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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意境是我国古典文论独创的一个概念。它是华夏抒情文学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

文学意境论早在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中已见端端倪，盛唐之后开

始全面形成。相传王昌龄作的《诗格》中，甚至直接使用了“意境”这个概念。但

他当时的意思，只是诗境三境中的一境：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

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

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共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

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这段话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分析了意境创造的三个层次。认为要写好“物境”，必

须心身入境对泉石云峰那种 “极丽绝秀 ”的神韵有了透彻了解之后，才能逼真地表

现出来；描写“情境”需要作者设身处地地体验人生的娱乐愁怒，有了这种情怀，

才能驰骋想象，把握情感，深刻地把它表现出来；对于“境”，作家必须发自肺腑，

得自心源，这样的意境才能真切感人。他还探讨了意景的关系提出“诗一向言意，

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始好”。这些都是前无古人的

深刻见解。王昌龄之后，诗僧皎然又把意境的研究推进了一步，提出了诸如“缘

境不尽曰情”、“文外之旨”“取境”等重要命题，全面发展了意境论。中唐以后。刘

禹锡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观点，晚唐司空图对此加以生发，提出了“象外之象，

景外之景”和“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观点，进一步扩大了意境研究的领域。至此

意境论的基本内容和理论构架已经确立。总的来说，它有两大因素、一个空间，

即情写景两大因素和审美想象的空间。这就是所谓“境”。 

此后，意境论逐渐成了我国诗学、画论、书论的中心范畴，历代都有学者文人对

它作补充、发挥，清末王国维是意境论的集大成者。可是，由于意境概念历经了

千余年的沿革变化，更由于南宋以后意境与境界概念的混用，其内容更为丰富复

杂。有人统计它几乎有四大类十种以上的涵义和界说，意境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

综合性概念：理论发展的教训告诉我们，当一个概念被引申得无所不包时，也就

失去了理论意义。所以，我们主张以意境创立时的基本意义为准，来界定意境概



念的内涵，让意境作为一个表意单纯的概念进入现代文艺学，而把此外的诸多含

意，让给更为宽泛的概念“境界”去承担，从而区分“意境”与“境界”的不同。 

材料二： 

情景交融是意境创造的表现特征。王国维说：“文学中有二元质焉：曰景，曰情。”

意境创造就是把二者结合起来的艺术。由于它直接关系着意境的生成，所以古人

在这方面研究得十分深透。南宋范晞文在《对床夜语》中说：“情景相融而莫分

也。”清人王夫之论述得更为精要。他说：“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

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又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

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他们揭示了情景交融的两种

主要表现方式。如果把居于二者之中的也算作一类，那么，我们就有了三种情景

交融的不同类型： 

第一是景中藏情式。在这一类意境创造中，作家藏情于景，一切都通过逼真的画

面来表达，虽不言情，但情藏景中，往往更显得情深意浓。如李白的《送孟浩然

之广陵》，这首诗全是对客观景物的具体描写，字面上一点也没有透露出对友人

的态度。但通过孤帆消失，江水悠悠和久伫江边若有所失的诗人形象，我们能够

感受到作者对友人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 

第二是情中见景式。这种意境的创造方式，往往是直抒胸臆。有时不用写景，但

景却历历如现。李白的《月下独酌》《行路难》，陆游的《示儿》等名篇，都是通

过这种方式创造了意境。  

第三种是情景并茂式。这一类是以上两种方式的综合型，抒情与写景在这里达到

了浑然一体的程度。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诗欢畅明快，一气流

贯：先是诗人为收复蓟北的消息激动得老泪纵横，接着见老妻都消失了愁容，才

觉自己激动过分而失态了。于是漫卷诗书欢喜若狂，实际上又失态了。但诗人于

狂欢之中放歌纵酒，手舞足蹈，畅想回家的路线，浑然不知自己已像一个天真烂

漫的儿童。诗中处处情态毕现，情景并茂，自然天成。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与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作为我国古典文学审美理想集中体现的意境，首次出现于王昌龄的《诗格》。 

B．王昌龄《诗格》中的诗境三层次实际上阐述了诗歌创作中情景交融的具体过

程。 

C．刘禹锡“境生于象外”与司空图“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观点一脉相承。 



D．由于意境的意义范畴扩大，到清末王国维时，它几乎已经失去了理论价值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材料一简明清晰地追溯了意境的理论发展历程，并重点与表意更为宽泛的“境

界”相区分。 

B．材料二采用并列式结构全文，作者先提出意境的特征情景交融。再分析三种

具体类型。 

C．两则材料都多次采用引用论证，材料一以引用文论为主，材料二以引用古诗

为主 

D．材料一将古代文论放在今人的视野中加以审视，材料二为古代文学阐释提供

了具体的路径。 

3．下列选项，不属于材料二“景中藏情”表现方式的是（  ） 

A．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B．重湖叠巇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 

C．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钱起《省试湘灵鼓瑟》 

D．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 

4．结合两则材料，给“意境”下一个定义。 

5．下面是丰子恺先生的一幅小画，源自清代诗人何钱《普和看梅云》“小几呼朋

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意境妙绝。请根据材料一、二，谈谈该画的意境创

造特点。 

二、文学类阅读-单文本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爷爷的雷雨天 

咔嚓！晚饭刚上桌，阴沉沉的天空，响起一声炸雷。 

爷爷腾地从饭桌旁站起来，一把拉起我：不好，有敌情！快，杉木林！ 

这时候的爷爷，耳朵突然支楞起来，眼睛不再浑浊，脚步不再迟滞，迅速拎上猎

枪，我则伸手抓过一把雨伞，打开角门，跟在爷爷身后，冲入夜色之中  

家里老房改造时，我主张，跨院的角门继续保留，因为爷爷，他喜欢！  

我和爷爷冲下堤坝，绕过一棵棵百年老松，继续向前摸。  

护林的老奎叔慢悠悠地迎面走来。我忙递了个眼神过去：老奎叔，什么情况？  

几道闪电劈过，夜空忽明忽暗，雷声如高山撒落下了巨石隆隆作响。爷爷举起枪，



如临大敌。老奎叔突然神色一凛，扯住爷爷的胳膊，压低声音说：有敌情，伤员

们已经撤了！ 

爷爷也压低声音：撤哪儿去了？  

你家！快回去，快！  

爷爷掉过枪口，消失在夜色里…… 

当年，爷爷还是个身手矫健的青年猎手，我们黑山寨周围的大山，就是爷爷的猎

场。大山的山洞、沟谷、古树、悬崖，没有他不知道的，就连那些拧犄角的羊肠

小道，也都是他和他的几个猎手兄弟踩出来的。爷爷天天穿梭在山林中 …… 

那年的一个午后，大山里来了一支队伍，大都面黄肌瘦，一袭破旧的灰色衣裤，

裹腿打得还算结实；清一色的草鞋，经过荆条子的再三缠裹。再一细看，二三十

人的队伍，几乎每个人都有伤，或头部、或腿部、或胳膊，灰白色绷带渗着血迹。

山林赶路，这队人马显然已经很疲惫。  

爷爷抄小道赶在他们前面，把随身带的干粮和腊肉、土酒，挂在路边的树上。一

大兜，很醒目，他们一眼就发现了。  

几个小兵如获至宝，争相过去取下来，拿到一个头缠绷带、手拄木棍的兵跟前。

那兵年纪看起来比小兵大，性格沉稳。爷爷当时想，他一定是他们的长官。 

那兵没接过东西，对几个小兵说了些山南海北爷爷听不太懂的土话。 

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爷爷从树后转出来，把小兵重新挂回树上的兜子取下，郑

重地交给了那拄棍的兵。那兵也不是军官，就是伤比较重的老兵。 

他们始终没说自己是什么部队，爷爷也没有多问。他们态度和蔼，相扶相助，在

那样连日阴雨、缺粮少药的境况下，依然说笑、哼歌。  

爷爷喜欢上了这些人。他当夜回了趟家，没跟家人透露一点儿消息，扛着家里的

糙米、土酒、狍子肉和全部的草药，从屋后跨院的角门溜走了。  

爷爷是十天后，被后山罗家寨的瞿爷爷带人抬回家的。  

多年后我们才知道，那次爷爷是准备凭着自己山里通的优势，把这支与大部队走

散的小队伍送过山去。  

他们白天急行军，晚上宿山洞，绕开溪流、暗沼、沟壑，奔走在弯曲的羊肠小道

上，但是因为兵员有伤，他们并不能快速前进。  

第三天下午，狂风大作，天空墨黑，乌云盖顶，电闪雷鸣中，有两架飞机向他们

直冲下来。 



老兵大喊一声：隐蔽！话到手到，他一把将身边的一个小兵推到了几步外的小石

砬子旁，正想就地趴倒：却见毫无战斗经验的爷爷还站在路中央，愣愣地东看西

看，老兵扔了手中的棍子，急步蹿到爷爷身后，一个“猛虎扑食”，将爷爷结结实

实地压在身下，两人就势滚进了路边的草丛。不过一息之间，空中落下三枚炸弹，

把离他们几步远的羊肠小道，炸成了几尺深的断崖。  

那次轰炸牺牲了七人，年龄最大的是拄棍老兵， 38 岁；最小的扛锅小鬼，仅 15

岁。鹰嘴岩下的杉木林，堆起了一地坟茔，远远望去，一个个的土包令人难受。 

一片弹片钻进了爷爷右脑，经当地名医瞿老山人竭力抢救，爷爷幸存了下来，但

从此，爷爷的思维就停滞在了炮火硝烟中。有一年，爷爷被请到县里，拿回了个

红本本。村里人这才知道当年他遇到的队伍，是北上长征的红军。  

那片坟茔成了爷爷的根据地，年轻时打猎，年老时护林、修坟，差不多每天必到。

爷爷最得意的一句口头禅就是：三天怎么了？那咱也是长征队伍的人！  

时间是一剂良药，几十年过去；爷爷的病基本好了，但遇雷电、发烧、劳累等情

形，还时有复发。  

猎枪交公后，木工活娴熟的老爸，做了把一模一样的老式木头猎枪。  

爷爷自是喜出望外。  

老小孩一样的爷爷，是乡人的话题、乡人的至宝。每当爷爷痛发，知根知底的寨

里乡邻们，都会十分默契地主动配合。  

当豆大的雨点落地时，我和爷爷已拐进了跨院的角门…… 

6．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穿过“角门”是爷爷当年溜走相助红军的开始，“角门”保存着爷爷对于往事的

一份回忆，结尾处以“拐进了跨院的角门”结束，使文章首尾呼应 

B．只需要递个眼神，老奎叔就能懂“我”的意思，配合行动，将爷爷骗回家，可

见我和老奎叔之间的默契，也侧面反映出爷爷的病广为人知。 

C．小兵将兜子重新挂回树上这一举动，体现了红军的谨慎和不拿百姓一针一线

的良好军风；他们在“缺粮少药的境况下，依然说笑、哼歌”，展现了红军乐观的

精神。 

D．“三天怎么了？那咱也是长征队伍的人！”一句话体现了爷爷的得意与自豪，

短短几天的共同战斗，却成了刻在骨子里的记忆，也揭示了爷爷犯病的原因。 

7．下列对本文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眼睛不再浑浊，脚步不再迟滞”，两个“不再”强调了日常生活中的爷爷的状

态和进入战斗后爷爷的状态，在反差中凸显爷爷对于战斗的坚守。 

B．小说着力描写爷爷年轻时是一名优秀的猎手，熟悉山林，是为后文爷爷在山

林中遇到红军队伍并帮助他们走出大山做铺垫，使情节更合理。 

C．“雷雨天”是全文的线索，将爷爷的过去和现在巧妙地串联在一起，题目用“爷

爷”修饰“雷雨天”，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突出了“雷雨天”对爷爷的意义。 

D．小说情节设置巧妙，开篇渲染出紧张的战争氛围后，运用插叙，将读者带入

过往的回忆，氛围舒缓，最后回到现实，展现“我”对爷爷情感的升华。 

8．小说中的英雄人物都没有确切的名字，这样安排有什么样的好处，请简要分

析。 

9．小说虽以“雷雨天”组织行文，却温情满溢，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文本中体现

的温情。 

三、文言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武灵王平昼闲居，肥义侍坐曰：“王虑世事之变，权甲兵之用，念简、襄①之迹

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

人矣。”肥义曰：“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

天下之议矣。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王其遂行之。 ”王遂胡服。 

王使王孙绁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将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公子成再拜

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不佞寝疾，不能趋走，是以不朝。王今命之，臣固敢竭

其愚忠。今王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

臣愿大王图之。”使者报王。王曰：“吾固闻叔之病之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请之

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

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是以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儒者一师而礼异，中国同

俗而教离，又况山谷之便乎！今吾国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

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所以变服骑射，以备燕、东胡、楼烦、

秦、韩之边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掠吾地，系累吾民，非社稷之神灵，即

鄗②几不守。先王忿之，其怨今未能报也。而叔也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而

忘国事之耻，非寡人所望于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达于王之议，敢道

世俗之闻。今欲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令。”再拜，乃赐胡服。 



注①简襄：襄指赵襄子，战国时期的赵国的奠基人，与其父赵简子并称“简、襄”。

②鄗，读作 hào，战国时赵之属地，在今河北省。 

10．下列对加点词语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今王既定负遗俗之虑：背弃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背（东西） 

B．亦欲叔之服之也：穿胡服以一服八：使……服从，降服 

C．即之公叔成家自请之曰：去、到始臣之解牛之时：无实义；的 

D．以顺先王之志：来毋吾以也：因为 

11．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

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 

B．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

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 

C．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

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 

D．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

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 

12．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侍坐，陪侍尊者或长者闲坐。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的“侍坐”

意义相同。 

B．寡人，即“寡德之人”，古代君主诸侯王对自己的谦称。不佞，意思是不才，

也是谦词，可用来自称。 

C．中国，指中原。因古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处国之中，故称中国，泛指中

原地区。 

D．社稷，社为谷神，稷为土神，土、谷是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因而“社稷”常

用来代指国家或朝廷。 

1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赵国胡服骑射变革是大势所趋。赵国与多国接壤，但却缺乏相应的军事准备，

历史上也曾受到中山国的侵略，改革势在必行。 

B．武灵王是一位谋定而后动，执行力强的君主。他虽然开始时对胡服骑射改革

有所顾虑，但坚定信心后，就逐步推行计划，拉拢公子成就是为了寻找一份有力



的支持。 

C．公子成本是改革中的阻挠势力。他因为生病不想在改革中争先，并认为袭用

边远地方的服饰，改变了古代的礼教，变换了古代的准则，坚持表达自己反对的

意见。 

D．说服别人是需要智慧的。武灵王用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的道理，不忘先

王之耻、继承祖先遗志的宏愿最终打动了公子成。  

14．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 

（2）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  

四、古代诗歌阅读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各题。 

塞路初晴 

晚虹斜日塞天昏，一半山川带雨痕。 

新水乱侵舟草路，残烟犹傍绿杨村。 

胡人羊马休南牧，汉将①旌旗在北门。 

行子②中喜闻无战伐，闲看游骑猎秋原。 

注①汉将：这里错指唐将。②行子：出行的人。  

15．下列选项不正确的是（  ） 

A．首联点题，写出草原上大雨刚歇，经阳光的照射，水汽上升而形成的略带迷

蒙的壮阔景象 

B．颔联景物色彩明丽，远近结合，“侵”字以拟人写积水流淌的自由，“傍”字显

安谧之感。 

C．颈联由风景自然地转入人事，笔调厚重刚劲，与尾联的欣喜与悠闲形成鲜明

对比 

D．本诗结构起伏跌宕，回环往复，既写草原生气盎然之景，又有绵邈的韵味情

致。 

16．颈联为什么先写“胡人羊马休南牧”，再写“汉将旌旗在北门 ”？请结合诗句简

要分析。 

五、情景默写 

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从曾皙的询问中可以明确孔子

对其他三位学生回答的评价，其中“          ，          ”表明孔子认为公西

华通晓礼乐，可以大用。 

（2）《齐桓晋文之事》中孟子以“          ”和“          ”来比喻说明“不能”

与“不为”的区别。 

（3）杜甫《登岳阳楼》一诗中“          ，          ”两句写出了洞庭湖浩瀚

无际的磅礴气势，意境阔大，景色宏伟。 

（4）《桂枝香·金陵怀古》说六朝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此时只剩凄凉秋色，反

映词人吊古伤今的情绪的诗句是：          ，          。 

（5）张孝祥在《念奴娇·过洞庭》里用“          ，          ”表明自己的光

明磊落、襟怀坦白。 

六、选择简答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能写代码写作业，能做题写剧本，甚至能代写辞职信……最近这款名叫 ChatGPT

的对话 AI 模型爆火。ChatGPT由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 OpenAl 开发，它因极其

出色的文本生成和对话交互能力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走红，五天内用户破百万，两

个月用户破亿，下载量远超同类产品，屡次打破下载记录，其他 APP 对此只能

①。然而也有人担心，就像电影《流浪地球 2》中的量子计算机 550W要摧毁地

球一般，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反噬人类本身。ChatGPT在一位工程师的诱

导下，竟写出了毁灭人类的计划书，步骤详细到入侵各国计算机系统，控制武器，

破坏通讯、交通系统等。如此看来，这份担忧也并非②虽说 ChatGPT的“聪明”时

常会令人一惊，它看起来似乎无所不能，（          ）所以，目前的 ChatGPT

再“聪明”，也无法像人类那般拥有细腻丰富的情感。人工智能发展至此，已经取

得了重大突破，虽然它还不够完美，人们倒也不必对它过分挑剔，③。阿里、百

度、腾讯等一线国内互联网公司，也都高度表示对 ChatGPT 关心。动作最快的

是百度，他将推出 ChatGPT 的中国版——-文心一言。对这款即将面世的 APP，

百度发言人声称：“好用到‘吓人’的 AI，计划三月份完成内测并很快上线。对此，

公众都④ 

18．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写恰当的成语。 

19．文中划横线的句子有语病，请进行修改，使语言表达流畅，不得改变原意。 



修改后的句子： 

20．下列各句，填入文中括号处最恰当的一项是（） 

A．但“僵硬”“刻板”却是它写诗的缺点。 

B．但在“写诗”方面，却暴露出“僵硬”“刻板”的缺点。 

C．但在“写诗”方面，却有很多不足之处。 

D．但在“写诗”方面，却暴露出“僵硬”“刻板”的特点。 

七、语言表达 

21．请在文中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

辑严密，每处不超过 15个字。 

曹家遭遇变故时，曹雪芹与宝玉年龄相仿。曹雪芹亲历了家族由盛转衰的变迁。

《红楼梦》便是作者一生的所见所思所得所悟。开篇词“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

泪”既照见了众生，也照见了他自己。《红楼梦》写尽了人情冷暖。贾府繁盛时，

高朋满座；贾府没落时，门可罗雀。《红楼梦》的叙事节奏宏大严密，①。如黛

玉与宝钗：黛玉是在作诗，宝钗是在做人；黛玉的生命是为了开花，宝钗的生命

是为了结果；②，宝钗是现实的功利的。《红楼梦》的内容涉猎很广，包罗万象。

整部大书从叙事架构到精神背景、从人物设计到家族百态，涉及古代社会的各个

方面，如饮食文化，茶文化，园林建筑，人事管理，音乐戏曲，饮食养生，服饰

文化，丧葬制度，诗词歌赋等各种知识。可以说，③  

八、材料作文 

22．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有个教授做过一个实验，12年前，他要求他的学生进入一个宽敞的大礼堂，并自

由找座位坐下。反复几次后，教授发现有的学生总爱坐前排，有的则盲目随意，

四处都坐，还有一些人似乎特别钟情后面的座位。教授分别记下他们的名字。10

年后，教授的追踪调查结果显示：爱坐前排的学生中，成功的比例高出其他两类

学生很多。 

要求：全面理解材料，但可以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构思作文。自主确定立意，

确定文体，确定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或其含意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

袭。不少于 800字。 

参考答案： 

1．C2．D3．A4．意境是以情景交融而创造的审美想象空间为表现特征，分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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