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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承载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又要铸魂,就需要深入挖掘农耕文化的优秀内涵，充分发挥其作用。
农业生产将土壤、水分、空气、阳光等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古人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创造出天地人“三才”思

想,形成了尊重自然、追求和谐天成的生态平衡观念,在此基础上强调农业生产“不违农时”,因地制宜、因物制宜,用之有
度、用养结合。在朴素的生态学思想指导下，中国传统农业形成了生态保护物质循环利用的发展方式和技术体系，探索
出适宜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历经千年而不衰。可以说，传统农业是生态农业的初始版本，为当前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现代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绿色转型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最大特点是以“家”为基础生产单位。在生产过程中，传统农事知识的传播多依赖长者、父辈,

而不是通过文字或书本,由此形成了尊重长辈的传统。与家庭生产相关的还有耕读传统。耕读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说苑
》中有“曾子衣敝衣以耕”的记载。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在中国,读与耕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
脉浑然,相通而不隔。”士人和农民这两个传统社会的最主要阶层，通过耕与读达到相互流通。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上有
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家庭成员的经济利益高度一致，天然形成知识技术的共享机制，也不需要精准的劳动计量和监督。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仍然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主要方式，但小农户科技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弘扬耕读传统
对培育高素质农民,培养一支懂农业、善经营的“新农人”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农耕劳动具有社会性，古人在开沟或其他耕作劳动中通常需要两人一组进行协作,实行二人二耜并耕,即耦耕。耦耕后

来泛指两人伴耕或集体劳动。在传统乡土社会,劳力相互调剂、畜力互助合作、生产共同体等形式繁杂的劳动合作广泛存
在，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前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合作经营、集体经营是农村重要的经营方式，形成了“合作
社十农户”“公司十农户”“公司十合作社十农户”等组织形式。
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化，就要让农耕文化“活”起来,推进弘扬优秀农耕文化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融合。这需要

我们将优秀农耕文化融入乡村和农民生活，鼓励优秀农耕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拓展农村文化活动的多元供给。
(摘编自张灿强《从优秀农耕文化中汲取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



材料二：
产生于农耕文化的宗族，是以血缘的亲疏关系聚集起来的地缘与血缘共同体,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其

内聚性、稳定性和连续性是中国社会凝聚与稳固的坚实基座，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根基。
传统农耕文化以土地利用为核心的农耕生产方式，决定了聚族而居的农业生活形态。在宗族乡村中，宗

族占据支配性地位,发挥总体性功能。乡村社会中的民众以宗族的方式结合,宗族构成乡土中国基本的集体组
织形式,民众依靠宗族开展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宗族乡村中,个人、家庭、房支和宗族构成环环相扣的整
体,从家到族具有内在关联性。中国宗族社会的文化底蕴,正在于以家为纽带的共同体的内聚、整合与应对变
迁。农耕文化所形成的宗族伦理,是乡土中国的底色。宗族的日常伦理实践及其具体的运作机制,形成了乡村
社会内部较为稳固的规范与结构,塑造了乡村社会的集体认同,由此建构起传统乡村社会的共同体图景。
中国社会已从农耕文明转型为工业文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其关键就是宗族解体,分解为以亲子

关系为主体的核心家庭。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传统社会与传统道德的整体性被打破,费孝通所揭示的“差序格
局”中家国天下的扩展之途被斩断。当我们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希望重振传统伦理时,却发现核心家庭之上缺
乏足够的人伦层次,无法承载传统伦理之厚重。传统伦理在现代社会失去了承载者,也就无法真正回到现代社
会。即以孝道而言，在失去了宗族互助之后,一对夫妻既要朝九晚五地投身于繁忙的工作,还要抚养子女,面对
四位老人的养老,实在力不从心。因此,可探索“拟宗族”的方式,以社区代宗族。目前城市中的商品房社区,农
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正可对应于明清宗族的同居共财。社区中的全体业主、村里的全体村民,事实上可以此为
基础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我们可称之为“拟宗族”。将这一利益共同体建成基层互助组织，同时汲取传统宗
族丰富的伦理层次，使传统伦理能够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让传统伦理真正回到现代社会。

(摘编自周丹丹《农耕文化与共同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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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和材料二都指出传统农耕文化对中华文明具有重要
意义,并论及家庭在农耕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B.材料一认为,中国传统农业中“不违农时”、因地制宜、用
之有度等生产方式，与现代生态农业的特征契合。
C.材料一引用梁漱溟的话语,表明耕读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

传统社会中的士人和农民能够通过耕与读相互流通。
D.材料二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共同体图景的建构,离不开
乡村社会的集体认同,而这种认同基于宗族的支配性地位。
1.（3分）C
曲解文意，“表明耕读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有误。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这既有助于农事知识的共享
传递,也能免去对劳动进行计量与监督。
B.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产生于农耕文化,是一种地缘与血缘共同体,是对古代
中国社会发挥总体性功能的集体组织形式。C.中国社会已转型为工业文明,传
统宗族解体,分解成的核心家庭之上的人伦层次不足,导致传统伦理无法真正回
到现代社会。
D.当今社会,一对夫妇在工作和抚养子女的同时,恐怕难以兼顾赡养双方老人,这
种孝道困境正是未建立“拟宗族”共同体的结果。
2.（3分）C
A项程度夸大。“也能免去对劳动进行计量与监督”有误，应是“也不需要精
准的劳动计量和监督”。
B项扩大范围。“古代中国社会”有误，应是“古代中国乡村社会”。
D项逻辑关系有误。“这种孝道困境正是未建立‘拟宗族’共同体的结果”有
误。



3.下列选项,不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一观点的一项是(3分
)

A.公元前三世纪,在蜀郡守李冰的组织下,当地人民同心协力,

耗时八年,终于建成了水利工程都江堰。
B.双季晚稻遇到暴雨洪涝,农民迅速抢排积水,并适当保持浅
水层,以防止雨后升温过快造成秧苗枯死。
C.唐末五代章仔钧所作的《章氏家训》中提到:“传家两字,

曰耕与读;兴家两字,曰俭与勤。”
D.先秦典籍《荀子·富国》中写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
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
3.（3分）B
B项讲的是农民抗灾保苗，不能作为材料一观点的论据。
第1-3道选择题难度适中，区分度较好。



4.中国传统农耕文化蕴含哪些优秀的思想观念?请结合材料一简要概
括。(4分)

①尊重自然、追求和谐天成的生态平衡观念/生态学思想。
②尊重长辈。
③耕读并重。
④互助合作。
（每答出一点给1分。意思答对即可。如有其他答案，只要言之成
理，可酌情给分。）
点评：本题为简要概括文章内容，难度较低，需要注意审题，答题时围绕题
干要求——中国传统农耕文化，谈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不能偏离。
思路：①读文末题目把握文章大意；②根据关键词速读文章定位内容。



5.材料一和材料二都谈到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二者的意图有什么不同？请结
合材料谈谈你的认识。(6分)

①材料一：意在表明在当今的乡村振兴中应传承弘扬传统农耕文化的优秀内
涵，助力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或“助力当前农业的绿色转型”），培养懂农
业、善经营的新农人，继续发展“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户”等合作经营
方式。
②材料二：意在表明在当下中国，可借鉴传统农耕文化中的宗族形式，在社
区构建“拟宗族”的利益共同体，通过基层互助让传统伦理真正回到现代社
会。
（每答出一点给3分。意思答对即可。如有其他答案，只要言之成理，可酌情
给分。）
点评：本文是对比分析相同论据的不同意图，属于内容概括基础上的比较阅
读。难度适中，答题时围绕中国传统农耕文化，谈作者由此组织的相关论据
和阐发的观点即可。
思路：①读文末题目把握文章大意；②根据关键词速读文章定位内容（本文
即寻找论点/论据/论证）。



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4小题,16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6~9题。
作为反义词的两个人

陈思呈
在村里，米筒和四点五是一对反义词。
这对反义词关系很不错。四点五路经米筒家门口总会大声跟他打招呼打招呼的内容很奇特,有时说:“走,

去打头野猪中午吃。”有时说:“赶紧穿鞋子带你去娶个年轻老婆。”其实人家米筒的老婆就在院子里洗菜。
米筒也习惯了四点五的无厘头。他有时朝四点五扔根烟,有时则笑一笑表示听到了。
我对米筒的所有认识都是从四点五那里听来的。
四点五说--几十年前他和米筒都想去当兵,他骑单车搭着米筒去报名。那一路,骑车一个多小时,他只能一

个人自言自语,时不时还要用手扫一扫后座那人还在不在。
四点五说——米筒这种人,连多抽人家一根烟也不愿意。递给他第一根烟他拿着,第二根要再递给他，他

就赶紧摸出自己的。
还是四点五说——米筒太老实,也没用。全村是他第一个有驾驶证,也不晓得开车赚点钱,只会在家里刻木

头。他十五岁就学木雕,但他的木雕卖不出高价。他没大师证。上次有人说出三万元可以买个大师证,他也没
买。我怎么知道他为啥不买，让他说话，比求别人拉尿还难。
米筒的沉默,既不是拒绝,也不是谨慎,更像是空白。他不知道有什么好说的。他的每一天都是重复,仿佛连

自己也可以省略掉。我有次问他:“米筒,你能不能雕个别的东西,雕一只猪试试吧?”因为吾乡木雕,从产生的
第一天开始就是雕蟹篓。不仅村庄,城里也有不少木雕作坊,但也同样只雕蟹篓,作坊里会收学徒，也是雕蟹篓。
米筒只笑不答，意思是这个问题太荒谬了，不值得回答。就算把梅兰菊竹改成桃花栀子,大家看了也会大

摇其头,叹息它卖不出去的命运。就像吾乡的西红柿炒鸡蛋是用白糖炒的,如果用盐炒,大家就会嗤之以鼻,仿佛
你对生活极缺乏认识并且极不尊重。



所以大家都按套路做，安全地，无欲无求地，从一而终地。这样的蟹篓米筒做了二十几年，无数个，想
必会再做无数个。我在米筒身上感受到一种空茫——每一天都重复同一天的人。劳作但不需要作品的人。不
需要署名的人。不需要表达的人。可以“没有”的人。——这一切是因为他的过分沉默吗?也许米筒只是一
个未被我发现的人?

而四点五则是一个过度开发的人。他对自己过度开发。
四点五其实快六十了。因为他生命力过于旺盛，也因为他太没正形，总之，直接叫他四点五顺嘴得很,不

止是我,村里人都这么叫。
他没有惯常思维里的“享受生活”。烟酒茶,他只爱抽个烟。吃饭他也不喜欢。他说,米饭五分钟,喝粥两

分钟。早上六七点去山里砍树,下午四点多才回来,和搭档一天斩了一万八千斤,一粒米没吃只喝水,这样的事他
是干过的。我在莲村住在他隔壁,常听见天未亮他就出门去干活,屋里传来他老婆的骂声:“抢宝也没这么积极。
"然后天蒙蒙黑他回来了,又传来他老婆的骂声:“你怕自己命短,想干没命干是不是!”常听人骂老公(或老婆)懒
,他家倒过来。
在山上,四点五向我展示他种的花生苗和别人种的花生苗多么不同。我犹豫地说:“你种的比别人的高一

点。”四点五相当不满意:“高一点?这叫高一点?我收三斤他才收一斤我告诉你。”我不识趣地加了句:“是
不同品种吧?”这下他简直震惊:“不同一品种能比吗?这都是航空二号!”他不屑地指着人家的地:“它们长得
不好是下肥晚了。我都是未发芽就下肥,它们一出世就能吃到。会不会管才是大关键!”
四点五讲起农作物时,仿佛它们是他亲生的。有次我听到他边下肥边自言自语:“再不喂肥的话,就太饿了。

”农历十二月是苦瓜催芽的时节,天太冷不便催芽,他把几十颗苦瓜种子用布包好,晚上放在被窝里,白天又放在
棉袄里,走哪带哪。他还啧啧有声地跟我说,这些苦瓜籽有多贵你猜一猜?未待我猜他又自报答案,五块钱一颗。
虽说确实是不便宜,但他的姿态仿佛它们会孵出婴儿。



我最佩服四点五的是他对生活的研发精神。他种植从来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植物。他种
过洛神花、向日葵、秋葵……这些农作物在他开始种植之前,村子里从没有人尝试过。它们,就像西
红柿炒鸡蛋却放盐一样，在吾乡，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他赋予沉重或者沉闷的农业生活一种天真的魔幻感。他做西瓜酒。在西瓜长到七八分熟的时候,

他把西瓜朝上的那一面切开一个小口,在里面填进酒曲，然后封好切口,让西瓜继续成长,酒曲开始发
酵,最后,彻底成熟的整个瓜变成一汪巨大的西瓜酒……他让丝瓜跟葫芦瓜嫁接，认为那样会产生出
一种兼具两者优点的新品种，但失败了;他又继续试图让茄子跟某种野生植物“刺茄”嫁接，他言
之凿凿地说某乡某处有人曾经试过并成功了。
与米筒不同。四点五热爱表达。有一次，他的牛走丢了，他四乡六里去寻牛,越走越远,越走越

远,来到一个陌生村子,看到有家人客厅里挂了一面镜子,镜子里写了一个名字,跟他的学名一模一样。
他停下脚步,讨一碗水喝,边喝边攀谈。他的学名不算稀奇,同名同姓也不奇怪。但那一个停留，他交
到了人生最好的朋友。
生活本身于他就是盛宴。而“四点五”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他出世时,是家里第六个儿子。

他妈听说又是个男孩,就喊他爸去灶头抓把灰,把新生儿闷死。他爸不忍，只对那无知小婴感叹:“你
这命啊,只值半个狗。”狗在当地发音等于“九”,半个狗(九)也就是四点五。

(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章开头四点五跟米筒打招呼的话表明四点五性格开朗、幽默风趣，也暗示二人之间虽言语不多,但
交情不浅。
B.文中说“四点五则是一个过度开发的人”,这句话的含义是四点五过度消耗自己的身体,也过于好强和
活泼。
C.文中四点五喷啧有声感叹苦瓜种子的昂贵,是为了向“我”表明他的苦瓜种子非同一般,值得人精心保
暖催芽。
D.文章以作为“一对反义词”的两个人为中心,刻画了两人大相径庭的性格,展现了两人迴然不同的生活
态度。
6.（3分）B（“过度消耗自己的身体，也过于好强和活泼”说法不当。）
7.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中两次提到西红柿炒鸡蛋但作用不同,第一次表明米筒的不求改变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第二次是为了
表明四点五勇于创新。
B.文中老婆骂四点五的话语说明她不赞同四点五拼命劳作,而是希望四点五多爱惜身体,这从侧面表现了
四点五勤劳的特点。
C.作者选取一些看似零碎却很能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小事勾勒人物形象,这与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中塑造柔石的手法一样。
D.本文在写人叙事时,往往融合了具体的描写叙述与直接的议论评价,如写米筒的生活状态和性格、写四
点五种花生的情节。
7.（3分）D（“写四点五种花生的情节”没有“直接的议论评价”。）
第6-7道选择题难度适中，区分度较好。



8.本文结尾交代了四点五名字的由来，有何作用?请简要分析。(4分)

①表明四点五出生时生命卑微，与他现在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四点五生命力旺盛、
热爱生活的形象；
②使他出生时的情形与成年后的状况形成对比，令读者思考生命的坚韧与美丽，深化文章
主旨；
③四点五出生时的可怜弱小，与前文生命力饱满、干劲十足的形象形成反差，使文章再起
波澜；
④让读者知晓四点五这一奇特名字的由来，解除悬念，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使作品完
整缜密。
（每答出一点给2分。答出任意两点、意思答对即可。如有其他答案，言之成理亦可酌情
给分。）
点评：本题是结尾作用分析题，抓住人物的关键特征——名字来命题，考查学生对文章的
理解，角度新颖独特。
思路：①分析作用从文本内外两个角度切入；②分析文本内的内容和形式，找出名字由来
与人物形象、情节事件、主题主旨的关系，如果涉及到手法技巧，也要有所分析；③从读
者感受、作者意图、现实影响角度分析文本外的作用。



9.米筒是不是作者批判的人?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观点及理由。(6分)

观点一：是。
理由：①作者在文中表现了米筒木讷老实、不善与人交往、缺乏创新意识和改变精神的形象特征，
这些都不是值得褒扬的特点；
②作者还通过肯定四点五身上的开朗幽默、善于交往、勇于打破常规等特征来反面衬托米筒，暗
含对米筒的批判；③作者直接进行议论来表达对米筒的批判，如用“空茫”“重复”“不需要
”“可以‘没有’”等词语来表达对米筒的看法。
观点二：不是。
理由：①米筒虽然木讷老实，不善与人交往，缺乏创新意识和改变精神，但也淳朴厚道，自尊自
重，安分守己，他身上体现了作者对复杂真实人格的思考；
②作者说米筒和四点五是一对反义词，并非对他们一贬一褒，而只是认为他们性格不同；
③作者把米筒这个人放在整个村庄背景上进行呈现，不是要对他个人进行批判，而是要表达对“
村庄风气深深影响了生活在其间的人”这一主题的思考。
（“观点”1分；“理由”答出一点给2分，答出两点给5分。意思答对即可。如有其他答案，言之
成理亦可酌情给分。“理由”与“观点”必须一致才能得分。）
点评：本题为开放性题目，要求分析作者创作意图，言之有理即可，但要注意分析时不能
脱离文本内容。
思路：①结合自己的观点，概括米筒形象；②分析作者塑造米筒形象时所使用的手法，如
正面、侧面、外貌、语言、动作、心理、神态、细节等，并分析和米筒相关的情节、环境，
体会作者对人物的情感倾向。



材料一：
虞卿者，游说之士也。蹑蹻檐簦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为赵
上卿，故号为虞卿。
长平大败，赵王使赵郝约事于秦，割六县而媾。
楼缓曰：“夫秦赵构难而天下皆说，何也？曰‘吾且因强而乘弱矣’。故不如亟割地为和，
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将因秦之怒，乘赵之弊，瓜分之。赵且亡，何秦之图乎
？”(节选自司马迁《史记》)

虞卿，是个善于游说的有才之士。他穿着草鞋，背着斗笠，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拜见赵
王，赵王便赐给他百镒黄金，一对白璧；第二次拜见赵王，就当上了赵国的上卿，所以称
他为虞卿。
长平之战，赵国大败，赵王派赵郝去秦国订约结交，割让六县之地求和。
楼缓说：“秦、赵两国结下怨仇引起兵祸而天下诸侯都很高兴，为什么呢？（天下诸侯）
说‘我们将借强国来欺弱国’。所以不如赶快割让土地讲和，来使天下诸侯怀疑（秦、赵
已经交好）而又能抚慰秦国。不这样的话，天下诸侯将借着秦国的怨怒，趁着赵国疲敝，
瓜分赵国。赵国将要灭亡，还图谋什么秦国呢？”

试卷选文有较大删减，建议让学生阅读《史记·七十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



材料一：
虞卿闻之，往见王曰：“危哉，楼子之所以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独不言其示天下弱乎？
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而王以六城赂齐。齐，秦之深雠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
击秦，齐之听王，不待辞之毕也。则是王失之于齐而取偿于秦也。而齐、赵之深雠可以报矣，而示天下有能
为也。王以此发声，兵未窥于境，臣见秦之重赂至赵而反媾于王也。从秦为媾，韩、魏闻之，必尽重王；重
王，必出重宝以先于王。则是王一举而结三国之亲，而与秦易道也。”赵王曰：“善。”则使虞卿东见齐王，
与之谋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赵矣。楼缓闻之，亡去。
虞卿既以魏齐之故，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与魏齐间行，卒去赵，困于梁。魏齐已死，不得意，乃著书，世
传之曰《虞氏春秋》。(节选自司马迁《史记》)
虞卿听到这番议论后，去拜见赵王说：“危险了，楼缓就是为秦国帮忙的，这只是越发让天下诸侯怀疑我们
了，又怎么能抚慰秦国呢？他为什么偏偏不说这么做就是向天下诸侯昭示赵国软弱可欺呢？再说我所主张不
给秦国土地，并不是坚决不给土地就算了。秦国向大王索取六个城邑，而大王则把这六个城邑送给齐国。齐
国，是秦国的死对头，得到大王的六个城邑，就可以与我们合力向西攻打秦国，齐王倾听大王的计谋，不用
等话说完（就会同意）。这就是大王虽然在齐国方面失去六个城邑却在秦国方面得到补偿，而且又向天下诸
侯显示赵王是有作为的。大王把（齐、赵两国结盟）这件事声扬出去，我们的军队不必到边境侦察，我就会
看到秦国的贵重财礼送到赵国来而反过来向大王求和了。韩、魏两国听到消息，必定尽力敬重大王。这样大
王的一个举动可以与韩、魏、齐三国结交亲善，从而与秦国改换了所处的位置。”赵王就派虞卿向东去拜见
齐王，与齐王商议攻打秦国的问题。虞卿还没返回赵国，秦国的使臣已经在赵国了。楼缓得知这个消息，立
即逃跑了。
虞卿因为魏齐的缘故，不以万户侯的爵位和卿相大印为重，与魏齐一起秘密逃走，最后离开赵国，在魏国大
梁遭到困厄。魏齐死后，虞卿更加不得意，就著书立说，世人称之为《虞氏春秋》。
试卷选文有较大删减，建议让学生阅读《史记·七十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



材料二：
战国权谋之士，游说从横，皆趋一时之利，殊不顾义理曲直所在。张仪欺楚
怀王，使之绝齐而献商于之地。陈轸谏曰：“张仪必负王，商于不可得而齐、
秦合，是北绝齐交，西生秦患。”其言可谓善矣。然至云：“不若阴合而阳
绝于齐，使人随张仪，苟与吾地，绝齐未晚。”是轸不深计齐之可绝与否，
但以得地为意耳。(节选自洪迈《容斋随笔》)

战国时的权谋之士，进行游说，合纵连横，都追求一时的利益，根本不考虑
正义道理是非曲直在哪一方面。张仪欺蒙楚怀王，让楚国和齐国断交并把秦
国的商於之地献给楚王。陈轸劝谏说：“张仪一定会背弃大王，商於也不能
得到，齐国、秦国却会联合，这样做就是在北边断绝和齐国的交往,在西面又
滋生秦国的边患。”这些话可以说是正确的了。但是他说：“不如暗地里和
齐国保持联合，而表面上跟它断交，派人跟着张仪，如果给我们土地，再跟
齐国断交不迟。”这就是陈轸不去认真考虑齐国的邦交是否可以断绝，仅仅
把得到土地放在心上而已。



材料二：
及秦负约，楚王欲攻之，轸又劝曰：“不如因赂之以一名都，与之
并兵而攻齐，是我亡地于秦，取偿于齐也。”此策尤乖谬不义。且
秦加亡道于我，乃欲赂以地；齐本与国，楚无故而绝之！宜割地致
币，卑词谢罪，复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轸之说于是疏矣。乃知鲁
仲连、虞卿为豪杰之士，非轸辈所能企及也。(节选自洪迈《容斋随
笔》)
等到秦国背弃盟约，楚王想攻打秦国。陈轸又劝阻说：“不如因此而送给秦
国一个大城市，和它合兵攻打齐国，这样我们丧失土地给了秦国，却从齐国
得到补偿。”这条计策尤其荒谬背理不合于道义。而且秦国把无道的行为强
加于楚国，却要送给它土地；齐国本来是盟国，楚国却无缘无故和它断交！
本应割让土地送去财物，用恭敬谦虚的话向齐国谢罪，再次恳求齐国的支援，
却反倒要攻打齐国，陈轸的劝说在这里就是疏漏谬误了。这才知道虞卿是豪
杰之士，不是陈轸之流所能赶得上的。



10.材料二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
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每涂对一处给1分,涂黑超过
三处不给分。(3 分)

不若阴合A而阳绝B于齐C使D人随E张仪F苟与吾地G绝齐H

未晚
10.（3分）CFG

原句标点：
不若阴合而阳绝于齐，使人随张仪，苟与吾地，绝齐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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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A.说,文中指喜悦,与《石钟山记》中“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的“说
”意思不同。
B.故,文中指缘故,与《答司马谏议书》中“所操之术多异故也”的“
故”意思相同。
C.致,文中指给予,与《屈原列传》中“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的“致”
意思不同。
D.疏,文中指粗疏、不周密,与《谏逐客书》中“疏士而不用”的“疏
”意思相同。
11.（3分）D

《谏逐客书》中“疏士而不用”的“疏”意思是疏远。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虞卿善于游说,他风尘仆仆地拜见赵孝成王,两次被接见,都受到特
别礼遇,分别得到了重金赏赐和上卿的官职,富有传奇色彩。
B.楼缓劝说赵王割地与秦国议和,虞卿针锋相对予以驳斥,认为应联齐
抗秦,迫使秦国主动求和,从而使赵国获得韩、魏的尊重和亲善。
C.虞卿甘愿抛弃万户侯的爵位和卿相大印,和魏齐秘密逃离赵国,却在
大梁陷入困顿。魏齐死后,他著书立说,世传《虞氏春秋》。
D.洪迈认为陈轸一开始对楚怀王的劝谏是正确的,但之后的谋划却很
荒谬,向秦国恭敬卑微地谢罪再乞求援助的做法更是远不及虞卿。
12.（3分）D

“向秦国恭敬卑微地谢罪再乞求援助”有误，文中洪迈认为，应该
谦恭地向齐国谢罪，寻求齐国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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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057052133006051

https://d.book118.com/588057052133006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