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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江南十校 2024届高三一模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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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

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

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

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

现在，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

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

史的认知。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

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

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

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

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

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长期以来，西方形成了一套文明理论，我们要加以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

献。

（选自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材料二：

中国考古学如要真正达到国史重建的目标，首先需要更新范式，为科技方法进入考古学

形成的学科交叉提供问题导向。考古学的历史重建与文献历史有本质的区别，其研究材料的

物质性决定了必须依赖自然科学手段的帮助，以提炼其中不可直观的隐形信息。而且，考古

学与历史学相比，更加擅长探索环境、生业、技术、人口和社会复杂化的长时段发展。对于

科技考古工作者，应当熟悉和掌握当代考古学的新范式和新理论，努力为解决各种考古学难

题提供关键信息。所以，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应该是协同合作的系统工程，以共同问题指导

发掘、采集样本、选择分析方法，然后检验假设，构建理论模型并作出结论。

考古学擅长重建的并非历史文献的那种政治史和编年史，而是人类适应环境、改造环境，

将自己组织起来，从原始游群向国家和文明社会发展的整体史。在进入历史时期之后，考古

学仍然能够提供文献记载所没有的环境、人口、经济、贸易、族属等方面的背景信息。就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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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类的过去而言，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而且，这门学科是人类历史 99%以上时

间长度唯一的信息来源。由于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物质文化，所以它的分析方法更像自

然科学，需要收集证据，做实验，提出假设，用更多的材料来检验假设，然后构建一种模式

来作结论。然而，这种结论性综述或历史重建必须以人文学科的语言来表述，以重现古人的

行为、思想和情感。

在科技手段日益渗透到考古学各个领域之时，我们必须同步增强理论指导的问题意识，

这种问题意识对于考古学家和科技专家同等重要。就目前我国考古学的现状而言，迫切需要

在问题意识上取得一致。比如，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和同位素分析原来是在文化生态学理

论指导下的操作路径，用来探讨史前期人地关系的变迁。因此，我国田野考古工作者应该重

视物质文化的功能分析，超越器物分类去探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考古学阐释也不能

再囿于起源和传播，而要重视文化变迁的内部动因。探究不同文物使用的社会价值，是考古

学透物见人的第一步。

要让静态的物质遗存活起来，就应该将它们放到活的有机系统中去思考和分析，了解它

们之间的互动和影响。这就是过程考古学的系统论思维，要把物质文化放到环境、技术、经

济、社会、贸易和信仰等不同子系统中去观察它们动态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考古学从历

时过程观察文化功能和系统的变迁，就能分辨影响文化变迁的动因，从而对社会发展作出比

较可信的解释。

文化历史考古学应该继续改善和发挥其类型学和地层学优势，为社会文化的功能和过程

分析提供更加细致和精密的时空框架，以观察社会演变。科技考古是过程考古学的得力助手，

可以为环境适应、技术、经济、贸易和人口变迁提供历史重建的关键信息。古代社会的宇宙

观、宗教、意识形态是难度最大的探索领域，后过程考古学在这方面的严谨探究也需要建立

在扎实的民族志、历史学、艺术史、民族史研究和类比的基础之上。通过这样一种范式的更

新和学科的交叉，考古学才能重建一种涵盖技术经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整体史。

在当下考古学科日趋专门化的情况下，无论是有着不同专攻方向的学者还是只有基础训

练的高校研究生，都要重视学科之间的沟通，避免画地为牢。理科背景出身的学者需要更加

熟悉田野考古基础知识和社会科学理论，田野工作者也需要更加了解各种科技手段的基本原

理和功效，熟知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经典。这样的学科训练，才能将考古学、自然科学和

人文科学的知识融为一体，真正做到多学科交叉。这种学科交叉的目标是形成同一个研究“整

体”，各学科专家相互熟悉并借助彼此的学科优势，并习惯于长期合作。这种方向既与国际

的学科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又能更好地胜任中国考古学国史重建的艰巨任务。

（摘编自陈淳《建立历史、科技和人文整合的考古学》）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材料一在对西方文明理论进行系统论述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世界文明

起源研究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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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材料二指出，就研究人类过去而言，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能够提供文献记载所没有

的多方面的背景信息。

C.材料二提倡理科背景出身的学者与田野工作者要借助彼此的学科优势进行合作，这与国际

的学科发展趋势一致。

D.材料一与材料二都提出了将考古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相互交叉，融为一体，

进行联合攻关的构想。

2.根据材料二的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没有自然科学手段来帮助提炼考古学材料中不可直观的隐形信息，考古学就不能真正达到

国史重建的目标。

B.考古学研究的分析方法类似于自然科学，但是形成的结论性综述或历史重建只能以人文学

科的语言来表述。

C.只有将物质文化放到环境、技术、社会、信仰等子系统中去观察其幼态的作用，静态物质

遗存才能活起来。

D.科技考古作为后过程考古学的得力助手，可以为经济、贸易、技术、人口变迁等提供历史

重建的关键信息。

3.下列选项，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第一段核心观点的一项是（   ）

A.考古专家通过研究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器、青铜器、玉器等文物来探寻古蜀文

明及其与中原文明之间的关系。

B.在血池遗址考古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专家利用锶同位素分析和古 DNA研究的方法对祭祀

坑中所用马牲进行综合研究。

C.安徽省凤阳县明中都遗址中前朝区宫殿基址和部分附属建筑的布局，为考古学家研究我国

明代宫殿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

D.考古学家根据《周礼》“充人掌系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则系于牢，刍之三月”相关记载

来研究我国古代“祀贡”制度。

4.根据材料二的内容．下列关于“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

的具体做法，梳理正确的一项是（   ）

A.更新研究范式→提炼隐形信息→提供问题导向→重建文献历史

B.采集证据样本→进行考古实验→检验相关假设→建模型作结论

C.增强问题意识→超越器物分类→重视外部动因→探究社会价值

D.重视学科沟通→熟悉田野考古→掌握社科理论→形成研究整体

5.材料一和材料二中的论述都涉及“考古”问题，但二者论述的角度和目标不同。请结合材

料谈谈你的认识。

〖答 案〗1.A    2.D    3.B    4.B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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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材料一是从政治家的角度高屋建瓴地为新时代的考古工作作宏观的理论指导；其目标是依

托考古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

自信。②材料二是从考古学者的角度具体分析如何将科技与考古相融合；其目标是建立历史、

科技和人文整合的考古学，从而真正实现国史重建。

〖解 析〗

【1题详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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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文明理论进行系统论述”错误，材料一重在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理论方向指导，

并没有对西方文明进行系统论述。

故选 A。

【2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D.“科技考古作为后过程考古学的得力助手”错，原文观点是科技考古是“过程考古学”的

得力助手。

故选 D。

【3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材料二第一段的核心观点是：要更新考古范式，充分利用科技方法协同考古工作。

A.属文物考古；

C.属遗址考古；

D.属文献考古。

三者皆为传统考古，并未与科技考古相结合。

故选 B。

【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结构和思路的能力。

A.依据材料二第一段梳理，错误有两处。应该先“提供问题导向”，才能指导“提炼隐形信

息”。同时，“更新研究范式”的目的是进行“考古学的历史重建”，而不是“重建文献历

史”。

C.依据材料二第三段梳理，错误有两处。“超越器物分类”是例证中田野考古工作者在探索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时的具体做法，与相关梳理不属于同一个逻辑层面。同时，考古学阐释要

重视的是“文化变迁的内部动因”，而不是“外部动因”。

D.依据材料二第六段梳理，“熟悉田野考古”和“掌握社科理论”是针对理科背景出身的学

者提出的“重视学科沟通”的要求，没有涉及针对“田野工作者”的要求，无法实现多学科

融合，形成研究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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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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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多个信息进行比较、辨析的能力。

①材料一，结合“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

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可知，是从政治家的角度高屋建瓴地

为新时代的考古工作作宏观的理论指导；结合文章题目“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

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可知，其目标是依托考古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中国文明

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②材料二，结合“考古学的历史重建与文献历史有本质的区别，其研究材料的物质性决定了

必须依赖自然科学手段的帮助，以提炼其中不可直观的隐形信息”“野考古和科技考古应该

是协同合作的系统工程”“我国田野考古工作者应该重视物质文化的功能分析，超越器物分

类去探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科技考古是过程考古学的得力助手”可知，是从考古

学者的角度具体分析如何将科技与考古相融合；结合“中国考古学如要真正达到国史重建的

目标”“这样的学科训练，才能将考古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融为一体，真正做到

多学科交叉”可知，其目标是建立历史、科技和人文整合的考古学，从而真正实现国史重建。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放生马

海勒根那

我家那匹云青马其实十几年前就死掉了，这个祖父明明知道，可就是在祖父知道云青马

死掉的那一天，他的脑筋出了毛病。

那是十几年前，祖父要将他的老云青马放生。那可是他最心爱的伙伴，生产队解体前，

他一直骑着它为队里放牧，等包产到户，他舍不得这匹坐骑，用两头牛的代价换得了它。后

来我们乡村土地沙化，由牧业转为农耕，作为我家唯一能犁田的牲畜，祖父不得不忍痛让云

青马架犁耕田。不过，那是怎样的情形呢，说起来至今还是我们乡村的笑话——云青马犁田

时，祖父竟然备了另一副扛把子，自己充当另一匹马拉副犁。没有谁见过一个男人把自己当

牲畜使唤的，乡人嬉笑着和我说。云青马就这样为我家效劳了二十几年，直到它老得和祖父

一样走不动路。就是这样一匹马，祖父要将它送归自然去。

一周之后，一身酒气的父亲终于坐着长途大巴回来了。祖父迫不及待，远远地迎上前去。

父亲打着酒嗝，目光躲闪，说：“一切都遵照你的话做了，我把老马放生在……在锡林郭勒

了……”

可就在那天晚上，祖父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云青马眼神哀戚，冲着他不断悲鸣。

祖父看清了它的身躯，老马浑身是血，脖颈处已与身体断得只剩下一层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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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的病就此落下了，无药可医，直到父亲娶妻生子。我即将出生的那天早晨，许是添

丁进口的喜讯触动了祖父锈蚀的神经，他几年来第一次自己拄着拐杖下了床，一步一步挪到

晨光耀眼的屋外，遮目远望了一阵子，忽然眉开眼笑起来，冲着远处呼喊：唿咧——唿咧

——我阿爸好生奇怪，凑到他跟前问他：你这是召唤谁呢？祖父手指院外，你瞧，云青马，

是云青马回来了……从那天开始，那匹任谁都看不到的老马又回到我们家里，所有家人都被

老爷子的魔法惊得目瞪口呆。

家人里，只有我自愿配合祖父，帮他老人家侍弄别人看不到的老马。祖父从小把我看大，

按我父亲的话说，老爷子除了对云青马好，其次就是对我这个长孙好。不知怎么的，我对祖

父也有种天生的亲近感，那种冥冥中的感觉甚至超越了血缘。而那匹不存在的云青马，或许

是祖父打小把它灌输给我，以至于在我的脑海里牢牢地生根发芽，有时我竟然也能看到它的

肉身，真切得连马毛都数得清。

那些天里，祖父嚷嚷要云青马驮着他出门远游，我便积极为他准备。除了我，家里人只

当那是疯言疯语，没人信，因为那匹老马根本不存在。我母亲心地纯善，和父亲说，不行你

用摩托车驮着阿爸出去转一转吧。阿妈去世得早，他老人家为了拉扯你们几个孩子，一辈子

没出过远门，兴许心里憋得慌呢。我父亲闻言吹胡子瞪眼：用摩托车驮他出去？你以为他是

八岁的孩子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来负这个责啊？母亲白了他一眼，父亲则背着手走出

门去：都给我消停消停吧，这个家都够演一出戏的了。

父亲说让这个家消停消停，可事与愿违。那一天早上，给田地浇了一遍水的他迟迟不见

祖父起床。推门看时，只见床铺上空空如也，被褥倒是叠得整齐。父亲以为老爷子在近处转

悠，房前屋后瞧了一圈，却一无所获。这时他还没有慌张，骑上摩托车四下去找，他想一个

腿脚不利索的老爷子还能溜达多远，可方圆几里转遍了，仍没见祖父的身影。

彼时，我就像匹青葱骏马那样，驮着祖父奔走在郁郁苍苍的群山峻岭。这里白桦黑桦参

半。落叶松密密匝匝一拔冲天。头顶上，游走的白云像大海般波澜汹涌，而山涧间，浩荡奔

流的大河仿佛正驮运着群山。祖父张着嘴巴左瞧右望，眼睛都有点儿不够用了，祖父问我，

阿斯汗，我们俩这是来到仙境了吗？我告诉老人家，这不是什么仙境，我问过路了，这是大

兴安岭，越过这座山岭，我们就到草原了，那就是传说中的呼伦贝尔……

祖父闻听，流得满脸是泪，说：孩子，到了草原，你要找个没有人烟的地方，那里只要

有河流有山谷，你把我送到那里，放生到那里就行了……

我笑了：爷爷，您又不是马儿，怎么可以放生呢？

我是马儿，爷爷说，我就是那匹一辈子受苦受累的云青马……

您刚刚还说我是那匹云青马呢，爷爷。

没错，阿斯汗，我是老云青马，你是小云青马，瞧，现在我们一老一小就是一对儿放生

马……

此刻，我忽然感到祖父把着我肩膀的手臂像铁钳般有力。把我放下来吧，孩子，我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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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走一走。

我说：爷爷，我还是驮着您走吧，我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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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不容分说，从我的后背坠爬下来：你看那天上的鹰隼，它老了，翅膀都耷拉着，可

还能在天空中飞翔。我也要下来走一走，我要在这青山绿水间看到自己的身影……

我看到祖父站在山岭上的腿脚忽然变得坚实，似一副鹰爪抓拿着松柏。这会儿祖父手臂

一挥，将那把拐杖像丢根烧火棍那样丢下山涧，接着从喉咙里发出几声老马才有的“噗噗噜

噜”声，便摆动起半瘫的身躯向前挪移。我看到祖父滑稽的奔跑姿势像极了鸭子，不由得笑

了起来，我发出的笑声却是马儿的嘶鸣。

咴——咴——我叫了几声……

咴——咴——祖父也随声附和……

祖父先前还迈不开步伐，跑着跑着，不好使的那只蹩脚竟然也灵便起来，慢慢跟上了我，

我们俩真像两匹并肩而行的马儿，鬃尾飞扬，四蹄如风，向着高高的山岭、苍翠的大地，迎

着阵阵松涛，铆足了力气撒欢而去……

（选自《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云青马为我家效劳了二十几年，一辈子受苦受累，这是祖父宁可自己充当副驾，也要减轻

云青马在耕田时疲劳的原因。

B.从父亲坐长途大巴回家后的神态和祖父奇怪的梦境隐约可知，云青马并没有被放生在锡林

郭勒草原，可能已惨遭屠宰。

C.小说开头交代的生产队解体、牧业转农耕等历史背景以及后文出现的摩托车等新事物，反

映出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D.小说的结尾部分，祖父不容分说从我的后背坠爬下来，自己在草原上奔走，表现了牧民对

于山川自然有着深厚的情感。

7.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以“我”的视角讲述故事，爷孙俩非同寻常的亲近关系为后文“我”带祖父奔向草原，

放生自我的情节埋下了伏笔。

B.文中画横线处的景物描写，以大自然的壮美衬托人物的内心世界，更真实地表现出这位老

人亲近自然时的震撼与感动。

C.小说中次要人物的作用不容忽视，作为反面形象的父亲推动了情节发展，理解祖父心愿的

母亲给故事增添了温情力量。

D.小说地域色彩浓厚，以祖父和马为书写对象，二者精神通灵，具有奇幻色彩，这与《百年

孤独》创作风格有相似之处。

8.“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是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请简析本篇小说是如何实践这一原则

的。

9.本文在构思上将“云青马”和祖孙二人互为参照，含有多重用意。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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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6. A    7.C    

8.①在对现实世界的叙述中融入离奇的幻想。如现实中“我”出生的那天早晨，祖父竟然几

年来第一次自己拄着拐杖下床，而且看见已经死去的云青马又回到家中。②对现实中的人物

进行夸张描写。如我驮着祖父奔走在群山峻岭间，发出的笑声是马儿的嘶鸣，而祖父的腿脚

忽然变得坚实，蹩脚竟然可以灵便地奔跑。③用象征、隐喻的手法反映现实。如云青马与祖

父命运的相似、与我生命的关联，我与祖父在山水间的驰骋等都是对牧民现实处境的关照。    

9.①映衬人物形象：作为牧区最具代表性的动物，历经艰辛而日渐老迈的云青马，与祖父的

形象、身份及日常生活相符。②表现人物心理：祖父怜爱老马，想让云青马在草原中自然死

去，获得一种吉祥的归宿，而在生命尽头的祖父给自己放生，也是对一生艰辛的解脱。③寄

托牧民对草原的热爱和对自由的向往：祖孙二人像放生的马儿，在草原上驰骋，这种命运的

轮回，是一种对自然和原始生命力的回归。④突出作者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期盼：云青马

没有获得“放生”的不幸和老牧民在孙子的帮助下奔向自然的结局形成对比，更突显了作者

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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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祖父充当副驾耕田是在“牧业转为农耕”时的相关情节，不是在云青马就这样为我家效劳

了二十几年”之后。老人这样做是出于对云青马的爱惜。

故选 A。

【7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能力。

C.“理解祖父心愿的母亲”错，文中母亲劝说父亲的情节确实给故事增添了温情的力量，但

这一劝说主要出于母亲的“心地纯良”，而不是真正理解祖父的心愿。

故选 C。

【8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小说创作手法的能力。

“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创作手法首先应该体现在情节、手法上，其次要理解“高于现

实”即是对现实的映射。

①从情节上看，小说在对现实世界的叙述中融入离奇的幻想。如现实中“我”出生的那天早

晨，

偏瘫多年的祖父“几年来第一次自己拄着拐杖下了床，一步一步挪到晨光耀眼的屋外”，并

且说看到了已经死去的云青马，“你瞧，云青马，是云青马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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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从手法上看，小说对现实中的人物进行夸张描写。如“我”带着祖父离家出走，“我就像

匹青葱骏马那样，驮着祖父奔走在郁郁苍苍的群山峻岭”；爷孙两人发出的笑声是马儿的嘶

鸣“我看到祖父滑稽的奔跑姿势像极了鸭子，不由得笑了起来，我发出的笑声却是马儿的嘶

鸣。咴——咴——我叫了几声……咴——咴——祖父也随声附和……”；祖父竟然能够甩掉

拐杖跟“我”一起奔跑“祖父先前还迈不开步伐，跑着跑着，不好使的那只蹩脚竟然也灵便

起来，慢慢跟上了我”。

③整体手法是用象征、隐喻的手法反映现实。如云青马解放前一直跟随祖父给生产队放牧，

后来牧业转为农耕，祖父用两头牛把它换来我家，它又承担其耕田的重任，为我家辛苦劳动

了二十多年；祖父也和它一样辛苦，在祖母去世之后，辛苦拉扯大几个孩子，一辈子没有出

过远门。云青马和祖父的命运相似。云青马和我的生命相连，我出生的那天早晨，祖父看到

死了的云青马又回来了，而整个家里只有我自愿配合祖父，帮他老人家侍弄别人看不到的老

马，正如文中所说，祖父就是老云青马，我就是小云青马。小说结尾，祖父对自然的向往“孩

子，到了草原，你要找个没有人烟的地方，那里只要有河流有山谷，你把我送到那里，放生

到那里就行了……”，我与祖父在大兴安岭的山水间自由驰骋“我们俩真像两匹并肩而行的

马儿，鬃尾飞扬，四蹄如风，向着高高的山岭、苍翠的大地，迎着阵阵松涛，铆足了力气撒

欢而去……”，这些都是对牧民现实处境的关照。

【9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作品的文学形象的能力。

将“云青马”和祖孙二人互为参照，意为云青马与祖孙形象有关联，这种关联可以是形象、

身份、命运上的。“多重意蕴”应该由浅入深，指向主题。

①映衬人物形象：云青马与祖父形象上具有相似点。马是牧区最具代表性的动物，牧民时刻

离不开马，马为牧民奉献一生。云青马从在产生队跟着祖父放牧，到后来在我家效劳了二十

多年，历经艰辛而日渐老迈；祖父一生辛劳，在生产队放牧，后来自己耕田，养大了几个孩

子，最后得了偏瘫，不能行走。云青马与祖父的形象、身份及日常生活相符。

②表现人物心理：祖父在云青马老去之后，想把它放回草原，是想让马儿得到吉祥的归宿，

这也是祖父自己的心愿，结尾我带着祖父到了大兴安岭，他说“孩子，到了草原，你要找个

没有人烟的地方，那里只要有河流有山谷，你把我送到那里，放生到那里就行了……”，在

生命尽头的祖父给自己放生，也是对一生艰辛的解脱。

③寄托牧民对草原的热爱和对自由的向往：小说结尾，祖父说他是老云青马，我是小云青马，

这是一种生命的轮回；而祖孙二人像放生的马儿，在草原上驰骋，“我们俩真像两匹并肩而

行的马儿，鬃尾飞扬，四蹄如风，向着高高的山岭、苍翠的大地，迎着阵阵松涛，铆足了力

气撒欢而去……”，这种命运的轮回，是一种对自然和原始生命力的回归。

④突出作者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期盼：虽然祖父让父亲带着云青马去放生，但从父亲的言

行表现和祖父的梦境来看，云青马没有获得“放生”，这种不幸和祖父最后在孙子的帮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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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草原形成对比，因为祖父就是一匹老云青马，他最后的回归也是云青马的回归，这样设

计更突显了作者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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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材料一：

赵襄子之时①，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②，言于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胆胥己请见之襄子见而

以为中大夫。相国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晋国之故。”襄

子曰：“吾举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举，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遂不复

问，而以为中大夫。襄子何为？任人，则贤者毕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

而与不知者议之也。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释父兄与子弟，非疏之

也；任庖人钓者与仇人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

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数矣。故小臣③、吕尚听，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

管夷吾、百里奚听，而天下知齐、秦之霸也。岂特骥远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国者亦有

人。桀用干辛，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

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舜、禹犹若困，而况俗主乎？

（节选自《吕氏春秋•知度》）

材料二：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失朝无贤人，犹鸿鹄之无羽翼也，虽有

千里之望，犹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夫智不足以见贤，无可奈何矣；若智能见之，而强不

能决，犹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乱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殇公不知孔父之贤乎？安知

孔父死己必死④，趋而救之？趋而救之者，是知其贤也。以鲁庄公不知季子之贤乎⑤？安知疾

将死，召季子而授之国政？授之国政者，是知其贤也。此二君知能见贤，而皆不能用，故宋

殇公以杀死，鲁庄公以贼嗣。使宋殇蚤任孔父，鲁庄素用季子，乃将靖邻国，而况自存乎！

（节选自《说苑•尊贤》）

〖备 注〗①赵襄子，春秋末年晋国大夫，战国时期赵国的创始人。②计，全年的帐簿。

③小臣，商、西周初期朝廷官员，亦称“少臣”，此处指商相伊尹。④孔父，春秋时宋国大

臣，孔子六世祖孔父嘉。⑤手子，春秋时鲁国政治家，鲁庄公之弟。

10.材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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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黑。

言于襄子 A曰 B中牟有士 C曰 D胆胥己 E请 F见之 G襄子见 H而以为中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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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指横渡、穿越，与《琵琶行》中“冰泉冷涩弦凝绝”的“绝”意思不同。

B.俗主，文中与“舜、禹”等明君相对，是指没有什么德行和才能的平庸君主。

C.之，与《烛之武退秦师》一文中“臣之壮也，犹不如人”的“之”用法相同。

D.殇，“殇”是谥号，谥有“美谥、平谥、恶谥”之分，“殇”属于“恶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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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 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材料一认为，君主的弊病常常在于委任了臣下官职却不放手让他做事，又与不了解的人议

论他，因此臣下难以发挥他的才能。

B.材料二认为，君主有发现贤臣的智慧，如果犹豫不决，不能及时任用，就会导致身死国灭

的下场，这是特别令人悲哀的事情。

C.两则材料都在讨论用人的问题，但材料一强调用人不疑，对人才要信任；材料二则强调识

得人才之后，任用人才一定要及时。

D.两则材料都运用了比喻论证和举例论证，形象生动、具体有力地论证了尊重和任用贤才对

于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晋国之故。

（2）使宋殇蚤任孔父，鲁庄素用季子，乃将靖邻国，而况自存乎！

14.赵襄子对胆胥己没有进行实际考察就直接任用，有哪些合理之处？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答 案〗10.BEG    11.D    12.B    

13.（1）（我）料想您对这个人只是耳闻，还没有亲眼见到他吧！任命中大夫，就这样轻易

吗？这不符合晋国的先例。

（2）假使宋殇公早就任用了孔父嘉，鲁庄公一直重用季友，就能安定邻国，更何况是保全

自身呢！    

14.①赵襄子在提拔任用任登前，已经对他进行了实际考察；②胆胥己是任登所举荐的人，

因此没有必要重新考察；③对所用之人充分信任，才能让其尽心尽力，尽显其能。

〖解 析〗

【10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向襄子推荐说：“中牟有个人叫胆胥己（很有才能），请您召见他。”襄子召见胆胥

己以后就让他担任中大夫。

“言于襄子曰”，下文是说的内容，“曰”后一般停顿，故 B处断开；

“中牟有士曰胆胥己”主谓宾齐全，其后 E处断开；

“请见之”是任登说的话，下句主语是“襄子”，G处断开。

故选 BEG。

【11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掌握文化常识和一词多义的能力。

A.正确。横渡、穿越；凝滞。句意：横渡长江的人靠的是船。/好像水泉冷涩琵琶声开始凝

结。

B.正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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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正确。都是助词，取独。句意：就好像鸿鹄没有翅膀。/我壮年的时候，尚且不如别人。

D.“殇”不属于“恶谥”。“短折不成曰殇，未家短折曰殇”，殇为客观陈述，带有同情意味，

属于“平谥”。

故选 D。

【12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B.“就会导致身死国灭的下场”错误，材料二的意思是“大的损失会造成身死国亡，小的损

失也会导致乱政倾国”。

故选 B。

【13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意”，料想；“耳”，耳闻；“故”，先例。

（2）“蚤”，同“早”；“靖”，安定；“自存”，保全自身。

【1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的能力。

①由“吾举登也，已耳而目之矣”可知，赵襄子在提拔任用任登前，已经对他进行了实际考

察；

②由“登所举，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可知，胆胥己是任登所举荐的人，因此

没有必要重新考察；

③由“任人，则贤者毕力”可知，对所用之人充分信任，才能让其尽心尽力，尽显其能。

参考译文：

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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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襄子当政之时，任用任登担任中牟令。（任登）在上呈全年的帐簿时，向襄子推荐说：

“中牟有个人叫胆胥己（很有才能），请您召见他。”襄子召见胆胥己以后就让他担任中大

夫。相国说：（我）料想您对这个人只是耳闻，还没有亲眼见到他吧！任命中大夫，就这样

轻易吗？这不符合晋国的先例。襄子说：“我提拔任登时，已经亲眼见到亲耳听到他的情况

了。任登所举荐的人，我如果还要亲眼见到亲耳听到这人的实际情况，这样就没完没了

了。”于是就不再询问，而让胆胥己担任了中大夫。襄子做了什么呢？（他只是）任用了人

才，那么贤德的人就会把力量全部贡献出来了。君主的弊病，一定是委任人官职却不让他做

事，让他做事却又与不了解他的人议论他。横渡长江的人靠的是船，到远方去的人靠的是千

里马，成就王霸之业的人靠的是贤人。不任用父兄和子弟，并不是疏远他们；任用厨师、渔

夫和仇人、奴仆，并不是偏爱他们。保全国家、建立功名的原则，不得不这样啊。这就如同

卓越的工匠建筑宫室一样，测量一下宫室的大小就知道需要的木材了，估量一下工程的大小

就知道需要的人数了。所以小臣伊尹、吕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殷、周要成就王业了，管

夷吾、百里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齐、秦要成就霸业了。难道仅仅是因为千里马能够致远

吗？成就王霸之业的本来就要有人，亡国的也要有人。夏桀重用干辛，商纣重用恶来，宋国

重用唐鞅，齐国重用苏秦，因而天下人就知道他们要灭亡了。不任用贤人却想要建立功业，

这就好像夏至日这一天却想让夜长，射鱼时冲着天却想射中一样。舜、禹（一样的明主）对

此尚且做不到，更何况是平庸的君主呢？

材料二：

君王要想使天下安定太平并在后世永留美好的名声，就一定要尊重贤臣并且谦虚地对待

士人。如果朝廷没有贤臣，就好像鸿鹄没有翅膀，虽然有飞翔千里的愿望，还是不能达到自

己心中想要飞往的地方。如果国君的智慧不能够发现贤臣，那是无可奈何的事；如果国君的

智慧能够发现贤臣，却拘泥不能决断，犹豫不能任用，大的损失会造成身死国亡，小的损失

也会导致乱政倾国，这是特别令人悲哀的事。（你）以为宋殇公不知道孔父嘉的贤能吗？那

么（他）又怎么会知道孔父嘉一死自己也必定会死，而赶去救他呢？拼死赶去救孔父嘉，这

就说明他知道孔父嘉是贤臣。（你）以为鲁庄公不知道季友的贤明吗？那么（他）又怎么会

知道自己病重将死，要召见季友并交给他国政呢？交给季友国政，这就说明他知道季友的贤

明。这两位国君的智慧能够发现贤臣，但却都不能在生前任用贤臣，因此宋殇公被臣下杀死，

鲁庄公害了他的继承人。假使宋殇公早就任用了孔父嘉，鲁庄公一直重用季友，就能安定邻

国，更何况是保全自身呢！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小题。

望九华赠青阳韦仲堪①

李白

昔在九江上②，遥望九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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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

我欲一挥手，谁人可相从？

君为东道主，于此卧云松。

〖备 注〗①九华，即九华山，位于安徽省青阳县；韦仲堪，李白好友，时任青阳县令。

②九江，这里指长江。

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诗人开篇回忆自己曾经放舟长江，遥望九华，交代了本诗的写作目的。

B.诗的五、六两句写诗人欲寻同伴共游九华，故想要振臂一挥发出召唤。

C.李白在诗中运用了“云松”这一意象来隐喻友人超尘脱俗的不凡气质。

D.本诗以古风形式呈现，格律相对自由，语言洗练自然，风格清新飘逸。

16.本诗“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两句广受后世称道，请赏析其精妙之处。

〖答 案〗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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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①想象雄奇，比喻不凡：在诗人眼里瀑布犹如天河倾泻的绿水，山峰宛如秀丽摇曳的九

朵芙蓉。②炼字精工，别出心裁：“挂”字化动为静，“出”字化静为动，既写出了远景山

水的特征，又充满灵动之美。③画面感强，情景交融：此二句尽显九华山水的灵秀之美，诗

人的喜悦之情融于景中。④承上启下，过渡自然：此二句既承接上文昔时江上遥望之忆，又

开启下文欲邀伴同游之兴。

〖解 析〗

【15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理解诗歌思想内容的能力。

A.诗作开篇并未交代写作的目的。从诗歌的题目来看，诗人创作此诗是为了赠予好友。

故选 A。

【16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诗歌表达技巧的能力。

①想象雄奇，比喻不凡：“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诗人荡舟江上，遥望九华，瀑布好像

一条巨幅长练高挂山巅，与苍翠的山色相映，晶莹可爱；九座高峰犹如九朵盛开的莲花从莽

莽山峦中婉然脱出，奇秀美好。

②炼字精工，别出心裁：“挂”字很妙，它化动为静，维妙维肖地描写出瀑布在遥望中的形

象；九华素以山色葱蒨著称，“绿”字从总体上体现了它的美感特征。“出”字化静为动，

“秀出”写出九峰秀丽挺拔之容。

③画面感强，情景交融：“绿水”“芙蓉”表现山水的奇秀美好，尽显九华山水的灵秀之美，

也表现诗人如惊如喜、心悦神摇之情。

④承上启下，过渡自然：诗人对九华山这样出神入化的描写，以及对九华山如痴如醉的喜爱，

承接上文诗人遥望九华，至今萦怀不忘，为之神往，又为下文的欲邀伴同游作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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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认为屈原发“怨”之声的缘由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描写月光朗照开满鲜花的树林，恰似细密的雪珠在闪烁，

尽显月夜花林之美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

（3）高三以来，学习一直很努力的小刚总是在模考中失利，作为好朋友的你想借用古人诗

句来安慰鼓励他，你会想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 案〗（1）信而见疑    忠而被谤   能无怨乎    （2）月照花林皆似霰   长风破浪会

有时   （3）直挂云帆济沧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

花明又一村）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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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 3 小题，11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中国龙文化历史悠久，   A   。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龙或作为   B   的创世之

神，齐名盘古；或参与了伏羲女娲的婚配，繁衍人类；或帮助黄帝打败蚩尤，一统天下；或

协同大禹治理江河，泽及后世。鉴于我国神话传说与历史起源难以隔离的关系，可以说，所

有的   C   、华夏儿女，都蒙受过龙的福祉。

在古代社会，龙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参与者和见证物，龙的精神体现了团结凝聚的精神；

同时，龙又被奉作水神，总司灵泽，因此，龙的精神又包括了造福苍生的精神。进入现代社

会之后，龙逐渐由神物演变为吉祥物，有着腾飞、振奋、开拓、进取等寓意，因此，龙的精

神，又增添了踔厉前行，奋发有为的内涵。

①中国是龙的家园，龙文化早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②不管是工艺美术、建筑

名胜、歌舞影视，还是婚丧礼仪、服饰冠履、岁时节令，龙都占据着醒目的位置，展现着独

特的民族文化底蕴。③适逢龙年，作为“龙的传人”，当秉承龙的精神，弘扬纵横江天，浩

然宇内的民族大气。④

18.请在文中横线处依次填入恰当的成语。

19.简述第二自然段的主要内容。要求使用包含并列关系的句子，表达准确流畅，不超过 45

个字。

20.“无边春色来天地，有志金龙越古今。”这副对联出现的位置，最恰当的是（   ）

A.①处 B.②处 C.③处 D.④处

〖答 案〗18.A源远流长   B开天辟地   C炎黄子孙    

19.龙的精神既包括了团结凝聚、造福苍生的精神，又包括了踔厉前行、奋发有为的精神。    

20.C

〖解 析〗

【18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成语的能力。

A此处说的是“龙文化”，搭配“历史悠久”，可填“源远流长”。源远流长：河流的源头很

远，水流很长。常比喻历史悠久，根底深厚。

B由“齐名盘古”“创世之神”可知，“龙”在天地开辟之初就有了，可填“开天辟地”。

开天辟地：第一种意思是指开辟天地，艰苦创业，多形容创造了空前宏伟的事业；第二种意

思是指以前从未有过，有史以来第一次。

C此处指称中国人，与“华夏儿女”搭配，可填“炎黄子孙”。炎黄子孙：是华人的自称，“炎”

指炎帝，“黄”指黄帝。

【19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压缩语段、变换句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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