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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学年云南省曲靖市高一（下）期末语文试卷

一、现代文阅读：本大题共 9 小题，共 3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论语》中孔子的正义观主要是通过“道”“义”“礼”等词表现出来的。与柏拉图相似，孔子在讨论

“道”“义”“礼”等有关正义的问题时，也既包括君子个人道德方面的正义，又涵盖诸侯国政权合法性

方面的正义。他认为，当君子都以“义”作为做人行事的原则，处处不违背“礼”时，有“道”的社会才

能够建成。这与柏拉图从个人正义能够推广到城邦正义的观，点是一致的。 

个人伦理方面，孔子认为，人是有等级的，而有道者和无道者、君子和小人、士和鄙夫等是最简单最明显

的等级划分。阶级之间并非不能流动，而是“就有道而正焉”，到有道之人那里可以匡正自己。“义”是

君子为人处世的根基，“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

然后才能在行为上表现出“礼”，遵守符合其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如果做到了“义”，那么就遵从了人

之本体的正当性，便实现了个人的正义了，正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同

时，君子要注意去遵从“道”的要求，以“道”作为修身立世的信仰，“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 

到了国家层面，孔子认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

氏》），也就是，符合正义的国家，其制礼作乐、兴兵攻伐都由天子来定夺，而不特合正义的国家则由诸

侯来定夺。可以看出，孔子所谓的“正义”是基于秩序之上的，符合“礼”的要求才具有合法性。孔子对

于政权正义性和合法性的思考尤其体现在他对圣人德政的肯定与赞扬中。而这种“有道”需要通过因袭三

代“礼”之精华来达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

公》）有道的统治者“为政以德”，不仅以德得天下，更是以德治天下。在《论语•泰伯》篇中，孔子盛

赞尧：“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

乎其有文章！”盛赞舜、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可以看出，统治者是否具有足

够的德性也是孔子判断国家是否符合正义的重要指标。 

（摘编自王菁菁《柏拉图与孔子的正义观：比较与启示》）

材料二： 

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提出“均、和、安”的思想：“……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

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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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根据“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论语•季氏》原文可为：“不

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和，不患倾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贫”意为“财富贫

乏”，“均”意为“各得其分”，“寡”意为“人口稀少”，“和”意为“社会和谐”，“倾”意为“政

权倾覆”，“安”意为“民安邦宁”。孔子认为相比担心财富贫乏、人口稀少、政权倾覆，更应担心财富

分配的不均衡、社会关系的不和谐以及人民生活的不安定。无论《论语•季氏》是否具有错漏补缀存疑的

问题，结合孔子对冉求说教的背景，其体现出的正是孔子深谙人民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均”要求财富分

配“各得其分”，以此缩小贫富差距，体现社会公平，实现社会之“和”。但孔子认为此时所达到的

“和”之深度仍然不够，进而提出“寡”的问题，即人口数量的问题。但孔子并不担心人口多寡而威胁到

“和”，相比人口数量，他更担心人口质量，确切地说，是人的内在道德问题。所以，“和”的要求不能

只停留于等级分配正义的经济社会之“和”，要从经济社会之“和”上升到道德社会之“和”，即进一步

深化到内生道德正义层面。在这个意义上，“和”之高度在于“中庸”，“和”之根基在于“仁性”，以

“仁”界定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以“仁”肯定固有人性的平等性。但是，孔子认为具有高尚德行的人民还

未达到“安”的程度，想要达到真正的“安”还需要从内生道德需求之“安”落实到外在物质需求之

“安”，所以，必须坚持“藏富于民”的民本经济正义，鼓励人民自由生产，保障人民利益，增进人民福

祉，民富则国富，国富则民安，本固则邦宁。 

可见，从孔子“均、和、安”的思想中提炼出“各得其分”的等级分配正义、“崇仁尚中”的内生道德正

义和“藏富于民”的民本经济正义，均内含公平正义的思想意蕴，均是公平正义的具体体现。因此，对孔

子“均、和、安”的思想可作进一步解读：以“均”为基，“和”为贵，“安”为重，将经济、道德、政

治统一起来，形成从“各得其分”的等级分配正义层面，到“崇仁尚中”的内生道德正义层面，再到“藏

富于民”的民本经济正义层面的理论逻辑，建构出一套有机联系的传统公平正义思想体系。 

（摘编自杨洁《论孔子“均、和、安”的公平正义思想》）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______ 

A.孔子与柏拉图的相似点在于，他们谈论的正义既包括君子个人道德方面，又涵盖诸侯国政权合法性方

面。 

B.孔子认为在个人伦理方面，“义”是君子立身处世的根基，“礼”是行为的规范，“道”是修身立世的

信仰。 

C.作者根据“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有机联系，将《论语•季氏》原文重新组合，把“均”放

在了首位。 

D.孔子在“和”的基础上提出人口数量问题，并认为人口多寡不会威胁到“和”，但人口质量会威胁到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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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______ 

A.由“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可知，孔子认为如果诸侯带兵出去打仗，是不符合正义的，因为这

种行为打破了秩序。 

B.统治者是否具有足够的德性是孔子判断国家是否符合正义的重要指标，因此获得孔子赞扬的统治者很可

能在德政方面比较突出。 

C.“均”要求财富分配“各得其分”，以此缩小贫富差距，体现社会公平，但“各得其分”不意味着照顾

懒惰之人，否则也不公平。 

D.作者认为孔子“均、和、安”思想中，“均”为基、“和”为贵、“安”为重，如果没有“均”这个基

础，“和”与“安”都无从谈起。

3.下列选项，不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一第二段观点的一项是 ______ 

A.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宪问》 

B.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 

C.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 

D.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

4.根据材料二内容，下列选项对如图这幅图表的解读不恰当的一项是 ______ 

 

A.“和”指的不是经济社会之“和”，而是道德社会之“和”，要求深化到内生道德正义层面。 

B.只有从内生道德需求之“安”落实到外在物质需求之“安”，才能达到真正的“安”。 

C.国家要想安定，不仅要使人民具有高尚德行，还要坚持“藏富于民”的民本经济正义。 

D.孔子“均、和、安”的思想中蕴含着等级分配正义、内生道德正义和民本经济正义。

5.请简要分析材料一的论证思路。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邮差

张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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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土路悠悠地向山外延伸，晴天里还好，雨天里一路泥泞。可也就这一条路，将山里山外联系了起来。 

土路上跑得最多的山外人是邮差，也称为信使，一周一趟，风雨无阻。 

起先邮差还是个小伙子，但跑着跑着小伙子就老了，就有了白发，就有了风刻的皱纹，一道道的，如山石

的纹理。 

邮差叫许文灿，名字好听，不过山上喊他“许文灿”的人很少。马爷和马奶叫他“文灿”。 

许文灿上山，一周一趟，都是直奔马爷、马奶家。马爷、马奶的家在山旮旯里，房子躲在山石的皱褶里。

偏僻得很。 

许文灿气喘吁吁地将自行车停在山石的皱褶边，必大声喊：“马爷、马奶，我来了！报纸来了，信来

了！” 

马爷、马奶双双应答：“文灿，文灿啦！”山跟着回应：“文灿，文灿啦！”一座山都知道邮差许文灿进

山了。 

许文灿进山是马爷、马奶家的节日——有报纸看，有信读，有欢笑，时而还有捎过来的包裹。包裹里都是

些山里没有的古怪的东西，比如好吃的、好用的。 

许文灿把报纸信件送到了，不是拔腿就走，还要在马爷、马奶家待上半天——上午到，下午走；下午来，

要到天擦黑才下山。许文灿有理由——就给他们一家送邮件，送到了工作就完成了。 

马爷、马奶巴不得许文灿多待些时候。他们和他唠嗑，有说不完的话。说着话，许文灿也不闲着，在房前

屋后找活儿干，干得顺汤顺水。马爷、马奶喜欢看许文灿吃饭。许文灿吃得香，对山菜特别钟爱，每次都

将马爷、马奶烧的饭菜吃个精光。不过，从山外寄来的包裹中的吃食，许文灿是坚决不吃的，许文灿只吃

山货。马爷不止一次悄悄对马奶说：“文灿的吃相和儿子一样。”马奶，点头，接着眼眶就红了。 

儿子早些年当兵去了好远的外地，一去就没回来过，这期间信没断过。所以许文灿才经常来送邮件。报纸

也是儿子订的，儿子知道马爷爱看报纸，订了好几种。 

报纸不能天天送，许文灿一周送一次，一送一堆，够马爷看的了。 

儿子的信大约一个月一封，字写得工整，把在部队的情况说得清清楚楚。儿子来信，马爷、马奶是要回

的，先是马爷亲自回，之后让许文灿代回。这样过了几年时间，有一天，马爷突然对许文灿说：“不回

了，知道儿子在部队好好的就行。”说这话时，马爷长长叹了口气，没想到山也做了回应，发出一声长

叹。 

马爷、马奶发现，许文灿送邮件的时间多是在周六或者周日，盘桓在山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马爷就对许

文灿说：“多陪陪父母。”马奶跟上说：“早点儿回去吧，孩子、老婆一大家呢。”许文灿就呵呵笑：

“都要陪的，都要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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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文灿每次下山，马爷、马奶坚决不让许文灿空手，有时给几捧栗子，有时是一两个南瓜，有时是一小袋

山菜……许文灿不客气，拿上头也不回地走。许文灿不敢回头，一回头泪就掉地上了。 

路好了，许文灿再来送邮件就不蹬自行车了，改成了开车。每周末来一次是少不了的，有时中间也来，一

待半天。许文灿没告诉马爷、马奶，自己已经退休了。 

马爷比马奶走得早，走得也突然。那天是星期天，许文灿刚到，从车上搬下报纸、包裹之类，还高兴地

说：“有信，有信呢。”马爷把信接到手中，还没拆封，手一抖，竟不省人事了。马爷临终前，拉着许文

灿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都知道，都知道……”许文灿没敢接腔，泪水横流。 

马爷走后，许文灿还是每周来送邮件。迎接许文灿时，少了马爷的一句“文灿，文灿啦！”马奶苍老的声

音落单了，只有她自己的声音在山里转：“文灿，文灿啦！” 

许文灿没有改变，马奶也没有改变，只是马奶不看报，就不让许文灿再送报了，她说：“省两个钱是两个

钱。”许文灿没听马奶的，还是送，送得更勤了。 

马奶的最后几年是在养老院度过的，马奶一到周六就把目光投向大门口，一直要望到许文灿来。许文灿从

没让马奶失望。许文灿总是开着车，还是邮差的角色，到养老院一待大半天。过去许文灿到马奶家还有些

活儿干，在养老院无事可做，许文灿就不停地和马奶说话，但马奶无话，只是用浑浊的眼睛看许文灿，一

直看，看得许文灿的心一阵阵抽搐。 

马奶是九十五岁走的，走前，许文灿守在马奶身边，泪一个劲儿地流。许文灿想说什么，马奶摇头制止，

缓缓地说：“我知道，文灿，我知道的……”许文灿的心就碎了。 

马爷、马奶都不在了，许文灿隔段时间还会去山的皱褶里，让山风吹吹，拾取“文灿，文灿啦”的余响。 

许文灿是马爷、马奶儿子的战友，马爷、马奶的儿子早牺牲了。许文灿当了邮差、信使，传递着虚假的信

息，延续着深挚的战友情。

6.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______ 

A.邮差对山村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将外界的新鲜事物与山村相勾连，让山村感受到了世界的广阔。 

B.小说中写马爷、马奶的应答以及大山的回应，突出了邮差受到的尊重，体现了马爷、马奶对他的到来的

期待和欢迎。 

C.邮差在山村中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他与马爷、马奶之间建立了深深的感情联系，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

部分。 

D.小说结尾用简短的话语揭晓真相，体现出邮差身负重任——他需要向马爷、马奶传递他们的儿子已牺牲

的信息。

7.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______ 

A.小说开头描绘了山上路况的糟糕，为下文写邮差“风雨无阻”送邮件作铺垫，表明了邮差坚持为马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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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奶送邮件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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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小说通过邮差与马爷、马奶的形象，成功向人们描绘了一个封闭、愚昧、落后的山村在残酷战争背景下

的生活图景。 

C.小说用生动细腻的语言描写马奶去世时的画面，突出了邮差与马奶之间的默契以及“此时无声胜有声”

的深刻情感交流。 

D.小说通过邮差送邮件和陪伴马爷、马奶等细节描写，呈现出三人的生活状态，使读者更能理解小说的深

层意蕴。

8.请简要分析小说标题“邮差”的内涵。

9.你认为许文灿是一个怎样的人？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二、文言文阅读：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材料一：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 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

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栗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

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

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

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

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节选自杜牧《阿房宫赋》）

材料二： 

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诈力而并诸侯，自以为智术之有余，而禹、汤、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废诸

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耻于无礼，决坏圣人之藩墙，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

自秦以来，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礼者为无用赘疣之物。何者？其意以为生之无事乎礼也。苟

生之无事乎礼，则凡可以得生者无所不为矣。呜呼！此秦之祸，所以至今而未息欤！ 

昔者始有书契，以科斗为文，而其后始有规矩摹画之迹，盖今所谓大小篆者。 至秦而更以隶其后日以变革

贵于速成而从其易。又创为纸，以易简策。是以天下薄书符檄，繁多委压，而吏不能究，奸人有以措其手

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书简策，则虽欲繁多，其势无由。由此观之，则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开诈伪

之端也。嗟乎！秦既不可及矣。 苟后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则是引民而日趋于诈也。悲夫！ 

（节选自苏轼《秦始皇帝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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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材料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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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至秦 A 而更 B 以隶 C 其后 D 日 E 以变革 F 贵于速 G 成 H 而从其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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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亩，指农田；南坡向阳，利于农作物生长，古人田土多向南开辟，故称“南亩”。 

B.固，指顽固，与《齐桓晋文之事》“臣固之王之不忍也”中的“固”意思相同。 

C.篆书，是小篆、大篆的合称；后来为了书写方便，逐渐演变成隶书，称为“隶变”。 

D.端，指起因、根源，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待坐》“端章甫”中的“端”意思不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______ 

A.杜牧用“使”字领起，连用六组句子构成排比，摆出一系列罪证，详尽揭露了秦王朝的奢靡给人民带来

的深重灾难。 

B.杜牧用“呜呼”一词领起全段，表现出他对历史教训的沉痛感触，增强了感情色彩，起到以理服人、以

情感人的作用。 

C.苏轼认为，从秦开始，世人只懂得如何求生避死，而把礼看作是没有用的多余的东西；这个祸患延续至

今没有平息。 

D.两篇文章体裁和写作动机都相同，都以史为鉴，借古讽今，表现出封建时代正直文人忧国忧民、匡时济

俗的情怀。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 

②苟后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则是引民而日趋于诈也。

14.两则材料中，杜牧和苏轼分别认为秦始皇的过错是什么？请简要概括。

三、诗歌鉴赏：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小题。 

登太白峰①

李白

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

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

愿乘冷风去②，直出浮云间。

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

一别武功去，何时复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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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太白峰：即太白山，秦岭主峰，在今陕西眉县、太白县、周至县交界处。②化用自《庄子•逍遥

游》中“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

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______ 

A.一、二句写李白从西攀登太白山，直到夕阳残照，才登上峰顶，这就从侧面烘托出太白山的雄峻高耸。 

B.三、四句以实写虚，写诗人和太白星侧耳倾谈、悄语密话的情景，以此表现太白山高耸入云的雄姿。 

C.五、六句境界开阔，“愿乘泠风去”化用了《逍遥游》中的句子而无斧凿痕迹，“泠风”指自由轻快的

清风。 

D.这首诗想象丰富，忽而驰骋天际，忽而回首人间，结构跳跃多变，突然而起，忽然而收，雄奇跌宕。

16.本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请简要分析。

四、默写：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6 分。

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待坐》中，曾皙之志体现了儒家礼乐理想，成语“沂水春风”就是由

“ ______ ， ______ ”演变而来的。

(2) 苏洵在《六国论》中用形象的比喻表现六国子孙割地之轻率的句子是“ ______ ， ______ ”。

(3) 杜甫在《登岳阳楼》中描写洞庭湖浩瀚无边、波澜壮阔的句子是“ ______ ， ______ ”。

五、语言表达：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天堂我尚未去过。至于苏杭，余生也晚，没赶上当年的旖旎风光。我虽然足迹

不广，但北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省，窃以为真正令人 A 的地方应推青岛。 

①青岛的天气属于大陆气候，但是有海湾的潮流调剂，四季的变化相当温和，且四季皆美。②冬天也有过

雪，但是很少见，屋里面无需升火不会结冰。③夏天的凉风习习，秋季的天高气爽，都是令人喜的。而春

季樱花我并不喜欢，我喜欢的是公园里培养的那一大片娇艳欲滴的西府海棠，历代诗人词人歌咏赞叹它的

不在少数。④ 

青岛本身没有高山峻岭，邻近的劳山，亦作崂山，又称牢山，却是峻峥巉险，为海滨一大名胜。我虽未到

过劳山，但读《聊斋志异》，对它早已 B ，觉得至少那是一些奇人异士栖息之所。由青岛驱车至九水，就

是山麓，清流汩汩，到此尘虑全消。 

说来惭愧，“饮食之人”无论到了什么地方总是不能忘情口腹之欲。青岛好吃的东西很多。牛肉最好，销

行国内外。青岛的海鲜也很齐备，像蚶、蛤、牡蛎、虾、蟹以及各种鱼类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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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青岛居住四年，往事如烟。如今隔了半个世纪，人事全非，山川有异。悬想可以久居之地，乃成为缥

缈之乡！噫！

18.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

19.下列句子中的“自”与文中加点的“自”，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______ 

A.两人久别重逢，自有许多话说。 

B.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自以为是。 

C.爱国主义教育法自 2024 年元旦起施行。 

D.人之死生自有长短，不在操行善恶也。

2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两句古诗出现的位置，最恰当的是 ______ 

A.①处 

B.②处 

C.③处 

D.④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对于许多眼科疾病，①_______。滴眼药水前，一定要彻底清洗双手，避免用手直接接触眼睛，以免造成

眼部的感染。滴眼药水的时候，可用食指将下眼睑下拉，使之与眼球分开，将眼药水滴在结膜穹窿内，滴

一至两滴即可。 

正常人结膜穹窿内最大的液体容量为 20～30 微升，其中正常泪液量约为 7～10 微升，结膜穹窿最多只能

容纳 20 微升的药液。市售的眼药水因为包装、开口不同，会使②_______，平均算下，每滴药液的体积约

40 微升，已经超出了结膜穹窿容量。因此，当眼药水滴入后，③_______，这是正常的现象。 

一两滴眼药水已经达到了治疗剂量，无需增加药量。多点几滴不会带来更多的吸收，除了浪费还可能使不

良反应风险增加。某些药物如硫酸阿托品眼用凝胶、硝酸毛果芸香碱滴眼液等，用量加大，溢出眼内，经

鼻腔或口腔吸收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全身不良反应。因此建议滴完眼药水后，用手指轻轻按压眼内角鼻泪管

处至少 2 分钟，以避免药液进入鼻腔或口腔，从而增加疗效，减少不良反应。

21.请在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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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个

字。

22.简述第三自然段的主要内容。要求使用包含目的关系的句子，表达准确流畅，不超过 50 个字。

六、作文：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60 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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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观点并不绝对正确，因为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这样认为，有的人就接受了。但也有人会去甄别、勘

误，从而有了新的收获。 

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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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001230124011004

https://d.book118.com/346001230124011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