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试卷共 10 页，23 小题，满分 150 分。考试用时 1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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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题。 

材料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

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

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 

我们党历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中华民族历史，继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早在 1938 年，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这个民族

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

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

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

的。”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

中华优秀文明资源。我们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

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

自菲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敬畏历史、敬畏优秀传统文化，重视文物保护

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为历史和考古工作者开展研究、学习深造、

研修交流提供更多政策支持。要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广泛

宣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

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摘编自中央领导人《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

化自信》） 

材料二： 



呈现在电视荧屏的电视节目，其本质却是为了提升观众的文化修养。以古

论今，《考古公开课》通过讲述与文物相关的历史故事，传授观众古典文

化，从而作用于社会生活，承载着“启民智、易风俗”的社会效果。正如《毛

诗序》中所言，“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电视节目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 

电视节目有着传播主流思想价值观念的职责和义务，爱国爱家是永恒课题。

国宝级文物除了材质珍贵，往往有一定家国文化参照。通过电视节目传达

的意识形态可让个人意识同国家意识保持一致，与伟大的中国梦相向而行。

文博类电视节目做到了美育和德育的统一。文物以及文物背后的故事，让

观众接受思想的洗涤和文化的熏陶，实现精神的升华。 

文化类电视节目可呈现古今中外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底蕴，传递优秀文

化基因，文博类节目便是较好的代表。文物可沟通历史与现在，蕴含了所

属时代的文化与审美，体现着所处社会的文化认知。譬如，“后母戊青铜鼎”

上的萋餮纹体现出殷商时期社会的美学追求，《考古公开课》中的《西水

坡星图之谜》便植入了“青龙”“白虎”以及“北斗星图”等古老的中国文化。考

古文博类电视节目亦杂糅了现代文化，在《考古公开课》中的《人骨里的

秘密》中，嘉宾便讲解了通过“碳 14”测定人骨所属的年代。文化厚度决定

一个民族的发展高度，电视节目作为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起着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的作用。 

电视节目除具有娱乐作用外，还具有认知和教育作用。《考古公开课》中

邀请的均是相关领域学术界的权威专家或具有丰富考古经验一线人员，从

专业的角度进行讲解，注重考古知识的横向扩展。节目的内容可追溯到中

华早期文明，涉及秦汉、盛唐等多个朝代，既有历史视野，又不乏生动诙

谐。节目不仅让文物重回大众视野，唤醒公众保护文物的意识，也是对中

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用文物沟通古今，不仅利于国民在历史维度上立体

感知民族文明，更增强了国民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文化兴，则国运兴。在国家大力弘扬文化强国的理念下，中央电视台等主

流官方媒体，先后主导创办多项文博类电视节目。通过文物追溯中国各个

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同时又展现古代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呼应当代主

推的“工匠精神”，为弘扬中华文化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娱乐类节目的泛滥，造成青少年审美追求有所歪曲，塑造正确的价值

观念成为首要任务。先后出台《限古令》《限薪令》及《限籍令》等政策，

以及关停、整改多个娱乐节目，可看出国家正努力纠正青少年的价值观。

通过扶持文化类节目从而引导受众审美重回正轨。通过创作优质内容的益

智文化类节目吸引受众，从而影响其价值观念。考古文博类电视节目主推

中华文化，以多样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打造一个中国原创电视节目的浩

大 IP（“知识产权”简称），此类节目成为中国影视文化的又一符号。 



（摘编自王烙斌《论考古文博类电视节目的创新和价值引领——以<考古公

开课>为例》）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中华文明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继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B.在保护、管理好文物的同时，我们要加强对其研究和利用，有利于历史

和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 

C.了解文物蕴含所属时代的文化与审美，我们必须依靠如 碳 这样的杂

糅了现代文化的技术手段。 

D.文博类节目横向拓展考古知识，纵向追溯各朝代文明，利于观众在历史

维度上立体感知民族文明。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两则材料都提及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价值和重要性，但两者论述的重心并

不相同。 

B.通过讲述海外文物回家的故事，文博类节目让家国情怀深入人心，坚定

了文化自信。 

C.文博类节目融娱乐、认知、教育作用于一体，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

活起来 。 

D.娱乐类节目不利于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追求，国家应予以

关停和整改。 

3.下列最能作为论据支撑电视节目具有“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作用这一

观点的是（3 分） 

A.纪录片《本草中国》讲述本草“药食同源”“化毒为药”的功效，展示了中国

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 

B.《端午节奇妙游》以四位唐俑少女视角，向观众呈现赛龙舟、吃粽子、

艾草祛病等一系列端午习俗。 



C.通过《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观众得知青铜器“何尊”铭文里有“中国”二

字最早的文字记载。 

D.青年京剧演员王珮瑜参加《跨界歌王》《朗读者》《开学第一课》等节

目，积极推动京剧文化传播。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中提出要实施“拯救老屋行动”，推进乡村振兴。请结合材料一谈谈你对这一

行动的理解。（4 分） 

5.考古文博类电视节目具有价值引领作用。请结合两则材料，以《考古公开

课》为例谈谈你对这一观点的理解。（4 分）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 题 

过封锁线 

茅盾 

昨夜朦胧的月光下只觉得这大房子像个堡垒，今天白昼再进来一看，嘿，

这简直可以说是一座要塞。 

那一圈围墙，团团四周全是上下两层枪眼，门楼顶上居然雉蝶式，而且是

平顶，必要时这就是机关枪阵地。说它像一座城，实在不嫌夸大。现在这

城 中就住了十几家老百姓。他们腾出一间招待那五个客人——逃难的外江

佬。 

五个客人洗过脸，都坐在阔大的木板铺上，看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孩子擦步

枪的机件。而那大孩子是被派来招呼他们的。他们要问的话很多。最要紧

的一件事是今晚能不能走。他们还想多知道一点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过

去两个晚上的夜行的经验，特别是行列常常脱节，走不快的人急得要命——

这一些不大好的秩序，使得他们想起了就满心不安，问话就多了。但是这

大孩子只能说客家话。客人中的老徐能说半生不熟的广府话。和这大孩子

双方都半懂不懂地攀谈了好一会儿，仿佛弄明白了：今晚走的路要通过敌

人在公路上的两道封锁线。 

一个年青人带着个墨水瓶走进房来，就在靠近窗洞的桌旁坐下，在一本笔

记簿上写起什么来。 



客人们认识这面孔。昨夜在半山松林里，他是彻夜担任警卫的。虽然看样

子他并不有闲，可是五个客人不肯放过他，谈话就开始了。 

这青年懂得国语，也能说几句，虽然十分生硬。他告诉他们：今晚能走，

不过要通过两道封锁线。 

“是不是你送我们去？” 

“现在还没晓得。” 

“我们希望你能去。因为你能说国语，我们路上方便些。” 

他点一下头，不说什么，谈话暂时中断。 

他拿出一本相当厚的书，很用心地读着，时时在笔记簿上记下些什么。 

客人们瞥见了这书名是《论民族民主革命》，话题又来了。客人们一次一

次追问，才知道他是南洋华侨，在新加坡做机器工人，广州失陷以后和许

多热血的华侨子弟跑回祖国来，参加了抗战的阵营，他姓张。 

离动身还有两小时，那个大孩子早已全身披挂，——军毡，粮袋，胸前交叉

的子弹带，手榴弹两颗，一支长枪则斜挂在肩头。跟他那矮小的身材很不

调和。 

“你也去吗？”客人之一好奇地问了一句。 

他笑嘻嘻点着头。 

“还有谁是去的？阿张呢？”又问。 

他很快的说着客家话。 

“他说什么？”客人之一问他的同伴。 

他说，路上如果碰到了敌人，就请他们吃手榴弹。勉强能听懂的老徐回答。 

不要只顾快走，以至失了联系 这是客人们向姓张的青年提出的要求。 

阿张都答应了。可是他再三叮嘱：“不可以打手电，不可以吸烟，不可以谈

话。昨晚我们看见远远有火光，还当是敌人呢！”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阿张的肩头斜挂着卷成一团的军毡，腰间是手榴弹，

手电筒，手里是一支手枪。开路是四支长枪，压队是两支，他自己和另一

支长枪则在中间，五个客人紧接着他，两副挑子放在他的前面。 

他撮口吹了一声，这一行人就在夕照中移动。 

第一次休息以后，月亮已经高挂天空，照得田野里一片苍白。这对于通过

封锁线，是一种威胁。“不要作声，不要吸烟”的叮咛又重复了一次，“不要

太走快”的要求也重复了一次，于是又上路了。一片树林横在前方，疏滚落

落的，但月光已被遮去了不少。穿过这树林，又走过一大片旷野，猛看见

远处有像高墙一般的东西，却是连绵的山风。一行人和这遥远的山冈平行

而进，又走了若干时，便见白森森地横在前面的像是一条河。队伍先头的

人忽然步子加快了。客人们跟着，不多会儿，已经走近那“河”边，这才知道

原来是一条公路， 这该就是所谓封锁线吧？ 客人们心里这样想。然而队伍

还是不停地走，而且还是急急地走，终于又遇到了树林，这才停下来休息。 

“刚才走过的就是封锁线罢？”客人们问。 

“不是，下去才是封锁线。不过这里两边山上全有敌人的哨位，这里是危险

区域。”神情又紧张起来了。可是不慌。因为客人们最怕在这陌生地方掉了

队，可是今晚的秩序很好，整然是行军的姿态，就增加了他们不少勇气。 

上路的时候，客人们又看见他们这休息的地点原来也是经过选择的；不但

有树木隐蔽，而且还是个洼地。在他们休息的时候，还有两个除望哨在两

三丈树林外的高地上呢！ 

一小时以后，所谓的封锁线也平安通过了，然而队伍忽在旷野中停止。阿

张和其他的队员聚在一处，悄悄地说了一些话，便又发令再走。大概十多

分钟以后，队伍又停止了。这回是在平坦的旷野里，远远近近有些矮小的

松树。他们采了些松枝，插在白色的衣包上，阿张将他的手电筒也藏在衣

襟里。 

“前面的山头，就有敌人的哨位，”阿张悄悄地对客人们说，“我们要从山脚

下偷偷地过去。不要作声，连咳嗽也要耐住。脚步也要轻些。二十多分钟

就可以过去。” 

这是第二道封锁线了。月光很好。前面那山头看得很清楚。队伍靠紧着走，

不太快，也不太慢，沿着山脚，像一条蛇，轻轻溜过去。 

当人们躺在树下休息时，树荫外的斜坡上，有一个蹲着的黑影，枪托在手

里。这就是那个大孩子，现在担任了瞭望哨。 



客人想起出发以前这大孩子说的，要是遭遇了敌人，就请他们吃手榴弹，

都不禁微笑。 

“今晚过封锁线，然而没有昨晚路上那样慌乱，无秩序。”客人之一自言自语

地，“可见调度是不可少的。” 

（写于 1942 年 11 月，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文中客人所谈及的 秩序 调度 等相关细节，从侧面衬托了革命战士们得

沉着。 

B.本文善设悬念，五名客人身份不明，去向不明，得到护送，激发读者的

思考与想象。 

C.本文主要从客人的视角来描写革命战士们过封锁线时的语言、动作，小

说真实可信。 

队伍沿着山脚，像一条蛇，轻轻溜过去 用比喻手法，突出队伍行进迅速

与敏捷。 

7.关于那个大孩子的部分，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大孩子在文中多次出现，并且担任不同的工作，可见他是一个经验丰富

的 老战士

B.大孩子只会说客家话，合乎地域特征，突出了众志成城，共同反击外敌

入侵的主题。 

C.开头擦步枪的是这个大孩子，结尾他又担任瞭望哨，形成了首尾的呼应，

结构圆合。 

D.他和《百合花》的小通讯员年龄相差无几，而且都是细心体贴又朝气蓬

勃的好青年. 

8.文中没有写与敌人的正面交锋，但笼罩着紧张的氛围，这种氛围的逐步强

化带来了怎样的文学效果？谈谈你的理解。（6 分） 



9.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过封锁线》如同《荷花淀》，小说也没有交代革

命者的具体姓名。《过封锁线》塑造了哪些革命者？请结合文本分别赏析

革命者群像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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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洪，宇稚川，丹阳句容人也。洪性寡欲，不好荣利，少好学，无所爱玩，

不知棋局几道、樗蒱齿名。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

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后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见洪深重之，

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章富赡。

太安中，石冰作乱，吴兴太守顾秘檄洪为将兵都尉，攻冰别率，破之。冰

平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乃参

广州刺史嵇含军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镇檄命一无所就。元帝

为丞相，辟为掾。以平贼功，赐爵关内候。干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

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闻交险出丹，求为句

漏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在山积

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其自序曰：“权贵之家，虽咫尺弗从也；知道之

士，虽艰远必造也。考览奇书，既不少矣。率多隐语，难可卒解，自非至

精不能寻究，自非笃勤不能悉见也。道士弘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

至于时有好事者，欲有所修为，仓卒不知所从，而意之所疑又无足够。今

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而笑

之，又将谤毁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馀驳难通

释，名曰《外篇》，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虽不足藏诸名山，且欲缄之

金匮，以示识者。 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

赜，析理入微。后忽与邓岳疏云：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岳得疏，狼狈

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 

（节选自《晋书·葛洪传》）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冰平/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

土/乃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 

B.冰平/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

土/乃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 



C.冰平/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

南土/乃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 

D.冰平/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

南土/乃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 

11.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樗蒲，汉末盛行的棋类游戏。博戏中用于掷采的投子最初用樗木制成，

故称。 

B.檄，秦相张仪曾用檄指斥楚相的过错，文中指古代官府用来声讨征伐的

文书。 

C.黄白，指方士用来烧炼丹药的金银。为了保密，不直言金银而以黄白作

隐语。 

D.克，句中意为 严格限定 ，克期 是指把完成某事规定在严格的期限之内。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葛玄是葛洪从祖，曾把炼丹秘术传给弟子郑隐。葛洪向郑隐学道求仙，

掌握了郑隐的全部法术，后来又师从鲍玄。鲍玄器重葛洪，把女儿许配给

他。 

B.葛洪被干宝推荐承担国史编修工作，但他坚决推辞，因年岁已高，想炼

仙丹以求长寿，听说交阻出产仙丹，便请求任句漏县县令，皇帝开始不答

应。 

C.葛洪在自序中表明写书目的：大概讲讲长生之理，决人之疑；世上儒家

门徒只知道信服周公、孔子，没人相信神仙之书，作此书给真有见识的人

看。 

D.葛洪博学精识，在江东无人可比。著述篇章比斑马身上的斑纹还要富丽

多彩，又很能辨析玄奥的理义。他写信给好友后即端坐着像睡着一样去世

了。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权贵之家，虽咫尺弗从也；知道之士，虽艰远必造也。 



）虽不足藏诸名山，且欲缄之金匮，以示识者。 

14.葛洪是道家理论家，又是医药学家。请简要概括葛洪取得医学成就的原

因。（3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 15～16 题。 

酹江月·驿中言别友人  

邓剡 

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铜

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 

那信江海余生，南行万里，属扁舟齐发。正为鸥盟留醉眼，细看涛生云灭。

睨柱吞赢，回旗走懿，千古冲冠发。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 

【注】 邓剡，文天祥同乡好友。1279 年，与兵败被俘的文天祥一同被押

解北上元都。到金陵时，邓剡因病留下。临别之际，邓剡作词赠天祥，为

好友壮行。 

15.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面对长江，词人感叹上天不借东风给好友文天祥，致使他抗元失败，沦

为俘虏。 

B.这首词写金陵风物时融情于景，蜀鸟吴花、荒城颓壁，都寄寓了作者复

杂的情感。 

C.友人离别后只有孤月相伴，让词人无法入眠，蕴含了深深的朋友之情，

家国之悲。 

D.这首词擅长运用典故，如借嬴政和司马懿的典故，表达了对建功立业的

企盼之情。 

16.清代王奕清《历代词话》卷八引明陈子龙语盛赞这首词，说它 气冲斗牛，

无一毫萎靡之色 。你觉得这一评价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结合内容简要分析。

（6 分） 



小题，6 分） 

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 分） 

（1）韩愈《师说》中 ，________”两句，强调从师是为了学道，

与人的年龄大小无关。 

（2）苏轼在《赤壁赋》中引用曹操《短歌行》里的诗句是：“________，

________”。 

（3） 沧海 经常出现在唐宋诗文中，和其他意象组合成一个意境，或展现

宽阔胸襟，或寄托忧思情怀，或抒发离情别绪等，如“________，________”。 

三、语言文字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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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 题。 

1967 年，拉丁美洲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版《百年孤独》，短短三四十年

间，《百年孤独》在中国掀起了一股世纪狂潮。 

《百年孤独》采用人们鲜以为见的魔幻现实主义写法，让作品在追求虚幻

与现实中达到了一个高度的契合。经过巧妙的构思和想象，把触目惊心的

现实和源于神话、传说的幻想结合起来，形成色彩斑斓、风格独特的图画。

这一手法的选择与作者的成长环境是___ ____ 的。马尔克斯从小就在外祖

父家里长大，外祖父的家时时处处充满着魔幻色彩，那里的祭坛供着众多

神像，它们的眼睛在黑暗中熠熠发光，使人觉得它们都活了起来。童年时

奇特的生活环境、亲人_____ ②______ 的影响，使马尔克斯认识到，虚构

与真实之间、幻想与感知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 

《百年孤独》中浸淫着的孤独感，其主要内涵是对整个苦难的拉丁美洲被

排斥现代文明世界的进程之外的愤懑和抗议，是作家在对拉丁美洲近百年

的历史以及这块大陆上人民独特的生命力、生存状态、想象力进行独特的

研究之后形成的假强的自信。但作者的文字并不是狭隘的，从作品中，我

们可以感觉到，人类历史、移民文化、生命宿命的赤裸裸的整个世界的世

纪孤独。 

18.请在文中横线处填上恰当的成语。（2 分） 

19.“高考作文评分标准及细则”发展等级有四项“特征”，共计 16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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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01100002

201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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