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黄冈市 2022-2023 学年高三期中语文试题及答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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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劳动，其实精神生产与物质

生产是一致的，而且是互相依存的。我们的根据主要是马克思的《经

济学一哲学手稿》和《资本论》里的论“劳动”等论述。该论述会造成

美学领域的彻底革命，我们只消回顾一下以往统治西方美学的从康德

到克罗齐那一系列的唯心主义大师的论点，把它们和马克思主义的论

点细心比较一下，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马克思在下文又就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了补充：自然中所含的人性的本

质只有对于社会的人才存在；因为在社会里，自然对于人才作为人和

人的联系纽带而存在。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辩证统一含有两点互相

因依的要义：人之中有自然，自然之中也有人。人得到充分发展要靠

自然得到充分发展，自然得到充分发展也要靠人得到充分发展。自然

是人的肉体食粮和精神食粮的来源，是人的生产劳动的基础和手段。

人在劳动中才开始形成社会。生产劳动就是社会性的人凭他的本质力

量对自然的加工改造。 

中国先秦诸子有一句老话：“人尽其能，地尽其利。”“人尽其能”就是彻

底的人道主义，“地尽其利”就是彻底的自然主义，不过这句中国老话

没有揭示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互相因依，只表达了对太平盛世的一种朴

素的愿望。马克思却不仅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而且替共产主义奠

定了一个稳实的哲学基础，实际上也替美学和艺术奠定了一个马克思



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在讨论人与自然的统一时，马克思提出了“美的

规律”，我们不妨细心研究一下马克思的原话： 

通过实践来创造一个对象世界，即对有机自然界进行加工改造，就证

实了人是一种存在。……动物固然也生产，它替自己营巢造窝，例如蜜

蜂、海狸和蚂蚁之类。但一是动物只制造它自己及其后代直接需要的

东西，它们只片面地生产，而人却全面地生产；动物只有在肉体直接 

需要的支配之下才生产，而人却在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时也生产，而

且只有在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时，人才真正地生产；动物只生产动物，

而人却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联系到它的肉体，而人却

自由地对待他的产品。动物只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标准和需要去

制造，而人却知道怎样按照每个物种的标准来生产，而且知道怎样到

处把本身固有的标准运用到对象上来制造，因此，人还按照美的规律

来制造。 

恩格斯也是从生产劳动来看人和社会发展的。他一开始就说：“劳动和

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基本

条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人本身各种器官之中恩格斯特别强

调了人手、人脑和语言器官的特殊作用。人手在劳动中得到高度发展，

到能制造劳动工具时，手才“变得自由”，“所以人手不仅是劳动的工具，

它还是劳动的产物”。人手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劳动愈来愈完善，愈

灵巧：在这个基础上人手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

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 

这个实例就足够生动地说明艺术起源于劳动了。 

(摘编自朱光潜《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有删改) 

材料二： 



艺术是什么? 

原始人类时代，穴居野处，当时人类之生活，实极简单。他们一方面

为满足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工具；一方面为满足情绪上的调和，而寻求

一种相当的表现，这就是艺术。 

我们尤当特别注意的，就是音韵为声音的舞蹈之表现，舞蹈实为动作

的音韵之表现。人类在本能上具有表现其悲哀与欢乐的一种表示。这

种表示的方法，只有两方面：即呼叫与手势。由此产生患音与形式，

为一切艺术原始之原素。人类所异于其他动物，就是能把这种声音与

形式变化无穷，而成艺术上的两种倾向。前者由言语之应用，以音韵

为中心而产生音乐与诗歌；所谓“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

故咏叹之”就是这种意思。后者由文字之应用，以形式为中心而产生装

饰、建筑、雕刻、绘画诸类。舞蹈是含着音乐的节奏、形式的均齐两

方面的一种表现。 

艺术是情绪冲动之表现，但表现之方法，需要相当的形式，形式之演

进是关乎经验及自身，增长与不增长，可能与不可能诸问题。人类对

此两方面比较完备，在表现方法上，积成一种历史的观念，为群体之

演进，个体之经验绝不随个体而消灭的。 

人类对着自己的情绪，只有两种对付的方法：前一种在自身或自身之

外，寻求相当的形式，表露自己的内在情绪，以求调和而产生艺术。

后一种是在自身之内，设立一种假定，以信仰为达到满足的目的，强

纳流动变化的情绪于固定的假定及信仰之中，以求安慰而产生宗教。

宗教之构成，总含着特别的条件，而出世与超物质的思想，为其根本

方法。 

艺术构成之根本方法，与宗教适相反。宗教与艺术同原始于人类情绪



上之一种表现。艺术则适应情绪流动的性质，寻求一种相当的形式，

在自身(如舞蹈歌唱诸类)或自身之外(如绘画雕刻装饰诸类)使实现理

性与情绪之调和。 

(摘编自林风眠《艺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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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就是社会性的人凭他的本质力量对自然的加

工改造。 

B.“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是指人通过完善、灵巧的双手创作出绘画等艺

术精品。 

C.人通过劳动可创造一个超越了物质、肉体、个体的很自由、全面的

对象世界。 

D.艺术是用相当的形式来表现情绪冲动的活动，也是一种精神方面的

生产劳动。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如果没有劳动，没有表达情绪的需要，不管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

产，人类都难以产生优秀的艺术。 

B.艺术只有采用相当的形式，如音乐、形象等，才有可能实现其表达

情绪、满足情绪上的调和的目标。 

C.舞蹈既是一种表现动作的音韵的艺术，也是一种表现形式的均齐的

艺术，可以说它是一种综合艺术。 

D.艺术构成的根本方法与宗教相反，不仅有适应情绪流动的感性，而

且有出世与超物质的思想的理性。 

3.结合材料内容，下列选项中不能支撑“艺术源于劳动”观点的一项是

(3 分) 



A.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其中一个叫道“杭育杭育”，倘若用什

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成了文学“杭育杭育派”。 

B.黄庭坚坐船经过三峡，看到船夫划桨一前一后、一来一去、一推一

放、一附一仰的动作，由此悟得书法的用笔奥秘。 

C.“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借哈姆雷特的经典独白，莎士比亚完

成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创作出巨著《哈姆雷特》。 

D.民间音乐家阿炳，因患有眼疾而双目失明，自小经历凄苦的人生，

这让他创作出象征自己人生命运的名曲《二泉映月》。 

4.两则材料在论证时都采用了比较分析，试举例简要分析。(4 分) 

5.为什么说“艺术起源于劳动”?请结合材料一加以概括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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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三爷和他的鹰 

仲维柯 

山连着山，岭靠着岭，山岭之上满眼里苍松翠柏，直指天际。这是鲁

西南最大的一片天然林，管理它的则是双城岭林场。 

林场驻地设在双城岭的脚下，十多间老式石头房子，七八个其貌不扬

的员工，可别小瞧他们，他们可都是直属于市林业局单位的国家正式

职工。 

麻三爷就是林场的护林员。他在这深山老林里一待就是 40 年，由原

本肌肤圆浑的后生，变成了尖嘴利眼瘦削的老人，把一生中最好的时

光交给了这片山林，而今仍孤身一人。 

三爷就要离开这片山林，到市“老年公寓”安享晚年了。听说，这待遇

是林业局局长特批的。即将离开林场的三爷还有件最放不下的事情，



那就是不知如何安置那只跟了他三十多年的老山鹰。 

那是一只本地的老山鹰，黑底白眉斑的头，下体白色，杂有数目不多

的灰黑色小横斑，体长半米有余。说起三爷与这老山鹰，那还真有不

少故事呢。 

那还是三爷来林场的第二年。当年轻的三爷巡林到老虎崖时，捡到一

只折断了翅膀的雏鹰，心慈的三爷就把它抱回林场养了起来。 

用药水擦拭伤口，喂水喂肉，清洗羽毛……三爷慈母般呵护着蜂鹰；用

棍棒敲羽翅、脚爪钩喙来锻炼筋骨，一次次从高处抛下来练习飞翔……

三爷严父般训练着雏鹰。终于，雏鹰成了能翱翔于蓝天的老山鹰，可

它总不肯离开三爷。 

三爷巡山，山鹰便在三爷上空盘旋；三爷休息，山鹰便落在三爷脚边

嬉戏；三爷走到哪儿，山鹰便飞到哪儿。 

那年，木材价格飙升，市场上松柏木的价格更是高得惊人，就有不少

人动了盗伐山林的歪主意。那天，当三爷巡视到跑马岭时，只见五六

个光头后生正挥动着刀斧肆无忌惮砍伐着林木。三爷大声制止，他们

非但不听，还挥动着工具缓缓靠过来。“喔欧”一声尖利长鸣，几个后

生的头皮被重重挠了一把，随即血流满面，惨不忍睹。后生们捂着伤

口，惊恐地望着空中乌云般的山鹰，撒开两腿朝岭下送去。 

还有个冬天、雪下得很大，三爷巡山不慎跌落老龙峡。山鹰便盘旋在

老龙峡上空，凄厉的叫声就是在十多里外都能听到。听到老鹰呜叫的

人都说，那叫声揪心，瘆人！救三爷回来，人们发现山鹰的嗉子里全

是血！ 

商议老山鹰归宿的问题，两个月前就开始了：跟三爷回城里“老年公

寓”，恐怕人家不接受；留在林场，除了三爷，它不跟任何人接近；送



给爱心人士饲养，这一天三顿肉，谁喂得起?……老山鹰可顾不了这些，

只管“嘭嘭嘭”地敲击着它那粗大的钩喙和爪子。 

这已不是二十年前的钩喙和爪子了。一厚层灰白色硬如石头的物质像

枷锁一样，套在山鹰的钩喙和爪子外面，使之不再尖利，不再灵活。

那次三爷让山鹰追前面不远处一只半大野兔、几番搏斗后，野兔竞从

老鹰爪下逃脱了…… 

几番周折，市动物园总算答应收留这只年迹古稀的老山鹰了，离开的

时间与三爷离开林场同日。 

明天就要离开了，林场特地给三爷摆了欢送宾。喝酒、吃肉、喝山调

子，三爷没有半点情致，整个心像被掏空了似的。 

耳膜里挥之不去的是老山鹰“嘭嘭嘭”的撞击声。三爷提了些水拿了些

肉打开了山鹰住的小棚。 

甩动粗壮的脖子，重重击打钩喙；抬起硕大的脚趾，狠命地摔打鹰爪。

三爷蹲下身，紧紧抱住山鹰脖子，悲成成流了好一阵子泪。 

嘭嘭——嘭嘭——三爷数着山鹰的“嘭嘭”声直到天明。 

太阳刚刚露出整个圆脸，市老年公窝、动物园的车也就到了林场。 

当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打开山鹰住的棚子时，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在场所

有人：山鹰的爪子、钩喙全都白森森的，微微滴着血，那层厚厚的灰

白色的硬东西，像一套精致的模具静静地摆在人们面前。 

“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老鹰复生的传说还真有。”动物园来的一

位年长的工作人员嗫嚅道。 

“当一只鹰活到 40 岁时，它的喙会变得弯曲、脆弱，不能一击而制服

猎物；它的爪子会因为常年捕食而变钝，不能抓起奔跑的兔子。传说

真正的雄鹰，会忍着饥饿和疼痛日复一日敲打嚎，直到脱落；同时，



会将磨钝的爪子一个个拔出，直到长出新的锋利的爪子。当这痛苦的

历程过去，老鹰可以重获 30 年的新生，再次翱翔于天空。” 

三爷呆呆地听着，眼都不眨一下。 

催三爷上路的喇叭声再起，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老人竟变卦了…… 

“我的山鹰有勇气重获新生，它理当属于山林；我虽然年老了，但还比

得上一只山鹰、不走了，都不走了！ 

——在这林子里，让这鹰再陪我 30 年！呵呵⋯⋯” 

6.下列对小说内容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麻三爷要离开林场退休回家安享晚年了，陪伴了他多年老山鹰的归

宿问题成了困扰麻三爷的心病。 

B.人们都不愿意收留老山鹰。一是因为山鹰食量大，成本太高；二是

山鹰年纪大了，没有多少价值。 

C.麻三爷对老山鹰难分难舍，不仅因为山鹰有救命之恩，还因为他们

在多年相处中成了彼此的依靠。 

D.麻三爷在深山老林一待四十年，至今仍孤身一人，体现他默默奉献、

忠于职守、淡泊名利的品质。 

7.下列对本文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文中通过写鹰攻击坏人、为麻三爷呼救的情节，从一个侧面烘托了

麻三爷工作环境的艰险。 

B.“嘭嘭——嘭嘭——三爷⋯⋯”这处细节写出三爷即将离去的不舍，对

山鹰折磨自己的心疼。 

C.“明天就要离开了……”划线句子运用比喻，形象写出麻三爷离开林场

前内心的复杂感受。 

D.小说语言简练、多用短句，如“山连着山，岭靠着岭”，寥寥数语写



出此地崇山峻岭的特点。 

8.这篇小说情节设置极为巧妙，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6 分) 

9.小说结尾一再提到的“复生”“新生”具有多重意蕴，请联系全文进行探

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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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上欲以李林甫为相，问于中书令张九龄，九龄对曰：“宰相系国安

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上不从。时九龄方以文学为

上所重，林甫虽恨犹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与九龄善，林甫并疾之。

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林甫巧

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上之为临淄王也，惠妃生寿王瑁，宠冠诸子。

太子与瑶、琚会于内第，各以母失职有怨望语。惠妃泣诉于上曰：“太

子阴结党与，将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语宰相，欲皆废

之。九龄曰：“陛下践作垂三十年，太子诸王不离深宫，日受圣训，天

下之人皆庆陛下享国久长，子孙蓉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闻大过，

陛下奈何一旦以无根之语，喜怒之际，尽废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

可轻摇。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上不悦。林甫初无所言，退而

私谓宦官之贵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上犹豫未决。惠

妃密使官奴牛贵儿谓九龄曰：“有废必有兴，公为之援，宰相可长处。”

九龄叱之，以其语白上；上为之动色，故讫九龄罢相，太子得无动。

林甫日夜短九龄于上，上浸疏之。 

林甫引萧炅为户部侍郎。炅素不学，尝对中书侍郎严挺之读“伏腊”为

“伏猎”。挺之言于九龄曰：“省中岂容有'伏猎侍郎'！”由是出灵为岐州



刺史，故林甫怨挺之。九龄与挺之善，欲引以为相、尝谓之曰：“李尚

书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门，与之款昵。”挺之素负气，薄林甫为人，竟

不之诣。林甫恨之益深。林甫欲蔽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明召诸谏

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

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补阙杜琏尝上书言事，明日，

黜为下邽令。自是谏争路绝矣。 

(节选自《资治通鉴》、有删改)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

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 

B.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林

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 

C.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

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 

D.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

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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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尊，至高无上的地位，“履至尊而制六合”中的“至尊”即是此意。文

中代指皇帝。 

B.垂，副词，将近，将要，与唐代元稹的诗句“垂死病中惊坐起”中的

“垂”的含义不同。 

C.宦官，又称太监、中官，是宫内侍奉官。为防宦官干政，不同朝代

对此官进行了规定。 

D.侍郎，唐朝官吏制度沿袭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三省的长官称宰相，



六部的副职称侍郎。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张九龄认为宰相身系社稷安危，担忧李林甫为相会成为国家之患，

玄宗不听。 

B.惠妃哭诉太子有结党谋害之心，唐玄宗欲废太子，张九龄却坚决反

对，玄宗不悦。 

C.李林甫假意鼓励众谏官言事，而随后杜班因言事被贬，诤谏的言路

就此断绝。 

D.在是否废太子上，李林甫当场没表态；惠妃为了达到目的，暗地派

人拉拢张九龄。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林甫日夜短九龄于上.上浸疏之。(4 分) 

(2)挺之素负气，薄林甫为人，竟不之诣。(4 分) 

14.《资治通鉴》意为“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假如你是玄宗，你认识

到“李林甫专权”运用了哪些手段?请结合选文内容概括。(3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两首诗，完成 15~16 题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韩愈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南溪早春 

杨万里 

还家五度见春容，长被春容恼病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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