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四校 2024届高三下学期一模语文试卷 

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 

 

一、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材料一： 

“自然之天”视角下的天人关系属于宇宙论范畴，主要探讨人与自然如何相处，

是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来源，无论是老子

所言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还是孔子

所说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或是庄

子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都是指人与天

地万物是相互联系的、始于同一宇宙本源的有机整体，倡导顺应自然、清静无为、人

合于天的“天人合一”，而且这些保护自然的理念在传统社会也都得到了实践。我国

早在尧舜时代就设有管理山林川泽、草木鸟兽的环保机构及管制机构“虞”，商周时

期出现的“网开一面”“里革断罟”的著名典故就是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的雏形。孟

子与梁惠王论政时就明确提出了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理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

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孟子·梁惠王上》）秦代还颁布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田律》。 

要回答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如此超前的“天人合一”绿色环保思想，还需

要还原到历史的客观情境中寻找答案。《周易》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民以食为天”的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古代的圣人正是在

观察天地之道的基础上发现、总结、掌握自然时令的变化规律，所以与农业生产相关

的天文历法在中国古代格外先进，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中，就发现了大量天文

现象的记载。而且，当下仍广泛使用的二十四节气也是农业文明的产物。 

因此，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不仅对应着当代的绿色发展观，还是实现传

统文化创新的必然选择，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体现了“天人合一”所蕴含的系统性思维，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更是从“天人合一”的自然宇

宙层面与社会伦理交往层面衍化而来的具体指向。作为“自然之天”，“天人合一”

的要求就是走绿色持续可协调的发展道路，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义理之



天”，“天人合一”又演变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和伦理要求，体现在国际关系上就明

确为了中国的外交方针，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都是对传统天人合一观念的延

续、继承及发展。 

（摘自徐佳佳《天人合一》） 

材料二： 

在原始状态下，人类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中，从自然中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人与

自然生存与共。人与自然之间的这一关系，被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彻底打破。在资本

的驱使下，人类开始向大自然索取，甚至是妄图征服自然。人类对自然秉性的判断一

度是错误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启蒙时期以来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最大误判，人类绝不会

无条件地成为自然的主人，自然也绝不会像羔羊那样“温驯”地可以任尔欺凌，人类

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

拒的规律。恩格斯早就警告过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类出于自身的短期需要，无理

无序无度地掠夺自然，将自己视为至上的主人，任意地宰制自然，“人为自然界立

法”。自然界被当作一个巨大的“能量库”，用以满足人类的一切需要。其实，人类

只有一个地球，自然不管多么博大，总是有边有界；自然资源不管多么丰富，总是有

始有终。经济理性对自然界的僭越，违背了自然本身的进化逻辑，影响到了自然界的

可持续发展，最终必将走向反面，反过来危及人类的生存。 

人不是站在自然之外的主人，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马克思指出，“人靠自然界

生活”。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中华文明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

然，强调人类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人绝不是站在自然界之

外，相反，人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自然对于人类具有先在性、优先

性。没有人类，地球还是地球；没有地球，人类何处安身立命？人来自大自然，“大

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是人类永续发展的重要前

提，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因此，我们要站在对人类

文明负责的高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摘自陈曙光《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材料三： 

今后 5 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要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建



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

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摘自习近平《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古代社会中“虞”这一机构的设立，与“里革断罟”等典故的出现，表明中华民族

保护自然的意识古已有之。 

B.超前的绿色环保思想催生出了先进的、与农业相关的天文历法，其中的一些在今天

仍被广泛地使用，如“二十四节气”。 

C.材料二认为，人是自然之内的人，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是对人类文明的高

度负责。 

D.绿色发展观是对传统“天人合一”观念的传承与发展，有助于对人类中心主义和极

端经济理性主义进行反思。 

2．下列选项中，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第2段观点的一项是(   ) 

A.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 

B.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万物生。（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 

C.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 

D.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魏征《谏太宗十

思疏》） 

3．下列对材料一和材料二中论证的相关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材料一的第一段中列举了老子、孔子、庄子的言论后采用了演绎论证的方法得出了

“人与万物是相互联系的”的结论。 

B.材料二第一段，采用了引用论证和比喻论证的手法来论证人与自然的关系。 

C.材料一整体上使用了层进式的论证结构，这和材料二中两段材料形成的对比式论证

结构不同。 

D.材料一中“自然之天”和材料二中“能量库”这两个词都使用双引号来起着标示特

殊含义的作用，体现了论证语言的准确性。 

4．以下对两幅图表的解读，不正确的一项是(   ) 



 

图 1 历史时期大熊猫分布的变化 

全新世中期大熊猫最大分布范围；2.清代初期（17 世纪末以前）大熊猫的主要分布范

围； 

20 世纪初期大熊猫的主要分布区 

 

A.图 1 显示，从全新世中期到 20 世纪初期，大熊猫的分布区域呈现出碎片化趋势。 

B.图 1 显示，历史上大熊猫分布面积不断减小，反映出生态环境恶化，我国古代“天

人合一”的生态保护思想实际意义不大。 

C.图 2 显示，从 2003 年到 2013 年大熊猫圈养种群数量不断增加，说明我国大熊猫繁

育技术和生态保护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D.图 2 显示，从 2003 年到 2013 年，野外来源的圈养大熊猫基本没有增长，能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顺应自然的生态保护理念。 

5．三则材料都提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三者的侧重点有何不同，请结合材料进行分

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材料一： 

李三 

汪曾祺 



李三是地保，又是更夫。他住在土地祠。土地祠每坊都有一个。“坊”后来改称

为保了。只有死了人，和尚放焰口，写疏文，写明死者籍贯，还沿用旧称：“南赡部

洲中华民国某省某县某坊信士某某……”云云，疏文是写给阴间的公事。大概阴间还

没有改过来。土地是阴间的保长。其职权范围与阳间的保长相等，不能越界理事，故

称“当坊土地”，李三所管的，也只是这一坊之事。出了本坊，哪怕只差一步，不论

出了什么事，死人失火，他都不问。一个坊或一个保的疆界，保长清楚，李三也清

楚。 

李三同时又是庙祝。庙祝也没有多少事。初一、十五，把土地祠里外打扫一下，

准备有人来进香。过年的时候，把两个“灯对子”找出来，挂在庙门两边。灯对子是

长方形的纸灯，里面是木条钉成的框子，外糊白纸，上书大字，一边是“风调雨

顺”，一边是“国泰民安”。灯对子里有横隔，可以点蜡烛。从正月初一，一直点到

灯节。这半个多月，土地祠门前明晃晃的，很有点节日气氛。这半个月，进香的也

多。每逢香期，到了晚上，李三就把收香钱的柜子打开，把香钱倒出来，一五一十地

数一数。 

偶尔有人来赌咒。两家为一件事分辩不清——常见的是东家丢了东西，怀疑是西

家偷了，两家对骂了一阵，就各备一份香烛到土地祠来赌咒。两个人同时磕了头，一

个说：“土地老爷在上，若是某某偷了我的东西，就叫他现世现报！”另一个说：

“土地老爷在上，我若做了此事，就叫我家死人失天火！他诬赖我，也一样！”咒已

赌完，各自回家。李三就把只点了小半截的蜡烛吹灭，拔下，收好，备用。 

地保所管的事，主要的就是死人失火。一般人家死了人，他是不管的，他管的是

无后的孤寡和“路倒”。一个孤寡老人死在床上，或是哪里发现一具无名男尸，在本

坊地界，李三就有事了：拿了一个捐簿，到几家殷实店铺去化钱。然后买一口薄皮棺

材装殓起来；省事一点，就用芦席一卷，草绳一捆（这有个名堂，叫做“万字纹的棺

材，三道紫金箍”），用一把锄头背着，送到乱葬岗去埋掉。因此本地流传一句骂人

的话：“叫李三把你背出去吧！”李三很愿意本坊常发生这样的事，因为募化得来的

钱怎样花销，是谁也不来查账的。李三拿埋葬费用的余数来喝酒，实在也在情在理，

没有什么说不过去。这种事，谁愿承揽，就请来试试！哼，你以为这几杯酒喝到肚里

容易呀！不过，为了心安理得，无愧于神鬼，他在埋了死人后，照例还为他烧一陌纸

钱，磕三个头。 

李三希望人家失火么？哎，话怎么能这样说呢！换一个说法：他希望火不成灾，



及时救灭。火灭之后，如果这一家损失不大，他就跑去道喜：“恭喜恭喜，越烧越

旺！”如果这家烧得片瓦无存，他就向幸免殃及的四邻去道喜：“恭喜恭喜，土地菩

萨保佑！”他还会说：火势没有蔓延，也多亏水龙来得快。言下之意也很清楚：水龙

来得快，是因为他没命的飞跑。听话的人并不是傻子。他飞跑着敲锣报警，不会白

跑，总是能拿到相当可观的酒钱的。 

地保当然还要管缉盗。谁家失窃，首先得叫李三来。李三先看看小偷进出的路

径。是撬门，是挖洞，还是爬墙。按律（哪朝的律呢）：如果案发，撬门罪最重，只

下明火执仗一等。挖洞次之。爬墙又次之。然后，叫本家写一份失单。事情就完了。

如果是爬墙进去偷的，他还不会忘了把小偷爬墙用的一根船篱带走。——小偷爬墙没

有带梯子的，只是从河边船上抽一根竹篙，上面绑十来个稻草疙瘩，戗在墙边，踩着

草疙瘩就进去了。偷完了，照例把这根竹篙靠在墙外。这根船篙不一会就会有失主到

土地祠来赎。——“交二百钱，拿走！” 

丢失衣物的人家，如果对李三说，有几件重要的东西，本家愿出钱赎回，过些日

子，李三真能把这些赃物追回来。但是是怎样追回来的，是什么人偷的，这些事是不

作兴问的。这也是规矩。 

李三打更。左手拿着竹梆，吊着锣，右手拿锣槌。 

笃，铛。定更。 

笃，笃；铛——铛。二更。 

笃，笃，笃；铛，铛——铛。三更。 

三更以后，就不打了。 

打更是为了防盗。但是人家失窃，多在四更左右，这时天最黑，人也睡得最死。

李三打更，时常也装腔作势吓唬人：“看见了，看见了！往哪里躲！树后头！墙旮

旯！……”其实他什么也没看见。 

一进腊月，李三在打更时添了一个新项目，喊“小心火烛”： 

“岁尾年关，——小心火烛！—— 

“火塘扑熄，——水缸上满！—— 

“老头子老太太，铜炉子撂远些——！ 

“屋上瓦响，莫疑猫狗，起来望望——！ 

“岁尾年关，小心火烛……” 

店铺上了板，人家关了门，外面很黑，西北风呜呜地叫着，李三一个人，腰里别



着一个白纸灯笼，大街小巷，拉长了声音，有板有眼，有腔有调的喊着，听起来有点

凄惨。人们想到：一年又要过去了。又想：李三也不容易，怪难为他。 

没有死人，没有失火，没人还愿，没人家挨偷，李三这几天的日子委实过得有些

清淡。他拿着锣、梆，很无聊地敲着三更： 

“笃、笃、笃；铛，铛——铛！” 

一边敲，一边走，走到了河边。一只船上有一枝很结实的船篙在船帮外面别着，

他一伸手，抽了出来，夹在胳肢窝里回身便走。他还不紧不慢地敲着： 

“笃，笃，笃；铛，铛——铛！” 

不想船篙带不动了，篙子后梢被一只很有劲的大手攥住了。 

李三原想把船篙带到土地祠，明天等这个弄船的拿钱来赎，能弄二百钱，也能喝

四两。不想这船家刚刚起来撒过尿，躺下还没有睡着。他听到有人抽篙子，爬出舱口

一看：是李三！ 

“好，李三！你偷篙子！” 

“莫喊！莫喊！” 

李三不是很要脸面的人，但是一个地保偷东西，而且叫人当场抓住，总不大好

看。 

“你认打认罚？” 

“认罚！认罚！罚多少？” 

“罚二百钱！” 

李三老是罚乡下人的钱。谁在街上挑粪，溅出了一点，“罚！二百钱！”谁在不

该撒尿的地方撒了尿，“罚！二百钱！”没有想到这回被别人罚了。李三挨罚，这是

有史以来第一次。 

材料二： 

可是乡土社会并不是这种社会，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

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

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

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

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

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



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6．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每逢香期的晚上，李三都要把收香钱的柜子打开，把里面的香钱数一数。李三的行

为主要是想看一看上香的人心里是否虔诚。 

B.赌咒的人家赌完咒回家后，李三总会把只点了小半截的蜡烛拔下，收好，备用。李

三的行为充分展示了底层人民的节约美德。 

C.李三对于人家失火的态度是：希望火不成灾，及时救灭。火灭之后，他总能左右逢

源。李三的态度决定于自己能否从中获益。 

D.李三在打更时偷拿弄船的船篙，却不巧被当场抓住了。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

李三认罚二百钱。李三的行为自作自受。 

7．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中对李三这个乡土市井中普通小人物的塑造，体现了汪曾祺关注小人物的审美理

想和审美态度，彰显出其对“微小”事物的趣味。 

B.小说在结尾部分用很小的篇幅写了李三偷篱被罚这件事，从其中“李三挨罚，有史

以来第一次”这句可看出作者鲜明的态度，让读者回味无穷。 

C.李三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勾连全篇的叙事线索。他是地保、更夫，同时又是庙

祝，作者通过他的几种职责写出了当地旧时代的有关民俗民风。 

D.作者擅长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表现人物，如文中三次写到李三打更，他从“定更”

敲到“三更”，这能展现出作为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和不易。 

8．汪曾祺的小说也被称为散文化小说，抒情性是散文化小说的重要特征，请从意境氛

围、内蕴、语言三个方面来分析文本一的抒情性特征。 

9．研读文本一、文本二，结合具体内容，分析文本一的故事是否符合费孝通对乡土社

会特点的理解？ 

二、文言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题。 

材料一： 

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即位，有劝以威刑肃天下者，魏征以为不

可，因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太宗欣然纳之，遂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四

年，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

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然尝谓群臣曰：



“吾闻语曰：‘一岁再赦，好人喑哑。’吾有天下未尝数赦者，不欲诱民于幸免

也。”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改。 

（节选自《新唐书·刑法志》） 

材料二：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

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

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

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

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

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

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

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

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

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

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

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

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

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节选自欧阳修《纵囚论》） 

10．材料二画框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勾选相应位置。 

罪大A恶极B诚 C 小人矣 D 及施恩德E 以临之F可使G变 H而为君子。 

11．下列对材料中加粗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期，约定，与《兰亭集序》中“终期于尽”的“期”意思不同。 

B.嘉，赞许，与成语“嘉言懿行”的“嘉”意思不同。 

C.录大辟囚，录囚是皇帝或上级司法机关对犯人进行复核审查的制度，大辟即死刑。 

D.贼，揣测，与《人皆有不忍之心》中的“贼其君者也”的“贼”意思相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唐太宗登基之初，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朝廷出现了不同意见，而魏征认为应以



宽厚仁慈为本，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因此在刑法方面格外谨慎。 

B.唐太宗时期出现了很多佳话，如登基之后四年间才总共有二十九人被判处死罪，如

太宗亲自过问案情，因同情而放了近四百死囚犯暂时回家。 

C.欧阳修认为应该对君子讲信义，但有的时候君子也很难做到为了信义而赴死；应该

对小人施加刑罚，尤其是那些罪大恶极的被定成死罪的囚犯。 

D.对于纵而复归的囚犯，偶尔赦免一次可以彰显皇帝的恩德，但如果多次这样做，就

会使杀人犯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有悖于圣人常法。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吾闻语曰：“一岁再赦，好人喑哑。” 

（2）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14．欧阳修对“太宗纵囚”一事持否定态度，请结合材料二概括其理由。 

三、诗歌鉴赏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下题。 

南海马大夫远示著述，兼酬拙诗 

刘禹锡 

汉家旄节付雄才，百越南溟统外台。 

身在绛纱①传六艺，腰悬青绶亚三台②。 

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 

闻道楚氛③犹未灭，终须旌旆扫云雷。 

[注]①绛纱：犹绛帐，对师门、讲席的敬称。②三台：星名，指上台、中台、下台共

六星。古代以星象征人事，称三公为三台。③楚氛：指敌寇作恶的气势。 

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马大夫才能卓著，被委以重任，远赴南海，对辖地进行管理，为君分忧，为国担

责。 

B.马大夫虽身份不高，但学识渊博，在辖地亲自教导学子，传播文化，非常重视德治

教化。 

C.颈联“连天”对“映日”，“浪静”对“帆多”，对仗工整，前后勾联，意义相

关。 

D.本诗是应酬诗，是赠答朋友之作，诗中展现的精神格调和其《秋词（其一）》基本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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