。 

C．文章引用边塞诗中悲壮凄美的诗句，以实写的手法写出亲人离

散的惨境，引起作者的伤感，增加了文章的诗意。 

D ．文章不以描写自然景色为主，而是侧重对横山文化、历史的叙

写与情感抒发，使读者受到了历史与文化的精神洗礼。 

8．文章为什么要详细叙写波罗？请结合文本分析。（6 分） 

9．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气”指文学

作品的内在精神，请分析文本体现的“气”。 （6 分） 

二、古诗文阅读（34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4 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3 题。 

四年冬十月甲申，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东方。高堂隆上疏曰：

“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将营宫室，



则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

社稷，神位未定，宗庙之制又未如礼，而崇饰居室，士民失业。外人

咸云宫人之用，与军国之费略齐，民不堪命，皆有怨怒。书曰'天聪明

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言天之赏罚，随民言，顺民心也。

夫采椽卑宫，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风也，玉台琼室，夏癸、商辛

【注】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宫室过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恳切之训，

当崇孝子祗耸之礼，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数切谏，帝颇不悦。

侍中卢毓进曰：“臣闻君明则臣直，古之圣王惟恐不闻其过，此乃臣

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 

高堂隆疾笃，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将死，其言也

善。’臣寝疾有增无损常恐奄忽臣之丹诚愿陛下少垂省览臣观三代之

有天下圣贤相承历数百载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徒，

纵心极欲，皇天震怒，宗囯为墟，纣枭白旗，桀放鸣条，天子之尊，

汤、武有之，岂伊异人，皆明王之胄也。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

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

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夫'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下有怨叹，则辍录

授能。由此观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诏

深慰劳之。未几而卒。 

陈寿评曰：高堂隆学业修明，志存匡君，因变陈戒，发于恳诚，

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谓意过其通者与？ 

（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明帝奢靡》） 

【注】夏癸，指夏桀；夏桀名履癸。商辛，指帝辛，常说的商纣

王。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臣寝疾有增无损/常恐奄忽/臣之丹诚/愿陛下少垂省览/臣观三

代之有天下/圣贤相承/历数百载/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 

B．臣寝疾有增无损/常恐奄忽/臣之丹诚愿/陛下少垂省览/臣观三

代之有天下/圣贤相承/历数百载/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 

C．臣寝疾有增无损/常恐奄忽/臣之丹诚/愿陛下少垂省览/臣观三



代之有/天下圣贤相承/历数百载/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 

D ．臣寝疾有增无损/常恐奄忽/臣之丹诚愿/陛下少垂省览/臣观三

代之有/天下圣贤相承/历数百载/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 

11．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大辰，星名，即北辰，北极星，古人观察北辰来辨别方向；在

文中指的是星宿北辰。 

B．社稷，社是五谷神，稷是土地神，两者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根

基，后用“社稷”代指国家。 

C．枭，古代刑罚，把头割下来悬挂在木上并进行示众，对犯有重

罪的人所处的一种刑法。 

D ．正朔，农历正月一日，也指古代改朝换代时新帝王颁行的新历

法，后泛指历法。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高堂隆认为兴建城邑，应该先选定祭祀天神地神、及祭祀祖先

的地方；营建宫殿，先要营建祖先宗庙，而今明帝却不顾礼制，修饰

宫殿。 

B．外人认为明帝后宫的花费巨大，几乎与国家的军费相等；明帝

将宫殿修建得豪华盛大，这不同于古时唐尧、虞舜、大禹等君王的节

俭作风。 

C．侍中卢毓劝说明帝：“我听说君王圣明则臣下正直，古代圣王

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他这番说辞的最终意图是要夸赞明帝圣明。 

D ．夏桀、商纣虽然都是圣明君王的后裔，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

同，但是二人未能承继先人之德，穷奢极欲，祸国殃民，最终身败名

裂。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 分） 

（1）当崇孝子祗耸之礼，不宜有忽，以重天怒。 

（2）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下有怨叹，则辍录授能。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 14～15 题。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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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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