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域教研联盟 2023-2024 学年高三下学期一模考试语文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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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小题。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要突破话语霸权，还要实现文明平等对话。

黑格尔在其著作中常常以中国文化为指摘对象，或称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文化没有思辨

思想，《论语》不翻译才是更好的。对此，钱钟书先生曾提出严厉批评。在《管锥编》的

《论易之三名》中，钱钟书先生写道：“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

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拉丁文中亦无义蕴深富尔许

者。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

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充满着“黑格尔式”的无知与误解。西方学者一直以“两希文化”

作为文化的源头，西方文明史的开端常常以古希腊为首，形成了学术界“言必称希腊”的现

状。西方学者的文明优越论来源于希腊文明起源论，基佐毫不掩饰地认为希腊民族的进步远

超于东方各民族的进步；黑格尔称，“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

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黑格尔甚至说，“在希腊生活的历史中，

当我们进一步追溯时，以及有追溯之必要时，我们可以不必远溯到东方和埃及”。这样的论

断不符合文明史实的发展，不符合文明互鉴的历史规律，希腊文明的起源发展离不开当时先

进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文明，中国学者也应像钱钟书先生一般敢于批评，敢于对话，敢于在

世界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中以基本史实为依据来正本清源。

众所周知，全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都有着非常古老而辉煌的文明。人类今天所拥有的

很多哲学、科学、文字、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古老文明的贡献。四大

文明古国最重要的文明特征，是都创造了自己独有的文字。尽管西方文明史书写中往往将

“希腊文明”作为历史的源头，但四大文明古国中并没有希腊文明。这是因为古希腊文明不

是原生性文明，不是原创文明，而是吸收古苏美尔——古巴比伦、古埃及文明而形成的次生

文明。例如，公元前 8世纪，古希腊人在学习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加上元音发展成古希腊

字母，在古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形成了拉丁字母。古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后来成为西方国家

字母的基础，所以腓尼基字母是字母之母。另外，古希腊的青铜器来自两河文明，希腊人使

用的日晷来源于巴比伦文明，希腊神话中的人名都是从埃及引进，从法律到建筑无一不是希

腊人向埃及人学习的成果。



由此观之，作为西方文化之“源”的古希腊乃是东方古文明之“流”。这更加印证了习

总书记指出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

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以“交流互鉴”为书写主

旨的文明史，如果按照现有的文明史书写，这些文明互鉴的史实将被永久掩埋，根本原因还

是在于执笔写史的话语权问题。目前中国学者乃东方学者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皆处于“有理

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窘境，想要打破这一窘境，我们便从具体的文明史实入手，从文明

互鉴问题的阐释展开，在具体的阐释中展现出文明发展的全貌，同时从具体的论述中形成我

们的话语。笔者认为，从“重写文明史”这一具体话语实践切入，从这一体认人类文明发展

的核心问题入手，可以成为中国学者话语建构的最佳开端。触类旁通，文明史的话语建构必

将逐渐蔓延至文学史、艺术史、哲学史等诸多领域。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出发，结合历史背景

和当代意义，从各个领域的史实出发来重写，以客观的史实阐释出自己的观点，我们的声音

才能真正在世界上传开、传响、传深。以重写文明史展现世界多元文明的悠久历史，以文明

对话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以交流互鉴的文明史实打开人类文明书写的中国话语

之门。

（摘编自曹顺庆《重写文明史 重塑文明观-构建人类文明书写的中国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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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尔认为东方和埃及没有对希腊文明产生影响，所以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并不会对

东方和埃及产生精神归宿感。
 

B. 客观的文明史研究需要“正本清源”的学术意识和观点立场，正如钱钟书先生敢于立足

基本的史实进行批评和对话。
 

C.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文明古老而辉煌，对当下众多领域的知识形成了积极影响，一定程

度上展现出文明源头的意义。
 

D. 中国乃至东方学者想在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困境中突围，需要关注具体文明史实，阐释文

明互鉴，展现文明发展全貌。

【小题 2】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理过程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B. 
 



C. 

 

D. 

【小题 3】 下列选项，最适合作为第四段小标题的一项是（ ）

A. 文明古国的历史悠久而厚重
 

B. 独有的文字成就文明的象征
 

C. 世界文明间的互通互赏互鉴
 

D. 古希腊文明次生性历史渊源

【小题 4】 请简要概括钱钟书先生批驳黑格尔观点的理由。

【小题 5】 学校组织以“丝绸，让东方文明在西方重放光彩”为主题的宣传活动，传播中

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请依据文本内容，拟写海报文案宣传要点。

[知识点]

学术论文

[答案]

【小题 1】 A

【小题 2】 B

【小题 3】 D

【小题 4】 ①学者的论断应以知晓理解为基础，不能擅自妄下结论。②学者的态度应当平

和谦逊，不能凭借老资格高谈阔论。③学者的研究应当关注学术影响，不能脱离客观历史。

【小题 5】 ①立足客观历史。“丝绸”是悠久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对外交流

的重要载体。②展现发展全貌。通过对“丝绸文化”的论述，形成我们的话语权，让东西

方经济和文化的平等交流成为现实可能。③描绘当代意义。以“丝绸”文化触类旁通，交

流互鉴，更好地落实“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思，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解析]



【小题 1】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A.“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理解有误，原文“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选项内容范围缩

小；同时在因果关系方面，与原文比较也不严谨。

故选 A。

【小题 2】

本题考查学生根据文本内容进行理解推断的能力。

B.“两希文化”否定“中国文化”理解有误。文章侧重论述“两希文化”和“文明古国”

的文化根系的问题，选项曲解文意。

故选 B。

【小题 3】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D.第四段前半部分侧重讲原创文明的特征，为“次生文明”的阐释做铺垫，后半部分例证

古希腊文明属于次生文明。

故选 D。

【小题 4】

本题考查学生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的能力。

钱钟书批驳黑格尔观点的内容在原文第二段，根据分析钱钟书先生的语言得出答案。

①根据“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可知，钱钟书认为黑格尔不懂汉语，对汉语的评价是黑

格尔擅自妄下的结论，而作为学者的论断应以知晓理解为基础，不能擅自妄下结论。



②根据“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可知，钱钟书

认为黑格尔对于不懂的不够谦虚，只是凭借老资格进行高谈阔论，这与学者应有的平和谦

逊的态度是不相符的。

③根据“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可知，

钱钟书认为黑格尔的观点脱离客观历史，没有考虑影响。而学者的研究应当关注学术影响，

不能脱离客观历史。

【小题 5】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中信息进行分析、运用的能力。

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的做法在原文最后一段，概括分析可知应从历史史实、做法、

意义三个维度作答。

①根据原文“我们便从具体的文明史实入手”可知，宣传要立足客观历史。“丝绸”是悠

久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就开创了“丝绸之路”，可见，

“丝绸”历史悠久，是我国对外交流的重要载体。

②根据原文“从‘重写文明史’这一具体话语实践切入，从这一体认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

问题入手”可知，做法上应重点展现“丝绸”的发展全貌。通过对“丝绸文化”这一中国

文明史的论述，形成我们的话语权，让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平等交流成为现实可能。

③根据原文“触类旁通，文明史的话语建构必将逐渐蔓延至文学史、艺术史、哲学史等诸

多领域”“以文明对话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可知，要把“丝绸”这一中国传

统文化描绘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思的当代意义。

（二）现代文阅读 I（本题共 4 小题，16 分）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一片土

师陀



这人不愁吃的，不愁穿的，没有事情要他做，每天就是看看鸡斗，听听昆虫震翅，立到

临风招展的杉树下遐想。脑袋又是出色的聪明，想的是美妙无比，连二等脚色的诗人都害起

羞来，非常嫉妒。然而，只因一切满好,反而觉得不好起来了。

“多么无聊呀，瞧那些鸡，咯，咯，咯！呸，蠢东西！”不但无聊，心里且骚扰的厉害，

是那长了疔疮似的厉害。毛病也的确不轻，竟至天下的医生束手。

至于他呢，是看见的全不顺眼，精神上已失却那幸福永离不开的平衡，满心里再也没有

了安宁；脸是一天比一天的缺乏光彩，一天比一天的瘦。意思是说，这地方太糟，夹杂着石

灰同瓦砾的瘠土似的，只合生长荆蓁乱草，决不适于培养美丽的灵魂。

这么着现在很明白了：他需要的是一只心灵的暖床，一片空中弥溢着蜜味的安宁土。于

是，他佩上小小行囊，提了行杖，装扮成一个老于行脚的人，叼着出号大的烟袋——以备在

寂寞的荒原上燃起青烟独自上路去了。

这人饥餐渴饮，一路跋涉而行，说不尽的辛苦。

一日，天色薄暮,满天霞光四野荒烟，前面横着一条茫茫大水，沙滩上留宿着鹄和雁。

浅渚，芦苇，水面雾着轻霭，一江载满着霞彩正浩荡东去。这人立近渡口，高声喊道:“船

家来呀！”

那船家缓缓抄着棹。唱的是，大江的水、岸上的柳……

客人一面领略江上的风景，暗中还打量着那淳朴的艄公。“烟霞生活，鹭骛为伍，这里

不知老之将至。”他感叹的想，遂大声问道:“刚才唱什么来，船家？”船家把棹雁翅般斜

戳进泥里，攀住船道:“不关你事。上你的船罢，客官！”

上了船，低头看着滟滟的江水，可就大大的吃了一惊。他已忘记跋涉多么远的路程，飞

过多么久的时光，但成绩摆着在那里：人是那样瘦，又那样憔悴，满腮短髭，模样全是一个

仆仆风尘的行脚人。而那美妙的心里，恰和天下的旅客一样，也正充满着“细致的”哀愁。

这么一来，又想起那一心要去寻觅的地方。

“请问船家，”他说了,“灵魂的安宁土还远吗？”“那可不曾听人讲过。”

客人上了岸，四顾暮色苍茫。大江的水，岸上的柳……船家棹舟而歌，已徐徐远去，渐

为烟水所隐。这人循着小径，继续搜索前进。走了多日，终于深入大野，前后一望尽属胡草

的莽原。渐渐的小径被野草湮没，再也看不见寂寞中荒凉的小屋，连天际牧人烧起的火烟也

稀少了。



他走着，草在脚下瑟簌的响。夜去昼来，太阳按时从草原的东端升起，又向西方落去。

苍空下是天籁。大草原上烟袋一路放送出寂寞的青烟。这时，天的颜色好像也不似昔日的蓝；

温饱与安宁已结为一体，是拉也拉不开的了。而那不安的灵魂所渴望着的也仅一餐而已。假

如不是气尽力竭，他定会向大草原“天乎，天乎”不止。虽然如此，但人是决不会马马虎虎

就死的。运气的眼，有时也会看见遭难的人。这是说，他终于获得了救星。

那救星是一个须发苍苍的牧人；正匍匐地面，用泥污的两手捧住山羊的乳房吸饮奶汁。

“请了呵，大爷。”他踉跄的走上前去，有语无音的说。

“请了，客官。请了。”老人吃惊的望着他，从那落魄的模样终于明白了来意。“该是

饿的不行了罢，客官？”

这样说着，牧人已经抽身让客就饮。然而饿渴不让他出声，也不容他多想。当他吸足一

肚子山羊奶的时候，抬头一看，只见牧人正在那里两手挖掘草根。“怎么能够吃呢，这样的

东西？”他诧异的问了。

牧人并不留意他这面，自顾一面挖一面将草根送进嘴里去嚼。“没有不能够吃的。味道

很好。”他道。瞧着牧人嚼的津津有味，那人担忧的说:

“据说没有什么养分，吃了于生理上未必有大补益。”

“天下没有养分的生物多的很。”牧人向客人投了一瞥，随手捏一条白根送到嘴边道:

“它还好，虽只是草根，却能生出解人饥渴的奶汁。嘘，嘘，去吃你的草！哺，哺！”

这人从地上爬起来，弹去衣上的泥土，眺望着大草原。太阳刚升起不久，天空翠蓝，高

处盘旋着鹰雕。草原直与天陲相接，绿沉沉是无限的辽阔。草叶上缀满着露珠，闪烁发光。

山羊群集，驯顺的在那里啮嚼。到处是鹌鹑兑兑的呼唤，百灵鸟啾啾的鸣声。总之，景色恬

静，伟大，美丽，凡逃进去的人就无不迷醉，休存逃脱的妄想。然而，只因美丽醉人，反而

觉得平常起来了。

“请问大爷，”他满眼期待的说,“灵魂的安宁土还远吗？”“到处是安宁土，到处不

安宁。”牧人答。

于是客人搜寻出塞的满满快要胀破脑门的漂亮词句，解释那国土如何清和明媚。

“是的，”他收梢说,“空气中流着‘蜜味的香同鲜乳的暖’的，就是这样的地方。”

牧人则神驰于草原，方回想一段久已湮没记忆中的往事。“似乎有这样的一处地方,”他含

糊道。“但只是说，却不曾有人到过。也许在山岭那边。有一年，唉！……”牧人挣扎起身，

抛下正要讲的故事同客人，蹒跚的向羊群那里走去。“请罢，客官！”他忽然回过头来，挥

着手向客人喊道,“各人都有一个理想……但愿有一天你能回来，回到草原里来！”

客人默然提起行杖。烟袋留下一缕青烟……



一九三六，十一月八日夜初稿



【注】1936年 10月，国土沦陷的威胁和革命团体的风流云散中断了左翼文学革命阵营

的脚步，师陀等作家不得已南下上海，本文写作于上海。

【小题 1】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中的“他”在流浪之前不愁吃穿，不用工作，且又出色聪明，却因不满足“满好”的

状态而开始追寻的旅程，使本文充满了哲理意味。
 

B. 文中“他”与艄公的两问两答，简单而意蕴丰厚，既可看出他对追寻到灵魂安宁土的期

待，又可看出艄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世事的冷淡。
 

C. 牧人若有所思的话语，说明或许年轻时他也曾向往过那个清和明媚的地方，他并没有与

客人分享这段历程，反映出他理想未实现的怅惘。
 

D. 文中主人公偶遇的两位良善底层人，和“他”有交流，却依然无法扮演救赎者的角色，

不能为“他”提供答案以终结“他”的流浪之旅。

【小题 2】下列对文本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本文多次使用了反复的手法，使文章结构紧凑，强化了这种漫无目的的追寻最终无果的

主题。
 

B. 本文注重环境描写，作者将主人公行经的几个地方进行着意描摹，展现出诗意化的自然

风情。
 

C. 本文情节平淡，人物虚化，却充满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充分体现了散文化小说的艺术

特点。
 

D. 本文通过寓言的形式，曲折反映了作者在时代的风云激荡下不断求索、执着向前的心路

历程。

【小题 3】师陀小说的景物描写独具匠心，试分析画线句景物描写的作用。

【小题 4】这篇小说与沈从文的《边城》同是诗化小说，都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试从

小说的背景、结构、情感等角度分析二者在表达“追求”主题方面的差异。

[知识点]

中国现当代小说

[答案]



【小题 1】 B



【小题 2】 A

【小题 3】 ①用“薄暮”“荒烟”“茫茫大水”“轻霭”等词营造出朦胧迷离苍茫的意境，

衬托出人物面对未来的迷茫心境。②“一江载满着霞彩正浩荡东去”，暗示、象征着人物

对未来仍有希冀。

【小题 4】 ①小说的背景不同。《一片土》的背景、时代都不确切，连人物“他”没有确

切的名字，使得追求的主体更具有普遍性和象征意蕴；《边城》呈现了具体的地域风貌和

地方色彩，使追求真实具体。②小说的结构不同。《一片土》以无穷的行走来追寻理想，

是线性的叙述结构；《边城》通过直接构建一个相对封闭、固定的理想社会来表现作者的

追求，是圆形的叙述结构。③小说的情蕴不同。《一片土》从在风雨飘摇的时代背景下苦

苦求索的家国情怀的角度切入展示追求的内涵，《边城》从人性美、人情美的角度切入，

表达了对爱与美的赞颂。④主人公类型不同。《一片土》中是自传式的思考，是人物自我

投射性的表达；《边城》是借用女主人公翠翠和天保等人物体现作者的文化理想。

[解析]

【小题 1】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本内容的能力。

B. “对现实的不满”错误，文中无据。文中只是说艄公认为自己唱的歌不关“他”的事，

不曾听人说过安宁土，由此看不出艄公“对现实的不满”。

故选 B。

【小题 2】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鉴赏文本艺术手法的能力。

A.“漫无目的的追寻”错误。由“灵魂的安宁土还远吗”可知，“他”一直寻找的是灵魂

的安宁土，并非漫无目的。

故选 A。

【小题 3】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景物描写作用的能力。

对于小说而言，景物描写的作用应当首先分析该句写了什么内容，然后从景物本身、情节、

人物、主旨、读者效果等角度进行分析。

人物方面：“天色薄暮”“四野荒烟”“茫茫大水”“水面雾着轻霭”等用“薄暮”“荒

野”“大水”“轻霭”等意象营造了傍晚时分苍茫朦胧、迷离飘忽的意境，结合上文“满

心里再也没有了安宁”“他需要的是一只心灵的暖床，一片空中弥溢着蜜味的安宁土”可

知，环境描写衬托出“他”对未来的迷茫。

虽然内心对自己寻找的安宁土茫然无知，但是迷茫之中，“他”还看到了“满天霞光”

“一江载满着霞彩正浩荡东去”，“霞光”“霞彩”暗示了“他”决意寻找心灵的安宁土，

并且未来是很有希望的。

【小题 4】

本题考查学生比较鉴赏小说主旨的能力。

题干明确要求学生从“背景、结构、情感”等角度分析小说的主旨，结合文本内容分析即

可。但还要注意分析的对象是“诗化小说”。

背景：根据本文内容可知，本文并未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也未交代“他”

的身份、职业、姓名等，这样不确定的背景、主人公就使得小说的追求主题具有了普遍性，

“他”也就有了象征意义。而《边城》描写的湘西这一特定区域的人和故事，使得小说的

追求主题更为具体。

结构：本文诗化的表现是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而是一直在叙述“他”不停地行走，不停

地寻找自己心灵的安宁土，寻找自己的理想，属于线性结构；《边城》则通过讲述偏僻小

城翠翠、傩送、天保的故事来构建自己的理想社会，表现作者的“追求”，属于圆形结构。

情感：根据注释可知，当时国土沦陷、革命团体也已经解散，作者就像文中的“他”一样，

对未来既有迷茫，又在坚定追求自己的理想；《边城》则重在通过翠翠、傩送淳朴善良、

天真可爱等人性美，以及边城中军民同乐、人们互相帮助的人情美等，表达作者对爱、美

的歌颂和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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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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