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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启用前

期末考试押题卷（二）

语  文

本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等填写在答题卡和试卷指定位

置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

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

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东方既白、海天霞、暮山紫、朱颜酡、天水碧……如果你被这些美丽的名字

打动，那么你已经进入一个神秘美好的世界：中国传统色。所谓传统色，是中国

人定义颜色的方式，更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传统色刷屏背后，是中国式审

美的共情。

传统色是中国人世界观的直观阐释。早在战国时期，五色就与五行相联系，

成为阴阳五行学说的一部分，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于宇宙本体的哲学思考。比如，

红色在中国传统审美中一直被视作吉庆之色，它象征着火热的夏季，代表着热情

洋溢。故宫红墙黄瓦，富丽堂皇；而江南民间粉墙黛瓦，素朴幽静，各有韵味。

中国色始终能在大俗大雅中顺畅切换，达成了从庙堂到民间共同的审美观。

传统色更是中国人感情、心理、性格特征的视觉表达。生活中常见的红色、

橙色、黄色为暖色；绿色、蓝色、紫色为冷色。服饰以暖色为主，令人感到温暖、

亲切，会给人以温柔、随和之感。若在一系列暖色中，又有冷色与之相调和，使

冷、暖色达到平衡状态，则会呈现出沉稳内敛、中庸平和之气。中国传统色中，

青、黄、赤、白、黑五色被尊为“正色”。中华传统中重大喜庆场合必着吉服，

古代百官朝服上百鸟禽兽无不锦绣成堆，均以青、黑、深红背景设色，就是为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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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肃穆又隆重的场合，表达谦恭又严谨的态度。

传统色也是生产实践和科技发展的见证。无论绘画、染织或者烧瓷，颜色的

产生、流行、变化背后也是历史、科学、技术发展的外化。蜚声中外的元青花，

因其色彩深沉浓郁，图案饱满丰富，历来备受收藏家推崇。中国人对青色的喜爱，

一直挥洒在笔墨之间，凝固在瓷器之上。元青花中的青色所传达出来的冷静、柔

和、安详、深沉、朴素等独特的审美感受，既符合我国传统审美的现实需要，又

符合当代审美的精神需求。宋以后，因丝绸之路中外交流频繁，元青花釉料配方

中加入来自西域的“苏麻离青”，颜色由素淡转为浓烈，绘画效果呈现出了青翠

欲滴的流动艺术感染力。一抹青色，从宋汝窑清新的“雨过天晴色”，再到浓烈

的元青花，经历了釉料技术的不断改良，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审美的更替变化，

历史映衬在中国色中，了无痕迹又千姿百态。

传统色，无论是矜持的单色，还是缤纷五色，都反映了我国不同时期经济文

化的色谱，是一个民族对荣光、对恭谨、对幸福的理解。读懂传统色，也就多了

一份对中国的了解与自信。

（摘编自王海宁《传统色刷屏背后是中式审美的共鸣》）

材料二：

服饰审美是我们的精神反映和心理表达，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近年

来，关于服饰与着装者心理的关系问题，许多领域的专家都进行过深入研究。心

理学认为，服饰行为本质上是心理的一种反映，“服饰的色彩、款式、面料等可

以反映一个人的性别、民族、年龄、社会经济地位、职业、个性、爱好和价值观

等。衣着打扮可以起到美化自己、表现内心世界和达到某种特定的交际目的的作

用，可以体现人们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周围世界的不同态度”。由此可见，服饰

审美与心理密切相关，服饰行为可以从侧面反映人的情绪动向和性格特征。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一个服饰审美大师。他出生于祖辈连任“织造”

的家庭，且自幼饱读诗书，知识广博，这使他在服饰文化方面获得了精深的造诣。

《红楼梦》全书涉及服饰描写的内容共 51 回。书中大量的服饰描写对表现人物

性格、气质起着重要作用，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

《红楼梦》从服装到饰品，从质地到工艺，从款式到色彩，从着装到情景，

全方位展现了中华服饰文明成果。单就款式来说，就有“窄裉袄”“比肩褂”“花

绫裤”“绫绵裙”等 50余种。其中“比肩褂”是清代女子常备的款式之一，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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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褡”。美学家樊美钧在《俗的滥觞》中指出，“为追求服饰的美丽，清人

对于配饰也是从不掉以轻心的，十分注重服饰的搭配。一些心思缜密、善于观察

的女性还常能巧妙利用配饰弥补身形之不足。譬如‘背褡’，其作用在于使体宽

者窄，而窄者愈显其窄矣”。

另外，服饰色彩也是曹雪芹描摹的重点。《红楼梦》描述各种服装色彩的分

类中，红色是被提到数量最多的颜色，大约有 30 处，包括大红、桃红、水红、

银红、海棠红、杨妃色等；明确提到绿色的地方有 10 余处，有水绿、葱绿、柳

绿、闪珠绿、松花绿等。此外，还有多种黄色，如葱黄、鹅黄、蜜合色等。藕色、

秋香色、玫瑰紫、月桂白、松花色等其它色彩，也在服饰或印染工艺品中常用。

如此丰富而绚丽的颜色在书中的大量出现，无疑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当时染色及印

花工艺的飞速发展。

（摘编自杨雪梅《论人物服饰与性格之间的关系》）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阴阳五行学说是五色与五行相联系发展而成的，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宇宙本体

的哲学思考。

B．在中国传统审美中，红色代表热情洋溢，因象征火热的夏季，而被人们视为

吉庆之色。

C．为适应肃穆隆重的场合，表达谦恭严谨的态度，古代百官朝服均以青、黑、

深红背景设色。

D．心理学认为，服饰行为本质上是心理的一种反映，能直接反映人的情绪动向

和性格特征。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材料一使用的论据十分丰富，涉及多个领域，作者主要从建筑、服饰、瓷器

三个领域选择材料。

B．材料一通过元青花釉料配方随着时代不断改良的例子，表明传统色见证着生

产实践和科技发展。

C．传统色承载着我们对民族的理解，因此，只有读懂传统色，才能增加我们对

中国的了解和自信。

D．服饰的款式及合理的搭配能起到美化着装者的作用，这一说法可以从樊美钧

的阐述中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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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列诗句不能体现“服饰的色彩审美”的一项是（    ）

A．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诗经·郑风》）

B．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孔雀东南飞》）

C．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琵琶行》）

D．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渔歌子》）

4．有人评价：“中国的元青花，是我们依据自己民族审美特色，并与世界沟通交

流、融合发展出的旷世杰作。”请结合材料一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5．《红楼梦》中薛宝钗出场时的服饰装扮令人印象深刻：“蜜合色绵袄，玫瑰紫

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绵裙……”薛宝钗的服饰装扮反映了她怎样的性格特

征？请结合上述两则材料简要分析。

【答案】1．C

2．C

3．B

4．①元青花中的青色传达的独特审美感受，符合我国传统审美和当代审美需求，

体现它是我们自己民族的审美特色。

②元青花釉料配方中加入来自西域的“苏麻离青”以及历代釉料技术改良，体现

它是与世界沟通交流、融合发展的产物。

③元青花蜚声中外，色彩深沉浓郁，图案饱满丰富，历来备受收藏家推崇，体现

它是旷世杰作。

5．①服饰以蜜合色、葱黄等暖色为主，令人感到温暖、亲切，反映薛宝钗的温

柔、随和。

②暖色中，又以冷色的玫瑰紫进行调和， 使冷、暖色达到平衡状态，反映薛宝

钗的沉稳内敛、中庸平和。

③注重服饰搭配，巧妙利用“比肩褂”弥补身形之不足，反映薛宝钗的心思缜密、

善于观察。

【解析】1．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辨析信息的能力。A.“阴阳五行学说是五色与

五行相联系发展而成的”扩大范围，原文“五色就与五行相联系，成为阴阳五行

学说的一部分”；B.“因象征火热的夏季，而被人们视为吉庆之色”强加因果，

原文“红色在中国传统审美中一直被视作吉庆之色，它象征着火热的夏季，代表

着热情洋溢”，可见“象征着火热的夏季”与“被视作吉庆之色”之间并没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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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因果关系；D.“能直接反映人的情绪动向和性格特征”曲解文意，原文“服

饰行为可以从侧面反映人的情绪动向和性格特征”。故选 C。

2．本题考查学生对多个信息进行比较、辨析的能力。C.“只有读懂传统色，才

能增加我们对中国的了解和自信”错，原文“读懂传统色，也就多了一份对中国

的了解与自信”，可见读懂传统色，不是增加我们对中国的了解和自信的必要条

件。故选 C。

3．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运用文中信息的能力。B.意为“箱子和镜匣有许多只，

都用碧绿的青丝绳捆着”，没有体现服饰色彩。故选 B。

4．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意、筛选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先看“我

们……自己民族审美特色”，原文“元青花中的青色所传达出来的冷静、柔和、

安详、深沉、朴素等独特的审美感受，既符合我国传统审美的现实需要，又符合

当代审美的精神需求”，可见元青花中的青色传达的独特审美感受，符合我国传

统审美和当代审美需求，体现它是我们自己民族的审美特色。再看“与世界沟通

交流、融合发展”，原文“宋以后，因丝绸之路中外交流频繁，元青花釉料配方

中加入来自西域的‘苏麻离青’，颜色由素淡转为浓烈，绘画效果呈现出了青翠

欲滴的流动艺术感染力。一抹青色，从宋汝窑清新的‘雨过天晴色’，再到浓烈

的元青花，经历了釉料技术的不断改良，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审美的更替变

化”，可见元青花釉料配方中加入来自西域的“苏麻离青”以及历代釉料技术改

良，体现它是与世界沟通交流、融合发展的产物。最后看“旷世杰作”，原文“蜚

声中外的元青花，因其色彩深沉浓郁，图案饱满丰富，历来备受收藏家推崇”，

可见元青花蜚声中外，色彩深沉浓郁，图案饱满丰富，历来备受收藏家推崇，体

现它是旷世杰作。

5．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运用文中信息的能力。材料二“心理学认为，服饰行为

本质上是心理的一种反映，“服饰的色彩、款式、面料等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性别、

民族、年龄、社会经济地位、职业、个性、爱好和价值观等”，材料一“服饰以

暖色为主，令人感到温暖、亲切，会给人以温柔、随和之感”，薛宝钗身穿“蜜

合色绵袄”“葱黄绫绵裙”，服饰以蜜合色、葱黄等暖色为主，令人感到温暖、亲

切，反映薛宝钗的温柔、随和。材料一“若在一系列暖色中，又有冷色与之相调

和，使冷、暖色达到平衡状态，则会呈现出沉稳内敛、中庸平和之气”，薛宝钗

“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在暖色中，又以冷色的玫瑰紫进行调和， 使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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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色达到平衡状态，反映薛宝钗的沉稳内敛、中庸平和。材料二“美学家樊美钧

在《俗的滥觞》中指出，‘为追求服饰的美丽，清人对于配饰也是从不掉以轻心

的，十分注重服饰的搭配。一些心思缜密、善于观察的女性还常能巧妙利用配饰

弥补身形之不足。譬如“背褡”，其作用在于使体宽者窄，而窄者愈显其窄矣’”，

而薛宝钗就穿着一件“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可见她注重服饰搭配，巧妙

利用“比肩褂”弥补身形之不足，反映薛宝钗的心思缜密、善于观察。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小题，16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仲尼之将丧

冯至

仲尼自从春天去了以后，意味的阑珊，情绪的萧索，更甚于前年西狩获麟、

《春秋》绝笔的时候了。那时他满心满意地想，世态是一年不如一年，我的《春

秋》写到这里也尽够了。天啊！你总还可以多给我几年的生命吧；我要努力在我

这未来的几年以内，把我们先哲传下来的一本《易经》整理一番；把我的哲学思

想都借着这部古书表现出来，留给我的弟子们——咳，他们真是可怜，像是船没

有舵，荒野浓雾中没有指南车呀。哪知到了现在，转瞬间就快要两年了，《易

经》，一点儿没有着手；《春秋》，也有刻在竹板儿上的，也有涂在一卷一卷的树

皮上的，错错乱乱地在他的房里堆积着，向来不曾有过一个人来过问。就是那张

古琴，伴着他流浪他乡，十四年总在身边的，现在挂在壁上，不但着了许多灰尘，

并且结上许多蜘蛛网了。他每每在黄昏时节，倚着窗子望落日，领略着自然间的

音乐，正在忘机物我、融会一切之际，房子里便会发出来一种苍茫的音调，使他

回转头来，目光懒懒地落在那张琴上，他这般伤感地自语，不知说了多少次了：

——当年从我困于陈蔡的故人们，死的死了，不死的也多半在远方，只剩下

这张琴，寂寞无语的琴……

二十年前，奔走齐鲁之间，追慕着古代的风光，正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实现在

这乱世上最热衷的时期。一天独自一个人登上泰山的高峰，澄滓太清，齐鲁俱磅

礴于茫茫大气之内，自己不觉得胸怀高朗：

——啊，当初登上东山，觉得鲁小，现在立在泰山顶，天下并不大呀！

现在呢，泰山依旧是那样嵯峨，可是旧日的气概一点也没有了，耳边只是缠

绕着一个樵夫的哭声，凄凄婉婉的。心里忽地一片苍凉，宇宙都似乎冰化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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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久已消逝了的泰山樵夫的影子，犹如白衣的神显现在黑漆的夜色中，又

回到他的意念之内了。

——樵夫啊，你是世间的至圣！当我们在泰山的幽径里相遇时，你哭得是恁

般地苦闷，岩石为之堕泪，鸟兽为之惊心。我这愚蠢的人啊，我那时不但不能领

会，还要问你为什么哭。樵夫啊，你说，你自伤，所以这般哀泣……茫茫天空，

恢恢地轮……万物的无着无落，是这样锐敏地感动了你……你深入了人生的真髓、

宇宙的奥秘；我直到今日，才能了解你！

他的头脑眩昏，目光放出许多火花——泰山也似乎旋动起来，地在震动，远

方的河水在沸腾……他颤着……

——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

杖，被掷在一边，颓然坐在阶上了。两手托着颐。

赐呀，你来了？来得怎么这么晚呢？

他远远望见一个衣冠齐楚的人，渐渐辨别了知道是子贡以后，慈母见了远方

归来的游子一般，两目射出消逝了的旧日的光芒，迎上去，紧紧地握着子贡的手。

赐呀，你来得怎么这么晚呢！

——先生……

——赐呀，你看这座泰山呀。你说它有时要崩颓吗？

——先生……

——寂寞呀……赐，你日日锱铢为利，你好久不到我这里来了……

子贡本来是因为货殖的事，由这里经过，顺便看看先生，并且想问一问他近

来对于政治上的意见。哪知出乎意料，先生说出这样悲痛的话，是他从来没有听

过的。

——先生，可是病……

——我哪里有什么病，只是昨夜做了一个梦。咳，这样的梦也不止一次了。

你说，前面的泰山，有崩堕的那一天吗？

——先生，梦是无凭的；泰山是不会崩颓，如同哲人永不陨亡一样。

——赐呀……

仲尼皱纹消瘦的颊上，缀了两颗绿豆大的泪珠了。

子贡慢慢地扶着先生又坐在台阶上，这时候太阳转到南方，被几片浮云遮护

着。子贡站立在先生的身旁。等到浮云散开了以后，一只雄鸡高踞在树巅，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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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

——赐呀，这是什么在叫？仲尼低着头。一切都在白昼的梦里迷迷蒙蒙的。

——先生，是一只雄鸡。

——啊，一只羽毛灿丽的雄鸡呀！他抬起头，对着那只鸡望了许久。假如仲

由还在，恐怕又要把它射下来，把它的羽毛插在他的冠上；把它的血肉来供我的

馐馔。可怜他金星随着太阳一般，傍着我车尘劳碌于卫楚陈蔡的路上，一日不曾

离开过我；同我一块儿受着隐士们的嘲笑、路人们的冷遇。我又何益于他呢？他

终于很惨怛地死了！

我抱着我的理想，流离颠沛，一十四年——卫呀，楚呀，陈呀，……没有一

个地方能够用我一天，种种魔鬼的力恐吓着我，讽刺着我，压迫着我，四海之大，

没有一个地方容我的身躯，终于不能不怀着惆怅回到我这儿时的故乡。故乡真是

荒凉呵，乡音入在耳里，泪便落在襟前了。没有一个人不说我是陌生人，没有一

个人对我不怀着一些异殊的意味。儿时的门巷变成一片瓦砾，生遍了鬼棘向我苦

笑。防山侧父母的坟茔已经被人踏平。我哪里还有读易奏瑟的心情呢。

我为什么回到这个故乡来呢？我早就应该……我为什么不死在匡人手里？

为什么不死在陈蔡人的手里？那时候的死，是怎样地光荣！怎样地可以自傲！那

个时候，有颜回在我身边，仲由在我身边，百十个弟子在我面前，在弦诵声中死

去，韵调是怎样地悠扬，怎样地美丽呀！现在，不肯“先我死”的颜回也死了，

勇健的仲由也死了，百十个弟子都各自走上自己的路了。死也要有死的时候。

仲尼一气说尽了多少天积蓄着的抑郁，两目像着了疯狂，两手按胸，不住地

咳喘，淤塞着，再也说不下去了。子贡想用旁的话路岔开，却找不出适当的词句。

仲尼依然坐在门前。他怕走进房内，同怕阴森的坟墓一样。远远近近，静悄

悄使人听到万籁中极细微的呼吸……

正是傍午的时分。

泰山的余脉，又蒙上一层薄薄的云霭了。

（有删减）

6．下列对文本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将回忆与现实交织，例如困于陈蔡、流离楚卫等回忆性片段，让读者更

好地感受人物内心世界。

B．泰山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与孔子形象相通，这一形象的设置可以让孔子在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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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自己的情感时更有依托。

C．孔子触景生情，高踞树巅的雄鸡唤起了他对仲由的回忆，他为其命运悲叹，

却又为其杀害生灵的行为而痛心。

D．小说中的对话描写没有运用引号，而大量使用破折号，不仅使行文简洁生动，

而且蕴含良多，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语言风格。

7．下列对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子贡想用旁的话路岔开，却找不出适当的词句”，说明子贡不了解孔子心情

骤变的真正原因。

B．孔子后悔回到故乡，主要是因为不肯“先我死”的颜回和勇健的仲由都死了，

百十个弟子都各自走上自己的路了。

C．文中画横线的两处文字内容几乎相同，但前者是孔子的想象，表现了对子贡

到来的期盼。后者则是现实，有埋怨子贡来迟之意。

D．文中古琴意蕴丰富，是孔子人生写照，是他为了实现理想积极奔走却失败告

终的见证，是他理想受挫失落的慰藉。

8．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子贡这一人物形象特点及其作用。

9．冯至在历史小说中创造了诗性的意境，创造了“抒情诗的历史”小说文体形

式。请结合文本，谈谈你对这个评价的理解。

【答案】6．C    

7．B    

8．①形象特点：子贡是一个锱铢为利、整日忙碌的商人，他不能完全理解老师

仲尼的思想。②作用：他的形象反衬了仲尼追求理想的执着与坚守。

9．①从内容上说，这篇小说取材于与孔子相关的重要史实，作品富有历史韵味。

②小说主要通过描写人物的心理来塑造孔子的形象，有较强的主观性、抒情性。

③作品对泰山、日出等的描绘，充满了诗化的意境。

【解析】6．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作品内容和艺术特色的能力。C.“却又为其杀害

生灵的行为而痛心”错误，于文无据。从原文“把它的血肉来供我的馐馔。可怜

他……他终于很惨怛地死了！”可知，表达了孔子对仲由的怀念和对仲由惨死的

痛心。故选 C。

7．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作品内容的能力。B.“主要是因为不肯‘先我死’的颜回

和勇健的仲由都死了，百十个弟子都各自走上自己的路了”错误。从“我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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