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莆田市西天尾中学高一语文联考试题含解析

一、 现代文阅读（35分，共3题）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0分）

卖笑的人

[德]海因里希·伯尔/草芳译

每当人们问起我的职业，我总感到尴尬：我这个平素以自信著称的人会变得脸红，言

语支吾。我羡慕那些能直截了当地说“我是泥瓦匠”的人们，我也羡慕理发师、会计和作

家，因为他们可以简单明了地说出自己职业的名称而无需冗长的解释。我，是一个卖笑的

人。这一介绍必须附有说明，因为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您以此为生吗？”对这一问题我

也必须按照实际情况给予肯定的回答。

我确实是以我的笑来谋生的。我生活得并不坏，用商业用语说，因为我的笑销路很好

。我是一个经过训练的很不错的卖笑者。我笑起来和谁都不一样，谁也不具备我这样的艺

术色彩。为了避开令人烦恼的解释，长期以来我一直自称为演员。然而怎奈我的表演和语

言天才欠缺，使我感到这样称呼自己不符合真实情况。我主张实事求是，而事实却是，我

是一个卖笑的人。我既不是小丑，又不是滑稽演员，我并不使人们活跃，而是通过我的笑

声使场面活跃：我像一位古罗马的将军一样地笑着，或者，像一位多愁善感的高中毕业生

一样地笑着。无论是十七世纪的笑还是十九世纪的笑，我都熟练自如。如果需要，我能把

各个世纪的笑，一切社会阶层的笑，各种不同年龄的笑统统表演出来。要问我怎么学的笑

，其实这十分简单，就像学习修鞋一样的简单。美洲人的笑蕴藏在我胸中，还有非洲人的

笑，白种人的笑，红种人的笑，黄种人的笑我都会。我按照导演的规定，发出报酬各不相

同的笑声。

我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我的笑灌入了唱片，录了音，而且广播剧的导演们对我

百般照顾。我心情沉重地、适度地，歇斯底里地笑着——

我像一名电车售票员或者一位食品部的学徒工一样地笑着，我表演早晨的笑、晚间的笑、

夜里的笑以及黄昏时分的笑，一句话，不管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只要该笑了，我都能

笑。



从事这样一种职业是相当吃力的，特别是因为我精通这种感染力强的笑的艺术——

这是我的特长，但愿人们会相信我的话。就这样，对于三等、四等的滑稽演员来说，我也

成为不可缺少的人物，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担心自己演出的滑稽效果。我几乎每

天晚上以一个敏感的喝彩者的身份坐在剧场，以便在节目效果差的时刻发出笑声去感染观

众。这种笑要有分寸：我所发出的由衷的狂笑既不可太早，又不可太晚，必须恰到火候—

—

到时候我按节目的要求爆发出笑声，全体观众就跟我一起狂叫，就这样，挽救了节目的滑

稽效果。

而我呢？演出结束之后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回到衣帽问，披上大衣，庆幸我终于下了

班。而在家里，经常放着拍给我的电报，诸如“急需您的笑，星期二录音”。于是，在几

小时之后，我乘上一辆供暖过分的直达快车，坐在车上抱怨着我的命运。

人人都会理解，为什么我在下班之后或休假期间很少有兴趣一笑：挤奶工人，当他可

以忘记奶牛时，泥瓦匠，当他可以忘记泥浆时，该是何等轻松呀。木匠家里的门常常开关

不灵，或者抽屉得费牛劲才打得开。烤甜点心的工人爱吃酸黄瓜，卖肉的人喜欢吃杏仁糖

，面包师不爱吃面包而爱吃香肠，斗牛者喜爱拨弄葡萄，拳击家看见自己的孩子流鼻血就

会吓得脸色苍白：这一切的一切我完全理解，因为我下班以后从来不笑。我严肃得要命，

有人说我是个悲观主义者，这也许是有道理的。

我们结婚以后的头几年，我的妻子常常对我说：“你倒是笑一笑呀！”但是后来她清

楚了，我不可能满足她的愿望。每当我有机会松弛一下我那紧张的面部肌肉时，每当我可

以用十分严肃的表情休息一下我那过度劳累的心绪时，我总感到幸福。是的，在这时，连

他人的笑都会使我变得神经质，因为只要是笑声就太容易引起我想到自己的职业。就这样

，我们过着安静而和平的夫妻生活，因为连我的妻子也忘记怎么笑了。间或，我捉住她脸

上的一丝微笑，这时我也报以微笑。我们说话的声音很轻，因为我痛恨滑稽剧场的嘈杂，

也痛恨录音室里可能发出的噪音。不了解我的人还以为我性格孤僻，也许我是性格孤僻，

因为我只为卖笑而开口的次数实在太多了。 

我以麻木不仁的表情度过着我自己的一生。我只允许自己偶尔轻轻地微笑一下，而且

，我常常在思索着一个问题：我究竟是否真的笑过。我认为我从来没有真的笑过。我的兄

弟姐妹们说得好：我向来是一个严肃的小伙子。

就这样，我以多种不同的方式笑着，却不了解我自己的笑。

(1)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4分)



A．在作为捧场者经过恰如其分的“笑”的工作后，“我”高兴地下班回家，表明对

自已的工作有着成就感。



B．“我”的笑是“热门货”，所以“我”也成了缺少不了的人，广播剧的导演、三

四流的滑稽演员都会需要“我”。

C．小说中“我”介绍自己的职业时，用了“尴尬”“变得脸红”“言语支吾”等语

句，表明他对自己从事职业的能力没有信心。

D. 

这篇小说生动细致地刻画了一位以“卖笑”为生的人，通过他的动作、语言、神态的描写

，写出了他内心的真切感受。

E. 

“我”回家后反而从来不笑，对笑有着厌烦感，说明工作状态下的笑是职业性的笑并不是

基于内心真正的高兴而笑。

(2)小说开头写“我”的心理状态，这样写的意图是什么?请结合情节简要分析(5分)

(3)小说中的“我”这一形象有哪些特点?请简要分析。(5分)

(4)有人认为，小说以“我以多种不同的方式笑，却不了解我自己的笑”，结尾这样的安

排有点画蛇添足，对此你有什么看法?(6分)

参考答案：

（1）（4分）E B    

(C. 

“我”只是对自己从事的职业不同于其他人而感到不好意思，他对自己的能力是有信心的

。A. 

“我”高兴地回家，是因为终于可以暂时停止工作了。D.小说中并没有语言和神态的描写

。)

(2) 

（5分）①交代对我而言，“笑”是我维持生活的职业，因为这个职业有别于他人而让我

感到羞愧。②交代了因“我”的职业身份不好明确，而难以让别人理解。③开头写自己以

“笑”为生，与后文“我”平常生活的状态形成反差。

(3) 

（5分）①演艺精湛。他能精通各种笑的技巧，得到各类人的欣赏，“成为不可缺少的人

物”。②为生计所迫，违背自己的本性，靠“卖笑”为生。③精神世界充满着扭曲。工作

时强加欢笑，回到家中对笑产生厌恶的情绪。

(4) （6分）观点一:这个结尾的安排不是画蛇添足。①



最后一句话是对全文的总结，小说中前面写“我”的笑是出于职业的需要.将其作为

商品本是无奈之举。②这一句话以对比的方式写出了他生活的实际情况，与前文形成呼应

。③最后这样写，写出了自己的“笑”的生活辛酸，点明了主旨。观点二:这个结尾确实

是画蛇添足。①小说主体部分已经通过对比的方式写出了职业上的笑与生活状况的矛盾.

最后一句话就没有必要再这样写。②后半部分反复写“自己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从来

不笑”，这里再做重复是没有必要的。③如果以倒数第2段最后“我从小就是一个严肃的

孩子”结束，小说行文戛然而止，意味深长，更含蓄。(观点2分，分析4分，有其他的理

由也可以，意思对即可。)

2.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20—23题（共8分）

中国地图

高鹏程

　　

⑴去乡下拜年，看见几乎每家堂屋里都挂着一张中国地图，大舅家有，二奶奶家有，还有

小姑，小姨家……这些地图，有些新贴上去不久，有些看起来有好几年了。但是和烟熏火

燎几十年的土坯墙相比，依旧有些突兀。几乎是昏暗的土坯墙上唯一鲜亮的事物。

　　

⑵“究竟是怎么回事？”终于，在外婆家，我忍不住问呆立在地图边的三舅。三舅没有说

话，用手指了指，让我自己看。

　　

⑶地图上，从小小的平峰镇出发，一些用铅笔画的歪歪扭扭的曲线，慢慢延伸到了四面八

方：山西、浙江、上海、新疆、广东……经过简短而漫长的跋涉后，圈住了一些字体或大

或小的地名。

　　⑷我明白了，这些地图上连着的地名，都是我的表兄妹们外出谋生和打工的地方——

在山西沁水挖煤的是大表兄；远嫁新疆的是二表妹；云南昭通的是三表弟媳妇的老家，如

今，他们又双双在浙江西塘打工……我也看到了自己借以谋生的——

浙江象山。我的这些穷亲戚们，大字不识几个，老家粗糙的方言，也不适合他们表达什么

细腻的感情。他们只是把对每一个亲人的牵挂，用一根瓜蔓一样的铅笔线，以一种具体而

虚幻的方式维系在地图上。



　　

⑸中国地图，原来还可以是我们某个人情感分布的地图。某些陌生的区域和地名，因为是

亲人所在而不断变得熟知起来。比照“人口地图”、“经济地图”……或者，也应该有这

样一个属于我们的“亲人分布图”吧！

　　

⑹我想，我的这些穷亲戚们串门、相聚时，可能就会凑到这张中国地图前，指点着说这里

那里距离的远近，说这里那里各自在远方的儿女的近况。而一说“这里那里”，是否就有

天涯咫尺之感，甚至亲人音容如在眼前了呢？

　　

⑺我的不识字的三舅，年迈的三舅，我的胸怀祖国的三舅，站在地图前看起来就像一个将

军正指挥着自己的士兵南征北战、东奔西走——

不，他其实更像一只衰老的蜘蛛，用眼光抚摸着自己用蛛网围成的疆域。

　　⑻在广东某地，有几个涂得最黑最重的黑圈——这是他最小的女儿辗转打工的地方—

—因为讨不到工钱，她已有三年多没有回家……

　　

⑼在热闹的过年鞭炮齐鸣之后，在喧闹的亲朋好友散尽之后，在这个昏暗的小屋里，三舅

会以怎样的神情凝视着地图下方的某个地名？他的思绪会怎样一次次地坐上南去的火车，

循着这条简短而漫长的曲线，在他有限的关于南方繁华世界的信息中，去看望女儿生活的

城市，看见女儿忙碌、疲惫的身影……抑或还有快乐的满足的笑容？而每次“探望”回来

，他又会怀着什么心情，拿起铅笔，在这个他十分陌生却已经变得熟悉的点上又加上重重

的一圈？……

　　⑽“阿舅，还是让小妹回来好了……”

　　

⑾“啊……”三舅仿佛从梦中惊醒了一般，但他用力挥了挥手，下决心似的说，“什么话

！”

⑿我没有去更多的人家。但我知道，我的判断不会有什么差错。因为早就听说了，宁

夏西吉，这个拥有47万人口的贫困大县，每年外出打工的约有12万人。后来我才听说当地

的一首新民谣：家家屋里老两口，门前拴个大黑狗。十户人家九户空，墙上一张大地图。

   

                 （文章选自2011年《散文》第10期，有删改）



20．联系全文，简要说说第⑶段中“漫长的跋涉”对老人和儿女们各意味着什么。（2分

）

21．请指出第⑺段的艺术手法，并分析其表达效果。(3分)



22．请分析以“新民谣”作结尾的作用。（3分）

参考答案：

20．对儿女们来说，外出打工是一条路途遥远充满艰辛的谋生之路；对在家的老人们来说

，儿女外出就意味着那就是一条追随儿女身影的绵长的牵挂思念之路。

评分标准：写出“遥远而艰辛的谋生之路”、“绵长的牵挂”相近的意思，各得1分，共2

分。

21．运用比喻、对比手法，先将三舅比作指挥自己的士兵南北征战“将军”，形象地写出

三舅时刻关心关注着分布在祖国各地的子女的足迹，但作者又说他更像“衰老的蜘蛛”，

更有一种独守空巢的凄楚和悲凉。由“将军”到“衰老的蜘蛛”，前后对比反差，引起读

者的同情和深思。

评分标准：点出“比喻”并分析（重点写出对“老蜘蛛”喻体的分析），2分；点出“对

比”并分析1分。）

22.（从内容看）新民谣把当地人外出打工现象由上文的“我”的亲人扩大到整个地区，

进一步说明该现象的普遍，丰富了内容，深化了主旨；（从结构上看）点明题目，呼应开

头，使文章结构完整，使“中国地图”这一核心意象得以突出；（从表达看）民谣语言生

动活泼，朗朗上口，富于地方特色，使文章表达有变化，颇具乡土情趣。

评分标准：3分，从内容角度，写出“普遍性”“深化主旨”各1分，再从结构角度、语言

表达角度写到其中1个角度即可得满分。

3.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敌与友

老舍

不要说张村与李村的狗不能见面而无伤亡,就是张村与李村的猫,据说,都绝对不能同

在一条房脊上走来走去。张村与李村的人们,用不着说,当然比他们的猫狗会有更多的成见

与仇怨。

大概自有史以来,张村与李村之间就没有过和平。为表示抵抗,两村人是不惜牺牲了真

理的。张村的太阳若是东边出来,那就一定可以断定李村的朝阳是在西边。

两村的村长是最激烈的,不然也就没法作村长。张村村长的二儿子张荣已在军队生活

过了三年,还没回来过一次。这很使张村长伤心,怨他的儿子只顾吃饷,而忘了攻击李村的

神圣责任。慢慢的村长想出了主意,时常对村众声明:“我的二小子,是大排长。李村里出

去那么多坏蛋,可有一个



当排长的?我真愿意李村的坏蛋们都在我的二小子手下当差,每天不打不打也得打他们

每人二十军棍!”不久这套话便被全村的人记熟,“打他二十”渐渐成为挑战时的口号。

李村的确没有一个作排长的。最难过的自然是村长。为这个,李村村长打发自己的小

儿子李全去投军:“小子,你去当兵!限你半年,就得升了排长!不,升到营长!”李全入了伍

。可是半年过去了,又等了半年,排长的资格始终没有往他身上落。

真正的战争来到了,两村的人一点也不感到关切。说真的,要不是几个学生来讲演过两

次,他们就连中日战争这回事也不晓得。由学生口中,他们知道了这个战事和日本军人如何

残暴。他们很恨日本鬼子,也不怕去为打日本鬼子而丧了命。可是,这得有个先决的问题:

张村的民意以为在打日本鬼子以前,须先灭了李村;李村的民意以为须先杀尽了张村的仇敌

,而后再去抗日。

战事越来越近了,两村还没感到什么不安。他们只盼望日本打到,而把对岸的村子打平

。

世界上确是有奇事的。侦探回来报告张村长:张荣回来了。可是,他搀着李全,走得很

慢!

李村长也得到同样的报告。

两村长最初想到的是把两个认敌为友的坏蛋,一齐打死。可是这太不上算。

第二次报告来到:他们俩坐在了张村外的大杨树下面。两村长的心中象刀剜着一样。

那株杨树是神圣的,在树的五十步以内谁也不准打架用武。

第三次报告:李全躺在树下,似乎是昏迷不醒了;张荣还坐着,脸上身上都是血。

两村长撑不住了,对大家声明要去看看那俩坏蛋是怎回事,绝对不是去认儿子,他们情

愿没有这样的儿子。

他们不愿走到杨树底下去,也不召集村人来保护他们,虽然明知只身前去是危险的。两

个老头子不约而同来到杨树附近,谁也没有看谁,以免污了眼睛,对不起祖先。

张荣看见父亲,不晓得怎好的叫了一声“爹”,而后迟疑了一会儿用同样的声音叫了声

“李大叔”!

李村长没答声。张村长的胡子嘴动了动,眼里冒出火来,他觉得这声“李大叔”极刺耳

。



张荣看着父亲,毫不羞愧的说:“李全救了我的命,我又救了他的命。我把李全拖了回

来,他的性命也许……反正我愿把他交到家里来。在他昏过去以前,他嘱咐我:咱们两村子

得把仇恨解开,现在我们两村子的,全省的,全国的仇人是日本。在前线,他和我成了顶好的

朋友。我们还有许多朋友,从广东来的,四川来的……都是朋友。凡是打日本人的就是朋友

。爹!李大叔!你们说句话吧!咱们彼此那点仇,一句话就可以了结。为私仇而不去打日本,

咱们的祖坟就都保不住了!”

二位村长低下了头去。

李全睁开了眼,看明是父亲,他的嘴唇张了几张:“我完了!你们,去打吧!打……!”

张村长豆大的泪珠落在李全的脸上。而后拍了拍李村长的肩:“咱们是朋友了!”

(有删改)

4.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最恰当的一项是

A. 

小说开篇运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交代了张村与李村的狗猫水火不容,形象地点明了两村的

敌对关系,语言幽默,统领全篇,画龙点睛。

B. 

张村村长的二儿子当了排长,而李村没有一个参军的。后来李村村长的小儿子参军了,但一

直没有一官半职,这使得李村在与张村的争斗中一直处于下风。

C. 

张村和李村冲突不断,主要原因是两个村长迂腐守旧、顽固狭隘,化解他们两人的矛盾才是

改变张村和李村敌对关系的关键。

D. 

小说结尾借张荣和李全的话点明了作品的主旨,意在表明两村的矛盾和民族矛盾比起来,根

本不算什么,应该捐弃前嫌,一致对外。

5. 张村和李村的敌对关系是如何一步步化解的?请简要概括。

6. 

小说标题“敌与友”有什么寓意?以此为题又有哪些好处?请结合小说内容谈谈你的看法。

参考答案：

4. C    

5. 

①几个学生的演讲使两村人都恨日本人；②张荣和李全相互搀扶归来打破了两村世代的仇



恨壁垒；③他们在战争中成了生死之交，两位村长受到感召；④张荣的讲述让两位村长都

认识到民族的仇恨、家族的危机；⑤李全的死让双方彻底放弃了仇恨。    

6.



 

寓意：“敌”既指张、李两村世代为敌，又指日本侵略者；“友”指两村村长的儿子成为

朋友，又指张、李两村化敌为友。“敌与友”蕴含作品主题。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国人应

舍私仇而赴国难，表达了全体中国人应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主旨。

好处：①构成矛盾冲突，吸引读者阅读。②题目暗示情节，小说是围绕张、李两村敌和友

关系的转化来展开的。

【4题详解】

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分析和概括文章的内容要点的能力。此类试题解答时，要先通读

全文，了解和把握全文的内容和主旨，在此基础上，联系上下文，结合文本内容对文章某

一内容要点进行分析和概括。解答此题，可将各选项文字同文本相关内容进行比较，以确

定正误。C项，张村和李村的冲突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两村的村长之间的矛盾

是村民矛盾的集中表现，其性格特点非主要原因，因此也就谈不上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故

选C。

【5题详解】

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分析作品结构，概括作品主题的能力。解答本题需要从文中找出

相关的情节内容，然后加以概括。文章前半部分主要写张村和李村两个村子仇怨太深；而

接下来是几个学生的演讲使两村人都恨日本人，但是仇怨并没有有所化解；然后是张荣和

李全相互搀扶着回来了；接下来讲他们在战争中成了生死之交，使两位村长受到了感召；

最后张村长拍了拍李村长的肩：“咱们是朋友了！”根据情节脉络概括两村之间的关系变

化。

【6题详解】

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的解读的能力。标题的含义注意

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表层含义和深层含义。表层含义要结合文章的情节进行分析，深层

含义结合文章的人物性格特征、时代背景和文章的主旨分析。关于“敌与友”的寓意，需

要结合文本指出“敌”与“友”分别指什么，尤其是“敌”是具有双重含义的，因为张、

李两村世代为敌，因为日本人的入侵，张、李两村又以日本侵略者为敌。“友”也具有双

重含义，先是两个村长的儿子是友，后来两村也化敌为友了。关于这个标题的好处，重点

从情节、读者的阅读效果角度入手。



【点睛】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分析文章的标题注意从和文章的情节、结构、人物（或物象

）、主旨的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情节主要分析文章的情节以什么为主，结构看文章的标

题是否能串联文章的内容或是否是文章的线索，人物（或物象）看标题是否能暗示人物的

命运或物象的特征，主旨上看是否能够暗示或点明主旨，有时还从制造悬念和吸引读者的

角度进行分析，有时还要分析标题中艺术手法，如双关、反语等。

二、 古代诗文阅读（35分，共3题）

4.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

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

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

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惟君图

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

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烛之武退秦师》

秦王斋五日后,乃设九宾礼于廷,引赵使者蔺相如。相如至,谓秦王曰：“秦自缪公以

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且

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

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秦王与

群臣相视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

。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

——《廉颇蔺相如列传》

18. 下列句中加点词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越国以鄙远        鄙：边邑

B. 不阙秦,将焉取之        阙：侵损

C. 引赵使者蔺相如        引：延请

D. 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    约束:信约

19. 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A. 焉用亡郑以陪邻        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

B. 夜,缒而出        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



C. 若亡郑而有益于君    乃设九宾礼于廷

D. 因人之力而敝之        左右或欲引相如去 秦王因曰

20. 下列关于上面两个文段的评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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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0550

5602100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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