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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温州市 2023-2024 学年高二上学期语文期末教学质量统一检测试卷（A 卷）

阅卷人

得分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现代文阅读 I；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园林是关于空间处理的艺术，中国人独特的空间观念影响了中国古典园林的规划与设计。中国古代

园林不仅仅是主人休闲娱乐之地，还承担了古人对宇宙空间的认识与感悟。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虚实相生，正如老子说的那样：“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

利，无之以为用。”“室”之所以为“室”，就是因为其内部“无”（空间）的存在。所以，在老子那里，“无”

并不是没有，而是另外一种存在的状态。老子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古典园林设计。老子认为“道”

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说的，因此对道的体悟需要借助某种媒介，而山水就有该种作用。所以南朝文人宗

炳说游山玩水的作用在于“澄怀味象”“以形媚道”，而在城市化进程加剧之时，园林便充当了自然山水“悟

道”的功能。

园林的每个房间本来是与户外相隔离的，但通过窗户又与户外相联系，正如明人的小诗写的那样：

“一琴几上闲，数竹窗外碧。帘户寂无人，春风自吹入。”这种“望”可以把周围的景色都纳入眼底。中国

古人对“望”有着特殊的情怀。顾随教授说：“千古英雄志士，定是登高望远不得；一旦登了望了，那满腔

经济学问、见识抱负，便要一起‘发作’，弄得不可开交。”因此，古典园林中，不但走廊、窗子与“望”有

关，而且一切亭台楼阁在设计时必是为了“望”。这些园林中的建筑不必像民宅那样循序建造，也不需讲

究方向次第，而是“按时景为精”“方向随宜”，空间开阔通透而不求封闭屏障。古典园林中的“借景”即是为

了达到园林“可望”的效果。

“隔”是与“望”相辅相成的中国古典园林的另外一个特点。“隔”也是为了更好地“观望”，而不是单纯划

分出封闭的空间。正如由“望”形成的“借景”，“隔”则形成了“分景”之妙。园林中的“分景”一方面可以有效

防止视觉上的审美疲劳，另一方面则达到了移步换景的效果。“隔”与“望”都建立在虚实相关的空间观念

之上，在中国人的概念里没有绝对的封闭与开放，古典园林规划上的曲折、婉转回旋之美便建立在这种

“有无相生”的空间观念之上。

中国古典园林的空间设计不仅体现了中国人对“道”的感悟，也营造了独特的诗画般的意境，“借景”与

“分景”等造园手法实现了虚实相生的空间感，使得有限的空间得到无限的扩大，静止的景色依物而变。

（摘编自徐成浩、孙晓昕《中国古典园林的空间艺术》）

材料二

中国古典园林具有源远流长的哲学与文化艺术底蕴，其审美特点随着文化艺术的发展而不断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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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园林虽然为人工建造，但其中体现出崇尚自然的美学观念。中国古典园林建造时，往往借

助天然形成的山水构成园林的主基调。不管是山水还是植物，都赋予了古典园林自然的生命力，并尽量

贴近自然，融入自然，展示出自然之美。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源远流长，和谐美也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造园思想。中国古典

园林通过人文艺术景观与自然景观的有机和谐统一，使得园林内部的各组成要素之间呈现出和谐共生之

美。人文艺术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不仅包括形式的和谐，还包括园林与人的美善统一，也包括

有若自然、胜似自然的和谐统一，表现出“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境界。

情境交融是中国古典园林表达情意的一种手法。很多文人墨客喜欢将对人生的态度、情怀和感悟及

对山水事物的理解，通过园林中的文字、图画、雕刻、植物等充满个性和诗情画意的元素表达出来，由

此激发游赏者的情感和对人生的思索，即园林意境的体现。为了达到情境交融的艺术审美效果，中国古

典园林在设计建造过程中，力求使游赏者在有限的层次空间内，仿佛置身于变幻的仙境中，忽而浓翠蔽

日、古木参天，忽而山高水阔、别有洞天，尽量避免形成一览无余、尽收眼底的视觉效果。中国古典园

林变幻莫测的空间布局，蕴含着中国礼乐文化与山水自然情境交融的审美效果。

中国古典园林的建造原则是顺应自然、升华自然。在选址布局上，我国历代造园者喜欢按照“因地制

宜”的方式进行布局，依照原有的山形地势和植物分布突出各自的景色特征，保存自然的审美风格。在建

筑手法上，其除了方便供游人观赏园景外，还要满足人文精神与审美及园居享乐的需求。在造园技法

上，中国古典园林的历代造园者们大多喜欢自然山水式园林。即使在没有自然山水的地方，造园者们也

会通过叠山理水、配植花草树木来模仿自然山水环境，使园林富有天然之趣。园林中原有的自然山水、

花鸟虫鱼，融入人工建造的亭台楼阁，形成诗情画意的自然环境，这一自然是比现实自然界的自然更高

层次的理想自然。所以，园林建造中的选址布局、建筑手法、造园技法均以遵循自然、升华自然为原

则，以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最高审美境界。

（摘编自马玛骞、林海《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审美意蕴探析》）

1．下列对材料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虚实相生”观念和“和谐”思想都对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隔”与“望”就是虚实观念在

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的体现。

B．“道”具有只可意会而不可言说的特点，需借助一定媒介才可体悟，南朝文人宗炳认为，自然山水

的“悟道”功能需要借助园林来实现。

C．虽然中国古典园林的文化底蕴源远流长，但对传统审美的追求并不意味着要因循守旧，不断改变

也是其审美特点发展的必然要求。

D．“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最高审美境界，古典园林的选址布局、建筑手法、

造园技法均能体现对这一理想境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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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宗炳提出的“澄怀味象”是鼓励人们在观赏自然山水时，达到心灵的净化和对自然美的深刻体验，

这一观点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影响。

B．中国古典园林富有天然之趣，这和历代造园者们大多追求将园林与自然山水相结合以及园林建造

有意模仿自然山水有着密切关系。

C．材料一中“按时景为精”与材料二中“依照原有的山形地势和植物分布突出各自的景色特征”，体现出

的古典园林造园原则没有相同之处。

D．中国古典园林虽是人工创造的艺术，但并非完全由人工建造，因其往往以天然形成的山水为主基

调，所以仍需受自然条件的限制。

3．下列选项，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第四段观点的一项是（　　）

A．《归园田居记》中记载苏州拙政园的建造：“地可池则池之；取土于池，积而成高，可山则山之；

池之上，山之间，可屋则屋之。”

B．观赏者登上苏州留园的冠云楼，可远眺西北方向的虎丘塔，在视觉上扩大了留园的空间感，使留

园获得无限的“景外之景”。

C．苏州网师园常利用黄石、太湖石等堆筑假山，位于小山丛桂轩背面的云岗假山即利用黄石堆叠而

成，以表现崇山峻岭之景。

D．北京颐和园内“知春亭”取“见柳而知春”之说命名，亭畔遍植垂柳，春来柳丝吐绿，让人有“春江水

暖鸭先知”之感。

4．材料一引用老子和顾随的话，各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

5．大观园是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一座理想化“纸上园林”，展现了极高的审美价值。

下面对大观园的描写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哪些艺术审美特点？请结合材料二进行简要分析。

①先令匠人拆宁府会芳园墙垣楼阁……会芳园本是从北拐角墙下引来一股活水，今亦无烦再引。其

山石树木虽不敷用……其中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杆等物，皆可挪就前来。

[注]会芳园位于宁国府，是大观园的建造基础。

②宝玉：“争似先处（指潇湘馆）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于穿凿……”

③忽抬头看见前面一带粉垣，里面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众人都道：“好个所在!”于是大家

进入，只见入门便是曲折游廊，阶下石子漫成甬路。

[注]③是对大观园中林黛玉住所的描写。

④转过山坡，穿花度柳，抚石依泉，过了荼藤架，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药圃，入蔷薇院，

出芭蕉坞，盘旋曲折。忽闻水声潺缓，泻出石洞，上则萝薜倒垂，下则落花浮荡。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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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政）说道：“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也觉寥落无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

色。”众清客在旁笑答道：“老世翁所见极是。如今我们有个愚见，各处匾额对联断不可少……”

现代文阅读Ⅱ；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父亲这辈子

陈年喜

父亲是源上唯一的木匠。

源上是个小到不能再小的村子。记得通点儿风水的大伯有一年对我说，源上这地方半坡半平的，不

聚气，人口不敢超过六十，过六十，就有灾，待死过几个人，灾就过去了。开始不信，后来细数人丁往

事，还真是的。

父亲十六岁独立干活儿，到死那年，行艺整整五十七年。再精湛的手艺，也有过气的时候，人所谓

时也势也，犟也犟不过。死前的十年，父亲已基本无活儿可干了。要说有活儿，那就是给人打棺材。

村里人一直有在矿山做工的传统。

大牙和朝海第一次去朱阳王峪金矿打工的时候，父亲也在，他是看着这些孩子长大的。

大牙轰一声发动了车子。父亲看着，已经忘记了这是第几次送年轻人离开村子了，但他记得这些

年，多少人离开，多少人回来。

过了几天，我离家去天水。父亲洗了手脸，在祖先牌位前燃一炷香，一阵咕哝。送我的路上，他

问，啥时候回来﹖我说，不知道。走一段他又说，不干这个不行？我说，不行，不会别的。

的确，不是没有想过改行，想改，需要多少年的铺垫？这些年里，亲眼见过了多少生死？不是不

怕，是怕也没用。

最后，他说，钱是小事，命是大事。我说，是。

从山下的乡公路到村里是一段坡路，我从这条路走，又从这条路回。等我从天水回来时，拉着大牙

和朝海尸骨的依维柯也到了。

①大牙和朝海死于矿难。去矿上谈判赔偿的人还在艰难谈判中，但人总得入土为安。

一切都茫无头绪，棺材的事自然落在了父亲肩上。父亲指挥年轻人放树，解板，打棺材。两天后，

棺材打出来了，女人们看着它们，又哭成了一片。②父亲退到了一边，默默点起烟卷。

这些年，城镇化快速发展，年轻人进城，进厂，进矿，村子的人也少了，因此父亲连棺材也不用打

了。

那几年，我在另一座矿山打工，在一个叫马鬃山的北陲边地，我接到初中侄儿打来的电话，说父亲

天天在东梁上打石头，背石头，吃饭都喊不回去，让我劝一劝他。我打电话过去，问父亲在山上干什

么。他说：“盖庙啊，娘娘庙都毁多少年了，人烟没个庙护，怎么行？”

父亲打庙基的大半年里，恰是我最劳碌的时候，我无力也没有时间帮到父亲。所说的无力顾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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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无声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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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唯一帮过他一次，就是用两只塑料桶从沟里往梁上担水和泥。父亲专职砌石头，石头在他手里，

像魔方一样，跳跳转转。泥浆干得慢，不能砌太急，我们坐下来吃干粮。吃完了三张卷饼，我去树林里

方便，③一缕颤巍巍的唱给亡灵的旋律从庙台基上飘起来：

一张桌子四四方，

张郎截来鲁班装。

四角镶嵌云燕子，

中间燃起一缕香。

玉帝差我进歌场啊!

……

二 O 一 O 年春天，娘娘庙的墙基终于打好了，正好可以安放下一个小小神龛，一只供桌，几条供香

客休息的长凳。对一个打了一辈子屋梁房架的人来说，这样的设计施工实在是小菜一碟。可父亲实在是

老了。翌年春节到来的前几天，他大病一场。医生说，是脑梗了。虽然后来有些恢复，却再也没有了力

气。

二 0 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是父亲的七十岁生日。他的娘娘庙工程马上就要完成了，他真高兴啊。他

对我母亲说：“你看，娘娘真是有灵呢，好几年了吧，咱村子多平安呀!孩子们挣回好多钱，孙子也考上

大学了，源上运势要回来了!”

那天，父亲再一次给我讲述家人迁来源上的事。

一九五五年酷夏，爷爷带着奶奶、大伯、姑姑、我十二岁的父亲，牵着唯一的家当——一头黑色的

牯牛，从桃坪乌龟岭，汗流浃背地来到源上。源上这时只有一户居民，老两口，无儿无女。老两口别提

多高兴了；再没人来，这里就要绝人迹了。

源上分为前源、中源、后源，形成三级高山台地，每个台地都有三十亩以上面积。这么好的地方能

养活多少人啊!父亲他们死心塌地住下来了……父亲的一双眼睛，看着土地家园，由一到百，又由盛到

衰。

那天，讲过故事，吃过母亲打了荷包蛋的一大碗长面，父亲收拾泥铲，准备去东梁。庙的主梁已经

架好，毡也铺上了，今天的活儿是抹泥，抹了泥，洒了瓦，就算彻底成功了。天气预报说这几天有大

雨。昨天回来时，虽然盖上了彩条雨布，四角压了石头，他还是不放心。脚刚要跨出门槛，一声炸雷从

天上劈下来，释放出千道光亮。紧接着，大雨哗地泼下来了。雨挟着风，不眨眼地，下满了整个中午。

门前的老核桃树，咔的一声被风折成了两段，指头大的青桃，冰雹一样泼下来。

其实，已经不用再去梁上看了，父亲还是上了东梁。只一眼，父亲就像泥浆一样从梁上滑了下来。

娘娘庙被冲垮后不久的一天，父亲犯了病。脑梗的最佳抢救时间是八小时内，父亲错过了时间，从

此只能依靠拐杖行动。此后，父亲再也不用去修娘娘庙了，或者说，再也无法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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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0 一五年六月三十六日，父亲走完了他在这个世界摇摆如风中草稞的一生。前一天，弟弟为他最

后一次理了发。④白发如雪纷落，掩盖了此后我所有的星辰。

（选自《微尘》，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娘娘庙”的相关内容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建娘娘庙的起因是父亲希望通过重建庙宇为村庄祈福，这也是因时代变迁而无事可干的父亲生命

最后的余响。

B．从开始的无声反抗，到后来唯一的一次帮忙时，其实我就已经读懂了父亲，理解了他在修庙中享

受到的生命欢欣。

C．娘娘庙将要完成时，父亲对母亲激动诉说，这说明父亲深信神灵的护佑，也表现了父亲对故土的

敬重。

D．因一场暴雨，娘娘庙被冲垮，这既是父亲信仰的崩塌，也是家园守望者的悲哀，推动父亲的生命

走向终结。

7．对文中画横线句子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句子①中，大牙和朝海的死亡是无数矿工悲剧命运的缩影，他们为生计而被迫外出打工，生命之

无奈不言而喻。

B．句子②中，父亲的“退”“点烟”，是父亲在掩藏对青壮年生命陨落的刺痛，也是父亲对矿工结局的

提前预知。

C．句子③中，这一段孝歌旋律的引入，看似与前文割裂，实则唱出了父亲对村庄亡灵的抚慰，对传

统孝道的坚守。

D．句子④中，作者巧用“雪”和“星辰”之意，以含蓄来书写深情，背后潜藏着他对父亲撒手人寰的悲

痛之情。

8．与“二 O 一 0 年春天”“一九五五年酷夏”相比，“二 0 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二 0 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的时间表达为何如此精确？请简要分析。

9．陈年喜曾说：“我尽可能表现得冷静一些，试图用冷静抵达客观。”请结合文本，谈谈你对“冷静”的理

解。

阅卷人

得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文言文阅读；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材料一：

天汉二年，陵自请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走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

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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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后陵败，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

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

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蹂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

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

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上以迁诬罔，下迁腐

刑。

久之，上悔陵无救。陵在匈奴岁馀，上遣公孙敖将兵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

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其后，汉遣使使匈奴，始知教

匈奴为兵者乃李绪，非陵也。

（选自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有删改）

材料二：

噫!坠君命，挫国威，不可以言忠；屈身于夷狄，束手为俘虏，不可以言勇；丧战勋于前，坠家声于

后，不可以言智；罪逭于躬，祸移于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为比，又何谬欤？且会稽之耻，

蠡非其罪，鲁国之羞，沫必能报，所以二子不死也。陵苟免而微躯，受制于强虏，虽有区区之意，亦奚

为哉？匈奴者，汉之外臣，俾大汉之将，为单于之擒，是长寇雠辱国家甚矣。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

陵窃慕之，是大失臣子之义也。观陵答子卿之书意但患汉之不知己而不自内省其始终焉何者与其欲刺心

自明，刎颈见志，曷若效节致命取信于君？与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国，曷若忘身守死，而纾祸于亲焉？

（选自白居易《全唐文·汉将李陵论》，有删改）

10．材料二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

观陵答 A 子卿之书 B 意 C 但患汉之不知 D 己 E 而 F 不自内省 G 其始终焉 H 何者

11．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相属，与“举匏樽以相属”“然亡国破家相随属”中的“相属”“相……属”词义都不同。

B．国士，指一国中最优秀、最具才能的人或最勇敢、最有力量的人，文中指前者。

C．道，由“罪逭于躬”“祸移于母”结构对称，推断“逭”同“移”义，指转移、转嫁。

D．俾，可译为门侍人，也可译为“使”“从”，文中与“俾众周知”的“俾”词义相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李陵请缨率军吸引单于兵力，不让它集中攻击贰师军。然汉武帝派军过多，没有骑兵可分给他，

他觉得也不能侍养更多骑兵，就选择带五千步兵。

B．李陵寡不敌众，最终战败，朝廷大臣们都认为是李陵的过错，但司马迁认为他战败投降情有可

原，功不可没，而选择为李陵辩护，最终遭受腐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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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汉武帝也曾后悔没有增援李陵，尝试派公孙敖去匈奴迎回李陵，但轻信匈奴俘虏的话，以为李陵

正教匈奴用兵战术来防备汉军，误杀了李陵全家。

D．白居易认为，李陵投降匈奴有违忠、勇、智、孝的伦理道德，不可与范蠡、曹沫相提并论，并认

为汉廷不懂他的结果是由他自身的投降行为导致的。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深蹂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

②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窃慕之，是大失臣子之义也。

14．针对李陵投降事件，司马迁和白居易的观点有相左之处，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古代诗歌阅读；阅读下面这首元词，完成小题。

江城子·阶前流水玉鸣渠

段成己①

季春五日有感而作，歌以自适也。

阶前流水玉鸣渠。爱吾庐，惬幽居。屋上青山，山鸟喜相呼。少日功名空自许，今老矣，欲何如。

闲来活计未全疏。月边渔，雨边锄。花底风来，吹乱读残书。谁唤九原②摩诘起，凭画作、倦游③

图。

[注]①段成己金末曾中进士，不久金亡，与兄克己隐居龙门山不仕。②九原，指墓地。③游，即宦

游，外出做官。

15．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上片叙述、描写、抒情相结合，写居所之景及感受，突出了居所环境的清幽雅致。

B．上片末尾，设问中包含着对比，悲怆之情溢于言表，饱含着失落无奈和痛苦迷茫。

C．下片先总写“闲来活计未全疏”，接着分写日常生活之事，表现田园生活的艰辛。

D．下片虚实结合，以问句作结，想象有谁把王维从黄泉之下唤起来画倦游图的情景。

16．词中的“闲”和“倦”二字看似相反，实则相伴相生，请结合内容简要分析。

17．名篇名句默写；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困难和挫折，我们青年可用《论语·泰伯》中曾子所说

的“　               　，　           　”来自勉。

（2）《过秦论》中，“　                 　，　                 　”两句指出秦国没有什么消

耗，就令九国军队陷入困境。

（3）当人生处于低谷时，我们可用李白《将进酒》中的“　               　”一句来自勉，增强自

信；当他人经济困难时，我们可用李白《将进酒》中的“　               　”一句来自勉，仗义疏财，

为他人慷慨解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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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卷人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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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语言文字运用 I；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熊孩子”喧哗打闹、“熊大人”外放音频视频，车厢噪音问题日益受到关注。高铁“静音车厢”的适时推

出体现了铁路部门在服务中的人性化关怀，满足了不同群体在公共交通空间中的差异化诉求。

不过，        ①     。一些网友在搭乘体验后反映，有的静音车厢只能约束到遵守规则的人，对

于不遵守规定、故意发出噪音的乘客怎样形成真正的约束力？即便乘客都有“保持安静”的主观意愿，        

②     。比如，有人在宁静的车厢内安然入睡后鼾声大作该如何处理？

静音车厢虽有规则，但没有违规处罚。乘客的出行需求参差多样，“静音车厢”要想真正实现静音，

不仅要求铁路部门进一步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更有赖于每一名乘客文明意识的提高。选择静音车厢的乘

客要认识到，自己不仅是“静音”环境的享有者，更应该是        ③     。

高铁静音车厢的设置，是从追求出行质量到追求出行速度的转变，是文明出行新风尚的积极倡导，

更是为满足不同出行需求的人群提供的多元选择。这需要广大乘客文明素养的广泛提升，也需要铁路部

门做好静音服务和静音监督。

18．请在文中画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处不超过

15 个字。

19．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是从追求出行速度到追求出行质量的转变，是为满足不同出行人群的需求提供的多元选择，更是

对文明出行新风尚的积极倡导

B．是从追求出行质量到追求出行速度的转变，是为满足不同出行人群的需求提供的多元选择，更是

文明出行新风尚的积极倡导

C．是从追求出行速度到追求出行质量的转变，是对文明出行新风尚的积极倡导，更是为满足不同出

行人群的需求提供的多元选择

D．是从追求出行速度到追求出行质量的转变，是为满足不同出行需求的人群提供的多元选择，更是

文明出行新风尚的积极倡导

语言文字运用 II；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我们那里还有一种可以救急的食品，叫做“焦屑”。糊锅巴磨成碎末，就是焦屑。我们那里，餐餐吃

米饭，顿顿有锅巴。把饭铲出来，锅巴用小火烘焦，起出来，卷成一卷，存着。锅巴是不会坏的，不发

馊，不长霉。攒够一定的数量，就用一具小石磨磨碎，放起来。焦屑调匀后成糊状，有点像北方的炒

面，但比炒面爽口。

我们那里的人家预备焦屑，除了方便，原来还有一层意思，是应急。在不能正常煮饭时，可以用来

充饥。这很有点像古代行军用的“糒



 10 / 15

”。有一年，记不得是哪一年，总之是我们还小，党军和联军在县境内开了仗，我们一家带了一点行

李进了炼阳观。祖母指挥着，特别关照，把一坛炒米和一坛焦屑带了去。我对这种打破常规的生活极感

兴趣。晚上，爬到吕祖楼上去，看双方军队枪炮的火光在东北面不知什么地方一阵一阵地亮着，觉得有

点紧张，也觉得好玩。很多人家住在一起，不能煮饭，这一晚上，我们是冲炒米、泡焦屑度过的。没有

床铺，我们把几个道士诵经用的蒲团拼起来，在上面睡了一夜。这实在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

的夜晚。

（节选自汪曾祺《故乡的食物》）

20．下列各句中的引号，和文中“糒”的引号，作用相同的一项是（　　）

A．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

B．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C．在那个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面，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锣”。

D．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

21．请分析文中画横线的短句是如何增强表现力的。

22．文中使用了“我们”和“我”两个不同的人称，二者的表达效果有何不同？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阅卷人

得分
四、写作（60 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现代文阅读Ⅱ《父亲这辈子》的作者陈年喜说过：“读懂上一代人残缺又丰富的人生，才是下一代人

最基础的课程。”

下一代人常常难以理解，甚至否定上一代人的“残缺人生”。其实，上一代人的“残缺”，从另外一个角

度来看，常常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营养”。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

于 8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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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部分

【答案】1．B

2．C

3．D

4．①引用老子的话，论证中国人有虚实相生的观念，并强调了老子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设计的重要影

响。②引用顾随的话，强调了中国古人对“望”的特殊情怀，并引出下文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大量建筑设计

都与“望”有关的论证。③运用引用论证，既丰富了文章内涵，也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5．①顺应自然、升华自然：材料①指出大观园在会芳园基础上建成，并利用旧有树木、山石、流水

等，其选址布局采用“因地制宜”方式，体现了顺应自然的原则；而其中人造的亭榭等又是对自然的升

华。②崇尚自然：材料②借潇湘馆有“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展现了大观园建筑对自然美的追求，体

现出了崇尚自然的美学观念。③情境交融：材料③通过潇湘馆内的清幽翠竹展现了林黛玉的孤高性格，

材料④体现了移步换景的空间变化，二者均能体现古典园林情境交融的审美特点。④讲究和谐：材料

⑤指出了众人对园内匾额、楹联等人文艺术的重视，大观园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能体现人文

艺术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

【知识点】理解概括文本主要内容；筛选并整合文本信息；文艺理论、文学评价类；论据支撑

【解析】【点评】（1）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的能力。这类题目首先要速读题干，明确对象

及要求，解答时要整体理解文章的内容，尤其是对选文中心句的理解，要将题目材料信息带入选文比对

理解，还要辨明检索区间，确定对应语句，联系上下文体会。

（2）本题考查根据材料信息进行理解推断的能力。准确解读文本，筛选整合信息，理解和分析材料内

容，做好选项和文章内容的比较辨别，确认正确选项。

（3）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的论点论据的分析能力，答题前先通读原文，整体理解把握文本的内容，明确

文章的观点是什么，文章从哪些角度和层面进行分析论证的，使用了哪些论据，然后结合选项所给的材

料进行分析，找出符合题干的选项。

（4）此题考查把握引用作用的能力。直接采用大量原始材料——引用，可以更好地突出人物的特点，揭

示人物的精神面貌，对人物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5）本题考查学生把握文章内容要点、筛选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此类题一般的答题模式为：第一步，

找出题干中的关键词语，确定筛选对象；第二步，在把握全文内容要点的基础上，在文中找到题干信息

对应的语句或段落并加以概括。

1．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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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南朝文人宗炳认为，自然山水的‘悟道’功能需要借助园林来实现”错误。由原文“因此对道的体悟需要

借助某种媒介，而山水就有该种作用。所以南朝文人宗炳说游山玩水的作用在于‘澄怀味象’‘以形媚道’”

可知，宗炳只强调了自然山水的“悟道”作用，并未表达“自然山水的‘悟道’功能需要借助园林来实现”这一

观点，园林具有“悟道”功能是作者的观点。

故答案为：B。

2．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C.“体现出的古典园林造园原则没有相同之处”错误。“按时景为精”即一切以时景为转移，亦即一切必须因

时、因地制宜，这与“依照原有的山形地势和植物分布突出各自的景色特征”均可体现“因地制宜”原则。

故答案为：C。

3．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材料二第四段强调中国文化与自然山水情境交融的审美特点。

A.体现的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造园原则。

B.体现的是古典园林的“借景”技法。

C.体现的是园林对自然山水的模仿。

D.强调文化与山水交融的意境美，可体现这一审美特点。

故答案为：D。

4．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证手法的作用的能力。

由原文“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虚实相生，正如老子说的那样”可分析出材料一引用老子的话，论证了中国人

有虚实相生的观念；根据“在老子那里，‘无’并不是没有，而是另外一种存在的状态。老子的观点极大地

影响了中国的古典园林设计”可知，引用老子的话强调了老子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设计的重要影响。

由原文“中国古人对‘望’有着特殊的情怀。顾随教授说……”可知，材料一引用顾随教授的话首先是为了证

明中国古人对“望”有着特殊情怀；再根据下文“一切亭台楼阁在设计时必是为了‘望’”“古典园林中的‘借景’

即是为了达到园林‘可望’的效果”“‘隔’也是为了更好地‘观望’”等内容，可知下文皆是对中国古典园林中

“望”这一设计理念的阐释，故引用顾随教授的话可以引出下文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大量建筑设计都与“望”

有关的论证。

在论证手法上，引用老子和顾随的话属于引用论证，引用名人名言来论证观点，既丰富了文章内涵，也

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故答案为：①引用老子的话，论证中国人有虚实相生的观念，并强调了老子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设计的

重要影响。②引用顾随的话，强调了中国古人对“望”的特殊情怀，并引出下文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大量建

筑设计都与“望”有关的论证。③运用引用论证，既丰富了文章内涵，也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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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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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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004141075006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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