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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4 年重庆卷）阅读下文，完成下列各题。 

东坛井的陈皮匠 

何晓 

①一个地方只要历史长了，就会产生些离奇的故事。 

②古城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当你花费了比去欧洲还要多的时间，从大城市曲里拐弯地来到这里时，疲惫

的身心会猛然因眼前远离现代文明的古老而震颤：唐宋格局、明清街院，这化石一样的小城里,似乎每一扇

刻着秦琼尉迟恭的老木门后面，都有一个传承了五千年的大家族在繁衍生息……而每一个迎面过来的人，他

穿得越是普通，你越是不敢小瞧他，因为他的身上自然地洋溢着只有在这样的古城里生长的人才有的恬静和

自信,哪怕他只是一个绱鞋掌钉的小皮匠。 

③沿袭着“食不过午”老规矩的，似乎只有传统小吃。但古城里曾经严格遵守另一种做生意“时不过午”

老规矩的，却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东坛井的陈皮匠。 

④东坛井是一条老街,街头有一口叫东坛井的千年老井。老井现在是文物，周围砌了台子，被重点保护

了。陈皮匠的家就是陈家大院子,在老井东边，大院有两套天井一个后花园，一栋小巧的绣楼,后面一套天井

是皮匠的藏书室。陈家大院子的正门在与街面丁对着的巷子里，除了家人进出，平时总关着。隔了街道，皮

匠的摊子在老井西面的醋吧街沿上。皮匠从十九岁开始就在那里摆摊，没人说他不能在那里摆摊，他是这条

街上最正宗的土著。 

⑤皮匠的手艺好,补的鞋既巴适又牢实。了解他的人都说：可惜哟，一个老高中生，灵巧得能绣花，随

便做啥也能成气候嘛，去当皮匠。皮匠才不这样想,他悠闲自在地守在摊子上，不管生意好坏，中午十二点

都要准时收摊。他上午挣了多少钱，下午就要买多少钱的书。古城收售旧书和收藏旧书的人,都认得他，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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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在意哪一类书，只要看到他来了，立马抱一摞出来任他选。钱不够,也没关系，第二天拿来就是了。古

城的人都爱老书，或者自己读，或者倒来倒去当古董卖。 

⑥晚上，皮匠一般都待在他的藏书室里。至于他在里面干些啥，皮匠娘子从不过问。要休息的时候，只

是在外面喊：老汉，等你哈。皮匠听了，先咳嗽一声，然后才出来。 

⑦皮匠的生活一直都像这样,很平静。古城其他人的生活也很平静——直到上个月皮匠的女儿回来。 

⑧女儿是在上飞机的时候才打电话说要回来的。黄昏时，女儿回来了，后面还跟了一个干巴老头。女儿

一进屋就介绍说:这是我的导师，历史学家牟汉达教授。爸爸,老教授想看看我们的族谱。 

⑨皮匠一听来人是历史专家，心里就已经有数了。第二天，皮匠和女儿陪着教授在藏书室里整整待了六

个小时，这六个小时里，从《续〈资治通答〉长编》《宋人轶事汇编》《宋史选举志》到《南充史志》《保宁

府志》《将相堂记》《重修三陈书院记》《陈氏家谱》……教授一直在翻书，皮匠的女儿一直在拍照，皮匠—

直在回答教授的提问。 

⑩他们终于从藏书室里出来时，教授说:你已经有了我想有的一切。 

⑪皮匠回应说:我这一辈子，就等这一天哩。 

⑫数月后，一篇学术论文震惊了整个历史学界：《南宋三陈故里之重考》。而同时被震惊的还有古城的官

员、文人和实业家：那么著名的历史人物原来是古城人啊！于是，古城迅速掀起了一股宣传、发现、挖掘的

热浪，无限的商机突然摆在了眼前,安静的古城人一下子变得疯狂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被导游带来参观陈

家大院，一批又一批的说客拥来劝皮匠合伙开发陈家大院……皮匠想：这东坛井陈家大院的大门，怕是再也

关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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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收到女儿寄回的报纸、杂志，皮匠认认真真地把老教授的论文和与论文相关的评论文章，读了一遍又

一遍。然后他歇了十多天业，把家里的藏书整理出来，重新造册，一一核对之后，全部送给了牟汉达教授。 

⑭从此，陈皮匠和古城的其他皮匠一样，下午也要补鞋了。                               (有刪改） 

1.怎样理解文中“了解他的人都说:可惜哟，一个老高中生,灵巧得能绣花,随便做啥也能成气候嘛,去当皮

匠”这句话的含意？（2 分） 

2.文中第②段的环境描写,突出了古城怎样的特点？这对塑造陈皮匠的形象有何作用？（5 分） 

3.陈皮匠的藏书有什么特点？请根据文本予以说明。（4 分） 

4.陈皮匠为什么要把自己费了不少心血得来的藏书送给牟汉达教授？（5 分） 

5.文中写了陈皮匠和其他古城人面对无限商机的不同态度,请予评价；作者这样写的意图是什么,请予探

讨。（7 分） 

二、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3 题。 

表 妹 

林斤澜 

矮凳桥街背后是溪滩，那滩上铺满了大的碎石，开阔到叫人觉着是不毛之地。幸好有一条溪，时宽时窄，

自由自在穿过石头滩，带来水草野树，带来生命的欢喜。 

滩上走过来两个女人，一前一后，前边的挎着个竹篮子，简直有摇篮般大，里面是衣服，很有点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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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拱着腰身，支撑着篮底。后边的女人空着两手，几次伸手前来帮忙，前边的不让。前边的女人看来四十

往里，后边的四十以外。前边的女人不走现成的小路，从石头滩上斜插过去，走到一个石头圈起来的水潭边，

把竹篮里的东西一下子控在水里，全身轻松了，透出来一口长气，望着后边的。后边的走不惯石头滩，盯着

脚下，挑着下脚的地方。前边的说： 

“这里比屋里清静，出来走走，说说话……再呢，我要把这些东西洗出来，也就不客气了。” 

说着就蹲下来，抓过一团按在早铺平好了的石板上，拿起棒槌捶打起来，真是擦把汗的工夫也节约了。 

看起来后边的是客人，转着身于看这个新鲜的地方，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着： 

“水倒是清的，碧清的……树也阴凉……石头要是走惯了，也好走……” 

“不好走，一到下雨天你走走看，只怕扭断了脚筋。哪有你们城里的马路好走。” 

“下雨天也洗衣服?” 

“一下十天呢，二十天呢。就是三十天不洗也不行。嗐，现在一天是一天的事情，真是日日清，月月结。” 

客人随即称赞： 

“你真能干，三表妹，没想到你有这么大本事，天天洗这么多。” 

主人微微笑着，手里捶捶打打，嘴里喜喜欢欢的： 

“事情多着呢。只有晚上吃顿热的，别的两顿都是马马虎虎。本来还要带孩子，现在托给人家。不过洗

完衣服，还要踏缝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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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其实是个做活的能手，又做饭又带孩子又洗衣服这样的日子都过过。现在做客人看着人家做活，两

只手就不知道放在哪里好。把左手搭在树杈上，右手背在背后，都要用点力才在那里闲得住。不觉感慨起来： 

“也难为你，也亏得是你，想想你在家里的时候，比我还自在呢。” 

主人放下棒槌，两手一刻不停地揉搓起来： 

“做做也就习惯了。不过，真的，做惯了空起两只手来，反倒没有地方好放。乡下地方，又没有什么好

玩的，不比城里。” 

客人心里有些矛盾，就学点见过世面的派头，给人家看，也压压自己的烦恼： 

“说的是，”右手更加用力贴在后腰上，“空着两只手不也没地方放嘛。城里好玩是好玩，谁还成天地玩

呢。城里住长久了，一下乡，空气真就好，这个新鲜空气，千金难买。” 

单夸空气，好比一个姑娘没有什么好夸的，单夸她的头发。主人插嘴问道： 

“你那里工资还好吧？” 

提起工资，客人是有优越感的，却偏偏埋怨道： 

“饿不死吃不饱就是了，连奖金带零碎也有七八十块。” 

“那是做多做少照样拿呀！” 

“还吃着大锅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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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不做也拿六七十吧？” 

“铁饭碗！” 

客人差不多叫出来，她得意。主人不住手地揉搓，也微微笑着。客人倒打起“抱不平”来： 

“你好脾气，要是我，气也气死了，做多做少什么也不拿。” 

“大表姐，我们也搞承包了。我们家庭妇女洗衣店，给旅店洗床单，给工厂洗工作服都洗不过来。” 

“那一个月能拿多少呢？”客人问得急点。 

主人不忙正面回答，笑道： 

“还要苦干个把月，洗衣机买是买来了，还没有安装。等安装好了，有时间多踏点缝纫机，还可以翻一

番呢！” 

“翻一番是多少？”客人急得不知道转弯。主人停止揉搓，去抓棒槌，这功夫，伸了伸两个手指头。 

客人的脑筋飞快转动：这两个手指头当然不会是二十，那么是二百……听着都吓得心跳，那顶哪一级干

部了？厂长？……回过头来说道： 

“还是你们不封顶好，多劳多得嘛。” 

“不过也不保底呀，不要打算懒懒散散混日子。” 

客人两步扑过来，蹲下来抓过一堆衣服，主人不让，客人已经揉搓起来了，一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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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懒散散，两只手一懒，骨头都要散……乡下地方比城里好，空气第一新鲜，水也碧清……三表妹，

等你大侄女中学一毕业，叫她顶替我上班，我就退下来……我到乡下来享几年福，你看怎么样？” 

（选自《十月》1984 年第 6 期，有删改） 

1．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开头的景物描写，以自由流动的溪水所带来的“水草野树”以及“生命的欢喜”，暗示着农村

的新气象。 

B．小说中“一路拱着腰身”等动作描写，以及“真是日日清，月月结”等语言描写，为下文表妹承包

洗衣服这件事做了铺垫。 

C．表姐两次提到乡下空气“新鲜”，第一次是出于客套，第二次提到时，表姐对农村的好已有了更多

体会。 

D．表妹说的“不要打算懒懒散散混日子”，既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态度，也流露出对自己得不到休息

的些许不满。 

2． 请简要分析表姐这一人物形象。（6 分） 

3． 小说刻画了两个人物，作者以“表妹”为题，表达了哪些思想感情？（6 分） 

三、阅读下面文字，完成（1）-（4）题。（25 分）（2013 全国 2 卷） 

峡 谷 



 

8 

 

阿城 

山被直着劈开，于是当中有七八里谷地。大约是那刀有些弯，结果谷地中央高出如许，愈近峡口，便愈

低。 

森森冷气漫出峡口，收掉一身粘汗，近着峡口，倒一株大树，连根拔起，似谷里出了什么不测之事，把

大树唬得跑，一跤仰翻在那里。峡顶一线蓝天，深得令人不敢久看。一只鹰在空中移来移去。 

峭壁上草木不甚生长，石头生铁般锈着。一块巨石和百十块斗大石头，昏死在峡壁根，一动不动。巨石

上伏两只四脚蛇，眼睛眨也不眨，只偶尔吐一下舌芯子，与石头们赛呆。 

因有人在峡中走，壁上时时落下些许小石，声音左右荡着升上去。那鹰却忽地不见去向。 

顺路上去，有三五人家在高处。临路立一幢石屋，门开着，却像睡觉的人。门口一幅布旗静静垂着。愈

近人家，便有稀松的石板垫路。 

中午的阳光慢慢挤进峡谷，阴气浮开，地气熏上来，石板有些颤。似乎有了噪音，细听却什么也不响。

忍不住干咳一两声，总是自讨没趣。一世界都静着，不要谁来多舌。 

走近了，方才辨出布旗上有个藏文字，布色已经晒退，字色也相去不远，随旗沉甸甸地垂着。 

忽然峡谷中有一点异响，却不辨来源。往身后寻去，只见来路的峡口有一匹马负一条汉，直腿走来。那

马腿移得极密，蹄子踏在土路上，闷闷响成一团。骑手侧着身，并不上下颠。 

愈来愈近，一到上坡，马慢下来。骑手轻轻一夹，马上了石板，蹄铁连珠般脆响。马一耸一耸向上走，

骑手就一坐一坐随它。蹄声在峡谷中回转，又响又高。那只鹰又出现了，慢慢移来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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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手走过眼前，结结实实一脸黑肉，直鼻紧嘴，细眼高颧，眉睫似漆。皮袍裹在身上，胸微敞，露出油

灰布衣。手隐在袖中，并不拽缰。藏靴上一层细土，脚尖直翘着。眼睛遇着了，脸一短，肉横着默默一笑，

随即复原，似乎咔嚓一响。马直走上去，屁股锦缎一样闪着。 

到了布旗下，骑手俯身移下马，将缰绳缚在门前木桩上。马平了脖子立着，甩一甩尾巴，曲一曲前蹄，

倒换一下后腿。骑手望望门，那门不算大，骑手似乎比门宽着许多，可拐着腿，左右一晃，竟进去了。 

屋里极暗，不辨大小。慢慢就看出有两张粗木桌子，三四把长凳，墙里一条木柜。木柜后面一个肥脸汉

子，两眼陷进肉里，渗不出光，双肘支在柜上，似在瞌睡。骑手走近柜台，也不说话，只伸手从胸口掏进去，

捉出几张纸币，撒在柜上。肥汉也不瞧那钱，转身进了里屋。少顷拿出一大木碗干肉，一副筷，放在骑手面

前的木桌上，又回去舀来一碗酒，顺手把钱划到柜里。 

骑手喝一口酒，用袖擦一下嘴。又摸出刀割肉，将肉丢进嘴里，脸上凸起，腮紧紧一缩，又紧紧一缩，

就咽了。把帽摘了，放在桌上，一头鬈发沉甸甸慢慢松开。手掌在桌上划一划，就有嚓嚓的声音。手指扇一

样散着，一般长短，并不拢，肥汉又端出一碗汤来，放在桌上冒气。 

一刻功夫，一碗肉已不见。骑手将嘴啃进酒碗里，一仰头，喉节猛一缩，又缓缓移下来，并不出长气，

就喝汤。一时满屋都是喉咙响。 

不多时，骑手立起身，把帽捏在手里，脸上蒸出一团热气，向肥汉微微一咧嘴，晃出门外，肥汉梦一样

呆着。 

阳光已移出峡谷，风又窜来窜去。布旗上下扭着动。马鬃飘起来，马打了一串响鼻。 

骑手戴上帽子，正一正，解下缰绳，马就踏起四蹄。骑手翻上去，紧一紧皮袍，用腿一夹，峡谷里响起

一片脆响，不多时又闷闷响成一团，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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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一直支着，不信蹄声竟没有了，许久才辨出风声和布旗的响动。 

（1）下列对这篇小说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 分）（    ） 

A．小说开篇描写峡谷，着力突出了它的“险”、“奇”、“静”；对四脚蛇的描写，更是以动衬静，十分

生动地表现了这些特点。 

B．肥汉“梦一样呆着”，是被骑手喝酒吃肉时的气概，以及酒后不痛寻常的动作和表情所震撼，“呆”

突出了肥汉的性格特征。 

C．小说文字简洁，注重细节描写。“布旗上有个藏文字”、“藏靴上一层细土”，看似简单的两句话，却

巧妙地暗示出人物的身份。 

D．小说擅长人物性格描写，尤其重视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经常在人与人、人与景的对比与衬托中，

凸显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E．小说以“我”的耳闻目睹为线索，描写神奇的峡谷与质朴的边民，观察细致，笔法老练，用语奇崛，

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2）小说中三次写到鹰，分别表现了什么意图？请简要分析。（6 分） 

（3）小说中的“骑手”有哪些特点？请简要说明。（6 分） 

（4）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骑手，但几乎一半篇幅是在写峡谷。作者为什么这样处理？请结合全文，谈

谈你的看法。（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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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6 年新课标Ⅰ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 分） 

锄 

李锐 

拄着锄把出村的时候又有人问：“六安爷，又去百亩园呀？” 

倒拿着锄头的六安爷平静地笑笑：“是哩。” 

“咳呀。六安爷，后晌天气这么热，眼睛又不方便，快回家歇歇吧六安爷！” 

六安爷还是平静地笑笑：“我不是锄地，我是过瘾。” 

“咳呀，锄了地，受了累，又没有收成，你是图啥呀六安爷？” 

六安爷已经记不清这样的回答重复过多少次了，他还是不紧不慢地笑笑：“我不是锄地，我是过瘾。” 

斜射的阳光晃晃地照在六安爷的脸上，渐渐失明的眼睛，给他带来一种说不出的静穆，六安爷看不清人

们的脸色，可他听得清人们的腔调，但是六安爷不想改变自己的主意，照样拄着锄把当拐棍，从从容容地走

过。 

百亩园就在河对面，一抬眼就能看见。一座三孔石桥跨过乱流河，把百亩园和村子连在一起，这整整一

百二十亩平坦肥沃的河滩地，是乱流河一百多里河谷当中最大最肥的一块地。西湾村人不知道在这块地上耕

种了几千年几百代了，西湾村人不知把几千斤几万斤的汗水撒在百亩园，也不知从百亩园的土地上收获了几

百万几千万的粮食，更不知这几百万几千万的粮食养活了世世代代多少人。但是，从今年起百亩园再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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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庄稼了，煤炭公司看中了百亩园，要在这块地上建一个焦炭厂。两年里反复地谈判，煤炭公司一直把土

地收购价压在每亩五千元，为了表示绝不接受的决心，今年下种的季节，西湾村人坚决地把庄稼照样种了下

去，煤炭公司终于妥协了，每亩地一万五千块，这场惊心动魄的谈判像传奇一样在乱流河两岸到处被人传颂。

一万五千块，简直就是一个让人头晕的天价。按照最好的年景，现在一亩地一年也就能收入一百多块钱。想

一想就让人头晕，你得受一百多年的辛苦，留一百多年的汗，才能在一亩地里刨出来一万五千块钱吶！胜利

的喜悦中，没有人再去百亩园了，因为合同一签，钱一拿，推土机马上就要开进来了。 

可是，不知不觉中，那些被人遗忘了的种子，还是和千百年来一样破土而出了。每天早上嫩绿的叶子上

都会有珍珠一样的露水，在晨风中把阳光变幻得五彩缤纷。这些种子们不知道，永远不会再有人来伺候它们，

收获它们了。从此往后，百亩园里将是炉火熊熊，浓烟滚滚的另一番景象。 

六安爷舍不得那些种子，他掐着指头计算着出苗的时间，到了该间苗锄头遍的日子，六安爷就拄着锄头

来到百亩园。一天三晌，一晌不落。 

现在，劳累了一天的六安爷已经感觉到腰背的酸痛，满是老茧的手也有些僵硬，他蹲下身子摸索着探出

一块空地，然后坐在黄土上很享受地慢慢吸一支烟，等着僵硬了的筋骨舒缓下来。等到歇够了，就再拄着锄

把站起来，青筋暴突的臂膀，把锄头一次又一次稳稳地探进摇摆的苗垅里去，没有人催，自己心里也不急，

六安爷只想一个人慢慢地锄地，就好像一个人对着一壶老酒细斟慢饮。 

终于，西山的阴影落进了河谷，被太阳晒了一天的六安爷，立刻感觉到了肩背上升起的一丝凉意，他缓

缓地直起腰来，把捏锄把的两只手一先一后举到嘴前，轻轻地晬上几点唾沫，而后，又深深地埋下腰，举起

了锄头，随着臂膀有力的拉拽，锋利的锄刃闷在黄土里咯嘣咯嘣地割断了草根，间开了密集的幼苗，新鲜的

黄土一股一股地翻起来。六安爷惬意地微笑着，虽然看不清，可是，耳朵里的声音，鼻子里的气味，河谷里

渐起的凉意，都让他顺心，都让他舒服，银亮的锄板鱼儿戏水一般地，在禾苗的绿波中上下翻飞。于是，松

软新鲜的黄土上留下两行长长的跨距整齐的脚印，脚印的两旁是株距均匀的玉茭和青豆的幼苗。六安爷种了

一辈子庄稼，锄了一辈子地，眼下这一次有些不一般，六安爷心里知道，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锄地了，最



 

13 

 

后一次给百亩园的庄稼锄地了。 

沉静的暮色中，百亩园显得寂寥、空旷，六安爷喜欢这天地间昏暗的时辰，眼睛里边和眼睛外边的世界

是一样的，他知道自己在慢慢融入眼前这黑暗的世界里。 

很多天以后，人们跟着推土机来到百亩园，无比惊讶地发现，六安爷锄过的苗垅里，茁壮的禾苗均匀整

齐，一棵一棵蓬勃的庄稼全都充满了丰收的信心。没有人能相信那是一个半瞎子锄过的地。于是人们想起六

安爷说了无数遍的话，六安爷总是平静固执地说，“我不是锄地，我是过瘾”。（有删改）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最恰当的两项是（5 分）（    ） 

A．小说开头寥寥几句对话，六安爷这个勤劳而孤僻的老农形象已经跃然纸上，同时，他与村人的分歧

也开始显露，并为下文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 

B．西湾村人与煤炭公司“惊心动魄的谈判”，是小说中隐约可见的叙事背景，也是深刻的社会背景，

巧妙地将六安爷的个人感受跟时代的变化连接起来。 

C．小说中写到百亩园将要变成焦炭厂，往日的田园风光将会被“炉火熊熊，浓烟滚滚”的景象所取代，

深化了作者关于生态问题的思考及小说的环保主题。 

D．关于六安爷锄地的描写生动而富有诗意，传达了六安爷在百亩园劳作时惬意舒畅的感觉，这样的写

法强化了小说所表达的人与土地分离的悲凉感。 

E．综合全文来看，六安爷的“平静固执”，说明他作为一个老人，一方面已经饱经沧桑，看透世事变迁，

另一方面也难免思想保守、无法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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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说以“锄”为标题，有什么寓意？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6 分） 

（3）小说较为夸张地连续使用“几万”“几百万”之类的词语描述百亩园的历史，这样写的作用是什么？

试简要分析。（6 分） 

（4）“我不是锄地，我是过瘾”这句话，在文中出现多次，既是理解六安爷的关键，也是理解小说主旨

的关键，请结合全文进行分析。（8 分） 

五、（2013 新课标）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⑴～⑷题。（25 分） 

喂自己影子吃饭的人 

[阿根廷]莱巴尔•莱塔 

晚饭时，饭店里走进一位高个儿，面容和蔼，脸上的笑容矜持而又惨淡。 

他风度翩翩走上前台，朗声说道： 

“诸位，敝人十分愿意应邀在此介绍一种奇迹，迄今无人能窥见其奥妙。近年来，敝人深入自己影子的

心灵，努力探索其需求和爱好。兄弟十分愿意把来龙去脉演述一番，以报答诸位的美意。请看！我至亲至诚

的终身伴侣——我的影子的实际存在。” 

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中，他走近墙壁，修长的身影清晰地投射在墙上。全厅鸦雀无声，人们一个个伸长脖

子，争看究竟。他像要放飞一只鸽子似的，双手合拢报幕： 

“骑士跳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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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2141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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