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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解析

一、 现代文阅读（35分，共3题）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15题。

宋代的文化艺术比较兴盛，尤其是绘画艺术，在封建社会里也是一个高峰，涌现出一

大批优秀的绘画高手和大量精品力作。其中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从内容到形式

都具有极大特点的、不可多得的绘画长卷。

张择端是山东诸城人，在北宋画院供职。他的作品没有那种士大夫气，而多取材于民

间生活。《清明上河图》以汴梁为中心，描绘市民生活、社会经济状况，为后人提供了研

究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形象史料。这幅画有着多方面的价值，尤其是

他以大量的笔墨、篇幅，描绘了数以百计的民众，表现其生活与生产劳动的场面。这在中

国古代绘画中是不多见的，也是作者的可贵之处。

    

展开这幅长卷，犹如步入八个世纪之前的繁华都市。画家以精细的手笔和入微的生活观察

，刻画每一位人物、道具。每个人各有身份，各有神态，各有情节。房屋、桥梁等建筑结

构严谨，描绘一笔不苟。车马船只面面俱到，谨严而不失全貌，不失其势。……比如船只

上的物件、钉铆方式，甚至结绳系扣都交待得一清二楚，令人叹为观止。再看城郊，树木

苍苍，古河交纵，新枝吐绿，生机盎然。而整个都市街景，社会活动，繁而不乱，多而有

序，并有疏密的节奏变化，反映出画家高度的画面组织和控制能力。据解放后对开封宋城

的部分遗迹发掘考证，画中的许多地方，如虹桥、鼓楼、中心街道等，都是互有对证、表

现准确的。尽管对“清明”的概念（是时令还是街坊地名等问题）还时有论争，但作品所

蕴涵的巨大信息量是无可置疑的，也是在古代绘画中不多见的。

《清明上河图》不但显示了高度的艺术成就，而且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全图规模

宏大，结构严密，引人入胜。它有界画【注】的工整、准确的优点，又发挥了半工半写人物

画的生动活泼，称得上妙笔神工。

    

北宋、南宋均设有画院，这种专业创作制度的确立，促进了美术事业的大发展。宋代绘画

与唐代相媲美，已是一般艺术史学界无争



的事实。但在意识形态和艺术创作上，还是各有异同的。宋代花鸟画、界画趋向上升，人

物画趋向下降。宋徽宗赵佶的花鸟精品和南宋马远、夏圭的山水名作，都能证实山水、花

鸟画的高度成就。随着江南手工业的发达，城市经济一度兴旺，市民阶层形成并扩大，与

之相应的文化得以确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的创新之作。与

唐代阎立本、吴道子等大画家的作品相比较，张择端把创作的视角对准街衢市井，反映平

民生活，这与表现帝王、贵族、宗教人物更具有民本、民生倾向。艺术走下神坛庙堂，走

出深宫高墙，放弃附庸高贵的价值取向，转而趋向世俗化，是艺术创作上的一个飞跃。

【注】界画：中国画中以界笔直尺画线的技法名称，中国画的画种之一。

13．关于宋代绘画艺术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

    

A．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宋代绘画艺术的大发展，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绘画高手和

大量的精品力作，使宋代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绘画艺术发展的最高峰。

    

B．江南手工业的发达，城市经济的一度兴旺，市民阶层的形成并扩大，与之相

应的文化的确立，这些因素对宋代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C．宋代绘画和唐代绘画在意识形态和艺术创作上各有千秋，但唐代因为未设画

院，故导致唐代绘画的整体艺术水准稍稍逊于宋代。

    

D．宋代的一些绘画作品在表现帝王、贵族和宗教人物的同时，也关注平民生活

，已经具有了突出的民本、民生倾向，这在艺术创作上是一个飞跃。

14．关于《清明上河图》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清明上河图》以大量的笔墨和篇幅，描绘了数以百计的民众，表现其生活

和劳动场面，同时蕴涵着巨大信息量，这两点在我国古代绘画中都是不多见的。

    

B．《清明上河图》反映生活入微，手笔精细，展现的内容繁而不乱，多而有序

，规模宏大又不失结构的谨严、工整、准确，但又生动活泼，是一幅从内容到形

式都令人称道的绘画精品。

   



C．《清明上河图》展现的是公元八世纪的繁华都市景象，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当

时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形象史料。

    

D．《清明上河图》所体现出来的世俗化倾向，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这种倾向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创新。

15．下列与原文相关的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原来人们认为算盘的出现在宋代以后，后来人们在《清明上河图》中一商店

的柜台上发现了一个算盘，从而推翻了以前的判断。这一点可以说明，《清明上

河图》可以为后人提供研究宋代科技的史料。    

    

B．文中提到了“屏画”“花鸟画”“山水画”“人物画”等几个概念，根据上

下文我们可以推断它们是不同的画种。

    

C．《清明上河图》为后人研究宋代的政治、经济、科技提供了形象的史料，《

清明上河图》的特殊地位也得到了后人的重视和认可。如今，有关该图的所有问

题都有了一致的看法。

    

D．唐代阎立本、吴道子等大画家的作品的视角没能对准街衢市井，反映平民生

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应是当时没有相应的经济、文化背景。  

参考答案：

13．B（文中有“也是一个高峰”和“宋代绘画与唐代相媲美”的说法，故A、C不对；D项

文中有“这比表现帝王、贵族、宗教人物更具有民本、民生倾向”一句，是将两者作比较

，并非说两者都具备。）

14．C（文中是说“八个世纪之前”，并非说“八世纪”。）

15．C（文中说“对‘清明’的概念……还时有论争”。）

2.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2分）

桌  布



（德）理查德·包曼

一个年轻的牧师被派到一个老教堂工作。这个教堂曾是城里最富有地区的最宏伟的建筑，

但是如今这一地区衰败了，教堂也变得破败不堪。不过牧师和他妻子看见了这个教堂还是

很兴奋，他们相信自己能使它恢复往昔的辉煌。夫妻俩立即开始粉刷墙壁，修理设施，努

力使它恢复原貌。他们的目标是要让这个老教堂在圣诞节前呈现出最佳面貌。

可是就在圣诞节前两天，一场暴风雨袭击了这个地区。倾盆大雨积了足有一英寸的水。老

教堂的屋顶开始漏水，漏水的部位就在祭坛后面，灰泥像海绵似的吸了许多水，一块块往

下掉，墙上空出个大洞。

牧师夫妇望着毁坏了的墙，感到非常沮丧。显然不可能赶在圣诞节前把墙补好了，将近三

个月的辛勤工作就这么付诸东流了。

第二天当牧师夫妇参加教会青年团举办的义卖会时，两人都很郁闷。义卖会上有一件商品

是块金色间着象牙色、绣着花边的旧桌布，几乎有15英尺。

牧师突发灵感，他以6.5美元的高价买下了这块桌布：它可以挂在祭坛后面的墙上，遮住那

个洞。

圣诞节的前一天，狂风怒吼，雪花纷飞。当牧师打开教堂门时，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

站在附近的汽车站牌下，他知道汽车至少要半个小时后才会到，便请她进教堂来避避寒。

女人说她不住在附近，她来这儿是为了给这里一个颇有名望的家庭当家庭教师，她是个战

争难民，英语不好，所以没有被录用。

她在教堂后排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低着头开始祈祷。当牧师往墙上挂布以遮住那不雅观的

洞时，她没有注意他。祈祷完毕，她抬起头，看见桌布，她朝祭坛冲了过去。

“它是我的！”她惊叫道，“是我的宴会桌布！”

她激动地把桌布的历史告诉了目瞪口呆的牧师，并且给他看桌布角上绣着的她的姓名缩写

。

她和她丈夫过去住在奥地利维也纳，二战以前，他们因反对纳粹而被迫逃亡。他们决定逃

往瑞士，但是她丈夫说他们得分开来逃命，她先走。后来她听说他死在一个集中营里。

牧师被她的故事感动了，坚持请她拿回桌布，她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不必了，她不再需

要它，而且它挂在祭坛后面很漂亮。然后她说了声再见就离开了。

平安夜的礼拜仪式上，桌布在烛光下显得更加华丽了。白色的蕾丝映着闪烁的烛光，令人

炫目，蕾丝里织的金线像是黎明中耀眼的阳光。参加礼拜的人纷纷称赞牧师的礼拜主持得

好，教堂布置得漂亮。

一位老先生在桌布前徘徊了很久，他离开时对牧师说：“真奇怪，许多年前我和妻子——
愿上帝让她安息——
有这样一块桌布。她只在特别的场合里才会用它，不过我们那时候住在维也纳。”



牧师听罢，尽量用平静的声音把那天下午来教堂的女人的故事告诉了老人。

“难道说，”老人喘着气说，眼泪夺眶而出，“她还活着？我怎样才能找到她？”

牧师记得女人去应聘家庭教师的那户人家的名字。他给那家打了电话，记下了她的名字和

住址，老人则在他的旁边紧张得发抖。牧师驾着他的旧车把老人载到了她的家，他们一起

敲响了门。门开了，牧师看到了悲喜交加的夫妻重逢……

（选自《世界微型小说·名家名作经典》，有删改）

⑴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4分）

A.开篇写街区的衰败、教堂的破败不堪，巧妙地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
战争刚过，为后文故事情节的发展做了充分的铺垫。

B.文中两次对桌布进行描写，写出桌布的漂亮，除了突出它引人注意，以推动故事情节的

发展作用外，作者还意在衬托主人公心灵的美好。

C.描写平安夜礼拜仪式上的情形，表现出人们对宗教的狂热，说明人们已经从战争的阴影

中解脱出来，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D.这篇微型小说在高潮中结局，既给读者造成强烈的心理冲击，又留给读者充分的想象空

间。同时，体现了微型小说的剪裁技巧。

⑵从不同方面概括牧师的性格特点，并加以简要分析。（6分）

答：       ▲       

⑶文中划线自然段属于插叙，有什么作用？请结合全文请简要分析。（6分）

答：       ▲       

⑷中国有句熟语：“无巧不成书”。请你对小说情节安排的突出特征谈谈看法。（6分）

答：       ▲       

参考答案：

⑴（4分）A、C（各2分。B.“意在衬托主人公心灵的美好”不明确；C.在文中无依

据。）

⑵（6分。每点2分）①尽职尽责（热爱自己的职业）—— 

尽力恢复教堂，想办法遮盖墙洞，努力做好礼拜仪式；②善良热情（富有同情心）

——

请女人到教堂里避寒，被女人的遭遇感动，坚持请女人拿回桌布；③细致周到——

记住了联系电话，帮助老先生找到妻子。



⑶（6分。答3点即可，每点2分）①补充交代夫妻离散的原因，因战争而分别

逃亡；②为后文夫妻团聚埋下伏笔，分开逃命才有团聚；③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牧

师的感动，老先生的出现，牧师帮忙寻找，夫妻团聚等情节才得以成立；④深化小

说主题，战争的创伤在宗教唯美的氛围中，在善良人的真诚帮助下得以弥合。

⑷（6分）小说情节寓必然于偶然之中,（2分）以“桌布”贯穿主要情节（在

牧师对墙上大洞无计可施的时候买到了桌布；上年纪的女人在教堂前等车被请到屋

里避寒发现了桌布；老先生参加平安夜礼拜仪式看到了桌布），连系人物行为，层

层推进，直至高潮。（2分）这种巧合发生于战争结束的大背景和牧师工作、为人

的小氛围之中，突出了主题。（2分）

略

3. 现代文阅读

  灯影书香

许寿裳在一篇记述鲁迅居京生活的文字里，提到西三条胡同寓所的壁上，挂着一副乔大壮

所书的《离骚》句对联，文云：“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他说这是鲁迅先生“表
明格外及时努力，用以自励之意”。 

 这对联挂得很有意思，但要像鲁迅那样的人挂起来才能名副其实，如果让我辈来用，就不

免僭妄了。

    
多年前我也动过一会心念，拟请能写好字的朋友给我写一副对联。当时选定的联语是这么

说的：“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这好像是陆剑南的诗句吧！但那意境的确是

完全符合自己当时的生活趣味。斗室中，书刊杂乱，上下堆积。每到天黑，就埋头书堆，

对着不怎样明亮的灯光，常常一泡就泡到了深夜里。

要说一灯如豆。当然是极其夸张的，但由于夜深了，灯色也深了，日间浮动的心境，至此

也显得分外的深沉。临案读书，那灯豆的情味，拟之红豆的惹人相思，恐怕也不为过。就

这样，自己觉得个中天地异常广阔，毫不遗憾地安于一段相当长久的时间。

    
后来呢，虽然终于给现实轰了出来，不再困守于昔日的书堆了，但对那深灯之下，一卷在

手的情思，仿佛总有点“剪不断”的余绪似的。

    
本来，只要还有时间的余裕，广读点书也是好事。问题在对书籍必须知所取舍。黄山谷云

：“擘书覆瓿，裂史黏窗，谁不惜之？”



我看未必尽然，天下有许多坏书，劣史，擘以覆瓿，裂以黏窗，可惜的是在瓿在窗，而不

在书在史。因为它其实是玷污了瓿，亵渎了窗的。至于如赵季仁所持的平生三愿：一愿识

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只要他对“好”字义下的允当，则

陈眉公所称“读书者当作此观”云云，也还是可加首肯的。

    
正因为世界上好书甚多，读之难尽，而劳生有涯，便觉得有时偷得一时半刻，局促在斗室

之中，埋头于深灯底下，那种乐趣是无穷的，那种辛苦也是值得的。

注：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集自《离骚》。崦嵫，神话中太阳所入之山，鹈鴂 
，即杜鹃，鸣时百花皆谢，这两句诗有抓紧时光，及时之意。

15、这篇文章中，作者所阐述的核心主张是什么？

16、文章标题为“灯影书香”，第4自然段写出了作者在“灯影”下读书的什么样的美好感受

？ 

17、文章前面几个自然段记叙，后两个自然段议论，你觉得这样安排有什么好处？ 

18、请就本文某一方面（开头的特色、大量的引用、语言的风格）作简要的分析

参考答案：

15、应多读书，但“对书籍必须有所取舍”

16、（1）夜深人静，“日间浮动的心境”也会变得“分外的深沉”。

（2）当此之际，更能书中宽阔、自由的天地。

17、前五段叙述，抒发自己热爱挑灯夜读的感受，动之以情；后两段议论，阐述对

书籍必须知道有所取舍的道理，晓之以理。这种先叙后议的、叙议结合的安排和写

法，既激发读者伴灯影，味书香的热情，又提醒读者对书籍必须之所取舍的道理，

真是入情入理。

18、开头：从鲁迅先生选用的对联起笔，既自然地引出了自己多年前拟用的对联，

以展开下文，又强化了下文所要表达的及时努力阅读好书的意思。

引用:这篇散文多出引用前人的诗文掌故，丰富了文章的内容，增添了文章的文采

，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和说服力。

语言：文雅脱俗，与文章要强调的多读书，读好书；伴灯影，味书香的内容相得益

彰。

略



二、 古代诗文阅读（35分，共3题）



4.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14~16小题。

　　

熊鼎，字伯颖，临川人。元末举于乡，长龙溪书院。江西寇乱，鼎结乡兵自守。陈

友谅屡胁之，不应。邓愈镇江西，数延见，奇其才，荐之。太祖欲官之，以亲老辞

，乃留愈幕府赞军事。母丧除，召至京师，授德清县丞。松江民钱鹤皋反，邻郡大

惊，鼎镇之以静。迁起居注，承诏搜括故事可惩戒者，书新宫壁间。舍人耿忠使广

信还，奏郡县官违法状，帝遣御史廉之。而时已颁赦书，丞相李善长再谏不纳，鼎

偕给事中尹正进曰：“朝庭布大信于四方，复以细故烦御史，失信，且亵威。”帝

默然久之,乃不遣御史。洪武改元，新设浙江按察司，以鼎为佥事，分部台、温。

台、温自方氏窃据，伪官悍将二百人，暴横甚。鼎尽迁之江、淮间，民始安。平阳

知州梅镒坐赃，辨不已，民数百咸诉知州无罪。鼎将听之，吏白鼎：“释知州，如

故出何？”鼎叹曰：“法以诛罪，吾敢畏谴，诛无罪人乎!”释镒，以情闻，报如

其奏。宁海民陈德仲支解黎异，异妻屡诉不得直。鼎乃逮德仲，鞠实，立正其罪。

是秋，山东初定，设按察司。复以鼎为佥事。鼎至，奏罢不职有司数十辈，列部肃

清。鼎欲稽官吏利弊，乃令郡县各置二历，日书所治讼狱钱粟事，一留郡县，一上

宪府，递更易，按历钩考之，莫敢隐者。八年，西部朵儿只班率部落内附，改鼎岐

宁卫经历。既至，知寇伪降，密疏论之。帝遣使慰劳，赐裘帽，复谴中使赵成召鼎

。鼎既行，寇果叛，胁鼎北还。鼎责以大义，骂之，遂与成及知事杜寅俱被杀。  

      (节选自《明史·熊鼎传》)

14.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元末举于乡，长龙溪书院    长：执掌

B.江西寇乱，鼎结乡兵自守    结：聚合

　　C.邓愈镇江西，数延见        延：招聘

　　D.乃留愈幕府赞军事          赞：辅佐

15.以下各组句子中，全部表明熊鼎处事精细求实的一组是

　　①太祖欲官之，以亲老辞      　②复以细故烦御史

　　③吾敢畏谴，诛无罪人乎        ④乃逮德仲，鞠实，立正其罪

　　⑤按历钩考之，莫敢隐者        ⑥知寇伪降，密疏论之

　　A.①②⑤       B.①④⑥       C.②③④       D.③⑤⑥



16.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熊鼎卓有才能，处变不惊。他深受邓愈器重，留在邓手下任职;为母亲守孝后担

任德清县丞，其时松江有人叛乱，邻郡惊恐，他冷静地控制了本县局面。

B.熊鼎思虑周详，维护朝廷威信。广信郡县官员违法，皇上已颁发赦令，此时又要

查究;熊鼎认为朝廷应当取信天下，不应为小事出尔反尔，皇上这才作罢。

　　

C.熊鼎治政有方，坚持依法办事。分管台、温事务时，他迁走凶恶残暴的官将，百

姓方才安定;平阳知州梅镒被诬贪污行贿，他听从民意，依法予以释放。

　　

D.熊鼎面对威逼，表现出凛然正气。朵儿只班率部投靠朝廷，熊鼎察觉其中有诈，

不久叛寇果然作乱，并胁迫他北还，他维护正义，责骂叛寇，最终被杀。

17.将第Ⅰ卷文言文阅读中划线的句子和课文中有关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鼎至，奏罢不职有司数十辈，列部肃清。（2分）

　　(2)帝遣使慰劳，赐裘帽，复遣中使赵成召鼎。（2分）

（3）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2分）        

   （4）雄州雾列，俊采星驰。（2分）

参考答案：

14 C   15 D   16 C

17、翻译（8分）（1） 

熊鼎到任，奏请罢免不称职的官员数十人，各个部门安定清平。 

（要求译出大意，并译出关键词“奏罢”、“有司”、“列部”三处）          

           

（2）皇上派遣使者慰劳，赐给裘皮衣服和帽子，又派中使赵成宣召熊鼎。       

       

                                                                        

                （要求译出大意，并译出关键词“裘帽”“复遣”两处）      

                                                          



（3）  

乡里的小官吏恨狡诈，借这个名义按人头搜刮钱财，每每征收一头蟋蟀，就使得许

多人家倾家荡产。                             

                                   

   （要求译出大意，并译出关键词“假”“丁口”“倾数家之产”）    

（4）雄伟的大州像云雾一样涌起，杰出的人才像流星一样奔驰。            

    （要求译出大意，并译出关键词“雾列”“星驰”）    

【题文】18、阅读下面这首元曲，然后回答问题（6分）。.

【双调】庆东原·京口夜泊

汤 式

故国一千里，孤帆数日程，倚篷窗自叹漂泊命。

城头鼓声，江心浪声，山顶钟声。一夜梦难成，三处愁相并。

注：汤式，生卒年不详，宁波人。元末曾补本县吏，后落魄江湖间。明成祖朱棣时

曾为文学侍从。

（1）最能集中体现这首元曲情感的是哪个词？请阐释其具体含义。（3分）

   答： 

                                                                        

（2）简要赏析曲中“城头鼓声，江心浪声，山顶钟声”三句。（3分）

   

答：                                                                    

【答案】18、诗歌（6分） （1）  

“漂泊”一词。指诗人感叹命中注定一生流离无定。题目中的“夜泊”，体现“漂

泊”之意，首二句又分别从空间（“一千里”）和时间（ 

“数日程”）上极言与故乡的遥隔，从而引出了深沉的漂泊之感，思乡之痛。（答

其他词语，言之有理也可酌情给分，但不得超过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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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2280170

67135006140

https://d.book118.com/228017067135006140
https://d.book118.com/228017067135006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