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重点高中 2023-2024 学年度上学期高三期中考试语文试题及参考

答案 

本试卷共8 页，总分15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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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题。 

近代以前，长期的农业社会，产生、继承、发展了许多节日。现在只要打开《岁

时广记》一类的古代文献看看，你就会感到惊异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节日？

是古人闲着无事干，或者他们物力、精力过剩，所以要来弄弄这种“四时八节”吗？

不是的。尽管过去有些节日，现在我们看来是无谓、可笑乃至可厌的，但其在被

创造乃至被继承的当时，有它的主客观原因和相应条件。在过去节日及其活动中，

有些是有一定现实意义和作用的(如端午的洒雄黄酒、六月六的晒衣物及年终的

掸尘等)，有些却只是为满足生活、心理的要求(如新年的家人团聚、亲友来往以

及追傩、钉桃符等)。后者往往带着幻想和迷信的色彩。这是由于当时人们对付实

际事物的能力还很有限，认识事物的知识水平又比较低下。因此，为了满足需要，

不能不借助于巫术及宗教信仰、仪式。这就必然要使这种文化带有消极的因素。

它标志着人类和民族文化的原始的或近原始的阶段。 

但是，人民文化具有一种自然调节、改进的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实际

活动能力和心理智能也不断变化。他们对于传统文化(包括节日活动在内)中的不

合理的、过时的部分，往往不自觉地或半自觉地加以改动，使之合理化(或比较合

理化)，使之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例如本来是一种禳灾法术的放纸鸢活动，逐渐

成为一种大人或儿童的文娱活动。又如本来是江滨人民驱除瘟神等的宗教行事—

—送瘟船，后来却被联系到楚国忠臣的沉江故事，使它具有历史的和伦理的意义。



这种事实，不仅说明了民间文化的进步性，也增强了文化进化理论的可靠性。 

民间节日，作为一种文化事象，有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它的复合性。例

如端午节，它既有划龙舟吃粽子等活动，又有饮雄黄酒、插艾蒿、挂蒲剑、贴钟

馗图、小孩带香囊和穿老虎腰肚，以及出嫁了的女儿回娘家、邻居互送节物等活

动。至于那一年之首的春节，活动事项就更加繁多了。宋人陈元靓编纂的《岁时

广记》中，“元旦”这部分的资料(包括活动和故事)，就占了三卷。18 世纪中叶文

人学者所写作的新年民俗诗集《武林新年杂咏》里，关于艺术、技艺一类事项的

题目就有 40 多个。这些表明，民间的许多节日是包括社会的多种活动事项在内

的。从社会文化的门类说，它包括经济、宗教、伦理、艺术、技艺等活动。它是

许多文化活动的集合体，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展览会。  

由于上述这种特点，民间文学的功能必然也是多方面的，关于人际的团结、社会

规范的保持、技能的表现、医药的运用，以及对各种心理的慰藉……总之，民间

节日，在过去，尽着各种社会功能，是民族文化的综合应用。在这种意义上，我

们今天不能简单地以旧文化、旧生活模式一笔抹杀它。  

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社会礼制和观念都起着新的变化。我们的

风俗、习尚(包括节日)也不能安于旧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已经采

用了一些新节日，如青年节、劳动节、建军节、国庆节(还有些地方把重阳节改为

老人节)。但同时有些传统节日仍在普遍或局部沿用，如春节、清明节、中秋节

等。不过由于现实生活有较大的变动，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不能不作相应修改，

如传统新年改为春节，并加入新的内容(慰问军烈属等)；清明节主要作为纪念革

命烈士的节日等。这样做，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这些有长远历史的古老节日，

在新社会中就成了新文化的一部分。我以为传统节日行事中，还有些是颇有意义

或情趣的，像上文所提到的晒衣物、掸尘等，符合新学理和新社会要求。此外，



如清明踏青、踢毽子，重阳登高(南方并放纸鸢)，甚至如七夕的女儿月下穿针、

中秋的玩兔儿爷等，虽没有显著的社会或科学意义，但作为民族的传统生活情趣，

以某种适当形式给予保留，也是可以考虑的吧？ 

(摘编自钟敬文《节日与文化》)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节日在被创造乃至被继承的当时，有它的主客观原因和相应条件，节日及其活

动是有一定现实意义和作用的。 

B.传统节日中有些带有迷信和幻想的色彩，这与当时人们对付实际事物的能力和

认识事物的知识水平有着密切的关联。 

C.传统文化(包括节日活动在内)一经改动，便会合理化或比较合理化，并且能具

有较高的社会意义。 

D.端午节活动繁多， 通过这个节日可以推论民间的许多节日， 包括社会的多种活

动事项，具有复合性。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因为古人长期处于农业社会中，闲暇时间较多，故而创造、发展了许多节日。 

B.江滨人民的一种宗教行事——送瘟船，与楚国忠臣的沉江故事发生联系后，意

义得到拓展。 

C.民间的许多节日是许多文化活动的集合体，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展览会，有多种

社会功能。 

D.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传统节日名称、节日活动内容有变动，是社会礼

制和观念变化的体现。 

3.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文章第一段，主要论证传统节日被创造和被继承的主客观原因和相应条件。  



B.文章第二、三段，都是开头提出论点，然后展开论述，都运用了举例论证。 

C.文章第五段，举中国节日及其活动内容的例子，论证的只是风尚变迁的必要性。 

D.文章从多个角度和层面谈了节日和文化的关系，娓娓道来，富有生活气息。  

4.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应怎样对待传统节日？请举例说明。(4 分) 

5.育英中学正在进行家乡文化调查，确定主题为“春节”，请你根据文本内容设计

一个调查内容提纲，要求包含三个方面。(6 分)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 题。 

驴耳朵豆角 许福元 

这一天，九十七岁的老母亲对我说，想吃一锅鲜清焖驴耳朵豆角。  

于是，我匆匆从农贸市场淘换来淘换去，终于淘换到了驴耳朵豆角。妻子赶紧择

边洗净、横切竖丝，然后热锅炝汤、爆火放油，佐以五花肉，配以葱姜蒜，也就

有半个点儿，连同暄腾腾的杨镇戗面高庄馒头，一块端到了母亲面前。  

母亲只尝了一口，皱了皱眉，就放下了筷子。  

我赶紧问，咋地？ 

母亲说，不咋地。不是那个味儿。  

我问，是哪个味儿？ 

母亲脸色沉下来，那个味儿你难道忘了？  

那些岁月，那个味道，我如何忘得了？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那时的母亲也就四十七八岁。她从陈年的葫芦头里倒出

十几粒驴耳朵豆角籽。豆角籽是扁的、鼓的、椭圆形，浑身黑色却镶一道白边儿。

黑豆角籽被放进一只白瓷碟子里，并不贮水，而是用一块旧蓝碎花软布，蘸湿了，

蒙在碟子上，像孵小鸡。每天她要将蓝碎花布用清水涮一涮，再蒙上。这样大概



过了五六天，豆角籽肿胀了，发胖了，那还不够。直待豆角籽破开，吐出雀舌一

样的嫩芽儿，才开始播种。 

播种是穴播。母亲沿着篱笆的里边，隔三尺开外挖一个水桶大小深浅的坑，然后

填上鸡粪与猪粪与羊粪与驴粪与狗粪，上面压上黄土，足足地浇上两桶水，却并

不急于下种。待水汽下沉，湿气上返时，才播下种子。每穴只播两三粒，共十几

穴，一周遭的篱笆也就种齐了。 

初时我常常蹲下去看，种子很沉得住气，一点动静也没有。我几乎怀疑，在碟子

里咧嘴的嫩芽是否会蔫回去。就在一天清晨，阳光透过篱笆照进来，那一穴黄土

忽然有了松动，一小片土盖翘着支棱起来。下面竟是三棵幼芽，头钩状，浅绿；

身体胖墩墩，豆黄；下半身柱形，白色。像两个稚气的问号，共同撑起一面天窗。

很快，这面天窗就被幼苗掀翻。 

幼苗先是锥形，叶子是尖尖的，像绿色的剑，直指青天。几天以后，叶子成对成

对出现，如孪生的姐妹，傲然不群。尔后扶摇生长，纤细的茎丝儿不断抽长、延

伸、探索、攀缘，一对一对圆圆的叶子紧随其后，步代跟得很紧很紧。每一对叶

子的根部，都是一条分枝，每一条分枝的叶子，都掩映一簇花朵。花朵蓝莹莹的，

开放状如蓝蝴蝶，造型美如兰花指。每一朵花朵凋谢后，驴耳朵豆角就钻出来。 

驴耳朵豆角真像驴耳朵。长，恰到好处，宽，比例适宜。周边一道紫边绿线，中

间凹凸肉厚肥实。这种豆角很低调，不像五月鲜地豆那样先声夺人，也不像白不

老豆角那样故作清白，更不像十八粒架豆那样垂垂挂挂，显摆显摆。当其他豆角

相继谢世后，驴耳朵豆角在秋头子上才热闹起来。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母亲中午从生产队地里收工回来，未进栅栏门，先从当街用

胳膊夹一个棒秸拖进院来，然后从土窗台上摸出钥匙，踮脚儿开门。棒秸这才被

她放下，先点火，后刷锅，然后舀棒子面，掺水和面。往锅里添一瓢水，往灶里



攘一把柴。迅即奔出门外，钻进稠得不能再稠的绿豆角秧中去了。只一小会儿，

她就兜了一大衣襟驴耳朵豆角。这时，锅底的水似开未开，灶膛里的火似灭未灭。

她又往灶里续了柴，将那一片一片豆角，从脊背一掐，老丝儿绕成一卷一圈，纷

纷跌落在她脚背上。然后用手一撅，抛入锅底。这时，棒子面也醒好了，锅也热

了，“啪！啪！啪！”顺锅沿儿于豆角上面，贴一溜玉米面饽饽。此时，倘火从灶

里燃出来，手又沾着棒子面，母亲只是屈脚将柴火往灶门里一螳，手里照样干活，

其动作干净利落像个武林高手，锅里活儿完毕，扣上锅盖，周围用手巾、抹布圈

严，压上瓦盆。再往灶里填上一大掐子棒骨，这才搬梯子上房，趁锅冒大气、等

待饭熟的时间，将白薯干翻晾一遍。  

母亲下房来时，揭开锅盖。锅底，青色的驴耳朵豆角，散发着淡淡清香；四周，

黄灿灿玉米面饼子，定格着母亲的指痕。母亲将驴耳朵豆角捞出，用凉水一过。

然后在上面撒一小把盐，用筷子一拌。锅底的余温仍可利用，添两瓢水，抓三捧

糠，掺一小碗白薯面，兑半桶泔水，猪也饿得“咣、咣、咣”用嘴头子狂拱猪圈门

子。 

母亲嘴嚼着饼子，生产队上工的钟“当、当、当”又敲响了。 

弟弟很懂事，听母亲说驴耳朵豆角不是那个味儿，特从自己开垦的十边地上揪下

紫边的驴耳朵豆角，不搁油，只放盐，如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之法炮制了一回。 

母亲这回尝了，点点头，就是这个味儿。 

我尝了，直咧嘴，顺口说出，又苦又涩！ 

母亲脸色又沉下来，不苦不涩，那还叫驴耳朵豆角吗？ 

是啊是啊，生活中假如没有苦涩，那还叫生活吗？ 

(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九十七岁的老母亲想吃鲜清焖驴耳朵豆角，表现了老母亲对往昔岁月的怀念与

留恋，引出下文关于驴耳朵豆角的故事。 

B.“淘换来淘换去”既表现了“我”在农贸市场耐心寻找驴耳朵豆角的情形，又说明

驴耳朵豆角在当今的市场上并不常见。 

C.母亲中午从生产队地里收工回来，点火烧水的间隙采摘驴耳朵豆角，准备一家

人的中餐，忙忙碌碌而又井井有条。 

D.锅底的青色的驴耳朵豆角散发清香，四周的玉米面饼子黄灿灿的，简单的食物

折射出当时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极度匮乏。 

7.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择菜、切菜、炒菜、配料，文章运用一连串的细节描写，表现了妻子的心灵手

巧与孝顺。 

B.“而是用一块旧蓝碎花软布，蘸湿了，蒙在碟子上，像孵小鸡”，语言质朴，如

话家常，带有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 

C.文章运用第一人称叙事，用“我”的视角叙写母亲与豆角的故事，表达了对劳动

致富的肯定与赞美。 

D.“如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之法炮制了一回”，巧妙点明“那些岁月”的具体时间，为

文章增添了怀旧的意味。 

8.请简要分析“母亲脸色”两次“沉下来”的原因。(4 分) 

9.文章详细描写了母亲催芽、播种以及驴耳朵豆角生长的过程，这有什么作用？

请结合全文简要说明。(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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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 题。 



材料一： 

范文正公，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 

方贵显时，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日有食，岁有

衣，嫁娶凶葬皆有赡。择族之长而贤者主其计，而时共出纳焉。日食，人一升；

岁衣，人一缣；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妇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

葬者如再嫁之数，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岁入给稻八百斛。以其所入，

给其所聚，沛然有余而无穷。屏而家居俟代者与焉，仕而居官者罢莫给。此其大

较也。 

初，公之未贵显也，尝有志于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为西帅，及参大政，

于是始有禄赐之入，而终其志。公既殁后世子孙修其业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虽

位充禄厚，而贫终其身。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唯以施贫活族之义，

遗其子而已。 

呜呼！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钟禄，其邸第之雄、车舆之饰、声色之多、妻孥之富，

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门者，岂少也哉？况于施贤乎？其下为卿，为大

夫，为士，廪稍之充、奉养之厚，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壶瓢为沟中瘠者，

又岂少哉？况于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 

(节选自《古文观止·义田记》，有删改) 

材料二： 

范仲淹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

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晏殊知应天府，闻仲淹名，召置府学。尝推

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仲淹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

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

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分、庆二州之民与属羌，



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节选自《宋史·范仲淹传》，有删改) 

10.材料一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将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写在横

线上。(3 分) 

公既殁 A 后 B 世 C 子孙修 D 其业 E 承 F 其志 G 如公 H 之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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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A.文正，谥号，古代帝王、贵族、大臣等死后被追加的称号。范文正公即范仲淹，

谥号“文正”。 

B.为，意为“成为”，与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霓为衣兮风为马”中的“为”意思不

同。 

C.堪，意为“经得起、忍受”，与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如今有谁堪摘”中的

“堪”意思相同。 

D.斋，斋戒，指古人在祭祀前洁净身心等。范仲淹去世后，羌族部落首领斋戒三

日，表示崇敬与怀念。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范仲淹买了靠近外城且能常年丰收的一千亩良田，叫作“义田”，用它来养活、

周济众多同族的人。 

B.范仲淹去世时，没有棺木装殓尸身，儿子也没有钱为其办像样的丧事。几百位

羌族部落首领像失去父亲一样为他痛哭。 

C.许多身居三公高位的人，享受着优厚俸禄，可族人却不能进他们的大门，这与

范仲淹形成了对比。 

D.范仲淹为政多年，到过的地方留下了恩德。范仲淹死后，当地百姓画了他的像

并建立祠堂祭祀他。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屏而家居俟代者与焉，仕而居官者罢莫给。(4 分) 

(2)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4 分) 

14.范仲淹身上有哪些高尚品质？请根据两则材料简要概括。(3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两首宋词，完成 15-16 题。 

鹧鸪天 贺铸 

重过阊门①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②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原上草，露初晞③。旧栖新垅④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

明月夜，短松冈。 

[注]①阊门：苏州城西门，此处代指苏州。②梧桐半死：一说此桐为连理枝，其

中一枝已亡，一枝犹在，斫以制琴，声音为天下之至悲，这里用来比拟丧偶之痛。

③此二句取典于汉乐府丧歌《薤露》：“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

一去何时归？”薤，植物名。④垅：坟墓。  

15.下列对这两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鹧鸪天》一词，“同来何事不同归”劈头一问，看似无理，却极有情，道出了

词人失去妻子后强烈的悲苦之情。 

B.《鹧鸪天》下片，运用对比手法，“露初晞”与“新垅”形成鲜明对比，更让词人产

生“物是人非”的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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