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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试卷含解析

一、 现代文阅读（35分，共3题）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实用类文本)，完成16—18题(9分)

感恩老兵  郭松民

  

  湛蓝的大海，金黄色的沙滩，在法兰西6月的晨风中，一队身着军服的耄耋老人

蹒珊着走来。清朗的阳光打在他们脸上，他们胸前的勋章熠熠生辉。

    军乐队奏响了迎宾曲，礼炮轰鸣，年轻的军官和士兵们庄严地抬起右臂——

老人们知道这是在向他们致敬!女王站起来了，总统站起来了，总理、首相和部长

们站起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年龄、不同肤色、不同性别的民众也站起来了，

并且用不同的语言欢呼——老人们知道这是在向他们致敬!

    这是在诺曼底——

这些耄耋老人都是60年前在这里登陆的老兵。他们的很多战友长眠在这里，他们自

己也曾经准备把血洒在奥马哈海滩上。今天他们之所以故地重游，就是为了接受欢

呼，享受荣耀。希拉克总统在一个礼宾官的陪同下，再次向他们授予了法兰西共和

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然后致辞说。法国和欧洲对他们永远感激!

    老兵此时此刻都在想些什么?



我不得而知。曾经拍摄了以诺曼底登陆为背景的影片《拯救大兵瑞恩》的好莱坞大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纪念仪式后引用父亲当年的一句话形容这些健在老兵

的心境：“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老兵们可以放心

了，他们不仅没有被遗忘，在这一刻还成了全世界注目的中心。60年前，当他们在

枪林弹雨中冲上滩头的时候，可能没有想过会有今天：但有了今天，他们当年的牺

牲，便全都得到了补偿。

    

诺曼底的庆典也吸引了万里之外的中国人的目光，有的媒体开始寻找参加过登陆作

战的中国人。这条消息让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感觉：在诺曼底战斗

过的中国人固然值得给予最大的关注，但那些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和日寇拼过刺刀

的老兵，是不是也应该受到我们同样的关注呢?那些在卢沟桥、平型关、台儿庄以

及在8年漫长的战争中，所有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浴血奋战过的老兵，他们都在

哪里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选一个适当的日子，比如“卢沟桥事变纪念日”“日本

投降纪念日”或者“抗战胜利纪念日”。让他们胸前挂满勋章，接受我们的欢呼和

敬意，然后庄严地告诉他们：中国和亚洲对他们永远感激!

    

一个知道感恩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老兵们已经不多了，而且还在不停地凋零。抗

战爆发时20岁的老兵，今年就应该是87岁高龄了；抗战胜利时20岁的老兵，今年也

应该是79岁高龄了。一位接受了“荣誉军团骑士勋章”的美国老兵霍斯勒说：“我

感到付出的一切都很值得!”明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我希望我们也能看到一个隆

重的庆典，能够听到有人对他们说“我们永远感激”，能够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听到他们欣慰地说：“我感到付出的一切都很值得”——

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时刻，我们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6．开头两段主要写了什么?就整篇文章而言，有何作用?(3分)

    答：                    

                                                        



    

作用①                                                                  

     



        

②                                                                       

17．作者说“这条消息让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感觉”，他为什么这

样说?请

    简要分析。(3分)

    

答：①                                                                  

     

        

②                                                                       

        

③                                                                      

 

18．在第15届中国新闻奖的评选中，本文深受评委们的青睐而荣获一等奖。请结合

这篇新

    闻的主题探究其获奖的理由。(3分)

答：                                                                

       

                                                                    

        

                                       

                                     



参考答案：

16．(3分)主要写了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庆典的场面。(1分)写得庄严感人表

达了对老兵们的敬意；一开始就营造出美好而肃穆的气氛，让读者身临其境，增强

了作品的感染力。(2分，两个要点，每点1分，意思对即可)

17．(3分)①事到眼前才想起，是否晚了些?②为什么偏偏是媒体，而不是政府

出面？③这样隆重的纪念活动我们是否也应该在抗战60周年时举行一次?④在我们

给予在诺曼底战斗过的中国人以最大关注的同时，为什么没有给予那些在我们自己

的国土上和日寇拼过刺刀的中国老兵以应有的、同样的关注?(答出3点即可：每点1

分，共3分：意思对即可)

18．(3分)新闻主题：感恩老兵。(1分)当下商品经济如潮，人们忘记了感恩，

针对这现实存在并受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感恩老兵》告诉人们：“一个知道感

恩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这篇新闻主题针对性强，起到了用正确的思想引导入”

的作用。(2分，两个要点现实背景；作用；每点1分，意思对即可)

2.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为学，苦事也，亦乐事也”

郭齐勇

熊十力的一生与世俗浮浅习气决绝，鄙弃随波逐流、追慕声誉、震慑于权威的奴才性

格。他说：“为学，苦事也，亦乐事也。唯真志于学者，乃能忘其苦而知其乐。盖欲有造

于学也，则凡世间一切之富贵荣誉皆不能顾。甘贫贱，忍淡泊，是非至苦之事欤。虽然，

所谓功名富贵者，世人以之为乐也。世人之乐，志学者不以为乐也。”这表达了熊十力的

自立之道。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先生作为民族的哲人，虽生活穷困，

却凭着他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着的爱，发愤忘食，努力著述、讲学。

此时的熊十力潜心从事哲学研究，住在重庆北碚穷乡破庙中，老来颠沛，愈加贫困，

勉力握笔，阐释、发挥中国哲学精义。在流亡困厄之中，他仍神游玄圃，对于哲学创作，

情有独钟。他确乎做到了“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



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熊十力虽长年居无定所，饱受贫困、病痛的折磨，仍以忧乐

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在抗战年代，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写作了

大量书札短论外，最主要的是拿出了两部巨著：《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

这是他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的结晶。

熊十力一生有一个难圆之梦，就是由他自己来主持一个哲学研究所，可惜好梦难圆，

原因在于经费问题无从着落。然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资助，被熊十力拒绝了。

就在1946年这一年中，熊十力曾两次退回蒋介石资助他办哲学研究所的经费。一次发

生在是年春，熊十力从后方回到湖北，住在汉口亲戚家。蒋介石曾令陶希圣打电话给时任

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让他送一百万元给熊十力办研究所。万耀煌派人给熊送去，熊当场

退掉。来人说如不收下，回去不好交差。熊说，这不关你们的事，我熊某对抗战既无寸功

，愧不敢当。

这年6月，徐复观将熊十力的《读经示要》呈送蒋介石，蒋令何应钦拨款法币两百万

元资助先生办哲学研究所。熊十力再次拒绝。他给徐复观写信“吾生已六十有二，虽不敢

曰甚高年，而数目则已不可不谓之大，不能不自爱护也。何敬之先生款，既不办研所，自

须璧还，否则将成笑话也……如今士类，知识品节两不败者无几。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

务潜修也；品节之败，奉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当局如为国

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我所欲为，不必由当局以财力扶持。但勿干涉，即是消极

扶持。”

这一封信最清楚不过地表明熊十力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名誉、自尊和学术生命，保持

气节操守，坚持独立人格。虽然他非常想办哲学研究所，但因是政府最高当局资助，他宁

可不办，也不能拿这笔钱。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最后由徐复观把这笔钱转赠了他处。

相关链接：

（1）熊十力：著名哲学家，信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在哲学家自成一体，“熊

学”研究者也遍及海内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

人物”。蔡元培称熊氏乃两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浮先生

更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道生、玄奘、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

《熊十力：一头特立独行的熊》



（2）说到著述，熊十力既不是同代学人中笔耕最勤的，也不是著书最多的，但如果

说用心深细、用思艰涩，则又非《新唯识论》莫属。其第一稿撰写于学佛期间，此后，19

23．1926．至1928年已经有4稿写出，经过1930稿直到1932年，才形成文言文本的定本；

又经过12年的磨砺，到1944年方形成语体文本的定本。说到用心，在撰写《新唯识论》时

，他曾为自己题一幅联：“道之将丧也，文不在兹乎？”，由此可见其人的自负与担当；

说到心不旁骛，他在北大任教的数十年中，每周只上两节课，且只在家里上，其余时间都

用来读书、写作，可见其用心之专与用力之勤。

  （丁为祥《熊十力与<新唯识论>》）

4．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熊十力认为做学问就不能考虑世间一切之富贵荣誉，只有真正有志于学问的人才

能忘其苦而知其乐。

B．熊十力潜心研究中国哲学，在流亡困厄之中仍能神游玄圃，并且对哲学创作情有

独钟。

C．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得熊十力长年居无定所，饱受贫困、病痛的折磨，但他

仍以振兴中华文化为己任。

D．蒋介石曾经下令何应钦拨款法币两百万元资助熊十力办哲学研究所，但熊十力坚

决拒绝，并给徐复观写信解释自己不接受的理由。

5．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文本开头引述熊十力自立的一段话，既照应了题目中的“为学，苦事也，亦乐事

也”，又引出了对熊十力一生艰难生活的叙述。

B．熊十力年老的时候居住在重庆北碚穷乡破庙中潜心研究哲学，即使贫困仍竭尽全

力阐释、发挥中国哲学精义。

C．熊十力在抗战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写出了《新唯识论》和《读经示要》两部

巨著，他的《读经示要》后来还被徐复观呈送蒋介石。

D．熊十力一直想建立一个由自己主持的哲学研究所，但又拒绝了蒋介石的资助，这

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对抗战没有功劳，于是拒绝了。

E．熊十力著作丰厚，在同时代学人中论笔耕勤奋、用心深细、用思艰涩、心无旁骛

，恐怕无人能够超出他。

6．熊十力是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文中熊十力身上有哪些值得学习的人格魅力？请

结合材料简要归纳。



参考答案：

4．C   

5．BC    



6．（1）甘愿贫贱，淡泊名利，坚守理想：虽老来颠沛，居无定所，却钟情于哲学创

作。（2）热爱国家，具有忧患和责任意识，在抗战年代，拿出了两部巨著；（3）爱护名

誉、自尊，保持气节操守，多次拒绝不当资助。

6．试题分析：题干 

“熊十力是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文中熊十力身上有哪些值得学习的人格魅力？请结合材

料简要归纳。”，答题关键 

“人格魅力”，联系文章内容答题，适当加入自己的见解，言之成理即可。



点睛：探讨文本反映得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这个时代的

普遍价值影响，并对作者的观点态度和艺术处理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探讨类似问题时

，一方面需要探讨文本之中蕴含的传主的人生观和人生价值，一方面要求我们联系现实生

活探讨其现实意义。答题思路可概括为：观点——引据——论述——

小结。观点：明白无误地表明观点。这是第一个得分点。引据：恰当引用论据，遵循“内

引外联”的原则，既要充分利用原文信息，又要合理联系现实状况。论述：即归结回扣观

点，简要作结。最后整合信息，分条陈述，（1）要点须全面；（2）陈述有条理。作为综

合阐述题，观点明确，言之有据，言之成理，是得分的关键点。具体步骤：第一句：应写

自己的观点，句式是“我认为??”或“我赞同??”。接下来，分析自己的理由，句式是“

理由是：1……2……3……”，把理由分点罗列。最后，可加总结句，句式“所以或因此?

?”，如果已超字数、超范围，可不写总结句。

3.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8—10题。（9分）

守护阅读文化的价值质点     

艾斐

    

所谓文化价值的质点，是指文化的原生价值、本质价值。价值质点是一切内容和形式的文

化创造、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生命之腱与活力之源，是文化主体劳动绩效的凸显，更是

文化对人和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的体现。

    

价值形式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文化的一种价值辐射与效能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高度自觉而有效地强化文化价值的质点，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否则

，文化的本体价值和终极效能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受到消耗，以至于使文化发生易质，变成

空壳，沦为物欲化的精神尘嚣。

    

在精神价值之外的其他价值，对于文化来说，都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衍生出来的副价

值，它们既不体现文化的本质形态和主体功能，也构不成文化价值的质点，最多只是文化

主体价值的衍生物与附加值。如果不是这样，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就笃定会是一张白纸、一

孔涸泉了。因为历来真正的文化创造者、文艺创作者、心灵宣慰者、精神提升者、智能开

拓者和文明传播者，就从来不是以牟利和娱乐为目的的。他们的一切劳作和创造，只有一

个终极目的，那就是开智、养心、励志、修德，是张扬正义、布达真理、激励人生、繁昌



社会。如果老子、孔子、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们所追求的不是文化的本质价值，不是文

化的精神救赎，不是文化的社会效能，而只是金钱、物欲和娱乐，那就不会有《道德经》

、《论语》、《离骚》、《史记》、《红楼梦》的存在。

    



这是中华民族的大幸。正是由于这些圣哲们在文化上做出的如此显赫成绩和重大贡献，我

们才会拥有如此灿烂的文明和精神的家园。否则，我们的民族就会因为失去文化的滋养而

变得形容枯槁、精神萎靡。想想看，如果没有四书五经，没有《史记》、《资治通鉴》、

《红楼梦》，没有孔子、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中华民族还是中华

民族吗?中国人又该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灵魂?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坐标

又在何处?

    

这便是文化价值的质点，也即文化价值的核心与本质所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

，文化价值的衍生物固然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但文化价值的质点却永远不可改变，也永

远不能改变。如果改变了，文化也就不是文化了。文化价值的质点一旦易质，其后果自当

是不堪设想的。如果把赚钱当成了文化的唯一目的，势必就要放弃文化对人和社会的引导

与提升功能，必然要使文化陷入低俗、畸靡的渊薮。

   

任何事物，都只有在具有价值之后才会有意义和作用。但各种事物的价值形成、价值规律

和价值质点却是不尽相同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在经济学中，价值主要体现在商品所涵

蕴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和对物质资源的附有上。这种价值不但可以量化，而且可以转换，尤

其可以用货币来标示和兑换。但文化却不行，文化价值的核心内容、终极效能和主要实现

方式，始终都在于它所天然赋有并理应履施的社会性、公益性、思想导向、智能寄寓和精

神内涵。文化不但要以真、善、美的方式来揭示和表现生活与人性中的真、善、美，而且

要在不可逆和个性化的艺术创造中给生活增添亮色，使社会焕发光彩，让精神得以提升，

促人性更臻完美。凡此种种，既是文化的社会担当，又是文化的效能旨归。正因为如此，

文化价值的质点也便被赋予了独具的重要性和特殊意义。

文化的这一价值质点，是文化的生命线。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文化形

态都不应违逆。文化一旦离散了这个价值质点，其主体价值和终极效能便会随之消失殆尽

。文化的商品意义，永远都只能是和只配是文化主体价值和终极效能的延伸物与衍生品，

就像在提炼石油时得到了沥青，但我们却永远也不能只为得到沥青而去提炼石油。

8．下列有关“文化价值的质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化的价值质点是文化的本质价值，是文化创造的活力源泉。

B．在 价值形式和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文化价值的质点可能会发生质变。

C．文化价值的质点是由其主体精神价值和附加的价值构成。



D．文化的价值质点被赋予了独特的社会担当和效能旨归。。 

9．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价值形式与价值取向日趋多元，文化产品势必沦为

物欲化的精神喧嚣。



B．没有老子、孔子、曹雪芹，没有《史记》、《资治通鉴》、《红楼梦》，我们的民

族必然形容枯槁，集体失魂。

C．对人和社会的引导和提升是文化的生命线，一旦离散了这条线，文化也就失去了它

的主体价值和终极效能。

D．文化要以真、善、美的方式来表现生活与人性中的真、善、美，作家一旦顾及个人

利益也就失真、伪善和虚美。

10．根据文意，简述“守护文化价值质点”的必要性。(3分)

 答：                                                                       

参考答案：

8.C（根据文句“在精神价值之外的其他价值，对于文化来说，都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

步衍生出来的副价值，它们既不体现文化的本质形态和主体功能，也构不成文化价值的质

点，最多只是文化主体价值的衍生物与附加值。”可知，附属的价值不构成文化价值的质

点。）

9.C（A选项根据第二段可知过于绝对。B选项根据文句“如果没有四书五经，没有《史记

》、《资治通鉴》、《红楼梦》，没有孔子、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

，中华民族还是中华民族吗”可知。D属无中生有，文中并未提及作家一旦顾及个人利益

就会失真、伪善和虚美。）

10.①“文化价值质点”天然赋有并理应履施的社会性、公益性、思想导向、智能寄寓和

精神内涵，是文化的社会担当和效能旨归，对人和社会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②在 价值形式和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高度自觉而有效地强化文化价值的质点能有效地

抵制文化的本体价值和终极效能受到消耗，预防文化发生易质，沦为物欲化的精神尘嚣。

（答出“文化价值质点”本身特征或作用各1分；两者皆有3分）

二、 古代诗文阅读（35分，共3题）

4.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各题。

孙振基，字肖冈，潼关卫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除莘县知县，调繁安丘。三十六年

四月，以治行征，授给事中，先除礼部主事。四十年十月命始下，振基得户科。时吏部推

举大僚，每患乏才，振基力请起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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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1370

2213500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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