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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临沂市 2024届高三一模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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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与现代气候研究的依据是大量的气象监测数据不同，在古气候研究中，对气候参照物的

分析研究一般从三个“维度”展开：第一，文字资料——主要是研究分析文字记载中的古气

候；第二，考古资料——主要是研究分析古生物活动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第三，地质资料

——主要是研究分析某些特殊的岩石、沉积物判断古气候的变化。

而大型计算机出现之后，人们将各种古气候资料汇集成数据库，根据气候形成理论及统

计规律，建立了气候的数值模拟和实验模拟，使得古气候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

这些年来，气候科学发展进步，古气候研究成果丰硕，使得我们对古气候的变化有了更

多的认识，我们能够对地质时代的气候变化勾画出一个大体清晰的粗线条轮廓。

地球诞生时呈现熔融状态，温度非常之高。随着地球表面温度的降低，岩石冷却固化，

大约在 40～38亿年前形成了最初的地壳，地球的地质年代由冥古宙进入太古宙。太古宙已

经有了岩石圈、大气圈和水圈，并孕育了生命。太古宙的气候温暖潮湿，但后期逐渐变冷，

出现第一次冰川活动。元古宙藻类植物繁盛，大气中含氧量增加，气候延续温暖潮湿，但有

较广泛的数次冰川活动。元古宙的震旦纪出现全球性的剧烈降温，导致了“雪球事件”。寒

武纪气候温暖，出现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奥陶纪气候分带明显，早期温暖，末期冰川

活动活跃。志留纪早期延续寒冷，中、晚期转暖。泥盆纪是相对温暖和干旱的时期。石炭纪

气候潮湿、多雨，植被茂盛，末期进入冰川期。二叠纪气候由冷转暖。三叠纪、侏罗纪、白

垩纪气候都十分温暖，几乎找不到冰川活动痕迹。第三纪气候有波动，但延续了温暖，南方

古猿出现在第三纪末期。第四纪气候转为寒冷，出现了第四纪冰川期，非洲的晚期智人被迫

离开家园，走向了世界各地，直至全新世气候才逐渐转暖。

从全新世开始，人类逐步进入了农业社会，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产生重要影

响。全新世气候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增暖、中期温暖、晚期转冷。从全新世气候转暖起始，

中华大地先后出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孕育了灿烂的古文明；夏商周处于大暖期的后期，

中华文明得到延续，诞生了最初的国家形态；春秋战国由温暖转温凉，战国出现了大规模的

战争杀戮；秦至东汉晚期气候相对温暖，开创并巩固了大一统的局面；东汉末年及魏晋南北

朝进入寒冷期，这是一个极糟糕的战乱不已的时代；隋唐气候总体温暖，一度展现盛唐气象；

唐中叶并延至五代时期气候转凉，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的时期；宋至元中叶为

气候温暖期，宋朝经济繁荣曾经举世无双；明清气候相对寒冷，明末农民大起义与清朝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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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运动都与当时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有一定关系。

（摘编自徐鸣《历史上的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变迁》）

材料二：

我国古代的气候变化一直以来都是历史地理学者关注的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

究所蓝勇教授关于《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的研究表明，按百年尺度而论，在唐朝

300多年的历史中，气候可划分成冷暖两个时期，其中以 8世纪中叶（公元 750年左右）为

转折点。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满志敏在《唐代气候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中

也认为唐代气候以 8世纪中叶为转折点，分为两个时期：从 7世纪初至 8世纪中叶，气候冷

暖特征与当代相近；而 8世纪中叶至 10世纪中叶则气候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

度。

著名气象学家竺可祯在其晚年的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中通过对梅

树、柑橘物候和农作物生长期的对比研究，认为唐代是一个温暖湿润的时代，同时又用一万

年挪威雪线、格陵兰（位于北美洲）冰块反映的气候特征做了印证。有关专家根据物候和柑

橘分布的研究也表明，唐代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出 1℃。据历史记载，唐代发生的水灾比较

多，由此可知，唐代长安气候温和湿润多雨。由于气候温暖湿润，这一时期农牧业界线北移，

农耕区扩大，可供农作物的生长期增长，复种指数提高，农作物单产量提高，水利建设也成

效显著。由于国力强盛，南方地区的开发有了保证，气候的温暖湿润为唐代农业经济的发展

创造了条件，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为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然而从 8世纪中叶至 10世纪中叶，各类寒冷事件频繁发生，秋季冷空气南进的时间提

前，春季则推迟。相应的，霜冻与降雪出现的最早、最晚时间都有提早或推迟，无霜期变短。

从对河湖海冰冻现象的研究发现，当时的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这种相对寒冷的时

期从安史之乱前后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

（摘编自谢爱民《气候变化与盛唐转衰》）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古代气候与现代气候的研究依据有所不同，前者一般通过文字资料、考古资料和地质资料

展开，而不能依靠数据。

B.地球诞生后，生命衍化乃至人的活动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从全新世开始气候逐渐转暖，

人类便逐步进入农业社会。

C.气候变迁对农业生产活动影响重大，因此，中国古代社会朝代的盛与衰大体伴随着气候的

暖与冷，规律较为清晰。

D.大量研究表明中国唐代的气候在 8世纪中叶开始趋冷，这为气候变化影响了唐代盛衰的认

识提供了科学依据。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第四段中“宙”“纪”“世”都是地质年代分期单位，三者中“世”的层级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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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历史上不止一个时代气温偏高，说明了全球变暖未必源于温室气体排放。

C.人类在全新世步入农业社会，因此后来的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不属全新世。

D.竺可桢通过格陵兰冰块印证了唐代气候温暖，说明同时期北美气温也偏高。

3.下列关于古代气候的研究，方法不当的一项是（   ）

A.通过《竹书纪年》中周孝王时汉江结冰等史料，佐证该时期中国偏冷。

B.通过考古资料证明，汉武帝时期一些亚热带植物生长北界远超过当代。

C.通过对岩溶石笋开展研究，揭示长期气候变化趋势中自然因素的作用。

D.通过统计明清两代咏雪诗词的各自数量，来对比两个时代的气候不同。

4.根据材料内容，下列选项对下面这两幅图的解读不恰当的一项是（   ）

A.图 1说明，气温高时，雪山的雪线就高；气温低时，雪线也会相应变低。

B.中国气温与挪威雪线的高低并非完全一致，说明气温在时空上有复杂性。

C.图 2显示，中国气温在唐代整体上偏高，与材料中的相关描述基本吻合。

D.从图 2来看，在历史上，挪威雪线与中国气温高低的整体走势并不一致。

5.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材料二中唐朝发展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教训，给我

国长远发展带来哪些启示？

〖答 案〗1.A    2.C   3.D    4.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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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断提高长期气候变化研究和预报水平，对不利影响防患于未然。②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彻底告别“靠天吃饭”。③守住基本农田数量红线，以抵御各种天灾带

来的粮食减产风险。④加强赈灾、抗灾、救灾体系建设，确保大灾面前农业和社会稳定。⑤

加强国家层面粮食储备，避免潜在的气候风险对农业发展的冲击。

〖解 析〗

【1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的能力。

A.“不能依靠数据”错。材料一是“与现代气候研究的依据是大量的气象监测数据不同，在

古气候研究中，对气候参照物的分析研究一般从三个‘维度’展开……”，可见，不是不能

依靠数据，应是不依靠气象监测数据，因为从第二段“人们将各种古气候资料汇集成数据库，

根据气候形成理论及统计规律，建立了气候的数值模拟和实验模拟”看，其研究也依靠“数

据”。

故选 A。

【2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推理和判断的能力。

C.“因此后来的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不属全新世”错，前后推理不当。材料一是“从全新世

开始，人类逐步进入了农业社会，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可见，

原文只是说从全新世开始，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并不能得出

推出后来的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不属全新世的结论。

故选 C。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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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通过统计明清两代咏雪诗词的各自数量，来对比两个时代的气候不同”错，因为明清两

代咏雪诗词的数量不同受多种因素影响，所以“通过统计明清两代咏雪诗词的各自数量，来

对比两个时代的气候不同”的方法不科学。

故选 D。

【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和分析图表 能力。

D.“挪威雪线与中国气温高低的整体走势并不一致”错，读图 2，挪威雪线与中国气温高低

的整体走势虽不完全一致，但整体上走势是一致的。

故选 D。

【5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探究文本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的能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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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国古代的气候变化一直以来都是历史地理学者关注的问题”“从 7世纪初至 8世纪中

叶，气候冷暖特征与当代相近；而 8世纪中叶至 10世纪中叶则气候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

南退一个纬度”“从 8世纪中叶至 10世纪中叶，各类寒冷事件频繁发生，秋季冷空气南进

的时间提前，春季则推迟”分析，不断提高长期气候变化研究和预报水平，对不利影响防患

于未然。

由“据历史记载，唐代发生的水灾比较多”分析，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彻底告别“靠天吃饭”。

由“由于气候温暖湿润，这一时期农牧业界线北移，农耕区扩大，可供农作物的生长期增长，

复种指数提高，农作物单产量提高，水利建设也成效显”分析，守住基本农田数量红线，以

抵御各种天灾带来的粮食减产风险。

由“霜冻与降雪出现的最早、最晚时间都有提早或推迟，无霜期变短。从对河湖海冰冻现象

的研究发现，当时的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分析，加强赈灾、抗灾、救灾体系建设，

确保大灾面前农业和社会稳定。

由“由于国力强盛，南方地区的开发有了保证，气候的温暖湿润为唐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

了条件，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为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分析，加强国家层面

粮食储备，避免潜在的气候风险对农业发展的冲击。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白浪街

贾平凹

丹江流经竹林关，向东南而去，便进入了商南县境。一百十一里到徐家店，九十里到梳

洗楼，五里到月亮湾，再一十八里拐出沿江第四个大湾川到荆紫关，淅川，内乡，均县，老

河口。汪汪洋洋九百九十里水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江东荆紫关，关内关外住满河南人，江西村村相连，管道纵横，却是河南、湖北口音，

惟有到了山根下一条叫白浪的小河南岸街上，才略略听到一些秦腔呢。

这街叫白浪街，小极小极的。这里最崇尚的颜色是黑白：门窗用土漆刷黑，凝重、锃亮，

俨然如铁门钢窗，家里的一切家什，大到柜子、箱子，小到罐子、盆子，土漆使其光明如镜，

到了正午，你一人在家，①家里四面八方都是你。街里九棵柳树，位置最中的，身腰最弯的，

年龄最古老而空了心的是一棵垂柳。树下就侧卧着一块无规无则之怪石。既伤于观赏，又碍

于街面，但谁也不能去动它。那简直是这条街的街徽。重大的集会，这石上是主席台，重要

的布告，这石上的树身是张贴栏，就是民事纠纷、起咒发誓，也只能站在石前。

就是这条白浪街，陕西、河南、湖北三省在这里相交，三省交结，界牌就是这一块仄石。

一条街上分为三省，三省人是三省人的容貌，三省人是三省人的语言，三省人是三省人的商

店。三省人在这里混居，他们都是炎黄的子孙，都是 的领导，但是，每一省都不愿意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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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省风省俗，顽强地表现各自的特点。

湖北人在这里人数最多，也是三省之中最富有的公民。若是有客稍稍在门口向里一张望，

就热情出迎，介绍饭菜，帮拿行李，你不得不进去吃喝，似乎你不是来给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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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的，倒是来享他的福的。在一张八仙桌前坐下，先喝茶，再吸烟，问起这白浪街的历

史，他一边叮叮咣咣刀随案板响，一边说了三朝，道了五代。又问起这街上人家，他会说了

东头李家是几口男几口女，讲了西头刘家有几只鸡几头猪；忍不住又自夸这里男人义气，女

人好看。要问起这儿特产，那更是天花乱坠，说这里的火纸，吃水烟一吹就着；说这里的瓷

盘从汉口运来，光洁如玻璃片，结实得落地不碎，就是碎了，碎片儿刮汗毛比刀子还利；说

这里的老鼠药特有功效，小老鼠吃了顺地倒，大老鼠吃了跳三跳，末了还是顺地倒。说的时

候就拿出货来，当场推销。一顿饭毕，客饱肚满载而去，②桌面上就留下七元八元的。

河南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大人小孩没有不会水性的，每三日五日，结伙成群，背了

七八个汽车内胎逆江而上，在五十里，六十里的地方去买柴买油桐籽。柴是一分钱二斤，油

桐籽是四角钱一斤。收齐了，就在江边啃了干粮，喝了生水。憋足力气吹圆内胎，便扎柴排

顺江漂下。一整天里，柴排上就是他们的家，丈夫坐在排头，妻子坐在排尾，孩子坐在中间。

夏天里江水暴溢，大浪滔滔，那柴排可接连三个、四个，一家几口全只穿短裤，一身紫铜色

的颜色，在阳光下闪亮，柴排忽上忽下，好一个气派！偶尔排撞在礁石上，将孩子弹落水中，

父母并不惊慌，排依然在走，孩子眨眼间冒出水来，又跳上排。到了最平稳之处，清风徐来，

水波不兴，一家人就仰躺排上，③看天上水纹一样的云，看地下云纹一样的水，醒悟云和水

是一个东西，只是一个有鸟一个有鱼而区别天和地了。月到江心，柴排靠岸，连夜去荆紫关

拍卖了，柴是一斤二分，油桐籽五角一斤；三天辛苦，挣得一大把票子，酒也有了，肉也有

了，过一个时期“吃饱了，喝涨了”的富豪日子。精打细算与他们无缘，钱来得快去得快，

大起大落的性格使他们的生活大喜大悲。

陕西人，固有的风格使他们永远处于一种中不溜的地位。他们是真正的安分农民，长年

在土坷垃里劳作。土地包产到户后，地里的活一旦做完，油盐酱醋的零花钱来源就靠打些麻

绳了。走进每一家，门道里都安有拧绳车子，婆娘们盘脚而坐，一手摇车把，一手加草，④

一抖一抖的，车轮转得是一个虚的圆团，车轴杆的单股草绳就发疯似的肿大。再就是男子们

在院子里开始合绳：十股八股单绳拉直，两边一起上劲，长绳就抖得眼花缭乱，白天里，日

光在上边跳，夜晚里，月光在上边碎，然后四股合一条，如长蛇一样扔满了一地。一条绳交

给国家收购站，钱是赚不了几分，但他们个个心宽体胖，又年高寿长。河南人、湖北人请教

养身之道，回答是：不研究行情，夜里睡得香，心便宽；不心重赚钱；茶饭不好，却吃得及

时，便自然体胖。

一条白浪街，成为三省边街，街上有三份报纸，流传阅读，一家报上登了不正之风的罪

恶，秦人骂“瞎怂”，楚人骂“操蛋”，豫人骂“狗球”；一家报上刊了振兴新闻，秦人说

“燎”，楚人叫“美”，豫人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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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可惜他们很少有戏看，陕西人首先搭起戏班子，湖北人也参加，河南人也参加，

演秦腔，演豫剧，演汉调。条件差，一把二胡演过《血泪仇》，广告色涂脸演过《梁秋燕》，

以豆腐包披肩演过《智取威虎山》，越闹越大，《于无声处》的现代戏也演，《春草闯堂》的

古典戏也演。那戏台就在白浪河边，看的人山人海。那戏台两边的对联，字字斗般大小，先

是以红纸贴成，后就以红漆直接在门框上书写，一边是：“丹江有船三日过五县”，一边是“白

浪无波一石踏三省”，横批是“天时地利人和”。

（节选自贾平凹《白浪街》，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前两段以丹江流向及沿江的地理、人文环境引入，在宏阔的视角中自然地交代了白浪

街方位，与结尾呼应，并以秦腔点化了主题。

B.文章第三段着墨于白浪街居民崇尚的颜色和街中的怪石，以点带面地介绍了白浪街风貌，

描写也颇具隐喻性，表达含蓄隽永，耐人咀嚼。

C.文章第四段承上启下，引出后文对三省人不同特点的描写。五到七段是全文主体，是写白

浪街，也是写白浪人，更是写作者对生活的体察。

D.文章结尾写三省居民虽风俗各异，但对善恶的态度相似；虽娱乐生活单调，条件简陋，但

文化相融，其乐无穷：收束很自然，令人回味。

7.对文中画线句子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句子①凸显家里所有家什都像镜子一样亮，形象地写出了白浪街百姓对生活的讲究和热爱。

B.句子②以“七元八元”写出了湖北人生意的寒微，而“就”字则对这种效果起到了强调作

用。

C.句子③用水纹形容云，又用云纹形容水，描绘出水天一色的意境，表现了河南人恬然的状

态。

D.句子④用“抖”字传神地表现了婆娘们打麻绳的娴熟，而叠词的使用又增强了动作的画面

感。

8.文章最后的对联有呼应全文、画龙『点石成金』之效，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9.贾平凹曾说：“写散文主要写自己的情绪。”作者的情感、语言的节奏、整体的文气都可

以体现这种情绪，请结合文本分析。

〖答 案〗6.A    7.B    

8.①上联，与文章开头巧妙呼应，写丹江横跨五县，概括了白浪街周边的地理环境。②下联，

与主体部分照应，概写此街连接三省，又以“无波”暗示了此地美好的风俗人情。③横批，

照应尾段，以“人和”升华了此地虽风俗各异但人缘相亲、文化相融的主题。    

9.①作者将对白浪街风土人情的赞赏蕴含在细致、生动的描写之中，体现了这种情绪。②文

中语句长短错落，整散结合，口语、书面语交错，其语言的节奏感体现了这种情绪。③文章

语句间、段落间衔接自然，文脉清晰，形散神聚，其通畅的文气体现了这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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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析〗

【6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相关内容的分析鉴赏的能力。

A.“以秦腔点化了主题”错。文章前两段与结尾呼应，暗示人缘相亲、文化相融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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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A。

【7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的能力。

B.“湖北人生意的寒微”错。“七元八元”指其生意所得，但无寒微之意；“就”字表现的

是其赚钱容易。

故选 B。

【8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重要情节的作用的能力。

（1）文章开头第一段写“丹江流经竹林关，向东南而去，便进入了商南县境。一百十一里

到徐家店，九十里到梳洗楼，五里到月亮湾，再一十八里拐出沿江第四个大湾川到荆紫关，

淅川，内乡，均县，老河口。汪汪洋洋九百九十里水路”，写丹江横跨五县。第二三段“江

东荆紫关，关内关外住满河南人，江西村村相连，管道纵横，却是河南、湖北口音，惟有到

了山根下一条叫白浪的小河南岸街上，才略略听到一些秦腔呢。这街叫白浪街”，概括了白

浪街周边的地理环境。上联“丹江有船三日过五县”，就内容看，写了丹江横跨五县，及白

浪街周边的地理环境；结构上与文章开头相呼应；

（2）文章的主体是第四至七段。第四段总说，介绍这条白浪街是陕西、河南、湖北三省的

交结点，且“一条街上分为三省，三省人是三省人的容貌，三省人是三省人的语言，三省人

是三省人的商店。三省人在这里混居，……每一省都不愿意丢失自己的省风省俗，顽强地表

现各自的特点”，第五段介绍湖北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人情，第六段介绍河南人的生活方式

和风俗人情，第七段介绍陕西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人情。下联“白浪无波一石踏三省”，显

然与主体部分照应，概写此街连接三省，又以“无波”暗示了此地美好的风俗人情。

横批“天时地利人和”，与尾段“一条白浪街，成为三省边街，街上有三份报纸，流传阅

读……陕西人首先搭起戏班子，湖北人也参加，河南人也参加，演秦腔，演豫剧，演汉

调……那戏台就在白浪河边，看的人山人海”相照应，以“人和”升华了此地虽风俗各异但

人缘相亲、文化相融的主题。

【9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文本情感、语言的能力。

情感上，白浪街是三省交界处，作者通过对白浪街的描写，展现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如湖北

人“若是有客稍稍在门口向里一张望，就热情出迎，介绍饭菜，帮拿行李”“自夸这里男人

义气，女人好看。要问起这儿特产，那更是天花乱坠……说的时候就拿出货来，当场推销”，

河南人逆江而上，去买柴买油桐籽，然后再拍卖，挣了钱，过一个时期“吃饱了，喝涨了”

的富豪日子，“精打细算与他们无缘，钱来得快去得快，大起大落的性格使他们的生活大喜

大悲”，陕西人“是真正的安分农民，长年在土坷垃里劳作”，地里活忙完就靠打麻绳挣零花

钱，作者将对白浪街风土人情的赞赏蕴含在细致、生动的描写之中，体现了这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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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节奏上，由“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三省人是三省人的容貌，三省人是三省人的语

言，三省人是三省人的商店”“三天辛苦，挣得一大把票子，酒也有了，肉也有了，过一个

时期‘吃饱了，喝涨了’的富豪日子。精打细算与他们无缘，钱来得快去得快，大起大落的

性格使他们的生活大喜大悲”“秦人骂‘怂’，楚人骂‘操蛋’，豫人骂‘狗球’；一家报上

刊了振兴新闻，秦人说‘燎’，楚人叫‘美’，豫人喊‘中’。只是可惜他们很少有戏看，陕

西人首先搭起戏班子，湖北人也参加，河南人也参加，演秦腔，演豫剧，演汉调”分析，文

中语句长短错落，整散结合，口语、书面语交错，其语言的节奏感体现了这种情绪。

文气上，由“每一省都不愿意丢失自己的省风省俗，顽强地表现各自的特点”“湖北人在这

里人数最多，也是三省之中最富有的公民”“河南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陕西人，固有

的风格使他们永远处于一种中不溜的地位。他们是真正的安分农民，长年在土坷垃里劳

作”“一条白浪街，成为三省边街……”分析，文章语句间、段落间衔接自然，文脉清晰，

形散神聚，其通畅的文气体现了这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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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

楚，次于陉。夏，许男新臣①卒。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②。齐人执陈辕涛涂③。葬许穆

公。

（节选自《春秋》）

材料二：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

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

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

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

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

师进，次于陉。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

齐侯曰：“岂不殺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毅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微福于敝邑之

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

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

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陈辕涛涂谓郑申侯曰：“师出于陈、郑之间，国必甚病。

若出于东方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其可也。”申侯曰：“善。”涛涂以告，齐侯许之。申侯见，

曰：“师老矣，若出于东方而遇敌，惧不可用也。若出于陈、郑之间，共其资粮扉屦，其可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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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侯说，与之虎牢。执辕涛涂。秋，伐陈，讨不忠也。冬，叔孙戴伯帅师会诸侯之师侵

陈，陈成，归辕涛涂。许穆公卒于师，葬之以侯，礼也。凡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死王事，

加二等。于是有以衮敛。

（节选自《左传·僖公四年》）

〖备 注〗①许男新臣，即后文的“许穆公”，名新臣，男爵；卒，指卒于伐楚诸侯军中。

②盟于召陵，为礼待楚使屈完，伐楚诸侯军退避至召陵。召陵，楚地。③辕涛涂，陈国大夫。

10.材料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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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出 A于东 B方 C观兵 D于东夷 E循 F海 G而归 H其可也

11.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会，会集，与《过秦论》中“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的“会”意思相同。

B.次，停留、驻扎，与《陈涉世家》中“陈胜吴广皆次当行”的“次”意思相同。

C.虞，料想，与“不虞之誉”中的“虞”意思相同，与“尔虞我诈”中的“虞”意思不同。

D.病，担忧、担心，与《论语》中“不病人之不己知”的“病”意义和用法均相同。

12.下列对文本内容与艺术风格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齐国讨伐楚国，楚派屈完前来交涉，管仲先讲齐有征伐四方、辅佐周室的特权，又指出了

楚国不向王室进贡的罪名。

B.面对齐侯的强势威胁，屈完既讲究诸侯国间外交上的必要礼节，又不卑不亢地坚定回应，

最后与诸侯联军结成盟约。

C.郑申侯表面答应了陈国辕涛涂的建议，但在见齐侯时却又提出相反意见，齐侯把虎牢赏赐

给他，并拘捕了辕涛涂。

D.材料一节选自《春秋》，具有微言大义的风格特点。材料二是为材料一作的注，叙事上要

比材料一更加完备详尽。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

（2）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14.《左传》对《春秋》中“葬许穆公”的史实进行了哪些补充？体现了怎样的思想倾向？

〖答 案〗10.CEH    11.B    12.A    

13.（1）你们不向王室进贡物品，王室祭祀时供应不足，王室没有缩酒的办法，我为此来征

收贡品。

（2）君王如果凭借武力，楚国把方城作为城墙，把汉水作为护城河，您的军队虽多，也没

什么可用的办法。    

14.（1）①补充了许穆公去世地点和葬礼规格；②阐释了周礼中诸侯的葬礼制度。（2）体现

了《左传》重“礼”的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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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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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如果向东走，向东夷炫耀武力，沿着海道回国，这就很好了。

“出”作谓语，“于东方”作后置状语，故应在 C处断开；

同样，“观兵”作谓语，“于东夷”后置状语，应在 E处断开；

“循海”作状语，“而”是修饰连词，“归”作谓语，故应在 H处断开。

故应在 CEH处断开。

【11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了解并掌握常见文言实词意义的能力。

A.正确。句意：齐桓公会集鲁僖公、宋桓公、陈宣公、卫文公、郑文公、许穆公、曹昭公等

诸侯军队入侵蔡国。/各国诸侯十分害怕，(于是)集合结盟,来图谋削弱秦国。

B.错误。“次”，停留、驻扎；/编入、编排。句意：驻扎在陉地。/陈胜吴广都被编入谪戍

的队伍。

C.正确。“虞”，料想；/料想；/欺骗。句意：没有想到君王竟不顾路远来到我国的土地上。

/没有意料到的赞扬或声誉。/互相欺骗，互不信任。

D.正确。都是名词作动词，担心。句意：军队取道陈国和郑国之间，两国供应必然发生困难。

/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

故选 B。

【12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和分析文本内容与艺术风格的能力。

A.“楚派屈完前来交涉”错，原文“楚子使与师言曰”，是说楚成王派遣使者来到军中；“夏，

楚子使屈完如师”，是说楚成王派遣屈完到诸侯军驻地的。可见选项中涉及的使者不是屈完。

故选 A。

【13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共”，供应；“无以”，没有用来……的办法；“是”，此。

（2）“以力”，凭借武力；“以为城”，把方城作为城墙；“池”，护城河；“无所”，没什

么可用的办法。

【1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和概括文章相关内容的能力。

根据“许穆公卒于师，葬之以侯，礼也”概括为：补充了许穆公去世地点和葬礼规格；

根据“凡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衮敛”概括为：阐释了周礼中

诸侯的葬礼制度。体现了《左传》重“礼”的思想倾向。

参考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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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鲁僖公四年春，周历正月，齐桓公会集鲁僖公、宋桓公、陈宣公、卫文公、郑文公、许

穆公、曹昭公等诸侯军队入侵蔡国。蔡军溃败。齐桓公就接着进攻楚国，驻扎在陉地。夏天，

许穆公卒于军中。楚国派遣屈完来向诸侯联军会盟，在召陵结盟。齐人拘捕了陈国大夫辕涛

涂。为许穆公下葬。

材料二：

鲁僖公四年春，齐桓公率领诸侯军队攻打蔡国，蔡军溃败，于是讨伐楚国。楚成王派遣

使者来到军中，说：“君王住在北方，我住在南方，即使是牛马发情狂奔彼此也不会相关。

没有想到君王竟不顾路远来到我国的土地上，这是什么缘故？”管仲回答说：“以前召康公

命令我们的先君太公说：‘五侯九伯，你都可以征伐他们，以便辅助王室。’赐给我们的先

君征伐的范围，东边到大海，西边到黄河，南边到穆陵，北边到无棣。你们不向王室进贡物

品，王室祭祀时供应不足，王室没有缩酒的办法，我为此来征收贡品。昭王南征到楚国而没

有回去，我为此而来责问。”使者回答说：“贡品没有送来，这确是我君的罪过，今后岂敢

不供给？至于昭王没有回去，君王还是问水边上的人吧！”诸侯的军队前进，驻扎在陉地。

夏季，楚成王派遣屈完到诸侯军驻地。诸侯军队撤退，驻扎在召陵。齐桓公把所率领的军队

列成战阵，和屈完坐一辆战车检阅队伍。齐桓公说：“我们出兵，难道是为了我一个人吗？

为的是继续先君建立的友好关系。我们两国共同友好怎么样？”屈完回答说：“君王惠临我

国赐福，承蒙君王亲自来招抚我君，这正是我君的愿望！”齐桓公说：“用这样的军队来作

战，谁能够抵御他们？用这样的军队来攻城，哪个城不被攻破？”屈完回答说：“君王如果

用德行安抚诸侯，谁敢不服？君王如果凭借武力，楚国把方城作为城墙，把汉水作为护城河，

您的军队虽多，也没什么可用的办法。”屈完与各诸侯订立了盟约。陈国的辕涛涂对郑国的

申侯说：“军队取道陈国和郑国之间，两国供应必然发生困难。如果向东走，向东夷炫耀武

力，沿着海道回国，这就很好了。”申侯说：“好。”辕涛涂就把这个意见告诉齐桓公，齐

桓公同意了。申侯进见齐桓公说：“军队在外头久了，如果往东走而遇到敌人，恐怕是不能

打硬仗了。如果取道陈国和郑国之间，由两国供给军队的粮食、军鞋，这就可以了。”齐桓

公很高兴，将虎牢赏给他，而把辕涛涂抓了起来。秋天，讨伐陈国，是讨伐不忠诚的人。冬

季，叔孙戴伯带兵会合诸侯的军队侵犯陈国。陈国求和，便把辕涛涂放回去了。许穆公死在

军中，用安葬侯的制度安葬他，这是合于礼的。凡是诸侯在朝会时死去，葬礼加一等；为天

子作战而死的，加二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用天子的礼服入殓。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下面小题。

催租行

范成大

输租得钞①官更催，踉跄里正敲门来。手持文书②杂嗔喜，我亦来营醉归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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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头悭囊③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④。

〖备 注〗①钞，官府收到租后发给的凭据。②文书，官府催租的文件；也有观点认为

应与“钞”同义。③悭囊，钱罐。④草鞋费，从前公差敲榨勒索时巧立的一种名目。

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前两句写农人缴了租税后得到完税的“收据”，照理本应该暂时安生，但是里正又来催租。

B.第四句写里正催收理由是为让军营将士有酒喝，妙在使用直接引语且带有语气，生动形象。

C.第五、六句中“大如拳”言钱罐小，“三百钱”言存钱少。农人忍痛“扑破”，其间透着

无奈。

D.第七、八句表面上是农人对里正的客套之语，实际上声声含泪，蕴含着农人的辛酸和苦楚。

16.关于第三句的主语，有人理解为里正，有人理解为农人。你作何理解？请表明观点并分

析。

〖答 案〗15.B    

16.示例一：主语应该是农夫。①这样“文书”就可理解成“钞”，与首句内容呼应；又紧承

第二句，刻画出农夫面对里正 态度。②农夫面对官府再次催租，心中有怒却只能笑脸相迎，

形象地刻画出农夫的处境和心态。

示例二：主语应该是里正。①这样“文书”就可理解成“收租文件”，与前后句主语均一致，

从不同角度刻画了里正嘴脸。②本句是写里正既狐假虎威，凶相横生；又因醉酒，嬉皮笑脸，

丑态毕现，非常形象。

〖解 析〗

【15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诗歌的形象、内容、情感和语言的能力。

B.“为让军营将士有酒喝”错。“营”，意为“谋求”。第四句是说我来只不过是要找杯酒喝

而已。

故选 B。

【16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评价作者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首先要表明个人观点，可以认为主语应该是农夫，也可以认为主语应该是里正。然后结合诗

句说出理由即可。

（1）如果认为主语应该是农夫，在解释理由时，要注意到前后语意衔接或呼应之处即可。

结合注释②“文书……也有观点认为应与‘钞’同义”分析，“文书”理解成“钞”，就与

首句“输租得钞官更催”内容呼应；又紧承第二句“踉跄里正敲门来”，刻画了农夫面对官

府里正再次催租，心中有怒却只能笑脸相迎的态度。这样，第三句“手持文书杂嗔喜”就理

解成：农夫拿着收据看了看，又是发怒又是笑。形象地刻画出农夫面对里正上门讨要收据的

处境和心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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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语应该是里正，在解释理由时，必须对“嗔”和“喜”作出合理解释。

结合注释②分析，如果“文书”是指官府催租的文件，那么前句“踉跄里正敲门来”和后句

“我亦来营醉归耳”的主语就都是“里正”，这三句的意思是：里正踉踉跄跄忽然又来敲门，

他拿着收据看了看，又是发怒又是笑，他此来只不过是要找杯酒喝。“嗔”写出了里正狐假

虎威，凶相横生的态度，“喜”写出了里正因醉酒，嬉皮笑脸的丑态，这就从不同角度刻画

了里正丑恶的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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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中“_________，________”两句，用树木与泉水作喻写出了君

主不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修德控欲的后果。

（2）学美术的小明完成了一幅长天辽阔、江水空明、秋叶满山的国画，感于其意境之美，

老师用黄庭坚《登快阁》中的“__________，______”在作品留白处欣然题上诗句。

（3）借古伤今在古代诗歌中比较常见，高适《燕歌行》中“_________，________”两句借

思念古代体恤士卒的良将来感叹唐代士兵征战之苦。

〖答 案〗 （1）斯亦伐根以求木茂    塞源而欲流长也   （2）落木千山天远大    澄江一

道月分明   （3）君不见沙场征战苦   至今犹忆李将军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 I（本题共 2 小题，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老通宝坐在“塘路”边的一块石头上，长旱烟管斜摆在他身边。“清明”节后的太阳已

经很有力量，老通宝背脊上热烘烘的，好像背着一盆火。“塘路”上拉纤的快班船上的绍兴

人只穿了一件蓝布单衫，敞开了大襟，弯着身子拉，额角上黄豆大的汗粒落到地下。“真是

天也变了！”

老通宝心里说，就吐一口浓厚的唾沫。在他面前那条“官河”内，水是绿油油的，来往

的船也不多，镜子一样的水面这里那里起了几道皱纹或是小小的涡旋，那时候，倒影在水里

的泥岸和岸边成排的桑树，           。可是不会很长久的，渐渐儿那些树影又在水面上

显现，        ，再过一会儿，终于站定了，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那拳头模样的丫枝顶都

已经簇生着小手指儿那么大的嫩绿叶。这密密层层的桑树，沿着那“官河”一直望去，好像

没有尽头。

离老通宝坐处不远，一所灰白色的楼房蹲在“塘路”边，那是茧厂。十多天前驻扎过军

队，现在那边田里还留着几条短短的战壕。那时都说东洋兵要打进来，镇上有钱人都逃光了；

现在兵队又开走了，那座茧厂依旧空关在那里，等候春茧上市的时候再热闹一番。

18.分别填入画横线处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

A.都晃乱成灰暗的一片      像是蠕动的一弯一曲的醉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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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都散乱成一个一个的碎片  像是醉汉，一弯一曲地蠕动

C.都晃乱成灰暗的一片      一弯一曲地蠕动，像是醉汉

D.都散乱成一个一个的碎片  一弯一曲地蠕动，像是醉汉

19.画波浪线句子原文为“弯着身子拉，拉，拉”，编辑时作了如上修改，你认同吗？请说明

理由。

〖答 案〗18.C    19.不认同。

①原文用逗号表停顿，与敞开衣襟、汗粒呼应，前后语意衔接贴切，写出了拉纤的艰辛感。

②原文一个动词回环往复三次，写出了拉纤的节奏感，极富生活化，真实反应了拉纤画面。

③改后的文字，缺少感情色彩，只客观交代了拉纤的动作，艰辛感、节奏感、画面感较差。

〖解 析〗

【18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语言表达之语句复位的能力。

第一处，根据前句“水面这里那里起了几道皱纹或是小小的涡旋，那时候，倒影在水里的泥

岸和岸边成排的桑树”和后句“可是不会很长久的，渐渐儿那些树影又在水面上显现”分析，

此处是说来往的船搅动水面，倒影的桑树不再清晰，而是因水面晃动而乱成一片了，此处应

选“都晃乱成灰暗的一片”；

而 BD两项以“碎片”结尾，加上前面的主谓则变成泥岸和桑树散乱成碎片，在语法与句意

上都存不通，故排除 BD；

第二处，根据“来往的船也不多，镜子一样的水面这里那里起了几道皱纹或是小小的涡

旋”“渐渐儿那些树影又在水面上显现”分析，此处应先强调树影因河水晃动而一弯一曲地

蠕动，然后再说“像是醉汉”，这样与下句“再过一会儿，终于站定了”衔接紧密；

而 A以醉汉作宾语，加上前面的主谓则变成树影像醉汉，与原文语义不符，可排除 A。

故选 C。

【19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的观点和赏析句子的表达效果的能力。

首先明确观点：不认同。然后可从标点符号、内容、表达效果、结构等方面写出改句不好

理由。

原文“弯着身子拉，拉，拉”，中间用两个逗号隔开，表示停顿，与前句“敞开衣襟”和后

句中的“汗粒”相呼应，使前后语意衔接贴切，更能突出拉纤的艰辛；

原文一个动词“拉”重复三次，写出了拉纤的过程，增强了拉纤的节奏感，真实反应了拉纤

画面，更能让读者身历其境，感受到拉纤的不易；

改后只有一个“拉”，只是客观交代了拉纤 动作状态，艰辛感、节奏感、画面感以及情感

表达方面都较差。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3 小题，12 分）

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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