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宿迁市沭阳高级中学2021-
2022学年高三语文模拟试题含解析

一、 现代文阅读（35分，共3题）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汉画像对世俗生活的痴迷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所记述的那些生活资料丰富、

详细、准确、 

全面，以至于它对当时人们生活娱乐、工业制作、出仕做官、拜谒觐见和狩猎战

斗等内容的记述可以作为严肃而严谨的学术研究资料而进入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

史研究，并起到文字资料所不 

可替代的形象作用。显然，汉代人在创作这些图像资料时并未将之作为幻想材料

加以处理，而 是采取了 

“彻底的写实主义”态度。正是这些逼真、准确、精细的世俗生活内容的渗透建构

了汉 画像的精神世界，后者又反过来加强了人们对世俗生活乐趣的认同和建构。

“人间生活的乐趣”是汉画像审美意识内容的核心主题，而且这一主题具有极

强的生命力， 

一直在影响着华夏民族对自我生活和生命存在的认识，并反映在他们的墓葬中。

如山东沂南出土的汉画像石生动、翔实而全面地记录了一对墓主人夫妇进食时

的热闹繁忙景象。作为整个墓葬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幅画像所记录的正是当时士

人阶层的自我世俗生活场景， 

它几乎构成了汉画像表现内容的基本主题之一。由此，这块画像石所表现的内容

亦具有不同寻常 

的意义：墓葬的设计者似乎要将自己现世的生活完全带入死后世界；换言之，在

他的思想观念中，死后的世界实际上是现世世俗生活的延续。于是，汉代人墓葬

里的图像世界就具有了延续世俗生 

活的意义和作用，日常生活由此被无限延展而获得永恒性。通过对各种文献和资

料的考查，我们 

可以发现，在有汉一代，人们一直在倾其所有、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将自我的世

俗生活延续下去，并使之永恒化。这构成了汉代艺术尤其是汉画像艺术的基本的

也是最重要的主题。



山东沂南出土的这块汉画像石仅展现了汉代人生活中的一个场景，更多的同类

图像资料证 

明，他们不仅将自己生活中的各种场景以图像的方式保存下来，而且还将生活中

所能使用到的 

几乎所有物品均以模型或实物的方式一同埋入墓葬。显然，这种方式在两汉时期

已逐渐发展成 

为一种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的习俗。除了对日常世俗生活的极端迷恋外，没有任

何原因能解释 

汉代人这种几乎是用尽一切心思来制造死者日食生活用具的行为。在汉代人看来

，自我日常世俗生活中曾经存在的事与物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它甚至就是一种

神圣的记忆和召唤。

林巳奈夫将汉代人的这种做法归结为生者担心死者的鬼魂因在黄泉世界中生活

不好而来 

到世间作祟，“设计这样的措施是为了阻止魂魄在身体一旦被埋葬之后便离开其

中”，“所有想法 

设法要死者的灵魂能够心满意足地住在坟墓中”。即使类似的观点有同一时期的

图像榜题和文 

字记栽作为证据，而且这种心理至今在中国各民族的习俗中均有不同程度的留存

，但这不足以 

完整解释汉代人的上述行为。因为坟墓的建造者不仅是墓主本人（此前或当时的

礼仪还规定皇 

帝即位一年后即要开始建造自己的陵墓），而且大多数是死者的亲友或子孙，他

们有朝一日同样要走进坟墓，能给他们死后生活带来安定感、安全感的同样是他

们世俗生活中的各种所有和价 

值观念。而且，对于死者来说，贸然进入生者的领域就像生者无意间进入死者的

领域一样，并不 是充满乐趣的事情，而更多地是受到伤害。

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的表征，是以往在祭祀等仪式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器具

逐渐被人们 

的日常生活用具所取代。器具用途的变迁反映出人们关注问题的变迁，日常生活

因素参与建构 



了人们的仪式活动，并在此过程中世俗化。在这种经济形态基础上所形成的这

样一个自给自足 

而相对封闭的世俗生活和情感世界是其他生活乐趣所不能取代的。

(节选自王怀义《汉画像中的日常生活的美》）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因为汉画像记述的生活资料丰富、详细、准确、全面，所以它可以作为严肃而

严谨的学术 研究资料而进人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史研究。

B.世俗生活内容的渗透建构了汉画像的精神世界，而汉画像又反过来加强了人们

对世俗 生活乐趣的认同和建构。

C.“人间生活的乐趣”是汉画像审美意识内容的核心主题，它一直在影响着华夏

民族对自 我生活和生命存在的认识，并反映在他们的墓葬中。

D.通过山东沂南出土的汉画像可知，将自我的世俗生活延续下去，并使之永恒化

构成了汉 代艺术尤其是汉画像艺术的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主题。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山东沂南出土的汉画像记录的是当时士人阶层的自我世俗生活场景，此类场景

构成了 汉画像表现内容的基本主题。

B.因为墓葬的设计者认为死后的世界是现世世俗生活的延续，所以汉代人墓葬里

的图像 世界就具有了延续世俗生活的意义和作用。

C.在整个汉代，人们为了将自我的世俗生活延续下去，并使之永恒化，利用了很

多种的手 段和途径。

D.除了将生活中的各种场景以图像的方式保存下来外，汉代人还将生活中所能使

用到的 几乎所有物品均以模型或实物的方式一同埋人墓葬。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汉代人几乎是用尽一切心思来制造死者的日常生活用具，是因为他们对日常世

俗生活 的极端迷恋。

B.在汉代人看来，自我日常世俗生活中曾经存在的事与物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

它甚至就 是一种神圣的记忆和召唤。

C.林巳奈夫将汉代人的这种做法归结为生者担心死者的鬼魂因在黄泉世界中生活

不好而 来到世间作祟，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D.直到汉代，日常生活用具才出现在祭祀等仪式活动中，且逐渐取代以往占有重



要地位的 器具，这反映出人们关注问题的变迁。



参考答案：

1.D(原文第三段倒数第三行，“通过对各种文献和资料的考查”,所以“通过山东沂南出

土的汉画像可知”错误。)

2.A(原文是“它几乎构成了汉画像表现内容的基本主题之一”。）

3.D(根据原文推断不出“直到汉代，日常生活用具才出现在祭祀等仪式活动中)

2.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农耕文明时代留下的思想遗产中，具有深远价值的一种是上遵天道、下循地理的观念

。先秦哲人谈及此点，多半是论证伦理、政治问题的借喻，农学家则是正面探讨这一问题

。

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总结中国传统农业经验时，概括出传统农畜产业的循环生产模式

(如图所示）：

因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高，此类经验概括还是浅层次的，但所包蕴的意义却很深远，

与当下正在觉醒的“绿色意识”在理念上相通。“绿色意识”主张人类应仿效绿色植物，

取之自然，又回报自然，以利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实现经济、环境和生活质量之间的相

互促进与协调。

从“绿色意识”中还可引申出“绿色消费”的观念，即适度消费意识。当下发达国家

的高消费已经造成资源的巨量损耗；而发展中国家消费观念更新的速度，大大快于科技与

经济发展速度，形成一种浮躁、超前的消费取向。值此之际，倡导天人协调的绿色意识及

其表现——绿色消费，可以改变高耗的生产、生活方式，达到主体与客体协调互济。

人类对自身和外在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主客浑然一体阶段”“

主客体两分对立阶段”“主客体辩证统一阶段”。东亚的思维方式未能充分展开主体与客

体的分离，总体而言，天人合一观念占优势，天人相分观念没有获得充分发育。这一倾向

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特别艰难曲折互为因果。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对于当

下正在形成之中的“主客体辩证统一”思维方式富于启迪。这正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东西方

哲人注目于东亚智慧的原因所在。



东亚智慧没有也不可能树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资仿效的完备样板，它所提供

的只是闪耀着真理之光的某些启示，但它阐扬的人与自然一体观，对于祛除工业革命以来

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导致的种种弊病，无疑具有精神疗治作用。

印度思想中也有此类资源，泰戈尔说：印度人强调人和宇宙和谐。这种思想与中国先

秦哲人“人与天调”的理念是相通的，它们对现代人克服主体与客体截然对立造成的生态

危机富于启示性。当然，这种“克服”绝不是否定现代文明，重回古代的“主客不分”，

而是利用现代科技，将现代生产力引导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绿色运作轨道上。

现代西方一些思想家，开始超越人与自然两分对立观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奥尔多·利奥波德指出：“一个事物，只有在它有助于保持生物

共同体的双向互助式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才是正确的。”这种认识与中国一千年前

的哲学家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的命题一脉相通。

(摘编自冯天瑜《古典生态智慧与可持续发展之道》）

1.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先秦哲人和农学家对上遵天道、下循地理这一观念的探讨，观点虽有分歧，但都具有深远

的价值。

B. 

传统农畜产业的循环生产模式，蕴含了有机循环、生生不息的思想，在理念上与当下“绿

色意识”是相通的。

C. 

贾思勰总结概括出来的农畜产业循环生产模式，它尽管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对后世的积极

影响却是深远的。

D. 

“绿色消费”是一种适度消费，它能够有效抑制资源的过度损耗，有利于缓解主客体对立

失调。

2. 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前三段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先秦哲人和农学家所探讨的上遵天道、下循地理的观念与当下正

在觉醒的“绿色意识”在理念上是相通的。

B.



 

中间段落分析了“绿色意识”的内涵，延伸、产生的背景以及意义，并指出传统的天人合

一观念属于人类对自身和自然界相互关系认识的第一阶段。

C. 

文章使用了类比法，指出印度和美国等国家在继承和创造东亚智慧中关于人与自然，主体

与客体关系方面所做的贡献。

D. 

文章援引并梳理了古今中外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许多看法，旨在阐明“绿色意识”应成为

人类当下的共识。

3.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高消费和超前消费都背离绿色意识，不利于自然的生态平衡，也不利于经济、环境和生活

质量之间的和谐发展。

B. 

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问题上，无视东亚智慧是不明智的，而想从中找到可仿效的完

备样本也是不切合实际的。

C. 

利用现代科技化解人与自然对立所导致的生态危机，把现代生产力引导到正确轨道上，是

现代人面临的课题。

D. 

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占主导地位，影响深远，天人相分的观念没有得到发展，是受

中国艰难曲折地走现代化历程影响的。

参考答案：

1. A    2. C    3. D

1.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筛选文中重要信息的能力。解答时要找出文章中相对应的语句，注意

将选项转述内容与原文内容逐一比对，寻找细微的差别确定答案。A项，“观点虽有分歧

”不正确。选项对应信息在原文第一段，原文说的是“先秦哲人谈及此点，多半是论证伦

理、政治问题的借喻，农学家则是正面探讨这一问题”，说的是先秦哲人和农学家探讨的

方法不同，并没有提到二者观点有分歧。



2.



 

试题分析：C项，无中生有。原文倒数第二段说“印度思想中也有此类资源”，倒数第一

段说“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奥尔多·利奥波德指出……这种认识与中国一千年前的哲

学家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的命题一脉相通”，没有提及“印度和美国等国家在继承和

创造东亚智慧中关于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关系方面所做的贡献”。

点睛：解答此类试题首要的就是整体阅读，把握中心论点或论题，找出文中所用论据，分

析论证方法，明辨论据与论点之间的关系，不仅要明辨中心论点与论据之间的关系，更要

明辨各个分论点与论据之间的关系，最后提炼整合。同时还要注意论述类试题设题常见陷

阱：以偏概全、混淆时态、因果混乱、主次颠倒、混淆是非、无中生有、张冠李戴，等等

。对于试题选项内容一定要在原文中找到对应信息区间，然后再进行判断。

3.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理解作者观点态度的能力，解答时要清晰题目的设误类型，一般可能

说成绝对，扩大范围或缩小范围。答题时注意仔细阅读题干要求，分析各个选项，找出答

案。D项，“天人相分的观念没有得到发展”不正确，原文说的是“天人相分观念没有获

得充分发育”；“受……现代化历程影响”表达也不当，原文说的是“这一倾向与中国走

向现代化的历程特别艰难曲折互为因果”。

3. (每小题3分。共15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唐代时，元宵放灯已发展得盛况空前。京城“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yǐ)，饰以

金银，燃五万盏灯，簇之为花树”，金光璀璨(càn)，极为壮观。李商隐用“月色灯光满

帝城，香车宝辇溢通衢(qú)”的诗句，描绘了当时观灯规模之宏大。值得称道的，还应首

推唐代诗人崔液的《上元夜》“玉漏铜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

处闻灯不看来。”这里虽没有正面描写元宵盛况，却蕴含着十分欢乐愉悦热烈熙嚷的场景

。

元宵张灯是我国人民的传统  甲 

(习俗／旧俗)。古往今来，不仅有大量烩炙人口的元宵咏灯诗，而且也留下了无数情趣盎

(áng)然的元宵吟灯对联，“明月皎皎千门雪，□□□□□□□”就是著名的吟灯对联。

元宵灯节 乙  (流传／留传)至今，包含着很深的文化  丙  

(蕴涵／内涵)，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活动。

1．文中加点字的注音和字形都不正确的一项是



A．锦绮(yǐ)    盛况空前    B．金光璀璨(càn)    宏大



C．通衢(qú)    烩炙人口    D．情趣盎(áng)然    熙嚷

2．在文中方格处填入下列语句，恰当的一项是

A．春色霭霭满夜城    B．华灯点点万户春

C．彩灯处处春花新    D．春意融融万户中

3．在文中甲乙丙处依次填入词语，恰当的一项是

A．习俗    流传    内涵    B．旧俗    流传    蕴涵

C．习俗    留传    蕴涵    D．旧俗    留传    内涵

参考答案：

1.D2.B

略

二、 古代诗文阅读（35分，共3题）

4.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8-10题。

    

卢象升，字建斗，宜兴人。举天启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员外郎，稍迁大名知府。象

升虽文士，善射，娴将略，能治军。象升少有大志，为学不事章句。居官勤劳倍下吏，夜

刻烛，鸡鸣盥栉，得一机要，披衣起，立行之。暇即角射，箭衔花，五十步外，发必中。

六年，山西贼流入畿辅，据临城之西山。象升击却之。象升每临阵，身先士卒．与贼格斗

，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逐贼危崖，一贼自巅射中象升额，又一矢仆夫毙马下，象升

提刀战益疾。贼骇走，相戒曰：“卢廉使遇即死，不可犯。”象升以是有能兵名。八年，

汝、洛告警，贼部众三十余万，连营百里，势甚盛。先是．大帅曹文诏、艾万年阵亡，尤

世威败走。诸将率畏贼不敢前，象升每慷慨洒泣，激以忠义。军中尝绝三日饷，象升亦水

浆不入口，以是得将士心，战辄有功。九年正月，大会诸将于凤阳。象升乃上言曰：“贼

横而后调兵，贼多而后增兵，是为后局；兵至而后议饷，兵集而后请饷，是为危形。况请

饷未敷，兵将从贼而为寇，是八年来所请之兵皆贼党，所用之饷皆盗粮也。”又言：“各

直省抚臣，俱有封疆重任，毋得一有贼势即求援求调。不应则吴、越也，分应则何以支”

言皆切中机宜。



大清兵南下，三路出师。十二月十一日，象升师至蒿水桥，遇大清兵。象升将中军，

大威帅左，国柱帅右。遂战。夜半，觱篥声四起。旦日，骑教万环之三匝。象升麾兵疾战

呼声动天自辰迄未砲尽矢穷奋身斗后骑皆进手击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象升死时，

年三十九。死后朝廷赠太子少师、兵部尚书，赐祭葬，世荫锦衣千户。福王时，追谧忠烈

，建祠奉祀。          （节选自《明史·卢象升传》，有删改）

8．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象升麾兵疾战／呼声动天／自辰迄／未砲尽矢穷／奋身斗／后骑皆进／手击杀数十人

／身中四矢三刃／遂仆

B．象升麾兵疾战／呼声动天／自辰迄未／砲尽矢穷／奋身斗／后骑皆进／手击杀数十人

／身中四矢三刃／遂仆

C．象升麾兵疾战／呼声动天／自辰迄／未砲尽矢穷／奋身斗／后骑皆进／手击杀数十／

人身中四矢共刃／遂仆

D．象升麾兵疾战／呼声动天／自辰迄未／砲尽矢穷／奋身斗／后骑皆进／手击杀数十／

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

9．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员外郎是中国古代官职之一，是朝廷各部司的副职长官。正职长官为郎中。

B．鸡鸣，十二时辰的第二个时辰——丑时，相当于凌晨3～5时。

C．“畿辅”，畿，京辅；辅，三辅。畿辅合指京都周围附近的地区。

D．“封疆”，原指分封疆土、明清时，封疆大吏总揽一省或数省军政大权。

10．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卢象升为官勤勉．夙夜不懈地勤于政事，日夜操劳，遇有要紧事，常在天亮之前披衣

而起，决不懈怠。

B．卢象升作战勇猛，临危不惧。他被贼寇追逼到山崖边．额头中箭后，他毫不畏惧，反

而更加勇武地作战。

C．卢象升与将士通忧共患，同甘共苦。他的部队绝了粮饷，他也不喝一口水浆，因此他

得到了将士们的拥戴。

D．卢象升颇有远见，常一言中的。他提出朝廷作战应未雨绸缪、抚臣守疆要勇于担当的

建议都切中时宜。

参考答案：

8 B



9 B

1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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