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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肇庆市 2024届高三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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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周朝的制度，向称“封建”，英文总是译为 feudal，其实封建制度与欧洲的 feu-dalism

（封建制度）只有某些方面相似，而且其相似处在精神方面，高不一定在实质。大致说来两

方都是以世袭贵族掌握地方政府。周代的诸侯，有王室的家属、商之子孙，和现有各部落国

家的首长。他们按国之大小，理论上以五等面积，封为五级。这些诸侯各按所封地距国王都

城的距离而有不同的功能和义务。理论上封地都处在九条大型方格的地带里，各与国都同心。

事实上这种方格在地图上也画不出来，况且当时西安也不是全国的中心。可是这间架性的观

念则不难领会。

虽说有如此大刀阔斧而不合实际的观念，周公很多的创设还是可以在事实上证明，而且

下及纤细之处。其中奥妙不难解释：他所有组织国家的方案着重在至美至善，符合自然法规。

虽说迁就融通之处所在必有，其下级则务必先竭心尽力做到理想上的境界，同时上级也不时

向下级施加压力。及至最后真是力不从心只好任其不了了之。中国政治思想家受官僚主义影

响，经常重视形式，超过实质，可算其来有自了。年久月深，当初技术上的需要，日后也就

被认为是自然法规之一部。

周公另一创制是将封建与宗法关系结为一体。每个诸侯的疆域内，必有宗庙，它成为地

区上神圣之殿宇，其始祖被全疆域人众供奉，保持着一种准亲属的关系（所以时至今日，很

多中国人的姓氏，绿田于当日部落国家的名号）。在领域内不仅公侯伯子男的名位世袭，即

主持国政的卿及大夫也仍由指定的世系所把持，他们在周朝成立时，即各在领地内拥有地产。

他们也兼有军事领导权。在周朝的前期，世袭的武士兼统治阶层，与一般人众有别。

周朝全国的耕地据说构成一种“井田制度”。一“井”，包括约四十英亩方整的土地，每

边各以三分，割成九个等方块，每块约 4.5英亩。八家农户各耕耘外围的八块方地，并共同

耕种当中一块“公地”，亦即公侯所领之地。这样的安排，不必全照规定一成不变地办到，

却好像已在广大的区域内施行。显然当日农民认为在中央地区无代价的工作，有如一种公众

的义务。流传所及，今日中文字里公众之“公”也与公侯之“公”无别。

说是周朝创造了封建制度，并不言过其实。事实上周人借着封建，广泛地推行了农业。

因为封建又与宗法相连，才保持了全局的稳定性。这后来被称为和平共存的原则，日后被孔

子一再称颂，而将它归功于文王和周公。以上一再提及的注重形式超过实际，又尽力于仪节

的种种特性也与以农立国的中国结下了几千年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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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二：

成文记载的中国封建王朝政治历史，在政治理性方面取得比较系统的成就是在周朝取代

商朝之后。商王朝存在于大约公元前 1562年—公元前 1066年这一时期，在位统治 500年左

右。公元前 1066年，商纣王被周武王灭掉，同时周王朝建立。周人克殷之后，明确施行分

封制；周天子利用或采用一级一级的分封制度建立了一套周密的家天下统治网，即政治权力

层级化的强人（诸侯）的联邦或强人（诸侯）的联盟，对广大的民众即政治上的被压迫者进

行奴役和剥削。所谓的封土建国主要而直接地就是这一个内容，就是“封诸侯，建同姓”。

被封为诸侯的主要有三种人，第一种为周王的亲属，第二种为周王的功臣，第三种为一些原

有的贵族。分封政治制度安排的主要目的就是“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封建制度成为中国

传统社会等级化制度化的基本模式。以“王”为最高统治者的各个统治阶层构成的统治阶级

是广大被统治阶级的主宰。统治阶级在连续地为这种政治逻辑和政治状态进行统治技术创新

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对这种政治逻辑和政治状态进行各种政治合理化说明，以期世世代

代的巩固和完善。

与分封制政治制度安排互为表里的还有周朝的宗法制度。所谓的宗法制度，其实质就是

规定了按照血亲流脉关系的远近来分配政治利益和政治权力的规则，旨在建立等级化的政治

权力继承和流转的规则与制度。宗法实际上是封建君主统治实现家天下的具体政治原则，按

照与君主在血缘和人缘上的远近分配和决定人们在社会中的富贵程度和权势大小；越是亲近，

越是权重位显，越是享受富贵荣华，越是作威作福。宗法原则和制度将以一家坐天下的封建

王朝本质具体地落实到了现实政治实践当中。具体地讲，宗法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

天子之家为天下之最大宗，天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世代相传，此亦为天下之大宗。第二，其

他庶子、次子，虽是王族，但只能作为卿、大夫或封为诸侯，而不像嫡宗那样可以继承天子

之位坐拥天下。第三，卿、大夫和诸侯之家也要按照嫡宗长子原则来继承家族权力，世代传

承，非长子也只能在下面的权力等级当中得到相应的地位与权力分配。第四，卿、大夫和诸

侯对于自己的后代而言，是大宗，但是对其上级和天子而言，则是小宗，小宗要服从大宗。

第五，社会上每一个家庭的运行都要按照这种宗法原则来进行，在社会上定位其相应的尊卑

等级。于是，从天子以下，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就形成了树突状的宗法政治系统，就是“大

宗维翰”和“宗子维城”。

分封宗法制是周朝具体明确地规范下来的君主专制政体，成为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

制的基本形态和本质逻辑，具体落实了阶级国家载体的政治等级划分与分配的形式和内容。

后来儒家所强调和维护的“定分”就是这个内容。强人政治逻辑和状态所内在决定的特权政

治成为其基本的内容和特征。

（摘编自孙冀《分封宗法制度与礼治的形成》)

1.下列对材料一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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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周朝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有同有异，其相似之处在精神而不一定在实质，双方大

致都是以世袭贵族掌握地方政府。

B.周公有两个创制：一个是按国之大小，以五等面积将诸侯分为五级，诸侯各按所封地距国

王都城的距离而有不同的功能和义务；一个是将封建与宗法关系结为一体。

C.周公的封建观念虽有不切实际的一方面，但很多创设可以在事实上证明，而且触及细枝末

节，其中奥妙是周公组织国家的方案追求至美至善，符合自然法规。

D.孔子一再称颂和平共存的原则，并将之功归于文王和周公，同时也认为这些举措注重形式

大于实际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周朝取代商朝之后，中国封建王朝政治历史在政治理性方面取得比较系统的成就，这主要

表现在分封制和宗法制这两个制度上。

B.周天子采用分封制度建立了一套周密的家天下统治网，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分封制度保卫周

朝，因此封建制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化制度化的基本模式。

C.周朝的宗法制度实质是规定了按照血亲流脉关系的远近来分配政治利益和政治权力的规

则，其目的是建立等级化的政治权力继承和流转的规则与制度。

D.儒家所强调和维护的“定分”其实就是分封宗法制，强人政治逻辑和状态所内在决定的特

权政治是其基本的内容和特征。

3.下列选项，不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观点的一项是（   ）

A.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

B.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诗经·小雅》)

C.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

D.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左传》)

4.两则材料都谈到了周朝的制度，请概述其侧重点有何不同。

5.在介绍周朝的制度时，两则材料在论证语言和论证方法上分别有何不同？请简要分析。

〖答 案〗1.D    2.B    3.A    

4.①材料一主要介绍了周朝的分封制、宗法制和井田制度，并在文末总结指出周朝创造了封

建制度，并谈及了其对后世的影响；②材料二较为详尽地介绍了周朝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包

括分封制的分封对象和目的，宗法制的目的、实质和具体内容等，最后将分封宗法制合在一

起进行总结阐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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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语言方面：①材料一作者常用短句体现思维的周密和转换，比如“事实上这种方格在地

图上也画不出来，况且当时西安也不是全国的中心。可是这间架性的观念则不难领会”。另

外，作者的论证深入浅出，仿佛在与读者对话；②材料二中，作者擅用长句，如“统治阶级

在连续地为这种政治逻辑和政治状态进行统治技术创新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对这种政治

逻辑和政治状态进行各种政治合理化说明，以期世世代代的巩固和完善”，且擅用表层次的

词，如“第一”“第二”“第三”等词来体现思维的整饬和层次感，体现了学术论文的严谨

性。

论证方法方面：①材料一采用了对比论证，与西方的“封建”进行了对比，突出周朝封建制

的特点；②材料二使用了引用论证，如引用“封诸侯，建同姓”等句子来证明观点。

〖解 析〗

【1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D.“孔子……同时也认为这些举措注重形式大于实际”张冠李戴。依据材料一最后一段“以

上一再提及的注重形式超过实际，又尽力于仪节的种种特性也与以农立国的中国结下了几千

年的不解之缘”可知，这是作者黄仁宇的看法，不是孔子的看法。

故选 D。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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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因此封建制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化制度化的基本模式”强加因果。依据材料二第一

段“周天子利用或采用一级一级的分封制度建立了一套周密的家天下统治网……分封政治制

度安排的主要目的就是‘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封建制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化制度化

的基本模式”可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是作者陈述的两个观点。

故选 B

【3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A.讲的是从政人员对自我的要求，与材料所讲的周朝分封制和宗法制没有关联，不能用于支

撑材料观点。

故选 A。

【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文章的结构和思路的能力。

材料一：

（1）依据材料一第一、二段“周代的诸侯，有王室的家属、商之子孙，和现有各部落国家

的首长。他们按国之大小，理论上以五等面积，封为五级”可知，这一段主要介绍了周朝的

分封制及具体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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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据材料一第三段“周公另一创制是将封建与宗法关系结为一体”可知，这一段主要

介绍了周朝的宗法制和具体表现；

（3）依据材料一第四段“周朝全国的耕地据说构成一种‘井田制度’”可知，这一段主要

介绍了周朝的井田制度和具体表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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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材料一第五段“说是周朝创造了封建制度，并不言过其实”和“这后来被称为和平共

存的原则，日后被孔子一再称颂，而将它归功于文王和周公”可知，这一段主要指出周朝创

造了封建制度，并谈及了其对后世的影响，即“被称为和平共存的原则”。

材料二：

（1）依据材料二第一段“周人克殷之后，明确施行分封制”可知，这一段主要介绍了周朝

的分封制。其中“被封为诸侯的主要有三种人”介绍了分封对象；“分封政治制度安排的主

要目的就是‘选建明德，以藩屏周’”介绍了宗法制的目的。

（2）依据材料二第二段“与分封制政治制度安排互为表里的还有周朝的宗法制度”可知，

这一段主要介绍了周朝的宗法制；其中“旨在建立等级化的政治权力继承和流转的规则与制

度”介绍了宗法制的目的；“宗法实际上是封建君主统治实现家天下的具体政治原则”介绍

了宗法制的实质；“具体地讲，宗法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 主要具体介绍了宗法制的内容。

（3）依据材料二第三段“分封宗法制是周朝具体明确地规范下来的君主专制政体，成为中

国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基本形态和本质逻辑”可知，这一段主要将分封宗法制合在一起

进行总结阐述，肯定了这个制度成为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基本形态和本质逻辑。

【5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证语言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论证语言：

（1）材料一作者常用短句，严密性极强，没有疏漏，无懈可击。比如“事实上这种方格在

地图上也画不出来，况且当时西安也不是全国的中心。可是这间架性的观念则不难领会”；

再比如“每个诸侯的疆域内，必有宗庙，它成为地区上神圣之殿宇，其始祖被全疆域人众供

奉”体现了作者思维的周密和转换。另外，作者的论证深入浅出，平易近人，比如“虽说有

如此大刀阔斧而不合实际的观念”“说是周朝创造了封建制度，并不言过其实”等仿佛在与

读者对话，娓娓道来。

（2）材料二作者擅用长句，如“统治阶级在连续地为这种政治逻辑和政治状态进行统治技

术创新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对这种政治逻辑和政治状态进行各种政治合理化说明，以期

世世代代的巩固和完善”；再比如“其实质就是规定了按照血亲流脉关系的远近来分配政治

利益和政治权力的规则，旨在建立等级化的政治权力继承和流转的规则与制度”，使表达严

密、精确、细致。还有就是擅用表层次的词，如“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再比如“第

一”“第二”“第三”等词来体现思维的整饬和层次感，体现了学术论文的严谨性，这种说

明顺序有利于全面说明事物各方面的特征。

论证方法：

（1）材料一采用了对比论证。比如“其实封建制度与欧洲的 feu-dalism（封建制度）只有

某些方面相似，而且其相似处在精神方面，高不一定在实质”，把周朝的制度与西方的“封

建”进行了对比，突出周朝封建制的特点，有助于让文章阐述的事理更具有说服力，也更加



高级中学名校试卷

6

深刻。



高级中学名校试卷

6

（2）材料二使用了引用论证，如引用“封诸侯，建同姓”“选建明德，以藩屏周”等句子

来证明观点，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使论证更有力，更有吸引力，进一步说明文章论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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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铺

喻永军

洋浜是莲城的一个湖，在城西。

大洋浜的水顺着山与山之间的谷地，延伸进山中去了，延伸了多远？没有人知道。老侯

也不知道，但老侯听专家说过，大洋浜的水容量相当于六个西湖。老侯很惊讶，六个西湖呀！

老侯年轻时到西湖去过一次，觉着西湖的水无边无沿，他心里更看重大洋浜了。

老侯每年都要进山几次——六叔住在山里。六叔种地，老侯常常托人从城里给六叔带去

一些种子、化肥，附带一些水果，有时买几斤肉。老侯进山得从水上走。二十年前，渡口泊

的是木船。摆渡人锅代六十多岁，嘱咐一声“坐稳当”，船便开了。船桨“吱呀——吱呀”，

船慢慢划向山中。

上午，船向西行，太阳就从背后升起。眼前一片金光灿灿，锅代脸上很快挂上了汗珠子。

四十分钟后，船停靠在一处水边石沿儿旁。六叔下来接东西，他瘸着一条腿，走不快。他喊

锅代到岸上喝茶。锅代已掉转船头，向东顺水而行；

这地方叫桃岔、桃沟。春天，满山山桃花静静地开，静静地落，因此，不知啥时这里又

被叫成了桃花铺。六叔住在桃花铺，是属于不想搬迁的那类。六叔说，后山是林子，脚下是

湖水，饿不死。为这，老侯劝过六叔。末了，老侯坐在六叔对面，紧锁着眉毛，铁青着脸，

不吭声。两人都把话说尽了。为此，老侯生气，很长时间没去看六叔，后来忍不住了，把话

说给锅代，锅代就载着他来到桃花铺。

再后来，桃花上初中时，六叔让老侯在城里给娃安顿住处，捎话让老侯来一趟。桃花是

六叔的小女儿。船在水上行着，锅代把啥话都说了：“六叔买了个‘铁壳子’，学会了撑船。

需要种庄稼了就撑着它出门，收了庄稼也要撑着它回家。”老侯想，六叔的路就在水上。那

年湖里涨水，六叔翻了船，一船的麦捆子浮在水上，他也差点儿搭上性命。

六叔年轻时是桃岔的人尖子，会唱戏，扮啥像啥。他能唱秦腔、眉户、碗碗腔，本地花

鼓唱得更是出色。每到过年，桃岔的戏班子就是方圆几十里的明星班子。看戏看桃岔的戏，

观众人山人海，六叔风光无限。几个俊丫头为争六叔，都闹出了笑话。村主任的女儿把六叔

的唱腔灌制了一张光碟，每天在村里的大喇叭上放。另一个女子哭哭啼啼，她妈便告村主任，

说喇叭音量太高，正对着她家牛圈，母牛被吵得小产了。六叔住在桃岔最高处的山上，离天

近，一身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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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岔的变化是从大坝修建那年开始的。拦河建坝，水要淹了桃岔。水位线一定，桃岔人

心里慌慌地唱了最后一年大戏。该搬走的都按政策搬走了，能搬动的东西都人拉马驮地带走

了——碾磁子、磨扇子、猪牛羊狗……最刺眼的是一些老人的棺木，漆了黑漆，画着龙凤，

顶头雕着睡莲，一队一队地出了桃岔。冷清下来的桃岔，只剩了六叔和高处住着的几户人家。

年夜，众人围定，六叔自拉自唱，唱了《刘海砍樵》，又唱《智斗》。

大坝修了四年，老侯是指挥部的采购员。当时的紧缺物资是水泥和钢材，老侯一人跑着

采购了多少东西？后来老侯在心里默默算了十下，大致有一百个车皮。采购的东西要从秦岭

古道用车拉回来，那才难住了老侯。那时是砂石路，进山谷后车重路险，老侯就学着画图

——啥地方坡陡、路窄、弯急，老侯得用图纸给人说清。半年下来，老侯眼眶深陷，人成了

一把干骨头，双膝半月板磨损厉害，脚也成了一双病足，走路疼，歇着也疼。他时常忙得顾

不上吃饭。有一次在大兴旅馆谈物资合同，事毕，已是晚上九点，国营食堂的小碗面，他一

气吃了十四碗，吃饭的人都放了筷子看稀奇。

六叔就是这个时候来给老侯做帮手的。六叔带着个装卸工队，随时待命。那天夜里，老

侯总算睡了个安稳觉。六叔看了老侯的图纸，骑着自行车从省城翻越秦岭，将图纸上的路况

标记一处一处核对了一遍，才说自己心里有了底。那时候，老侯是国家公职人员，按月领工

资，年终领奖状。六叔是按工计酬。尽管如此，六叔仍很知足。歇下来的时候，他一个人沿

着护城河闲逛，唱秦腔，唱花鼓戏，滋润得眉开眼笑。六叔给老侯说，他现在成半个省城人

了。

老侯就看着六叔笑。

六叔出事的那天是公历新年，天气预报说是阴天，但六叔押着车进了秦岭峪就起了西北

风，飘起雪花。车在路上缓缓行驶了一个多小时，路上的雪已经积了厚厚一层。司机是个老

手，阴沉着脸跟六叔说：“你怕不怕？”六叔说：“这话要问你！”司机就看着六叔笑了。

两人摸出烟，点燃，深吸了一口。

六叔的这辆重车，是被迎面的一辆大吊车顶翻的，吊车跑下坡路，路滑，没刹住车。

六叔就此瘸了一条腿。

大洋浜大坝是老侯的骄傲。几十年了，老侯坐在大坝上的时候，心里踏实得就像自己成

了大坝。巨大的坝体枕着两边的山头，坝身结出黑锈，风带来的草籽落地生根——鸡爪草血

色的茎干水灵灵的。老侯弯着腰拔草，顺台阶一直拔到山根。

拔着草，老侯想起六叔，想六叔这会儿正干啥呢。隔着一湖水，却不知道。想起六叔说

的“半个省城人”的话，他心里难受。

他记得那年秋天，桃花考上大学的时候，他在六叔家吃饭。清炒河虾、一盆豆腐鲇鱼，

都是水边的东西。吃饭时，六叔说：“野猪已来村中搭窝了，撵都撵不走。”吃罢饭，六叔

拾掇虾笼。二百多个虾笼摆了满满一屋子。虾笼呈腰鼓形状，以桃花铺的荆条子编成，一根

一根的木条子颜色乌黑，细细的，硬如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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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六叔的手艺。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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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桃岔的山桃花静静地开，静静地落，往来桃花铺要走水路，小说通过这样的环境描写，突

出了六叔居住环境的清净静谧。

B.六叔年轻时会唱戏，是桃岔的人尖子，村里俊姑娘为争六叔闹出了笑话。这段插叙富有地

方特色，也为六叔的形象增色添彩。

C.六叔与老侯的交情起于建坝之时，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老侯和山民六叔合作得很愉快，意

外使得六叔瘸了一条腿，令人唏嘘

D.大洋浜大坝是老侯的骄傲，可大坝建成后六叔却一直住在山里不出来，两人的命运构成了

鲜明的对比，暗含了作者的褒贬。

7.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开头介绍了大洋浜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特点，并引出了小说的主人公，为人物的出场营

造了典型环境。

B.小说运用了“觉着”“说给”等口语词，“人尖子”“娃”“俊丫头”等充满地方色彩的

词语，使得小说读来亲切自然，充满地域特色。

C.小说结尾的二百多个虾笼让人印象深刻，可见六叔心灵手巧，同时也可推测六叔闲暇时以

编虾笼消磨时间，在山里的生活百无聊赖。

D.小说在叙述故事时，将六叔和老侯两人的经历交织进行，在过去和现在中切换，叙述方式

灵活，故事讲述自然。

8.小说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塑造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请结合文本分析六叔这一人物形象。

9.有人说，小说是对生活的还原、生命的落实，也是对精神的折射。这篇乡土题材的小说充

分体现了这些特点，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理解。

〖答 案〗6.D    7.C    

8.①六叔善良和气。例如在老侯修建大坝的艰难时候，给老侯做帮手；请摆渡人锅代上岸喝

茶。

②六叔心灵手巧、多才多艺。例如他是桃岔的人尖子，会唱多种戏，扮啥像啥；还会编虾笼、

撑船。

③六叔认真能干，有责任心。例如他在修建大坝时，带着装卸工队，“随时待命”；“骑着

自行车从省城翻越秦岭，将图纸上的路况标记一处一处核对了一遍”。

④六叔乐观豁达、坚韧自强。虽然瘸了一条腿，但六叔在山中自力更生，种地捕鱼、撑船收

麦。    

9.①小说是对生活的还原。本篇小说写了桃岔因建设大坝而搬迁的故事，重点塑造了六叔这

样一个乡土能人，他会秦腔，勤劳能干，在大坝建设过程中甘愿付出，却在大坝建成后不愿

离开故土，还原了秦岭地区农村城市化进程中部分人的真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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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小说是对生命的落实。六叔的生命与湖与山深深地联结在一起，他不愿意做“省城人”，

深深眷恋故土，这是他的生命追求。

③小说是对精神的折射。六叔对乡土的眷恋，老侯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对工作尽职尽责、对大

坝的眷念，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人格精神，小说将这些精神融入在对故事的叙述和对人物的塑

造中。

〖解 析〗

【6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的能力。

D.“两人的命运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暗含了作者的褒贬”错误。小说中，老侯和六叔交情深

厚，两人都是作者塑造的正面人物，两人的命运并没有构成对比，作者也没有暗含褒贬。

故选 D。

【7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的能力。

C.“在山里的生活百无聊赖”错误。六叔热爱山中生活，不想搬迁到城里，并没有百无聊赖。

故选 C。

【8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作品的人物形象的能力。

结合“六叔就是这个时候来给老侯做帮手的。六叔带着个装卸工队，随时待命”“六叔下来

接东西，他瘸着一条腿，走不快。他喊锅代到岸上喝茶”可知，六叔善良和气。例如在老侯

修建大坝的艰难时候，给老侯做帮手；请摆渡人锅代上岸喝茶。

结合“六叔年轻时是桃岔的人尖子，会唱戏，扮啥像啥。他能唱秦腔、眉户、碗碗腔，本地

花鼓唱得更是出色。每到过年，桃岔的戏班子就是方圆几十里的明星班子。看戏看桃岔的戏，

观众人山人海，六叔风光无限”等可知，六叔心灵手巧、多才多艺。例如他是桃岔的人尖子，

会唱多种戏，扮啥像啥；还会编虾笼、撑船。

结合“骑着自行车从省城翻越秦岭，将图纸上的路况标记一处一处核对了一遍”可知，六叔

认真能干，有责任心。例如他在修建大坝时，带着装卸工队，“随时待命”。

结合“吃罢饭，六叔拾掇虾笼。二百多个虾笼摆了满满一屋子。虾笼呈腰鼓形状，以桃花铺

的荆条子编成，一根一根的木条子颜色乌黑，细细的，硬如铁”等可知，六叔乐观豁达、坚

韧自强。虽然瘸了一条腿，但六叔在山中自力更生，种地捕鱼、撑船收麦。

【9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的体裁特征和表现手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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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对生活的还原。“六叔年轻时是桃岔的人尖子，会唱戏，扮啥像啥。他能唱秦腔、眉

户、碗碗腔，本地花鼓唱得更是出色”“桃岔的变化是从大坝修建那年开始的。拦河建坝，

水要淹了桃岔。……该搬走的都按政策搬走了，……冷清下来的桃岔，只剩了六叔和高处住

着的几户人家。年夜，众人围定，六叔自拉自唱，唱了《刘海砍樵》，又唱《智斗》”，拦河

建坝，水要淹了桃岔，该搬走的都搬走了，只剩了六叔和高处住着的几户人家，六叔会唱戏，

能唱秦腔、眉户、碗碗腔，本地花鼓唱得更是出色。“六叔就是这个时候来给老侯做帮手的。

六叔带着个装卸工队，随时待命。那天夜里，老侯总算睡了个安稳觉。六叔看了老侯的图纸，

骑着自行车从省城翻越秦岭，将图纸上的路况标记一处一处核对了一遍，才说自己心里有了

底”，六叔带着个装卸工队，来给老侯做帮手，他骑着自行车从省城翻越秦岭，将图纸上的

路况标记一处一处核对了一遍，可见六叔勤劳能干，甘愿付出，却在大坝建成后不愿离开故

土，还原了秦岭地区农村城市化进程中部分人的真实生活。

小说是对生命的落实。“六叔住在桃花铺，是属于不想搬迁的那类。六叔说，后山是林子，

脚下是湖水，饿不死”等可知，六叔说后山是林子，脚下是湖水，饿不死。六叔的生命与湖

与山深深地联结在一起，六叔住在桃花铺，他不想搬迁，不愿意做“省城人”，深深眷恋故

土，这是他的生命追求。

小说是对精神的折射。“冷清下来的桃岔，只剩了六叔和高处住着的几户人家”“六叔住在

桃花铺，是属于不想搬迁的那类”，六叔住在桃花铺不想搬迁，是六叔对乡土的眷恋；“大

坝修了四年，老侯是指挥部的采购员。当时的紧缺物资是水泥和钢材，老侯一人跑着采购了

多少东西？……半年下来，老侯眼眶深陷，人成了一把干骨头，双膝半月板磨损厉害，脚也

成了一双病足，走路疼，歇着也疼。他时常忙得顾不上吃饭。有一次在大兴旅馆谈物资合同，

事毕，已是晚上九点，国营食堂的小碗面，他一气吃了十四碗，吃饭的人都放了筷子看稀

奇”，修大坝的时候，老侯一人跑着采购，半年下来，老侯眼眶深陷，人成了一把干骨头，

脚也成了一双病足，并且时常忙得顾不上吃饭，可见老侯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对工作尽职尽责；

“大洋浜大坝是老侯的骄傲。几十年了，老侯坐在大坝上的时候，心里踏实得就像自己成了

大坝。……老侯弯着腰拔草，顺台阶一直拔到山根”，几十年了，老侯坐在大坝上的时候，

心里踏实得就像自己成了大坝，可见老侯对大坝的眷念。体现了他们的人格精神，小说将这

些精神融入在对故事的叙述和对人物的塑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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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下面小题。

安禄山专制三道，阴蓄异志，殆将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驾然后作乱。会杨国忠

与禄山不相悦，屡言禄山且反，上不听；国忠数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禄山由是

决意遽反，独与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密谋，自

余将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来，屡飨士卒，秣马厉兵而已。会有奏事官自京师还，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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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诈为敕书，悉召诸将示之曰：“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宜即从军。”众

愕然相顾，莫敢异言。十一月，甲子，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

号二十万，反于范阳。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

岩守大同；诸将皆引兵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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诘朝，禄山出蓟城南，大阅誓众，以讨杨国忠为名，榜军中曰：“有异议扇动军人者，

斩及三族！”于是引兵而南。禄山乘铁舆，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时海内久承平，

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

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禄山先遣将军何千年、高邈将奚骑二十，声

言献射生手，乘驿诣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杨光朔出迎，因劫之以去。太原具言其状。东

受降城亦奏禄山反。上犹以为恶禄山者诈为之，未之信也。

庚午，上闻禄山定反，乃召宰相谋之。杨国忠扬扬有得色，曰：“今反者独禄山耳，将

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上以为然，大臣相顾失色。上遣特进毕思琛诣东

京，金吾将军程千里诣河东，各简募数万人，随便团结以拒之。辛未，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

朝，上问以讨贼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

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上悦。壬申，

以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常清即日乘驿诣东京募兵，旬日，得六万人；乃断河阳桥，为

守御之备。 

（节选自《资治通鉴》)

10.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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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猝闻范阳 A兵起 B远近 C震骇 D河北皆禄山统内 E所过 F州县望风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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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驾，字面意为车驾晚出，在古代指帝王死亡的讳辞，“驾崩”一词与其意思相同。

B.遽，意为急忙、马上，与《促织》“遽扑之，入石穴中”中的“遽”意义相同。

C.甲子，在文中是干支纪日，古人以十二天干与十地支相配来纪日，六十次一循环。

D.顾，看，与《五代史伶官传序》“君臣相顾，不知所归”中的“顾”意义相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杨国忠与安禄山不和，屡次在皇帝面前说安禄山将要造反，皇帝不听。杨国忠又用事激怒

安禄山，加快他的造反进度。

B.安禄山趁着有入朝奏事的官员从京师回来，假造皇帝敕书，以讨伐杨国忠的名义号令诸将，

诸将虽惊愕但不敢反对，最终安禄山率领十五万兵士在范阳起兵。

C.天下承平已久，安禄山谋反之时上下震惊，一直等到太原城、东受降城上奏时，玄宗还认

为这是痛恨安禄山的人故意编造陷害，不相信真有其事。

D.封常清认为，如今谋反的只是安禄山，将士们并不想谋反，天下久安，所以人人害怕叛军，

但若他跃马挥师渡过黄河，不出几天就可平定叛乱。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自余将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来，屡飨士卒，秣马厉兵而已。

（2）上遣特进毕思琛诣东京，金吾将军程千里诣河东，各简募数万人，随便团结以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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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请结合材料，分析玄宗君臣的哪些表现预示了安史之乱的发生及唐军的败象。

〖答 案〗10.BDE    11.C    12.D    

13.（1）其他将领都不知道这件事，只是对安禄山从八月份以来，多次招待士卒，喂饱战马，

磨利兵器感到奇怪。

（2）玄宗派特进毕思琛前往东京，金吾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各自挑选招募数万人，各随

便利组织兵丁，以便抵御叛军。    

14  ①主上轻信，玄宗对安禄山过于信任，直至安禄山谋反仍不相信；

②大臣不和，杨国忠和安禄山不和已久；

③将领轻敌，封常清对敌情的预估不足，盲目自信。

〖解 析〗

【10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 能力。

句意：猛然得知范阳起兵，远近惊骇。河北地区都在安禄山的统辖之内，所以叛军经过的州

县听到风声后都瓦解分裂。

“闻”的宾语对象是“范阳兵起”，应在“起”后断开；

“远近震骇”为主谓句，表意完整，其后断开；

“河北皆禄山统内”大意是“河北地区都在安禄山的统辖之内”，表意完整，其后断开；

综上应在 BDE三处断开。

故选 BDE。

【11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了解并掌握常见的文学文化常识、对文言词语中的一词多义现象的理解能力。

A.正确。

B.正确。两个“遽”都是“急忙、马上”的意思；句意：安禄山于是决定马上举兵反叛。/

急忙扑过去捉它，蟋蟀跳进了石洞。

C.错误。“十二天干与十地支”说法错误，应是“十天干与十二地支”。

D.正确。两个“顾”都是“看”的意思；句意：大臣们听后互相看都大惊失色。/君臣们你

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哪里去好。

故选 C。

【12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D.“封常清认为，如今谋反的只是安禄山，将士们并不想谋反”分析有误，从原文“杨国忠

扬扬有得色，曰：‘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来看，认为“谋反的只是安禄山，

将士们并不想谋反”的是杨国忠，不是封常清。

故选 D。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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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莫之知”，宾语前置，应是“莫知之”；“怪”，意动用法，对……感到奇怪、觉

得……奇怪；“飨”，招待、款待。

（2）“诣”，前往；“简”，选择、挑选；“随便”，随便利、便宜行事，古今异义词。

【1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人物进行评价探究的能力。

从原文“会杨国忠与禄山不相悦，屡言禄山且反，上不听”“上犹以为恶禄山者诈为之，未

之信也”来看，主上轻信，玄宗对安禄山过于信任，直至安禄山谋反仍不相信；从原文“会

杨国忠与禄山不相悦，屡言禄山且反，上不听；国忠数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禄

山由是决意遽反”等内容可以看出，大臣不和，杨国忠和安禄山不和已久；

从原文“上问以讨贼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

奇变，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来看，

将领轻敌，封常清对敌情的预估不足，盲目自信。

参考译文：

安禄山兼任三道节度使，暗怀谋反之心已将近十年，只是因为玄宗待他很好，所以想等

到玄宗死后再反叛。适逢杨国忠与安禄山不和，多次上言说安禄山要谋反，玄宗不信；杨国

忠又多次做出种种事情激怒安禄山，想让他立刻反叛以取得玄宗的信任。安禄山于是决定马

上举兵反叛，只与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以及将军阿史那承庆等

人秘密谋划，其他将领都不知道这件事，只是对安禄山从八月份以来，多次招待士卒，喂饱

战马，磨利兵器感到奇怪。适逢有入朝奏事官从京师回来，安禄山就假造敕书，把将领都招

来告诉他们说：“皇帝有密诏给我，让我率兵入朝讨伐杨国忠，你们应该听从我的指挥，随

军行动。”众将领听完后都十分惊愕，互相看而没有敢反对的。十一月，甲子日，安禄山率

领所统辖的军队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在范阳起兵反叛。安

禄山又命令范阳节度副使贾循留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留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卫大

同；其余的将领都率兵深夜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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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安禄山出蓟城南门，召集全军检阅誓师，以讨伐杨国忠作为名号，在军中

发文告说：“谁要是煽动兵士反对这一行动，灭杀他的三族！”然后率兵向南进军。安禄山

坐着铁车，精锐步骑兵浩浩荡荡，战尘千里，鼓角震地。当时唐朝国内长治久安，老百姓几

代没有经过战争，猛然得知范阳起兵，远近惊骇。河北地区都在安禄山的统辖之内，所以叛

军经过的州县听到风声后都瓦解分裂，郡守与县令有的大开城门迎接，有的弃城逃命，有的

被叛军俘虏杀害，没有人敢抵抗。安禄山先派将军何千年、高邈率领奚族骑兵二十名，声称

是向朝廷进献射生手，乘驿马到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杨光朔出城迎接，被劫持而去。太

原向朝廷详细报告了这一情况。东受降城也上奏说安禄山反叛。玄宗还认为这是痛恨安禄山

的人故意捏造事实，不相信真有其事。

庚午，玄宗得知安禄山确实率兵造反，才召来宰相商议应变之策。杨国忠得意扬扬地说：

“现在要反叛的只有安禄山一个人，所部将士都不想反叛。不过十天，一定会把安禄山的头

颅割下来送到皇帝行幸所至的地方。”玄宗信以为然，大臣们听后互相看都大惊失色。玄宗

派特进毕思琛前往东京，金吾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各自挑选召募数万人，各随便利组织兵

丁，以便抵御叛军。辛未，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玄宗询问他平叛的计策，封常清夸大其

辞地说：“现在因为天下太平已久，所以人人看见叛军都十分害怕。但事情有逆有顺，形势

会突然改变，我请求立刻到东京，打开府库，召募勇士，然后跃马挥鞭渡过黄河，用不了几

天就会把逆贼安禄山的头颅取下献给朝廷！”玄宗大喜。壬申，玄宗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

卢节度使。封常清当天就乘驿马到东京募兵，十天募得六万人；然后毁坏河阳桥，准备抵御

叛军的进攻。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下面小题。

题青云馆①

杜  牧

虬蟠千仞剧羊肠，天府由来百二②强。

四皓③有芝轻汉祖，张仪④无地与怀王。

云连帐影萝阴合，枕绕泉声客梦凉。

深处会容高尚者，水苗三顷百株桑。

〖备 注〗①本诗作于开成四年（839)，当时杜牧由宣州赴京，途经青云馆。②百二：

以二敌百，后多喻山河险固之地。《史记·高祖本纪》载！“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

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③四皓；秦末汉初的四名隐士，因不满秦朝暴虐而隐

居商山。④张仪：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秦惠这王九年，入秦，以连横之策受到重用，两度为

相。

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首联极写此地雄伟奇崛、艰难险恶的地理特点，千仞高的山峰如虬龙盘踞，山间小路如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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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般曲折回环，这里一直以来都是关隘险固之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B.颔联用两个发生在此地的典故呼应上文，商山“四皓”以灵芝为食佐证了第二句中的“百

二强”，而“无地与怀王”则以张仪欺楚的故事佐证此地实为“天府”之国。

C.颈联上句写客帐近云，萝蔓枝影摇曳，下句写泉声绕耳，客梦依稀，表现了青云馆的高耸

和清幽，但“客梦凉”一词却又透露出惆怅与忧伤之感。

D.尾联写云萝泉石之中应该有品格高尚的人，种植着三顷水田与百株桑麻，过着自给自足、

自由自在的生活，暗含诗人寄情山水田园的归隐之心。

16.



高级中学名校试卷

15

金圣叹如此评价诗中人物：“写商於人物，奇伟则为四皓，谲诈则为张仪。彼皆遭逢事会，

得以留名史册。若夫云萝泉石之中，又有理乱一皆不与，姓字都无人道者。其人皆有三顷水

田，百株桑树，粗得饱暖，大足一生，此则真为冥冥高尚，而非我辈之所得慕也。”请据此

分析尾联中的“高尚者”与颔联中的“四皓”“张仪”的不同。

〖答 案〗15.B    

16.①“高尚者”隐居山林的人生选择与社会“理乱”无关，“四皓”是避秦乱而退居山林，

“张仪”则是出任秦相，急于事功；

②“高尚者”姓字无人知道，而“四皓”和“张仪”青史留名；

③“高尚者”在物质上没有追求，只需“粗得饱暖，大足一生”即可，与“四皓有芝”和“张

仪”事功的追求不同；

④“高尚者”的境界令人向往，但却“非我辈之所得慕也”，而“四皓”“张仪”或隐居、

或求功，与之相同之辈，不在少数。

〖解 析〗

【15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诗歌的理解和赏析的能力。

B.“商山‘四皓’以灵芝为食佐证了第二句中的‘百二强’，而‘无地与怀王’则以张仪欺

楚的故事佐证此地实为‘天府’之国”错误。“商山‘四皓’以灵芝为食”佐证“天府”，“无

地与怀王”以张仪欺楚的故事佐证“百二强”。

故选 B。

【16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诗歌人物形象的能力。

依据金圣叹评价的句子并结合本诗，可以理解“高尚者”与商山四皓、张仪的各自特点：

高尚者：“又有理乱一皆不与”，表明高尚者的隐居并非因为“理乱”，而是其自身的人生选

择；“姓字都无人道者”，表明高尚者寂寂无名、无人知晓；“其人皆有三顷水田，百株桑

树，粗得饱暖，大足一生”，表明高尚者在物质上没有过多的追求，只是粗有饱暖即可；“此

则真为冥冥高尚，而非我辈之所得慕也”，表明高尚者有着极高的境界，却不是让人仰慕的。

商山四皓、张仪：“彼皆遭逢事会，得以留名史册”，商山四皓因秦乱而隐居、张仪出任秦

相，都因社会“理乱”而起都是有所求或求名、或求功，并且商山四皓、张仪都在青史留名；

“此则真为冥冥高尚，而非我辈之所得慕也”，人们不仰慕高尚者，所仰慕 却是商山四皓、

张仪这一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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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指出，屈原诚实不欺却被怀疑，忠心耿耿却被毁谤，怎能没

有怨言？作者进而指出“_________，_________”。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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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商隐在《锦瑟》一诗中运用“鲛人泣泪”和“良玉生烟”的典故，描写出一种优美

意境的两句诗是“_________，_________”。

（3）李白在《将进酒》中表达了对金钱的轻视和高度自信的两句诗是“_________，

_________”。

〖答 案〗 （1）屈平之作《离骚》  盖自怨生也   （2）沧海月明珠有泪  蓝田日暖玉生烟    

（3）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 I（本题共 2 小题，1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生活中所用的物品都是由某种材料制成的，因此人类历史的发展与材料的发现和使用交

织在一起，_____A______，如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目前我们正处于综合材料时

代，所需要的材料种类与性能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复杂。

①传统的材料研究方法主要是试错法，单次实验只能处理有限样品。②为了达到最佳实

验效果，科学家需要进行大量实验，耗时长效率低，③极大地制约了材料创新的速度。为了

摆脱这种烦琐的实验劳作，材料科学家_____B_____。④20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多学科

的发展，⑤材料科学家发明了材料研发的新途径。⑥通过他们材料科学、物理学、计算科学

的交叉融合，研究出一系列的材料计算仿真方法。近期，⑦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引入，

进一步引发了新材料研发模式的变革。

18.请在文中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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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文中画波浪线部分有三处表述不当，请指出其序号并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逻辑

严密。不得改变原意。

〖答 案〗18.A.人类较早的时代均以材料命名

B.一直在寻找更加高效的研发方式（研究方法）    

19.⑤将“发明”改为“发现”；

⑥将“他们”和“通过”调换位置；

⑦删掉“随着”。

〖解 析〗

【18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语言表达之情境补写的能力。

A.语境是历史和材料交织在一起，“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这是对材料和时代关

系的举例，可填“人类较早的时代均以材料命名”。

B.根据“材料科学家发现了材料研发的新途径”“研究出一系列的材料计算仿真方法”可知，

科学家“为了摆脱这种烦琐的实验劳作”不断进行新的研究，可填“一直在寻找更加高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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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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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034214033010133

https://d.book118.com/346034214033010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