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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 2024届高三下学期 2月质量检测一模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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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的文化与文明观

人类发展的长河在荒漠上流经了漫长的历史阶段，当人类社会有了文字、城市、复杂的

社会分工、国家和典章制度，便是文明社会。今天，除了极少数在非洲和南美洲原始森林与

世隔绝的原始部落，全球各国各地都已是文明社会。然而各国、各地区乃至在一国或一地区

内的不同族群，因为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亦可能有各自不同的政治体制、宗教、语

言、习俗和艺术风格。①这便是一国之内或一个文明之内地区间或族群间的不同文化。因此，

“文明”可作为泛称，而相对于中国文明而言，在中国的领土范围内存在的地方文明，便被

称为地方文化。

文化的产生要早于文明的产生，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形成的。文明并没有明确

的边界，它往往是跨种族的、跨地域的，而文化概念则一般是指某一个族群、某一个区域或

者某些社群的文化。所谓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智慧，不仅族群之间、国家之间有别，

即使一国之内，不同的区域也不尽相同。文化只有差异和不同，没有高低和贵贱，都应该受

到相同的尊重。所谓文明，应该是人类思想、知识、观念进步的结果，就像科学一样，不管

是谁发明的，他都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文明指的是一个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中国文明，实指中华文明，即中华民族五

千年来在“中国”这个广大地区所孕育出的泛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核心政权所统治的具体

范围经历了多次变迁，但中华文明的覆盖范围都超越了中国历代中央政权所管辖的领土。不

过，因今天对文化与社会的论述往往都以国家这个政治单位为基础，所以我们亦务实地采用

了中国文明一词，以避免产生政治上的误解。实际上，东亚与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文明，都是

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当然，它们亦各有特色，是以可视为中华文明下的不同文化，或中华文

明的次生文明。

与西方文明（指自古希腊开始的海洋文明）相比，中国文明或传统文化不像西方文明那

样强调竞争。正如上文所说，西方学者基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验，强调了文明的发展必涉

及对其他文明的侵略，甚至消灭其他文明，或被其他文明灭亡，世界历史对他们来说就是文

明之间一连串你死我活的丛林式竞争。②这就是“文明冲突”与“文明衰落”概念背后的逻

辑。

反观中国、中华文明在处理与外国或边境民族的关系时，一直奉行以和为贵的原则。历

代中央政权的对外政策主要是控制竞争、弱化竞争，以创造一个互通贸易、文化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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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论语》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正如现代学者王蒙所言。中国传统注重

美善甚于注重真。注重美与善，也就是要让大家舒服，尽量减少矛盾，做到皆大欢喜。

中国文明包含西方文明的基本元素。但在质及用方面有明显的中华民族特色。即强调道

德观，追求善、美、和谐、互相尊重，以及主动地向落后的文化进行以美、善（和谐、大同）

为目的的教化。在夏、商、周三代，这个趋于成熟的文明明显地向周边扩展。与当时的古埃

及和两河流域一样，中国文明的繁华和高度发展让周边游牧民族仰慕，但当草原因气候变化

而资源枯竭时，古代中原政权又成为游牧民族入侵与掠夺的对象。中原政权的处理办法往往

是通过和亲及朝贡贸易给予援助，如汉和唐时把公主分别嫁给匈奴和吐蕃的王，并赐予丰厚

的嫁妆，其中除了粮食和金银丝绸，还有众多文献、工匠、工具和种子等，以帮助匈奴和吐

蕃发展与教化。明清两代的朝贡贸易亦是赐予的比接受的多，目的就在于睦邻。

除了一小部分历史时期在应对外来势力的武力威胁时采取了武装手段，中国的对外政策

通常是和平的，以助人为目的。正如孟子言：“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

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③这便是中国作为礼义之邦所崇尚的王道，亦即天道。它既体现

了中华文明的道德观念，也是在诸世界文明中的显著特色。举个例子，中华文明自汉代开始

便向日本传播，对日本的开化做出了很大贡献。日本在隋唐时，有感于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主动派了近 20批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中国政府更让他们带回大量文献，甚至派部分官史学

者随遣唐使赴日。中国没有动用武力，而是在自汉至明的 1000多年间，帮助日本吸纳了中

华文明的价值观、典章制度、文字、建筑、艺术，甚至文学等。今天日本的官制、书法、文

字、宗教、建筑、传统节日与生活习惯，都有部分源于中国。唐朝李白的诗是当时日本皇室

与知识分子模仿的对象，而以朱熹与王阳明等人的学说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亦一度成为日本的

显学。反过来，倒是日本或因经历了元朝两次渡海侵袭失败后，竟在丰臣秀吉时兴兵侵华。

明治维新后，日本改以西方文明为师，才导致 20世纪的侵华行动及其彻底的失败。

今天的中华文明覆盖了朝鲜半岛、日本岛、中南半岛诸国，也影响了其他东南亚国家，

但它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武力征服而来的。历史上中华文明传播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对这些国

家和地区的人民起到教化作用，促进了他们在精神与物质上的进步。④这是一个文明没有通

过武力征服而成功地在空间上扩展与传播的好例子，与西方学者的文明扩张的说法相反。

（摘编自薛凤旋《中国城市文明史》）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检验一个社会是不是文明社会，可以看它有没有文字、城市、复杂的社会分工，有没有建

立国家和典章制度。

B.中华文明即中国文明，两者是同一概念，指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在“中国”这个广大地区所

孕育出的泛文化。

C.西方学者认为，世界历史就是文明之间你死我活的丛林式竞争，文明的发展必然要侵略并

消灭其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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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古代游牧民族入侵与掠夺中原时，中原政权的处理办法是通过和亲及朝贡贸易给予援助，

直至明清都是如此。

2.下列各项关于文化和文明的比较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智慧，应该存在于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而文明是文化发展

到一定阶段才形成的。

B.文明作为精神财富，是思想、知识、观念进步的结果，可以作为泛称，指称某一区域内或

族群间的不同文化。

C.文化有边界，文明并没有明确的边界；文化只有差异和不同，没有高低贵贱，都应该受到

相同的尊重。

D.文化是各民族不同的东西，文明是各民族相同的东西；文化是民族的，文明是世界的，无

先进落后之别。

3.下列各项对画线句子中的“这”指代内容的归纳、正确的一项是（   ）

A.①这便是一国之内或一个文明之内地区间或族群间的不同文化。

——不同族群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以及历史发展。

B.②这就是“文明冲突”与“文明衰落”概念背后的逻辑。

——中国文明或传统文化不像西方文明那样强调竞争。

C.③这便是中国作为礼义之邦所崇尚的王道，亦即天道。

——对外武装应对和以德服人两套手法兼顾的对外政策。

D.这是一个文明没有通过武力征服而成功地在空间上扩展与传播的好例子。

——中华文明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岛、中南半岛诸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

4.为什么说文明指的是一个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

5.根据下面的材料，结合本文，分析中西方文明的异同。

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国，祖先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原先居住

在北德意志和丹麦半岛南半部，他们漂洋过海，屠杀和征服当地居民，建立了他们的国家。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炎黄子孙一直生活在中华大地。郑和舰队七下西洋，向外国人输

送丝绸、瓷器、茶叶等珍贵物品，传播礼义之邦的高尚价值观。

〖答 案〗1.A    2.D    3.D    

4.①文明覆盖范围能够超越政治实体所管辖的领土，一种文明能够覆盖多个政治实体管辖的

地域；②不同的政治实体管辖下的地域文明，虽有自己的特色，但可能是一种文明的一部分，

是这种文明的次生文明。    

5.同：①盎格鲁—撒克逊人到域外建立国家，郑和七下西洋输出中华文明，说明中西方文明

都具有输出性，能够漂洋过海，在异地形成影响；②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能够征服土著文明，

郑和七下西洋输出中华文明，说明中西方文明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能够征服或教化其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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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①从性质上看，以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对土著的征服，实质是侵略，西

方文明推行你死我活的丛林式竞争；以郑和七下西洋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则是进行互通贸易、

文化的友好往来，中国文明奉行以和为贵的原则。②从结果上看，西方文明通过野蛮手段征

服和消灭其他文明，而中国文明尊重其他文明，与其他文明互相融合，互相促进。

〖解 析〗

【1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B.“中华文明即中国文明，两者是同一概念”错，概念混淆。据原文“中国文明，实指中华

文明”这里的“实”有肯定的意思，但不能反过来说“中华文明”即或就是中国文明，两个

概念有大小、包含、交叉关系，“但中华文明的覆盖范围都超越了中国历代中央政权所管辖

的领土”“实际上，东亚与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可视为中华

文明下的不同文化，或中华文明的次生文明”等论述可知，中华文明和中国文明是有区别的，

中国文明不能涵盖中华文明的次生文明，也就是说中华文明的概念要大于中国文明，后者仅

限于中国，前者可以扩展到国外。

C.“西方学者认为……必然要侵略并消灭其他文明”错，张冠李戴，曲解文意。从原文“世

界历史对他们来说就是文明之间一连串你死我活的丛林式竞争”可知，“世界历史就是文明

之间你死我活的丛林式竞争”不是西方学者的观点，而是作者对其观点的揭露；原文“……

必涉及对其他文明的侵略，甚至消灭其他文明”为递进关系，而“侵略并消灭其他文明”为

并列关系，两者逻辑关系有别，意思自然不同，另外“必然”一词表达也绝对。

D.“中原政权的处理办法是……”错，表述绝对，原文为“中原政权的处理办法往往

是……”；“直至明清都是如此”杂糅信息，选项中“如此”指的是“通过和亲及朝贡贸易

给予援助”，原文为“明清两代的朝贡贸易亦是赐予的比接受的多，目的就在于睦邻”，可见

文中明清两代并未涉及和亲。

故选 A。

【2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概念内涵的能力。

D.“文明是世界的，无先进落后之别”错，张冠李戴。从原文“在夏、商、周三代，这个趋

于成熟的文明明显地向周边扩展”“所谓文明，应该是人类思想、知识、观念进步的结果”

可知，文明是有先进落后之分的。文化只有差异和不同，没有高低和贵贱，都应该受到相同

的尊重。显然，选项混淆了文明文化两个概念的特点。

故选 D。

【3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词语含义的能力。

判断指代内容是否正确，可以用替换法讲行检验，即用需要确认的指代内容替换“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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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能够成立且符合原文意思，即是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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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本题需要回到文中找到“这”所指是否等于选项所言。

A.①处“这”应该是上文中“各自不同的政治体制、宗教、语言、习俗和艺术风格”。

B.②处“这”应该是“世界历史就是文明之间一连串你死我活的丛林式竞争”。

C.③处“这”应该是“和平的对外政策，以助人为目的”。

ABC指代内容均有误，只有 D归纳正确。

故选 D。

【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概念内涵、筛选提取信息的能力。

本题答题区域为第三段，开头句明确了观点“文明指的是一个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

后文则是分析原因，所以〖答 案〗要点在第二句话后，以中华文明为例说明文明是文化实

体，而不是政治实体的，只不过为了避免产生政治上的误解而迎合了政治意义上的名称“中

国”而已，“因今天对文化与社会的论述往往都以国家这个政治单位为基础，所以我们亦务

实地采用了中国文明一词”，答题时要做好提炼、转化工作，另外还要真正理解，“文化”“文

明”“政治”“中国”四个概念，前两个是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实体而言的具体、

狭义理解，后两个是跨越了国别即忽视政治地域的广义概念。

本段关键句有二，一是“中华文明的覆盖范围都超越了中国历代中央政权所管辖的领土”，

二是“东亚与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第一句可以提炼、转化为“文

明覆盖范围能够超越政治实体所管辖的领土”“一种文明能够覆盖多个政治实体管辖的地

域”,第二句可以提炼、转化为“不同的政治实体管辖下的地域文明，虽有自己的特色，可

能是一种文明的次生文明”。

【5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分析比较不同概念的能力。

相同点：

从传递输出而言，材料第①段说“原先居住在北德意志和丹麦半岛南半部，他们漂洋过海”

到别的地方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盎格鲁—撒克逊人“屠杀和征服当地居民”传递出的

信息是影响和改变，也就是通过屠杀、霸占、统治等武力方式输出了西方文明；材料第②段

说“郑和舰队七下西洋，向外国人输送丝绸、瓷器、茶叶等珍贵物品，传播礼义之邦的高尚

价值观”，可见中华文明也离开过中华大地，跨越洲洋，由东到西进行传输，华夏物质（丝

绸、瓷器、茶叶等珍贵物品）及精神文明（礼义）也受益了西方；

从发展进步而言，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能够“征服当地居民，建立了他们的国家”，郑和七下

西洋输出丝绸、瓷器、茶叶等珍贵物品，传播礼义之邦的高尚价值观，说明中西方文明都是

有用的，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使用价值，能够征服、改变或教化、提升其他文明。

可见文明并没有明确 边界，它往往是跨种族的、跨地域的，所谓文明，应该是人类思想、

知识、观念进步的结果，就像科学一样，不管是谁发明的，他都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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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点：

①从性质上看，以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对土著的征服，实质是侵略，西方强

调了文明的发展必涉及对其他文明的侵略，世界历史对他们来说就是文明之间一连串你死我

活的丛林式竞争；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国文明或传统文化不像西方文明那样强调竞争。中国、

中华文明在处理与外国或边境民族的关系时，一直奉行以和为贵的原则。历代中央政权的对

外政策主要是控制竞争、弱化竞争，以创造一个互通贸易、文化的友好关系。

②从结果上看，西方文明通过野蛮手段征服和消灭其他文明，西方强调了消灭其他文明，或

被其他文明灭亡，“他们漂洋过海，屠杀和征服当地居民，建立了他们的国家”。而中国文

明尊重其他文明，与其他文明互相融合，互相促进，“郑和舰队七下西洋，向外国人输送丝

绸、瓷器、茶叶等珍贵物品，传播礼义之邦的高尚价值观”，这便是《论语》所说的“四海

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传统注重美善甚于注重真。注重美与善，也就是要让大家舒服，尽量

减少矛盾，做到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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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魂

王小龙

晚上，忽然接到师娘打来的电话，说师傅不知道去哪里了。师娘说师傅吃过晚饭出去的，

到现在没回家。我看看手机显示，九点多，不算太晚，可是对长辈来说就有点反常了。我稳

住师娘，说我马上开车过来。

师傅搬家大半年了，新家在呼玛小区。他原来住在中山北路五号桥下，那里有一堆本地

房子，都是从前自家造的，有条件就一再翻修，横七竖八一家一个样子。师傅家坐南朝北，

还有一小片空地圈起来当院子，天气好的时候师傅朝躺椅上一歪，晒晒太阳喝喝茶。现在的

家，听听呼玛小区这名字，就感到大兴安岭的凛冽和肃杀。

车出弄堂口，陕西南路到肇嘉浜路左转，回重庆南路再左转，上南北高架朝北，到呼玛

小区将近三十公里。师傅会在哪里呢？网上时常看到老人走失家人求助，大多老年痴呆，也

有出门乱走迷了路，找不回来了。我师傅都不可能，老驾驶员迷路是笑话，也没有痴呆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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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玛小区，这地方老早是宝山县的农田里。当时共和新路到长江西路就没了，接着下去

变成市郊的普通公路，两车宽，刚够交会，路面条件不好，被重载卡车压得坑坑洼洼。那年

开始学卡车驾驶，那天我可能开得快了，刚过长江西路，前方横插出来一部手扶拖拉机，我

狠命刹车两三脚、保险杠已经碰上拖拉机的拖斗了，哐当。我跳下车查看，开拖拉机的小伙

笑嘻嘻地若无其事，我倒一时说不出话来，四下张望，才知道这里有个路口，横过来的叫呼

玛路。回到车上，重新启动、我主动检讨，说刹车太猛。师傅没责怪我，从头到尾坐在教练

位置上一动不动。这就是师傅，大将风度。然后，他才慢悠悠说，宝钢起来以后，宝山这里

多出来不少路，长久不走就不晓得前头路况，富锦路、绥化路、漠河路、牡丹江路，七七八

八的路名都是黑龙江的地名，冰天雪地北大荒，好像上海前世里欠它的。我骂了一句，当时

我哥哥姐姐都在北大荒战天斗地。

大概是开过市中心才想起来的，感觉高架上车辆不像平时那么多，市区也安静得出奇，

路上灯光惨兮兮的，亮得有些诡异，这才想起来今天是冬至。现在人没那么迷信，可是说到

一年里几个鬼节，还是会说一句早点回家吧别在外头晃。

发现已过天目路立交永兴路下匝道了，前面不远就是沪太路下匝道，干脆去师傅家老房

子那里看看吧。当然，没什么老房子了，一过沪太路，右边就是一道长而又长的围墙，好像

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把车贴着围墙停好，四周看看，行人也没几个，都地下工作

者似的急匆匆穿过马路消失在黑暗中。我踩着前轮站上引擎盖，抬腿跨到车顶，手就够到围

墙上头了，我双手用力一撑就骑了上去。里面黑乎乎的看不分明，等眼睛适应了，借着周围

的灯光，隐隐约约看出了废墟的大概样子，真大，人民广场那么大。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烟，抽一支点上。烟抽到半截，听到动静了，循着声响看过去，有

个影子在那里摇晃。就一个，没一群，有分量的，不虚幻，那是师傅。

师傅在废墟上砥角四方地踩出一圈，说这是房间，晚上睡觉才进来。接着又是一圈，里

外一样大。吃饭间。他不看我，看脚下，说这里灶头间，我和阳阳两个人搭的，一天工夫。

阳阳是他的独养儿子，小我好几岁，以前每次来家都见到，就这么一个，宠惯了，没什么规

矩。师傅抬起头来，好像我应该在这里，好像陪着他过来的，他说这里是卫生间，有淋浴，

你们师兄弟几个忙了好几天。破砖烂瓦踩得稀里哗啦，他带着我走，朝南，说这就是院子了，

本来还想有空种点花花草草。不至于吧，师徒两个黑灯瞎火地在废墟上量地皮，怀念那个简

陋破旧一去不返的老房子。我递支烟给他，他接了过去，我掏出一次性打火机点着，火光透

过烟雾，照亮了那张我曾经再熟悉不过的面孔，火光近的缘故，脸上的纹路更黑更深了，老

瘢也更扎眼，师傅这两年老得厉害。

师傅说不早了，该做的事情总要做了，不然放心不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纸，黄表纸，

说烧给阳阳，回来找不到家，他会心慌。师傅蹲下来，捻开黄表纸，我用打火机替他点燃，

听见他叽里咕噜，阳阳，搬家了，忘记告诉你，搬得老远，你找不到。

阳阳是 1983年“严打”抓进去的，他跟在几个吃得开的家伙屁股后头混，爹娘怎么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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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听，结果被弄到流氓团伙案子里去了。阳阳那点事情要放到今天，判可能会判，不是首

犯，两三年碰顶了。当时“刮台风”，抓进去不久，一批批地排着队押上火车车皮，送去大

西北劳改，据说在那里得了急病，死了。公家还算负责，大老远地用个木盒把骨灰送回来。

师傅后来不提儿子，我们师兄弟都认得阳阳，也不问，没什么好问的。

师傅还在嘱咐阳阳，说我和你娘没几年好过了，没力气再牵记你，你自己走好，这里不

要再来了，你去吧。冷风吹过废墟，黄表纸火旺，一片片黑灰纷纷浮起，影子旋转着掠过四

周，真像阳阳感应到了。

我走到一边，给师娘打了电话，没说在哪里，就说没事了，我马上送师傅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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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写围起来的废墟，亦是写因拆迁而进入城市的人们的记忆，那里承载着恒常稳定而具

温情的乡村文化。

B.小说写“我”匆忙穿行于街巷间，寻找师傅，写驾车行驶的路线其实是借以展示这座城市

急剧扩张的图景。

C.小说以“喊魂”为标题，既概括了师傅冬至日到旧居为阳阳喊魂的情节，又寓意要关注老

年人的精神健康。

D.小说最后写师傅与阳阳告别，也是写师傅与自己的“故乡”做最后的诀别，可以看出师傅

内心的失落、伤痛。

7.下列各项对本文与《祝福》（鲁迅）中“我”的比较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两篇小说中的“我”既是故事的参与者，又是故事的叙述者，用第一人称的无限视角述说

故事，增强故事的真实性。

B.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事，便于随时插入作者的抒情议论，如本文第二段中画线的

句子就有类似的作用。

C.《祝福》中的“我”对弱者有同情心，想尽可能给予帮助；《喊魂》中的“我”也是热心

肠，能为师傅着想。

D.《喊魂》中的“我”只是一个人物形象，而《祝福》中的“我”则既是进步的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形象，同时又是作者自己。

8.与手扶拖拉机相碰这一情节有哪些作用？试作简要分析。

9.本文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反映的是有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具体的主题有

所不同，试作归纳。

〖答 案〗6.C    7.B    

8.①写出呼玛小区所在地当初的路况之差，借以展现农村城市化的过程；②通过师傅在事故

中的表现，展现其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为写冬至返回故地作铺垫，反衬乡愁之浓，伤痛之

深。    

9.《喊魂》：作者通过冬至夜“我”找师傅的故事，反映一个严峻的现实，即随着中国社会

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土地、故乡、家园，无处安置乡愁在今天已经成为中

国人心头的伤痛。

《百年孤独》：作者通过描写马孔多患上“失眠症”造成“失忆”这一如真似幻的情节，表

现了马孔多在文明洪流面前受到的巨大冲击，意在提醒人们牢记容易被遗忘的拉丁美洲大陆

的历史。

〖解 析〗

【6题详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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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查学生综合赏析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的能力。

C.“寓意要关注老年人的精神健康”曲解文意和文章主题。师傅没有精神问题，小说一再强

调师傅“没有老年痴呆”，有“大将风度”，甚至儿子意外死亡都不提，足见其精神健康。“喊

魂”实质寓意如何安置乡愁、安置离乡背井的灵魂。

故选 C。

【7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作品的人称使用和人物形象的能力。

A.“无限视角”错误，第一人称为有限视角。

C.“想尽可能给予帮助”错误，《祝福》中的“我”面对祥林嫂是深感无能为力的，想逃避

现实矛盾。

D.“同时又是作者自己”错误，小说中的“我”不能与作者画等号。

故选 B。

【8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小说情节的作用的能力。

情节的作用一般从塑造人物和表达主题两个方面进行考虑。

本文写碰车，一要注意碰车地点是呼玛小区附近，这地方老早是宝山县 农田里，从这里可

以看出写碰车是要说明过去的农村变成了城市中心。

二要注意碰车展现了师傅的态度，师傅的“大将风度”表明他是一个极为冷静的人，可是就

是这样一个极为冷静的人却在冬至的夜晚去旧居喊魂了，可见他心中乡情之重，乡愁之浓，

伤痛之深。

【9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归纳主题的能力。

题目说本文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反映的是有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具体来说，

本文反映的是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安置乡愁，而《百年孤独》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拉丁美

洲大陆的历史。

主题归纳一般先概括情节，再揭示思想内涵。

概括《喊魂》情节，结合“晚上，忽然接到师娘打来的电话，说师傅不知道去哪里了”“这

才想起来今天是冬至。现在人没那么迷信，可是说到一年里几个鬼节，还是会说一句早点回

家吧别在外头晃”，可抓住“冬至”“夜晚”“寻找师傅”等关键词；揭示思想内涵，结合“车

出弄堂口，陕西南路到肇嘉浜路左转，回重庆南路再左转，上南北高架朝北，到呼玛小区将

近三十公里”“呼玛小区，这地方老早是宝山县的农田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纸，黄表

纸，说烧给阳阳，回来找不到家，他会心慌”，可从“现代化进程”“失去土地、家园”“心

灵伤痛”等角度进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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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百年孤独》的情节，可抓住“马孔多”“失眠症”“失忆”等关键词；揭示思想内涵，

可从“文明冲击”“牢记历史”等角度进行。故事讲述马孔多小镇和布恩地亚家族的兴衰变

化与传奇故事，记录了家族命运与百年历史，是拉美国家几百年命运的缩影，独具意味地隐

喻着人类“文明”史的建立、发展与终结，在荒凉失落与荒唐可笑中诠释宿命式的轮回。作

者通过描写马孔多人患上了失眠症，比喻拉丁美洲的人民，由于无法摆脱封闭、孤独、与世

隔绝的生活，正在逐步遗忘自己的历史，遗忘自己摆脱命运控制的初衷。这种挣扎焦虑、逐

渐麻木和梦幻般的遗忘病症，就像马孔多的人忘记自己身边所有熟悉的东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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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一：

景公问晏子曰：“吾欲服圣王之服，居圣王之室，如此，则诸侯其至乎？”晏子对曰：

“法其节俭则可，法其服，居其室，无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诸侯也，诚于爱民，

果于行善，天下怀其德而归其义。夫冠足以修敬，不务其饰；衣足以掩形御寒，不务其美。

及三代作服，为益敬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洁，而不害于动作。服之轻

重便于身，用财之费顺于民。其不为槽巢者，以避风也；其不为窟穴者，以避湿也。是故明

堂之制，下之润湿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镂，示民知节也。及其

衰也，衣服之侈过足以敬，宫室之美过避润湿，用力甚多，用财甚费，与民为雠。今君欲法

圣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节俭也，则虽未成治，良其有益也。今君穷台榭之高、极污池之

深而不止，务于刻镂之巧、文章之观而不厌，则亦与民而仇矣。”

（节选自《晏子春秋》）

材料二：

夫贫生于富，弱生于强，乱生于治，危生于安。是故明王之养民也，教之诲之，慎微防

萌，以断其邪。故《易》美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七月诗大小教之，终而复始。由此

观之，民固不可恣也。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灌漏卮。孝文皇帝躬衣弋绨①，足履革舄

②，以韦带剑③，集上书囊以为殿帷，盛夏苦暑，欲起一台，计直百万，以为奢费而不作也。

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

不逮及是故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古者必有命民，然后乃得衣缯彩而乘车马。今者既不

能尽复古，细民诚可不须，乃踰于古昔孝文，衣必细致、履必獐麂，校饰车马，多畜奴婢。

诸能若此者，既不生谷，又坐为蠹贼也。

（节选自王符《潜夫论·浮侈》）

〖备 注〗①弋：通“默”（yì），黑色。绨（tí）：一种粗厚的丝织物。②舄（xì）：鞋。③

韦：熟牛皮。以韦带剑，用皮带佩带宝剑，指不加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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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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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涂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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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者竞欲 A相过 B贫者 C耻不逮 D及 E是 F故一飨之 G所费 H破 I终身之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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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表达，表示，与《屈原列传》“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中的“致”意思相同。

B.首服，与下文的“身服”相对，“首服”，即冠，首指头，“身服”指衣服。

C.文，修饰、装饰，与《谏太宗十思疏》“文武争驰”中的“文”意思不同。

D.固，本来，原来，与《齐桓晋文之事》“臣固知王之不忍也”中的“固”意思相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材料一认为，君王的德行比服饰重要，百姓归服三王，不是因为三王的服装华美，而是因

为他们施行仁义，爱护百姓，百姓感念他们的德行。

B.材料一认为，服装、住宅要讲究实用，衣服过于奢侈，宫室过于华美，就会使用太多的民

力，造成严重的钱财浪费，这样势必与百姓结怨。

C.材料二连用两个比喻，即山上的森林不能够满足野火的焚烧，江河大海不能够灌满泄漏的

器皿，形象地说明了昏君的贪婪之心是难以满足的。

D.材料二认为，明君要教育和指导百姓谨慎地对待某些微小的事情，制止坏事的苗头，以此

来杜绝他们的邪恶，不使他们成为社会的蛀虫。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夫冠足以修敬，不务其饰；衣足以掩形御寒，不务其美

（2）盛夏苦暑，欲起一台，计直百万，以为奢费而不作也。

14.两文所批评的对象的不同，从材料一和材料二中各找出一个词语，表明批评对象，并扼

要说明为什么要批评他们。

〖答 案〗10.BEH    11.A    12.C    

13.（1）冠，足够用来表示敬意，不必追求装饰；衣服足够用来蔽体御寒，不必追求它的美

丽。

（2）盛夏酷热，想建造一座高台，计算下来价值上百万个铜钱，便认为太奢侈浪费而不建

造了。    

14.①材料一：景公(或：今君)，追求侈服美室(或：不知节俭，与民为仇)。②材料二：京

师贵戚(或：细民)，追求奢靡，超过王制。

〖解 析〗

【10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富裕的人都争着想超过别人的排场，贫穷的人为及不上别人的排场而感到羞耻。所以

一次宴请宾客的费用，就破费了他们一辈子种田所积聚的家业。

“富者竞欲相过”与“贫者耻不逮及”结构相同，单独成句，“是故”为固定结构，“所以”

的意思，一般出现在句首，BE处断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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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费”是所字结构，指费用，“破终身之本业”是动宾结构，“费”“破”中间 H处断开。

故选 BEH。

【11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古代文化常识的掌握，理解文言一词多义现象的能力。

A.错误。招致，引来；表达。句意：不是因为服装引来诸侯。/在一篇作品中再三表达这种

意愿。

B.正确。

C.正确。修饰，装饰；文臣。句意：土建不装饰。/文臣武将争逐(效力)。

D.正确。句意：民众本来就是不可以放任自流的。/我本来知道您是于心不忍。

故选 A。

【12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鉴赏艺术手法的能力。

C.“说明了昏君的贪婪之心是难以满足的”错误，这里应指向前文中的“民”，即一般人。

故选 C。

【13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足以”，足够用来；“修敬”，表示敬意；“务”，追求。

（2）“起”，建造；“直”，值，价值；“作”，建造。

【1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信息、归纳内容要点的能力。

①材料一：根据开头景公所问，以及篇末“今君穷台榭之高……”可知，批评对象是“景

公”，即“今君”。批评的原因，根据景公所问内容“服圣王之服,居圣王之室”和晏子所对“法

其服，居其室，无益也”，抓住关键句“衣服之侈过足以敬，宫室之美过避润湿，用力甚多，

用财甚费，与民为仇”，或从思想行为(追求侈服美室)作答，或从社会危害(不知节俭，与民

为仇)作答，均可。

②材料二：根据“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可

知，批评对象是“京师贵戚”，批评原因是追求奢靡，皆过王制。根据后文所说的“细民诚

可不须，乃踰于古昔孝文，衣必细致、履必獐麂，校饰车马，多畜奴婢”可知，批评对象是

细民，批评原因也是追求奢靡，超过王制。

参考译文：

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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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景公问晏子说：“我想穿上古代圣王那样的衣服，住圣王那样的房子，这样，诸侯会

来归服吧？”晏子回答说：“效法他们的节俭就行了。效法他们的服装、住他们那样的宫室，

没有什么益处。古代的三个圣王服装不相同，但都称王于天下，不是因为服装引来诸侯，确

实爱护百姓，果真行仁义，百姓感念他的德行而归服于他的仁义。冠，足够用来表示敬意，

不必追求装饰；衣服足够用来蔽体御寒，不必追求它的美丽。到了三代圣王时，制作服装，

是为了更庄重。冠足够用来表达敬意却不沉重，衣服足够用来显示整洁，却不妨碍行动。衣

服的轻重适合身体，耗费的钱财百姓能承受。他们不做槽巢，是为了遮蔽风雨：他们不住穴

窟，是为了躲避潮湿。所以，明堂的设计，地下的潮气不能到达，上面的寒热不能侵入。土

建不装饰，木建不雕刻，示范百姓懂得节俭。到了他们衰亡时，衣服的奢侈超过了表示敬意

的程度，宫室的华美超过了躲避潮湿的需要。使用民力太多，浪费钱财甚重，与百姓结怨。

现在君王想要效法圣王的服装，是不效法他们的制度，而效法他们的节俭，那么即使没能实

现大治，也是有好处的。但君王极尽台榭之高、池塘之深而没有止境，追求雕镂的精巧、装

饰的华美而没有满足，那么这也是在和百姓结仇。”

材料二：

贫穷产生于富裕，衰弱产生于强盛，动乱产生于太平，危险产生于安全。所以英明的帝

王治理民众的时候，教育他们，指导他们，谨慎地对待某些微小的事情，制止某些刚萌发的

事物，以此来杜绝他们的邪恶。所以《周易》赞美“用制度来节制，就既不损伤财物，也不

损害民众”；《七月》诗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教给人民，叙述到一年年终又开始叙述第二年。

由此看来，民众本来就是不可以放任自流的。山上的森林不能够满足野火的焚烧，江河大海

不能够灌满泄漏的器皿。孝文皇帝身穿黑色的粗厚线绨，脚穿粗硬的生皮鞋子，用皮带佩带

宝剑而不另加饰品，把臣子上书时呈上的文书袋积聚起来做成宫殿里的帷帐，盛夏酷热，想

建造一座高台，计算下来价值上百万个铜钱，便认为太奢侈浪费而不建造了。现在京城里的

皇亲国戚，衣服、饮食、车子、装饰、房屋，都超过了皇帝的规模，超越本分而冒用皇上的

享受标准已经很厉害了。富裕的人都争着想超过别人的排场，贫穷的人为及不上别人的排场

而感到羞耻。所以一次宴请宾客的费用，就破费了他们一辈子种田所积聚的家业。古代的帝

王总会对人有所任命，人只有被任命以后才能够穿绫罗绸缎而乘车驾马。现在已经不能完全

恢复古代的一套了，对这些地位卑微的小人实在也可以不去要求他们做到古代的一套，但现

在他们竟然超过了从前的孝文皇帝，衣服一定要用精致的熟绢、鞋子一定要用獐皮、麂皮，

还装饰车马，养了很多奴仆婢女。众多能这样生活的人，既不会生产粮食，又坐着不劳动而

成了社会的蛀虫、害虫。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清诗，完成下面小题。

秋晚野望

陈玉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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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霞红映暮云边，村北村南少夕烟。

远树捧高沧海月，乱鸦点碎夕阳天。

野人乞食扃蓬户，渔父施罛②入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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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地哀鸿听不得，江淮③何处是丰年？

〖备 注〗①陈玉树，字惕庵，后更名玉澍，江苏建湖人，晚清爱国诗人，以优贡生中光绪

戊子科举人，拣选知县。②罛（gū）：一种大鱼网，③江淮：长江和淮河流域，古时多水患。

15.下列对这首诗 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本诗主要写秋野望中所见：着意渲染的是江淮水患给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寄托了诗人对

民生疾苦的关注和周褙。

B.首联由近及远，上句写余霞，暮云红映，色彩绚丽，下句写村舍，炊烟寥落，一片旷野荒

村，两句反差强烈。

C.颈联正面写灾情：有人讨饭，但蓬门紧闭，茅屋空无一人；水田里不见割稻的农人，却只

见渔夫在张网捕鱼。

D.最后一句反问，激越悲怆，从眼前到江淮，由点到面，表现灾区地域之广，表达对百姓的

同情和对统治者的谴责。

16.本诗和李商隐的《锦瑟》都写到了“沧海月”，试分析这一意象在两首诗中的不同作用。

〖答 案〗15.B    

16.①从沧海上升起的一轮新月，已浮到了远方天际的树丛间，新月是如此的无力，似乎只

是被树丛捧着托着，才会慢慢高升。《秋晚野望》中的“沧海月”描绘了一幅阔大萧索、苍

凉清冷的画面，折射了旧中国的现实，烘托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②沧海明月高照，鲛人泣泪皆成珠。《锦瑟》中诗人以美丽的民间传说,勾画了一幅明月坠落

于沧海，明珠湮没于泪波的画面，辽阔清寥，透露出一种无言的寂寞与悲哀，象征诗人沉沦

废弃、才能不为世用的寂寞身世。

〖解 析〗

【15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理解诗歌内容的能力。

B.“由近及远”分析错误，应为“由高到低”或“由远及近”。

故选 B

【16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意象和作用的能力。

首先，我们要明确意象在诗歌中的作用。意象通常是诗人用来表达情感、构建意境、传达主

题的重要工具。同一意象在不同的诗歌中，由于诗人的情感、背景、创作目的等因素的差异，

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作用和意义。

在本诗中:“沧海月”作为一个意象，出现在一个荒凉的秋晚场景中。它象征着高远、辽阔

和寂静，与诗人所描绘的灾区景象形成鲜明对比。高远的沧海和明亮的月光，一方面衬托出

诗人内心的悲凉和对灾区百姓的同情，另一方面也加强了诗人对统治者不作为的谴责。这里

的“沧海月”起到了烘托氛围、增强情感表达的作用。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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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商隐的《锦瑟》中:“沧海月”象征诗人沉沦的寂寞身世。它出现在一个充满哀怨的情

境中，明月坠落于沧海，明珠湮没于泪波，与诗人追忆的锦瑟年华形成呼应。诗人借用沧海

珠泪的典故，有一种阔大的寂寥感，这里的“沧海月”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景象，而是被

赋予了深刻的情感内涵，有对逝去时光的无限怀念和感慨，代表着诗人一种无言的寂寞与悲

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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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赤壁赋》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表达了对曹

操这样的英雄也不复存在的感叹。

（2）李白《将进酒》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说富贵生活不值得

珍视，只想一醉方休，怀才不遇的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3）小明参加登山游学活动，当他登上顶峰，四望远眺时，不仅吟诵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诗句来。

〖答 案〗（1）固一世之雄也   而今安在哉   （2）钟鼓馔玉不足贵    但愿长醉不愿醒    

（3）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

高层/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 2 小题，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身入古巷，耳畔不时传来丝竹之声、评弹之曲，古巷中悠长的吴侬软语，与柔波冲刷岸

边的沙沙声 A珠联璧合。青石板路旁的庭院内，香松盆景与竹子 B相映成趣，院内的幽静与

门外商业街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

历史文化街区是有形的，文化的浸润和熏陶却是无形的。漫步平江路，随处可见苏绣、

宋锦、缂丝、苏帮菜、制扇技艺等非遗项目，有时还能碰到相关传承人耐心讲解工艺技法。

当人们 C饶有兴趣地选一把苏扇、试几针苏绣时，文化遗产也就“活起来”、生动起来了。

在这种文化交流中，无论是守护老城的本地人，还是游览老城的外来客，都自然而然成为传

统文化的传承者、传播者。也让传统文化的种子超越有形的城，播撒得更远。D处心积虑让

更多人身在其中、心在其上，就能唤醒更多文化传承传播的自觉。

18.文段中 ABCD四处成语有两个使用不当，写出错误成语的序号并加以修改。

（1）____________处成语改为：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处成语改为：____________

19.有人认为，文中画波浪线句子“无论是”和“还是”的内容可以对调，写成“无论是游

览老城的外来客，还是守护老城的本地人”。你认为可以吗？请简要分析。

〖答 案〗18（1）A    相得益彰    （2）D    想方设法/千方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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