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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温州市浙南名校联盟 2023-2024学年高一下学期

开学考试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 小题，1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南阳迷笛音乐节结束之际，上演了荒诞的偷盗闹剧，一时之间对南阳各种嘲讽笑骂的“地

域黑”在第一时间就涌上热搜。

这些引经据典的嘲讽笑骂，给人造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印象，仿佛南阳自古以来就是小

偷之地。尽管没有人真的会把这些地域黑的笑话当真，但它们给人留下的印象之深刻，却足

以加固了人们对南阳，乃至河南整体的偏见。地域黑尽管制造针对地域的偏见，但对每个地

域，只要抓住机会，它都会黑得“一视同仁”。

地域黑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的受害者，同样也是河南，也就是位于今天商丘地区的宋

国。宋人作为愚蠢的代名词，几乎是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的共识。在宋楚泓之战中，宋襄公的

所谓“妇人之仁”常常被作为宋人愚顽固执的案例。关于宋人各种愚蠢的段子，在战国时代

诸子百家笔下更是盛行不息。从孟子的“揠苗助长”，到庄子的“适越卖冠”，再到列子的“负

暄献芹”，乃至于韩非子的“守株待兔”“智子疑邻”——可以说，如果战国的思想家们想

要编出一个愚人的寓言故事，那么宋人乃是当仁不让的头号人选。愚人的代表除了宋人，就

是郑人。“郑人买履”和“买椟还珠”两则脍炙人口的寓言，将郑人愚蠢固执的形象深深钉

在了地域黑的历史柱头上。

为何那些愚人会成为宋国与郑国的土特产？

宋国固然有宋襄公这样妇人之仁的愚顽案例，但孔子祖先正是宋人，战国时代纵横天下

几半的墨家创始人墨子也是宋人，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则曾为宋之漆园吏。至于郑国，比

宋国更加无辜，郑国的子产被认为是春秋时代最著名的贤相，是孔子推崇备至的君子。这些

都足以证明宋郑两国并非地域黑中愚人的大本营，反倒是君子贤才之乡。那么，为何战国诸

子，包括身为宋人的庄子自己，都会去“自黑”宋国呢？

近代刘师培在《清儒得失论》中如此解释愚宋的原因：“盖宋人当战国时，其民最愚，

故诸子以宋人为愚人之代表也”。真正将宋国黑成愚人大本营的时代，是在战国中期以后。

恰恰正是宋国被齐、楚、魏三国瓜分覆灭的背景下，才频繁涌出的这样一大批宋人愚蠢的地

域黑寓言。郑人愚蠢的寓言绝大多数出自韩非子的笔下，原因亦复如是，而且对韩非子来说，

还有个更特殊的原因：郑国是被他的母国韩国灭亡的。宋人可能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愚顽的

名声，因为宋人是殷遗民的后代，而周人在灭亡殷商后，虽然为了笼络殷遗民而对其畀以官

爵，允许其臣服于自己建立诸侯国，但依然将其视为“殷顽”对其戒备有加，将其置于周人

同姓诸侯国之间看管起来。处在这种征服者目光之下的宋国自然容易成为群体鄙视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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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宋国在战国时期被瓜分覆灭，这种长期以来的鄙视心态就更容易化作地域黑的嘲

讽，毕竟，还有什么比嘲讽一个亡国之民更遂心应手也更安全的呢？

地域黑在很大程度上，其初始正是来源于这样一种拜高踩低的心态。尽管先秦诸子很可

能只是能近取譬，将已经亡国的宋郑两国作为愚人寓言的工具，但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正

是通过自己造作的高明寓言，将两个战国时代血腥食物链中被踩在脚下的地域污名化，而他

们经典的寓言故事，又让宋人与郑人作为愚人代表的印象深入人心——尽管，这只是副产品。

后世的地域黑，则掺杂了更多的内心动机，大多是通过贬低对方来抬高自己。南北朝时

代处于竞争中的北朝与南朝就是这种地域黑的代表，为了彰显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它们都自

视为正统，而对对方大加贬低，北朝将南朝蔑称为“岛夷”，而南朝则将北朝贬斥为“索

虏”，双方抓住一切机会制造南北地域对立去黑对方。甚至在两国交聘的正式外交场合，也

要想方设法黑一把对方，让对方的使臣难堪。南北朝时代最出名的地域黑，则出自《洛阳伽

蓝记》中记载的一场对话。南北朝唇枪舌剑的地域黑，更暗藏一种政权合法性竞争的争斗，

尽管南北朝连同说出这番南北地域黑妙语的刻薄之口，一并被扫进了历史尘埃当中，但是那

种南北对立互黑的思维，却犹如一颗毒种，只要给予环境，加以刻意灌溉，就会滋长起来，

为地域黑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动机的繁茂枝叶。清代雍正帝对南方的地域黑，则是刻意为

之。雍正帝固然用地域黑当作敲打南方的武器，但这种看似义正辞严的地域黑背后，真正敲

打的，却是他那一颗不安自卑的内心，雍正帝深知，比起南方所谓的风俗浇薄，自己犯下的

种种罪行才是黑暗得不可告人。因此，他要用所谓的义愤来掩饰内心的羞愧。这也就是所谓

的移羞作怒。

地域黑擅长的是通过以偏概全的手段来制造焦点，转移注意。但“偏”的存在，也是不

争的事实。尤其是当某种群体现象出现时，偏就更容易被当作全，而被“地域黑”加以炒作。

偷盗行为确实发生了，这是一个事实，但如果我们仅仅纠结于偷盗这一现象，用来大做文章，

编造出各式各样地域黑的段子，除了博人一笑，造成刻板偏见，别无他用。就像考察地域黑

的历史渊源一样，真正需要追究的，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所谓的地域黑并不好笑，以何

种方式去看待对方，其实正是自己内心的造相。

（摘编自李夏恩《南阳迷笛音乐节余波：“地域黑”背后的问题并不好笑》）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现实中，南阳迷笛音乐节的偷盗事件引发了全网针对河南的地域黑；历史上，地域黑最早

的受害者也是古代商丘所处的宋国。

B.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笔下的宋国人在寓言中往往以愚蠢、固执等负面形象出现。除此

以外，郑国人也成为了愚人的代表。

C.孔子的祖先、墨子、庄子、子产是宋郑两国有代表性的君子贤才，只因为他们人数太少，

不能够扭转大家对两国人愚笨的认知。

D.宋国因为是殷商遗民，后来又被齐、楚、魏三国瓜分覆灭，成为嘲讽的头号对象。而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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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多嘲讽郑国人也因郑被韩所灭。

2.根据材料中横线的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地域黑尽管制造针对地域的偏见，但对每个地域，只要抓住机会，它都会黑得‘一视同

仁’”运用拟人手法和成语的褒义贬用，表明地域黑并非针对某地，而是无差别抹黑。

B.“‘郑人买履’和‘买椟还珠’这两则脍炙人口的寓言，将郑人愚蠢固执的形象深深钉在

地域黑的历史柱头上”，借助耻辱柱化虚为实，写出寓言塑造郑人愚蠢形象的威力。

C.“北朝将南朝蔑称为‘岛夷’，而南朝则将北朝贬斥为‘索虏’”“南北朝时代最出名的

地域黑，则出自《洛阳伽蓝记》记载的一场对话”，前者是引用论证，后者是举例论证。

D.“南北对立互黑的思维，却犹如一颗毒种，只要给予环境，加以刻意灌溉，就会滋长起来，

为地域黑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动机的繁茂枝叶”，运用比喻手法，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对立

互黑思维的危害。

3.根据材料内容推断，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地域黑”的一项是（   ）

A.中山国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南楚好辞，巧说少信。（司马迁《史记》）

B.亚裔面孔的形容词：数学高分、热爱学习、不爱社交、严肃刻板。（媒体报道）

C.他住的那间公寓房间现在租给一个爱尔兰人，具有爱尔兰人的不负责、爱尔兰人的急智、

还有爱尔兰人的穷。（钱锺书《围城》）

D.在法国，只有巴黎和遥远的外省，因为巴黎还没来得及将它们吞噬。（孟德斯鸠）

4.请根据文章内容将思维导图补充完整，每条不超过 6个字。

5.转载本文的公众号下有一则这样的留言：“我不是河南人，也没有黑河南，这篇文章对我

有什么意义呢？”请结合文本回应这位读者的疑问。

〖答 案〗1.C    2.C    3.B    

4.①地域黑；②南北朝、③对立互黑；④待对方显内心    

5.①地域黑的地域偏见是无差别抹黑，并不只针对河南。②地域黑以偏概全，容易成为其 

他群体事件的焦点而转移了该被关注的实质问题。③只有意识到地域黑背后的心理动机和原

因，才 能警惕预防地域黑思维危害。

〖解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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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辨析信息的能力。

C.“只因为他们人数太少，不能够扭转大家对两国人愚笨的认知”强加因果，无中生有，原

文是“这些都足以证明宋郑两国并非地域黑中愚人的大本营，反倒是君子贤才之乡”。不是

因为人数少不能扭转偏见，而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故选 C。

【2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修辞、论证方法等的比较、辨析的能力。

C.“前者是引用论证，后者是举例论证”错，两个都是举例论证。

故选 C。

【3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根据原文信息进行推断的能力。

B.是种族刻板印象，不属于“地域黑”。

故选 B。

【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图表信息，分析写作思路、筛选并概括信息的能力。

思维导图就是直观的文章思路结构框架的呈现，答题时要注意注意隐含的〖提 示〗：即图表

的结构样式总分并列等关系，空缺处与已给信息的关系，包括字数和所给短语的结构，最好

保持大体一致。

第一空前面的〖提 示〗是音乐节偷盗事件引出的话题，“一时之间对南阳各种嘲讽笑骂的‘地

域黑’在第一时间就涌上热搜”，此空填地域黑、地域黑现象、地域黑问题都可得一分；

第二空在地域黑历史溯源三个阶段的中间部分，左边是例子，右边是思维方式，原文“南北

朝时代处于竞争中的北朝与南朝就是这种地域黑的代表”因此第二空南北朝、南朝和北朝、

南北朝时代都得一分；第三空“为了彰显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它们都自视为正统，而对对方

大加贬低”“双方抓住一切机会制造南北地域对立去黑对方”“南北对立互黑”，填制造对

立、对立互黑、贬人抬己（贬他人抬自己）都得一分；

第四空，前面归纳了最后一段启示中的两条，都是动宾结构的短语，“以何种方式去看待对

方，其实正是自己内心的造相”，填如何看显内心、正内心待他人、正态度审内心、待对方

映内心、知内心、明内心、见内心都得一分、省自身、自省察也得一分。

【5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探究文本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的能力。

“我不是河南人，也没有黑河南，这篇文章对我有什么意义呢？”，要分析地域黑的本质，

对所与人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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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地域黑尽管制造针对地域的偏见，但对每个地域，只要抓住机会，它都会黑得‘一视

同仁’”可知，地域黑的地域偏见是无差别抹黑，并不只针对河南。

②由“地域黑擅长的是通过以偏概全的手段来制造焦点，转移注意”可知，地域黑以偏概全，

容易成为其他群体事件的焦点而转移了该被关注的实质问题。

③由“后世的地域黑，则掺杂了更多的内心动机，大多是通过贬低对方来抬高自己”“就像

考察地域黑的历史渊源一样，真正需要追究的，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所谓的地域黑并不

好笑，以何种方式去看待对方，其实正是自己内心的造相”可知，只有意识到地域黑背后的

心理动机和原因，才能警惕预防地域黑思维危害。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打捞

刘庆邦

（1）一日午后，正是一天最热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冯淮海到塌陷湖的湖边来了。

冯淮海此行的目的，是要下到湖水里打捞一样东西。

（2）他向塌陷湖的湖心眺望。这里原是淮北大平原上的一片村庄，因村庄底下压着煤，

国家的煤矿要把煤采出来，就出资在靠近城镇的地方盖了新房，动员各村的村民搬到新房里

住去了。那些不避艰险的矿工钻进地心，把“宝”挖走了，把煤掏空了。失去支撑的重重包

裹，一重一重往下脱落，地下水慢慢地浸上来，就形成这么一大片湖泊。湖面白茫茫的，似

乎与天空连到了一起。没有风，湖水一点波纹都不起，平静得跟镜面一样。

（3）冯淮海看了看四周和天空，像是给他打捞东西的地方确定一个大概的方位，才开

始脱衣服下水。他要去的地方，是他原来所在的村庄冯营。冯营是他祖祖辈辈所生活的家乡，

也是他度过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乐园。

（4）湖水的表面一层，被阳光晒得有些热乎乎的，但下面的水还是凉飕飕的。冯淮海

准备打捞什么呢？他要打捞一只石头碓窑子。拆房子搬家时，唯一没搬走的老东西，就是那

只石头碓窑子。搬家的事一切由冯淮海负责，在取舍时，他看到碓窑子了。那只碓窑子在大

门外面的一棵弯枣树下放着，他围绕着碓窑子转了三圈，看了三圈，最后还是决定把碓窑子

舍弃掉。。

（5）在水里凫了一会儿，冯淮海估计自己已经凫到冯营所在的地方，并估计了一下自

家的院子和碓窑子所在的大概方位，就开始潜水下沉，用脚探底。然而他潜入水底两次，瞪

大眼睛左看右看，眼前一片灰蒙蒙的，只能看到水底黑色的淤泥，别的什么都没发现。炽白

的阳光仍照着湖面，无风无浪无飞鸟，湖面一片静寂。冯淮海现在也是一名矿工，他听矿上

的技术员说过，在亿万年前，这里原就是一片湖泊。以前的湖泊，都是在自然的作用下形成

的。现在的湖泊，是人工所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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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冯淮海回到家，见母亲正仰靠在客厅里的沙发上打瞌睡。冯淮海一进家，母亲就

醒了过来，看着他说：你今天回来得有点儿晚哪。冯淮海没有马上去楼上睡觉，他在沙发上

坐下了，要陪母亲坐一会儿。母亲把他的胳膊看了看，问他是不是到塌陷湖里凫水去了。他

说，他想试试湖里的水有多深，就下去蹚了一下。

（7）母亲说：你说怪不怪，咱家搬到这里这么长时间了，我连一次都没做过在新房子

里的梦，梦是咋回事呢？难道人的梦都是念旧不念新吗？就在你刚才进家的时候，我还在做

梦呢，我又梦见了咱家的那棵弯枣树，又梦见了放在树下的碓窑子。我梦见回到了 1960 年，

食堂断粮了，停火了，生产队里给每家分了一把棉籽儿。我把棉籽儿放在碓窑子里用碓头

砸……

（8）他不记得母亲对他说过多少次了，说碓窑子是他的曾祖父买的，到他这一代，碓

窑子已经传到了第四代。父亲弟兄三个，当年爷爷给他们分家的时候，三个人都想要碓窑子。

爷爷想了个办法，看弟兄三人谁能把碓窑子扶起来，父亲一口气就把碓窑子扶得倒扣在地上。

（9）母亲说：有些东西是用不着了，用不着了不等于忘记了。越是用不着的东西，越

是容易让人想起来。想想哪样东西用不着了，也看不着了，心里就像空了一大块。

（10）再去塌陷湖里打捞碓窑子时，冯淮海没有像上次那样单打独斗。冯淮海买了香烟

和白酒送给堂叔，跟堂叔说了想坐堂叔的打鱼船打捞碓窑子的意思。

（11）这下面的煤你也挖过吗？

（12）冯淮海承认挖过。

（13）把煤挖出来值吗？我看不值，不如留着好好的地种庄稼。煤只挖一茬就完了，种

庄稼呢，可以年年种，上一辈的人没了，下一辈的人可以接着种。你们把平地挖成了塌陷湖，

就什么都种不成了。

（14）冯淮海扩大了搜寻范围，仍一无所获。在他的想象里，碓窑子会突然出现在他面

前。碓窑子赫然在水底站立着，他双手上去，一下子把碓窑子抱住了，像抱住久别重逢的老

朋友一样。可是，他每次的希望都变成了失望，每次想象都化成了泡影。他想到可能永远找

不到碓窑子了，可能永远都无法向母亲交代了，失望的情绪低落，几乎落下泪来。

（15）事已至此，难道关于寻找难窑子的事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吗？夏天过去，转眼到

了中秋节。这天，女儿在客厅里翻看家里的相册，翻着翻着，她喊爸爸，问：这是啥东西？

你道怎的，他在塌陷湖里寻觅碓窑子无觅处，却在相册里看到了变成相片的碓窑子。他想起

来了，在搬家之前，为了留念，他用傻瓜相机，为老院子、老房子、老物件等，照了一些照

片。他照了堂屋、灶屋、窗户、院门楼，还照了石榴树、竹园、压水井、柴草垛等。他不记

得给碓窑子也照了相，眼前有照片佐证，可能是他照着照着照顺了手，把碓窑子也顺便照进

了镜头。他说：这是咱家的碓窑子呀！

（16）他马上上楼，把碓窑子的照片拿给母亲看，说：娘，娘，我总算把碓窑子找到了。

他激动的声音有点儿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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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母亲戴上花镜看了照片，说，好，好，有照片碓窑子就留下了，啥时候想起碓窑

子，看看照片就啥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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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北京文学》2023年第 7期，有删改）

6.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塌陷湖是“打捞”的地点，这个名称，实际上交代出了这块地区曾经有过的动迁历史。

B.母亲告诉儿子做梦总梦到老家，正是母亲的念旧让冯淮海选择再一次前往塌陷湖打捞。

C.在回忆里，父亲兄弟分家时争夺碓窑子，可见其意义重大，为打捞它给出了合理解释。

D.两次打捞不成功，看到照片冯淮海才“声音有点发抖”，母亲不动声色是因为更加老成。

7.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以冯淮海的“打捞”现场活动开篇，给读者展示了人物活动的重要场景，拉开了小说

的帷幕，为下文设置了悬念。

B.小说以“打捞”作为线索，贯穿全文，运用补叙的手法，丰富了小说的内容，使情节更加

完整并且使故事更加跌宕起伏。

C.小说交代冯淮海的矿工身份，给冯淮海思考塌陷湖的“前世今生”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同

时展现了他复杂的情感态度。

D.小说以碓窑子照片的发现为结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戛然而止的结局似乎解决了打

捞问题，却饱含无奈的味道。

8.小说标题有丰富的意蕴，请结合文本加以分析。

9.小说（5）（6）段之间原有这样一些回忆性文字：矿上来人给母亲做搬迁的思想工作，承

诺让冯淮海当正式矿工，母亲才最终同意搬迁；冯家从普通的四间平房搬到了宽敞的二层小

楼。这段文字是否可删，请说明你的态度，并结合文本给出依据。

〖答 案〗6.D    7.B    

8.①冯淮海打捞的是用了许多年的碓窑子。②冯淮海打捞碓窑子是为了满足母亲的念想， 

延续家族记忆，也是打捞长期在乡村生活的记忆。③冯淮海和堂叔的打捞是对传统价值观的

一次重 拾性的探讨。    

9.不同意删节：①回忆内容丰富了冯淮海及母亲的形象塑造，展现了普通人在实际利益和 

传统价值取舍上的矛盾心理。②回忆交代了冯家因搬迁生活得到改善，回忆的补充交代让情

节更加 完整，也为下文母子交流的情节做了铺垫。③回忆强化了主题的表达，更好地展现

了传统观念与现 代生活间的矛盾冲突。 同意删节：①小第二段已经交代了动迁结果，小说

第五段也交代了冯淮海的矿工身份，回忆文 字有重复可以删节。②删节后的小说围绕“打

捞”这一核心主题展开，过多的交代冲淡了主题的集 中表达。③小说删节后已有的交代含

蓄克制，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思考空间。

〖解 析〗

【6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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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不动声色是因为更加老成”错，不构成因果关系，母亲只是出于无奈，放低要求。说

母亲“不动声色”也不准确，原文“母亲戴上花镜看了照片，说，好，好，有照片碓窑子就

留下了，啥时候想起碓窑子，看看照片就啥都有了”。

故选 D。

【7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能力。

B.“运用补叙的手法”错，“他不记得母亲对他说过多少次了，说碓窑子是他的曾祖父买的，

到他这一代，碓窑子已经传到了第四代……”这段描写是插叙。

故选 B。

【8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标题的含义和作用的能力。

标题含义应该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

①小说标题“打捞”首先是指冯淮海家用了许多年的碓窑子，文中写“在水里凫了一会儿，

冯淮海估计自己已经凫到冯营所在的地方，并估计了一下自家的院子和碓窑子所在的大概方

位，就开始潜水下沉，用脚探底”。

②冯淮海打捞碓窑子是为了满足母亲的念想，第（7）段写母亲做梦“我又梦见了咱家的那

棵弯枣树，又梦见了放在树下的碓窑子”；是为了延续家族记忆，第（8）段写这个碓窑子“是

他的曾祖父买的，到他这一代，碓窑子已经传到了第四代”；也是打捞长期在乡村生活的记

忆，搬家之前冯淮海给老房子照相，“在搬家之前，为了留念，他用傻瓜相机，为老院子、

老房子、老物件等，照了一些照片。他照了堂屋、灶屋、窗户、院门楼，还照了石榴树、竹

园、压水井、柴草垛等”，表现他对过去生活的怀念，而碓窑子就是当时生活的见证物。

③打捞时堂叔说“把煤挖出来值吗？我看不值，不如留着好好的地种庄稼。煤只挖一茬就完

了，种庄稼呢，可以年年种，上一辈的人没了，下一辈的人可以接着种。你们把平地挖成了

塌陷湖，就什么都种不成了”，传统价值观和当下价值观到底哪个更合理，更有利于人类，

不言而喻。冯淮海和堂叔的打捞是对传统价值观的一次重拾性的探讨。

【9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重要情节的作用、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的解读的能力。

不同意删节：需要看这段文字在塑造人物形象、对小说情节及主题表达的作用。

①回忆内容补充了冯淮海家搬迁的过程，其中原本不愿搬迁的母亲，在得知矿上可以给儿子

安排工作后最终同意搬迁，展现了普通人在实际利益和传统价值取舍上的矛盾心理。这个内

容丰富了冯淮海及母亲的形象塑造。

②“冯家从普通的四间平房搬到了宽敞的二层小楼”，回忆交代了冯家因搬迁生活得到改善，

小说中并无提及搬迁得到的实际利益，这样的补充交代让情节更加完整；同时这段回忆也说

明了冯淮海为何那么执着地圆母亲的梦，也为下文母子交流的情节做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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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回忆内容展现了传统观念与现代生活间的矛盾冲突，按照传统观念，中国人安土重迁，不

愿搬家；但实际利益又能改善生活，改变人物命运。这样的选择强化了主题的表达。 

同意删节：

①小第二段“国家的煤矿要把煤采出来，就出资在靠近城镇的地方盖了新房，动员各村的村

民搬到新房里住去了”已经交代了动迁结果——搬进新房；小说第五段也交代了冯淮海的矿

工身份，“冯淮海现在也是一名矿工”。回忆文字有重复可以删节。

②小说题目是“打捞”，原文紧紧围绕这个事件来写，核心主题更集中紧凑，如果加入题干

内容，过多的交代冲淡了主题的集中表达。

③小说删节后我们只能看出冯淮海一家因煤矿挖煤搬家，母亲和他对原来的生活无法割舍，

十分怀念，搬迁的具体过程没有出现。这样使得已有的交代含蓄克制，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

思考空间。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

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澹，则争。争，则强胁弱而

勇侵怯。贪昧饕餮之人残贼天下万人搔动莫宁其所有。圣人勃然而起，乃讨强暴，平乱世，

夷险除秽，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不得不中绝。兵之所由未者远矣！黄帝尝与炎帝战矣，

颛顼尝与共工争矣。故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尧战于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启攻有扈。自五帝

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

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炎帝为火灾，故黄帝擒之；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教之

以道，导之以德而不听，则临之以威武。临之威武而不从，则制之以兵革。故圣人之用兵也，

若栉发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杀无罪之民，而养无义之君，害莫大焉；殚天下之财，

而澹一人之欲，祸莫深焉。使夏桀、殷纣有害于民而立被其患，不至于为炮烙；晋厉、宋康

行一不义而身死国亡，不至于侵夺为暴。此四君者，皆有小过而莫之讨也，故至于攘天下，

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长海内之祸，此大伦之所不取也。所为立君者，以禁暴讨乱也，今

乘万民之力，而反为残贼，是为虎傅翼，曷为弗除！

兵贵谋之不测也，形之隐匿也，出于不意，不可以设备也。谋见则穷，形见则制。故善

用兵者，上隐之天，下隐之地，中隐之人。隐之天者，无不制也。何谓隐之天？大寒甚暑，

疾风暴雨，大雾冥晦，因此而为变者也。何谓隐之地？山陵丘阜，林丛险阻，可以伏匿而不

见形者也。何谓隐之人？蔽之于前，望之于后，出奇行陈之间，发如雷霆，疾如风雨，搴巨

旗，止鸣鼓，而出入无形，莫知其端绪者也。

——节选自《淮南子·兵略训》

10.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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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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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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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昧 A饕餮之 B人 C残贼 D天下 E万人 F搔动 G莫宁 H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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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利，获利，与《劝学》“非利足也”中的“利”意义和用法都不同。

B.存亡，指灭亡，是偏义复词，与“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的用法相同。

C.“故圣人之用兵也”中的“之”与“哀吾生之须臾”中的“之”用法相同。

D.设备，指设防备，与现在所说的“满足某种需要或进行某项工作所需要的整套器物或建筑”

不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古代战争的目的，不是想着扩大疆域，也不是想着要获取金玉财宝，而是为百姓铲除祸害。

人群居杂处，总有争斗，所以战争不断。

B.圣人总是在贪财残暴之人残害百姓时挺身而出，铲除奸恶之徒，把混浊变得清平，让那些

残暴之人不得不停止作恶。

C.圣人用兵，就和梳理头发，给地除草一样，是为了多数百姓的利益，清除少数害虫。例如

黄帝擒炎帝，颛顼杀共工。

D.隐之于人，须用奇兵冲进敌军的阵营，攻击的速度像雷霆，推进的速度像风雨，要是目的

达到了就高举大旗，停止鸣鼓。

13.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

（2）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14.《淮南子》一书体系博大，思想深邃。在许多方面都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请结合本文，

概括其与战争有关的观点。

〖答 案〗10.CEG    11.B    12.D    

13.（1）战争，是用来制止凶暴和讨伐祸乱的。

（2）螃蟹有六条腿，两只大钳子，如果没有蛇鳝的洞穴就无处容身，因为心思浮躁的缘故。    

14.①认为战争由来已久，起因在于物质利益的分配不均。②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平息天下

暴乱，为百姓除害。③认为用兵的谋略在于隐蔽自身于天地人中，使对手防不胜防。

〖解 析〗

【10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贪财又残暴的人就开始残害天下百姓，天下百姓大乱，没有人使他们安宁。

“贪昧饕餮之人”是主语，主谓之间强调主语，主语后可断，即在 C处断开；

“残贼”为谓语，“天下”是宾语，宾语后可断开，即在 E处断开；

“万人”作主语，“搔动”作谓语，故应在 G处断开。

故应在 CEG处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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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了解并掌握常见的文学文化常识和文言实词意义的能力。

A.正确。“利”，动词，获利；形容词作使动用法，使……快，走得快。句意：不是想着扩

大地域来获利，也不是想着要获取金玉财宝。/并不是脚走得快。

B.错误。“存亡”，使濒临灭亡者得以保；偏义复词，灭亡。句意：而是为了使濒临灭亡者

得以保存延续。/这确实是国家危亡的时刻啊。

C.正确。“之”，助词，用于主谓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句意：所以圣人用兵。/哀叹我们

的一生只是短暂的片刻。

D.正确 句意：使对手防不胜防。

故选 B

【12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并筛选信息的能力。

D.“高举大旗”错。原文“搴巨旗，止鸣鼓”，意为：令敌人偃旗息鼓（大败敌人）。故选项

说成“高举大旗”是错的。

故选 D。

【13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判断句，“者……也”表判断；“兵”，战争；“所

以”，用来……的。

（2）“跪”，腿；“寄托”，容身；“躁”，浮躁。

【1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和概括文章相关内容的能力。

分别从战争的起因、目的和谋略三个角度来概括。

（1）根据“分不均，求不澹，则争”概括：认为战争由来已久，起因在于物质利益的分配

不均。

（2）根据“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概括：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平

息天下暴乱，为百姓除害。

（3）根据“兵贵谋之不测也，形之隐匿也，出于不意，不可以设备也”“故善用兵者，上

隐之天，下隐之地，中隐之人”概括：认为用兵的谋略在于隐蔽自身于天地人中，使对手防

不胜防。

参考译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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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作战，不是想着扩大地域来获利，也不是想着要获取金玉财宝，而是为了使濒临灭

亡者得以保存延续，平息天下暴乱，为百姓铲除祸害。人类有穿衣吃饭的欲望的本能，可是

物资不能满足人的需求，于是人类开始相聚杂处，但是不能均匀分配，欲望得不到满足，于

是争斗就发生了。争斗时，强壮的就威胁弱小的，勇猛的就欺侮胆小的。贪财又残暴的人就

开始残害天下百姓，天下百姓大乱，没有人使他们安宁。这时圣人挺身而出，讨伐强暴，平

定乱世，铲除奸恶，平定混乱，把混浊变得清平，转危为安，因此那些残暴之徒不得不停止

作恶。战争的历史很长了!黄帝就曾经和炎帝打过仗，颛顼还和共工争斗过。黄帝于涿鹿之

野大败蚩尤，尧帝在丹水之浦把楚伯平定，舜帝征讨忤逆的有苗，夏启对不服的有扈发动战

争。这说明战争即使在五帝时代都是没有止息的，更别提衰乱的时代了。

战争是用来制止凶暴和讨伐祸乱的。炎帝酿成了火灾，因此黄帝擒获了他;共工酿成水

患，因此颛顼诛灭了他。先用道理加以说服教育，还以德行对这些恶人加以开导，如果他们

还是不听从，就用武力来加以震慑，用武力震慑还是不能使他们服从，就只能出兵制伏了。

所以圣人用兵，就和梳理头发，给地除草一样，是为了多数百姓的利益，清除少数害虫。为

了保护不义的君主，而杀害无辜的百姓，这是天下最大的祸害;为了满足一个暴君的欲望，

把天下的财物消耗尽，这是最为沉重的灾难了。假若夏桀和商纣所做的危害百姓的事，在刚

开始时就被阻止了，所谓的炮烙酷刑也不会出现了;假若晋厉公和宋康王在干第一件不正当

的事情时身死国灭，就不会出现侵别国施强暴的事了。这四位暴君，都是因为他们的小恶行

没有人及时出来制止，因此导致后来残害百姓，扰乱天下。放纵一个暴君的邪恶，从而增长

天下的祸乱，这是天理人伦所不允许的。之所以要确立君主，目的是防止强暴讨伐叛乱，可

是如今凭借万民之力统治万民的君主，却反过来成为残害百姓的人，就好比给恶虎添翼，为

什么不铲除他呢！

用兵的可贵之处是谋略不被猜透，部队行动不露任何行迹，常常出人意料，使对手防不

胜防。这说明谋略要是被对手掌握，肯定会陷于困境;行动要是被对手掌握，肯定就会受制

于人。因此真正能用兵的人，向上能够利用天象来隐蔽自身，向下善于利用地形藏匿自我，

中间善于利用人的作用来隐蔽自身。要是用天象来隐蔽自我，就没有什么敌人能够制伏他。

那么到底什么是利用天象来隐蔽自我呢？也就是利用大寒酷暑、狂风暴雨、大雾阴天这些天

气条件来顺应变化，使对方被迷惑。那么到底什么是利用地形来隐蔽自我呢？就是利用山地

丘陵、丛林险阻这些有利的自然条件来隐藏部队来埋伏袭击。什么又是发挥人的作用来隐蔽

自我呢?就是在敌人前进的道上设下埋伏，或跟在敌军的后面进行观察，或者使用奇兵冲进

敌军的阵营，攻击的速度像雷霆，推进的速度像风雨，令敌人偃旗息鼓（大败敌人），达到

目的后悄然离去，看不见任何行迹，没有人明白来龙去脉。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下面小题。

将归旧山留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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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羽

相共游梁①今独还，异乡摇落忆空山。

信陵死后无公子，徒向夷门学抱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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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①梁即大梁，战国时代魏国的都城，也是西汉梁孝王招揽文士的梁园所在。②

夷门守门者为侯赢，被信陵君赏识，尊为上客。

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这首诗题目中“留别”与《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留别”相同，说明两首诗都是以送别

为主要内容的诗歌。

B.诗歌首句交代写诗事由，他与朋友一起畅游大梁，如今独自还乡。一个“独”字，写出了

诗人内心的惆怅悲戚。

C.次句承首句，“摇落”点明时令为秋季，与宋玉“草木摇落而变衰”意境相似。“空山”

呼应诗题中的“旧山”。

D.陈羽的这首七言绝句，韵律工整，语言简洁，用典恰当。这首送别诗表现其“孤怀”“幽

情单绪”，含蓄且深远。

16.温庭筠有诗云：“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本诗所表达的情感与此有异曲

同工之处。请结合全诗简要分析这种情感。

〖答 案〗15.A    

16.①温庭筠此句表达了一种贤主难求，时运不济，怀才不遇的悲愤。本诗表达了相似的情

感。

②首句中提到的梁园是西汉梁孝王招揽文士的所在，而诗人却独自归乡，可见并未觅得贤主，

受得赏识，实现心中抱负。

③第二句写诗人倦游将归，又逢秋日，其情更凄。“摇落”既指木叶之萧瑟，又喻自身之潦

倒，抒发有志难伸之感。

④后两句用典。诗人感慨若没有信陵君这样的公子，即使效仿满腹奇才的侯赢夷门抱关，又

有何用呢？暗指自己难遇贵人，壮志难酬。

〖解 析〗

【15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和赏析诗歌内容的能力。

A.“都是以送别为主要内容的诗歌”错误。《将归旧山留别》这首诗中，“留别”意味着诗

人在即将离开某个地方时，留下的告别之作。这首诗主要表达的是诗人即将离开异乡，回到

旧山时的感慨和回忆，而不是描写送别的场景。

故选 A。

【16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和鉴赏诗歌情感的能力。

首先，“相共游梁今独还”，诗人曾与友人共游梁园，但如今却独自归乡。梁园是西汉梁孝

王招揽文士的地方，诗人独自归乡，意味着他并未在梁园觅得贤主，也未受到赏识，无法实

现心中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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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异乡摇落忆空山”进一步表达了诗人的凄凉心境。他倦游将归，又逢秋日，木叶萧

瑟，情景交融，既描绘了自然景象的摇落，又暗喻了诗人自身的潦倒和有志难伸的感慨。  

最后，“信陵死后无公子，徒向夷门学抱关”用典，诗人借信陵君和侯赢的故事，表达了自

己难遇贵人的无奈和壮志难酬的悲愤。信陵君赏识侯赢，尊为上客，但如今信陵君已死，公

子不再，即使诗人效仿侯赢抱关，又有何用呢？这种无奈和悲愤，正是诗人对于贤主难求、

时运不济的深刻体验。  

综上所述，这首诗通过描绘诗人的孤独归乡、秋日摇落的景象以及用典表达难遇贵人的无奈，

深刻表达了诗人对于贤主难求、时运不济、怀才不遇的悲愤情感，和温庭筠的诗句“今日爱

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情感一致。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 小题，6 分）

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好的比喻往往取材于生活，巧于运思，如《劝学》中“__________”，用磨刀之功比学

习之效；《登泰山记》中“__________”，用衣带喻环绕山腰的云雾。

（2）在《鹊桥仙》中，秦观通过“__________，__________”表达了他对爱情的独特见解，

体现了命意的高妙。

（3）“猿啼”在古诗中多为哀音，甚为凄凉，如杜甫《登高》里“__________”一句；“猿

啼”也不总是哀音，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__________”一句。

〖答 案〗 （1）金就砺则利   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2）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

暮暮    （3）风急天高猿啸哀   渌水荡漾清猿啼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 2 小题，10 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南宋人陈善，于《扪虱新话》一书中，谈读书，曰：“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

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通透，此是出书法。”

   A     ？用陈善的话来说，就是“见得亲切”。看见一本书，即油然生发一份亲切感，

出于兴趣，出于喜欢，自然也就能很容易地进入书中了。而只有“入得书”，也才真正能够

理解作者的“用心处”了。

那么，又何谓读书之“出”呢？陈善认为所谓“出”，就是“用得通透”。他的着眼点在

于一个“用”字。但就一个“用”字而言，应该也是有一定层面的。

“用”的其中一个层面是摘章截句。此等“用”，是借他人之话，    B    ；而所用之

章句，只是自己文章的材料，是为自己的文章服务的。这种“引用”，如果材料选择典型，

引用恰当，即能使自己的文章充满知识性和趣味性，此便是“用”到了好处。

      C   。此等“用”，是将章句化为自己的语言表达，将故事化为典故，进行浓缩、

提炼，使得所用更精炼、确当。古人诗词文章中的“用典”，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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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陈善《扪虱新话》表明，②“用得通透”意为运用得透彻，灵活，③是“用”的最

高点，④已然达到了一种深刻饱满的状态。⑤更为重要的是，“用得通透”在某一个人身上

则具体表现为：⑥不仅其人的读书成为其学问的一部分，⑦还成为塑造其人格的文化基础。

一言以蔽之，⑧“用得通透”就是读书使人修身养性并最终化为他们生命的养分。

18.请在文中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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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个字。

19.文中最后一段有两处表述不当，请指出其序号并做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逻辑严

密，不得改变原意。

〖答 案〗18.A：何谓读书之“入”呢；B：达自己之意 （达己之意）；C：“用”的另一层面

是化用。    

19.①据陈善《扪虱新话》/陈善《扪虱新话》表明 ⑥其人的读书不仅成为其学问的一部分

〖解 析〗

【18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语言表达之情境补写的能力。

A空：根据前文“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此空需填写“入”或“入书法”；根据后文“那

么，又何谓读书之‘出’呢？”，此空需与后文句式保持统一，填写：何谓读书之出。

B空：根据后文“只是自己文章的材料，是为自己的文章服务的”“能使自己的文章充满知

识性和趣味性”，此空需填写“自己”或“自己的文章”“自己的语言表达”；根据前文“借

他人之话”，此空需与上句句式大致保持统一，内容关联，可填：达自己之意。

C空：根据后文“是将章句化为自己的语言表达，将故事化为典故，进行浓缩、提炼，使得

所用更精炼、确当”，此空需填写“化用”；根据前文“就一个‘用’字而言，应该也是有一

定层面的”和“‘用’的其中一个层面是摘章截句”，此空需填写“‘用’的另一个层面

是”，点出“层面”，与上文句式保持大致统一，填写：“用”的另一层面是化用。

【19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辨析并修改病句的能力。

①“据……表明”句式杂糅，应改为“据陈善《扪虱新话》”或“陈善《扪虱新话》表明”。

⑥“不仅其人的读书成为其学问的一部分”，关联词位置不当，主语一致，关联词应该放到

主语后面，应该为“其人的读书不仅成为其学问的一部分”

（二）语言文字与运用Ⅱ（本题共 3 小题，1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权力方式 横暴权力 同意权力 长老权力 A

权力基础 社会冲突 社会合作 社会继替 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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