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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龙岩市 2023-2024学年高三下学期 3月质量检测

一模考试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 I（本题共 5 小题，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

革和思想先导。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马克思主义批判吸收了

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思想，可以说，没有 18、19 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中华文明经历了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

学等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人类文明

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列强入侵和国门被打开，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随之涌入，十月革

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

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

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

动力和广阔空间。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

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摘编自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思想深刻，它关注和探讨的，是人类在生存

过程中，所遇到的和必须解决的，不能回避和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尽管时代经历了巨大变迁，

但中国哲学的思想和价值观依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哲学的存在与发展既和全人类哲学的整体发展相关联，更与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

展的特殊形态相适应。早在三千多年前，我们的先哲就创立了独特的哲学思维模式。譬如，

《周易》所体现出的辩证思维模式，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标志着中华民族很早就进入

了高度抽象的哲学思维阶段。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相比，中国哲学不但毫不逊色，并且还

保持着更旺盛的生命力，是生命之学、智慧之学，不但“源远”,而且“流长”,绵延数千年

而未中断，这在世界思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可以说，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和活的灵魂，是中华文明智慧的集中体现。

中国哲学包括传统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最能体现其基本特征和精神，并对中国

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中国的传统哲学。学术界一般把公元前 11世纪的殷周时期，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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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周文王推演《周易》的时期，到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哲学称为传统哲学。中国

传统哲学长达三千年，在整个中国文化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和起着主导作用，中国传统的文

学艺术、书法绘画、建筑雕刻、民间风俗、民族心理、审美方式、行为习惯等，无不受到传

统哲学的熏陶和影响；中国人对自然宇宙的看法，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对生命存在价值和意

义的反思，都是通过传统哲学加以反映、提升和总结的。

汉代以后，中国传统哲学在按照自身轨迹发展的同时，逐渐传播到了周边的国家和地区，

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李光耀认为，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

其国民很早受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影响不无关系。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传统哲学又突破东亚

文化圈，通过汤若望、南怀仁、利玛窦等人的传播，东学西渐，远播欧洲，在欧洲社会形成

了持续二百年的“中国热”。这股“中国热”，对整个欧洲大陆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对法

国的启蒙思想运动以及德国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成为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重要学术资源。

当前，西方社会又一次表现出了对中国哲学的极大兴趣，世界各国把关注的目光再次转

向了古老的东方，转向了中国的哲学和文化，转向了中国的孔子、老子，就是希望从中国哲

学、中国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智慧和养分，以达到解决世界性难题的目的。譬如，“以人为

本”“协和万邦”等中国哲学智慧，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都得到了鲜明体现，普

通群众都有亲身感受，从内心深处再一次强化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

量，更凸显出中国哲学的强大生命力。

有一句谚语说：“世界上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世界上的智慧在中国人的脑袋里”。

从根本上讲，中国哲学就是有着大用的人生智慧之学。冯友兰曾经说过：中国哲学必将大放

异彩。

（摘编自陈先达《中国哲学的时代魅力》,有删改）

1.下列关于材料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促进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发展，进而引发了中国社会

的深刻变革。

B.当前“中国热”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阶段性产物，是中国综合实力的体现，也彰显了中华文

化的强大魅力。

C.“《周易》所体现出的辩证思维模式”，可见中国哲学很早就创立了独特的思维模式，具有

高度抽象性。

D.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深刻地影响和推动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及德国辩证法思想

的形成和发展。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

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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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地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地改变世

界。

C.任何国家都应批判吸收其他国家的优秀哲学成果，为解决本国或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方

法。

D.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传统哲学的影响，所以传统哲学在整个中国文化系统中占据主导地

位。

3.下列选项，最能体现材料一中站在时代潮头，“发思想之先声”的一项是（    ）

A.内蒙古库布其以“天人合一”的理念治理沙漠，为世界治沙开出“中国良方”。

B.中国以“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理念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惠共享。

C.林则徐、魏源等睁眼看世界，提出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的主张。

D.同仁堂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古训而长盛不衰。

4.论证时可以想象存在一个虚拟论敌，在对其驳论过程中，提出相关论点。根据材料二的论

证逻辑，对下表中虚拟论敌的表述不恰当的一项是（    ）

选项 虚拟论敌 论据 分论点

A
中国哲学无法与西

方哲学比肩

中国哲学绵延数千年

而未中断，源远流长

中国哲学在世界思

想史上是绝无仅有

的奇特现象

B

中国哲学只与中国

社会发展形态相适

应

“亚洲四小龙”受儒家

价值观的影响

中国传统哲学影响

了周边国家与地区

C

东学西渐只发生在

十七、十八世纪的欧

洲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形

成持续二百年的中国

热

中国哲学影响和推

动欧洲的发展

D
中国哲学难以解决

世界性难题

中国哲学在抗击疫情

的实践中得到体现

中国哲学具有超时

空的价值和意义

A.A B.B C.C D.D

5.如何理解中国哲学有着“大用的人生智慧”？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答 案〗1.D    2.D    3.C    4.C    

5.①中国哲学是与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形态相适应的中国文化的精髓和活的灵

魂，是中华文明智慧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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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中国传统哲学传播到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东亚文化圈；且东学西渐，远播欧洲，成为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重要学术资源。

③中国哲学和全人类哲学的整体发展相关联，为人类社会的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

大贡献。

〖解 析〗

【1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的能力。

D.“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深刻影响和推动……”错误。材料二第四段原文为“十

七、十八世纪，中国传统哲学又突破东亚文化圈……在欧洲社会形成了持续二百年的‘中国

热’。这股‘中国热’，对整个欧洲大陆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对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以及

德国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其主语应该是“中国传统哲学”而非“东亚文化圈”。

故选 D。

【2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D.“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传统哲学的影响，所以……”错误。第二段原文为“中国传统哲

学长达三千年，在整个中国文化系统中起着主导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书法

绘画、建筑雕刻、民间风俗.民族心理、审美方式、行为习惯等，无不受到传统哲学的熏陶

和影响”，二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

故选 D。

【3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中信息进行分析、运用的能力。

C.提出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的主张，是发思想之先声。

A、B、D三项只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实践性创新，都没有体现“发思想之先声”。

故选 C。

【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C.论据无法批驳虚拟论敌，论据应是“不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出现中国热，当前世界各国

都希望从中国哲学中汲取智慧以解决难题”。

故选 C。

【5题详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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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材料“中国哲学的存在与发展既和全人类哲学的整体发展相关联，更与中华民族和中国

社会发展的特殊形态相适应”“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中华文明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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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体现”可知，中国哲学是与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形态相适应的中国文化的精

髓和活的灵魂，是中华文明智慧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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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材料“汉代以后，中国传统哲学在按照自身轨迹发展的同时，逐渐传播到了周边的国家

和地区，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可知，中国传统哲学传播到周边的国家和

地区，形成东亚文化圈；根据材料“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传统哲学又突破东亚文化圈，通

过汤若望、南怀仁、利玛窦等人的传播，东学西渐，远播欧洲，在欧洲社会形成了持续二百

年的‘中国热’。这股‘中国热’，对整个欧洲大陆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对法国的启蒙思

想运动以及德国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成为十八

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重要学术资源”可知，且东学西渐，远播欧洲，成为十八世纪欧洲启

蒙思想家的重要学术资源。

根据材料“中国哲学的存在与发展既和全人类哲学的整体发展相关联”可知，中国哲学和全

人类哲学的整体发展相关联；根据材料“李光耀认为，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

其国民很早受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影响不无关系。……在欧洲社会形成了持续二百年的‘中国

热’。这股‘中国热’，对整个欧洲大陆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对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以及

德国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成为十八世纪欧洲启

蒙思想家的重要学术资源”可知，为人类社会的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开满窗户的山坡

刘亮程

县上给村里拨了廊坊保护款，每家补贴 1.8万元，要求把旧窗户和门都换成塑钢的。村

里半数人家住拔廊坊，这种早期汉民居住的老房屋，因为廊檐往外拔出来一两米，有立柱支

撑，形成廊，取名拔廊坊。住拔廊坊的人家得了补贴，好多旧木窗木门被拆后扔在一边。也

有人家把拆掉的木门窗又换回来。

我们连买带捡收集了好多旧木门窗，堆在书院里。最先的打算是用这些旧木门窗，把书

院朝马路的那段院墙围起来。原来的院墙残缺不整，到处是豁口和窟座。我想把破院墙拆了，

做一个最别致的院墙，名字叫村庄纪念墙。大概方案是：收来的每家的旧门窗，用墙垛单独

隔一个单元，门朝外，门楣上有这家的姓名和来历。每个门上配一把锁，钥匙发给那家人，

什么时候他们想进书院，或是想进自己家的老门了，就拿钥匙打开。

几十户人家的门窗连成一个长长的墙，看过去户挨户住了许多人家，每户人家的门窗都

不一样，大小不一样，漆色不一样，漆掉光后木头的老旧还是不一样。

我给村里这些人家留了一扇门，这样书院就成了全村人的。他们可能也不会来开那个已

经扔掉的门，那扇门里再也没有他们一样东西。但也不一定，在某个夜里，某人被月光喊醒，

穿鞋出门，拿着我给的钥匙，梦游似的行到书院墙根儿，找到镶嵌在院墙上他家的旧木门，

开锁，推门，可他怎么也推不开。①他不知道我从里面也上了锁，那锁的钥匙在我这里。他

推窗户，也推不开，窗户也从里面锁住。他爬窗户上往里望，一院子的月光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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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想的时候，仿佛在替另一个人做梦。一定有人会做这样的梦。如果我真的把这些

旧木窗做成院墙立在路边，全村人都会因它而做梦。我也会一个一个地梦见他们。每个窗户

曾经都是一家人的眼睛，他们扒着窗户往外看时，他们在村庄的内部。我有可能从这些旧门

窗里窥见他们的生活，在有月光的夜晚，那些从来关不严实的门缝、变形的窗框里走掉的人

声，仿佛又回到屋里。我在每一个窗户后面停下来，爬窗户朝外望，我会看见这一户人家曾

经长达几十年上百年的张望。我会看见他们所看见的，把他们再一次遗忘。

这个想法让我激动了半个冬天和一个春天，我想等夏日天长了再动手做这件事情。那时

候，从天亮到天黑，有 17个小时，足够人把好多想法变成现实。可是，没等到夏天，我的

这个想法就被另一个想法取代了。

一日，沟上头的老郭来书院找自己的旧木窗，我们 50块钱买他的，他要买回去。我问

老郭，你把这个破窗户拿回去干啥？

老郭说，他在山坡上挖了一个洞，做猪窝，想在洞顶上装一个窗户，这样猪就能看见太

阳了。

这样猪也能看见星星了。我随口说了一句。

我知道老郭挖猪窝的那片山坡，就在他家对面，坡上黑洞洞的有好几个猪窝。老郭和别

人不一样，竟然想给猪洞安一个窗户。

他的想法启示了我，我突然想到用这些收购来的窗户，把一座山上安满窗户。那个山坡

下原是一所废弃的小学，靠山面水，山坡上是麦田，麦子翻山越岭生长向远方。我上下远近

地打量这座山，想着把它用旧窗户镶嵌起来该多有意思。我无法把整座山镶起来，我收集的

窗户也不够，我只是想把山的下部用窗户一层层镶起来，镶到几十层，窗户里装上灯，从河

对岸看，整个山坡的麦地开满窗户。到夜晚，整座山因为亮着的窗户而悬空起来，看上去仿

佛许许多多的人家住在半空。我会把这些窗户主人的名字留在窗框上，有一天他们从地里回

来，找不到门，或者门锁的钥匙丢了，他们找到窗户，朝里看，全是厚厚的土，是麦子扎的

根须。

这个想法也破产了，原因是我根本干不了多少事情，书院建设就把所有的精力和财力都

耗了进去。想想我刚来这个村庄时我有多大的心劲儿啊。我到菜籽沟那年，和村里签有 70

年的独家旅游开发经营权，作为乙方的我，承诺在村里建一座书院，用收购的几十个老宅院，

邀请艺术家入住作为其工作室，建成菜籽沟艺术家村落，利用自己和艺术家们的知名度，让

这个不为人知的村庄成为中国的名村。那时我 50岁刚出头，想在这个村庄干一番大事。但

是仅仅过了几年，那个开发村庄做旅游的打算被我忘记了。那个合同也早被扔到一边。

现在，山坡下那块地方仍荒着，村里把地卖给一个老板，说是投资开客栈。老板怎么会

把钱投在这个一百年也收不回本钱的项目上呢。只有我这样的人，会为一个梦投资，为一个

天真的想法和冲动投入。②四年前我 51岁，人过 50岁，心还在 40岁，时常冲动地用 40岁

的心驱动 50岁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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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有建一个书院的劲儿。③在那个山坡上开满窗户的劲儿，也一直在心里攒着。窗

户也在书院院墙边攒着，风吹雨淋，一年年腐朽。一直等它们朽到窗框散架，完全不能用，

这要不了多少年。那时我散步走过它们身边时，会做何感想呢。

我确实是一个适合想事情的人，我想的许多事情写成了书。在我想过的所有事情中，在

菜籽沟一座山上开满窗户这件事，在我心里早已经无数次地完成了。某日天色渐暗时我开车

路过，朝河那边的山坡望去，看见满山坡的窗户依次亮起来，从山根一直亮到山顶。

那个曾经想在山坡上开满窗户的我，已经远去。仅仅过了四年，许多事情便不用去实现

了。④其实这是多好的事。

（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开头部分，提到菜籽沟村特色民居拔廊坊及县里换门窗的要求，由此切入处理旧门窗

和文化保护这两个关联话题。

B.“我”的第二个梦想是给山坡装上窗户，这个想法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而是一种精神皈依，

但“我”却对它情有独钟，念念不忘。

C.“我”在菜籽沟村建书院，建艺术家村落，在处理旧门窗的设想方面富有创意，是一个有

浪漫情怀和有使命感的作家。

D.小说多次提到“我”要在门窗上留主人的姓名和来历，目的是让村民想念“旧家”时更好

辨识，体现“我”的细心周到。

7.对文中画线句子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一项是（    ）

A.句子①中“我”将门从里面上锁与前文中“给每个门上配一把锁”，这两个“锁”字的含

义相同。

B.句子②表面上写“我”的激情与冲劲，实则含蓄地写出了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力不从

心的慨叹。

C.句子③中的“攒”是“我”的一种心理状态，写出了“我”对在山坡上开满窗户这一想法

的执著。

D.句子④是“我”在心里无数次完成梦想后 自我宽慰，隐藏的则是现实中没有完成梦想的

深深遗憾。

8.“那个山坡下原是一所废弃的小学”这个段落，体现了“在菜籽沟一座山上开满窗户”这

一梦想丰富而深刻的意蕴。请作简要分析。

9.有评论说，本文作者“有意抹去了小说和散文的边界”，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理解。  

〖答 案〗6.D    7.A    

8.①山上开满窗户，“仿佛许许多多的人家住在半空”，浪漫唯美，寓意“超越庸常与劳苦，

诗意地栖居”。

②“把窗户主人的名字留在窗框上”，寄托了对逝去的旧事物的纪念。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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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窗户里是厚土，是麦子的根须”，寓意“村民扎根故土，守住传统”。    

9.①这是一篇散文化小说，兼具小说和散文的特点，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追求。

②淡化情节，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故事主体叙写“我”处理旧门窗的两个梦。

③抒情性强，通过含蓄、独白式的语言表达作者丰富的情感，耐人寻味。

④注重意境营造，如多次写到有月光的夜晚，营造朦胧幽寂的氛围，与梦境相契合。

〖解 析〗

【6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D.“目的是让村民想念‘旧家’时更好辨识，体现‘我’的细心周到”错。由“他们找到窗

户，朝里看，全是厚厚的土，是麦子扎的根须”，可知主要的目的在于表达对村民、对历史

的纪念。 

故选 D。

【7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体会重要语句的丰富含意、品味精彩的语言表达艺术的能力。

A.“这两个锁字的含义相同”错。画线句中的“锁”是“心锁”，指无法回到从前的心理感

受，另一个是生活中的真实的锁。这两个“锁”字的含义不同。

故选 A。

【8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重要情节、语段的作用的能力。

所在的段落，是写由老郭想给猪洞安一个窗户的事上受到启发，“我突然想到用这些收购来

的窗户，把一座山上安满窗户”，与老郭给猪洞安窗户一样，都是美好的愿望和畅想。山坡

是美的，“我上下远近地打量这座山，想着把它用旧窗户镶嵌起来该多有意思”，体现了“我”

对村民的关注和诗意的追求。据“窗户里装上灯，从河对岸看，整个山坡的麦地开满窗户。

到夜晚，整座山因为亮着的窗户而悬空起来，看上去仿佛许许多多的人家住在半空”，可知，

寓意着“超越庸常与劳苦，诗意地栖居”，浪漫而唯美。

据“我会把这些窗户主人的名字留在窗框上”，可知，是寄托了对逝去的旧事物的纪念。

据“有一天他们从地里回来，找不到门，或者门锁的钥匙丢了，他们找到窗户，朝里看，全

是厚厚的土，是麦子扎的根须”，可知，如果有一天迷失，窗户可以帮他们找到过去，看到

曾经的最熟悉的一切，寓意着“村民扎根故土，守住传统”。

【9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能力。

①从整体上看，这是一篇小说，由评论可知，它兼具小说和散文的特点，是一篇散文化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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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从情节内容上看，没有一般小说具有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情节发展阶段，故事主

体叙写“我”处理旧门窗的两个梦，淡化了情节，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使小说具有散文化

特征。

③从语言表达上看，“他不知道我从里面也上了锁，那锁的钥匙在我这里。他推窗户，也推

不开，窗户也从里面锁住”“窗户也在书院院墙边攒着，风吹雨淋，一年年腐朽。一直等它

们朽到窗框散架，完全不能用，这要不了多少年。那时我散步走过它们身边时，会做何感想

呢”，作者通过含蓄、独白式的语言表达丰富的情感，耐人寻味。语句抒情性强，也是“有

意抹去了小说和散文的边界”的体现。

④从风格和手法上看，作者注重将思想感情和生活场景相融合，营造意境，和散文的边界不

是那么鲜明。如“在某个夜里，某人被月光喊醒，穿鞋出门，拿着我给的钥匙，梦游似的行

到书院墙根儿”“他爬窗户上往里望，一院子的月光树影”“在有月光的夜晚，那些从来关

不严实的门缝、变形的窗框里走掉的人声，仿佛又回到屋里”，多次写到有月光的夜晚，营

造了朦胧幽寂的氛围，与“我这样想的时候，仿佛在替另一个人做梦。一定有人会做这样的

梦”所写的梦境相契合，体现了作者的独具匠心和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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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徐渠问田鸠曰：“臣闻智士不袭下而遇君，圣人不见功而接上。今阳城义渠，明将也，

而措于屯长；公孙亶回，圣相也，而关乎州部，何哉?”田鸠曰：“此无他故，君主有度有

术之故也，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且足下独不闻楚将宋觚而失其政，

魏相冯离而亡其国乎？二君者驱于声词，眩乎辩说，不试于屯长，不关乎州部，故有失政亡

国之患。由是观之，夫无屯长之试，州部之关，岂明主之备哉!”堂溪公谓韩子曰：“臣闻

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

于躯。何以效之?曾闻先生曰：‘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二子之言已当矣，

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

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韩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氓

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

利民氓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氓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

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见民氓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

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君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节选自《韩非子·问田》,有删改）

材料二：

孟献子聘于晋，宣子觞之，三徙，钟石之县不移而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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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与我家富?”献子曰：“吾家甚贫，惟有

二士，曰颜回、兹无灵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协，惟此二者耳!吾尽于此矣。”客出，

宣子曰：“彼君子也，以蓄贤为富。我鄙人也，以钟石金玉为富。”孔子曰：“孟献子之富，

可著于春秋。”

（节选自《刘向·新序》,有删改）

10.材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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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遇不可 A必也 B患祸不可 C斥也 D夫舍乎全 E遂之道而肆乎 F危殆之行 G窃为先生 H无取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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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中国古代辅佐君主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官员的俗称，非具体的官名。

B.全，指保全，与《鸿门宴》中“君安与项伯有故”的“故”，用法不相同。

C.殆，指危险，与《六国论》中“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的“殆”词义相同。

D.鄙，指鄙俗，与《烛之武退秦师》中“越国以鄙远”的“鄙”意义和用法不相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徐渠认为，有智谋的士人不用历任低级职务就能被君主赏识，才德兼备的人不用显示出功

劳就能被君主接纳。

B.堂溪公列举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的历史事实，表达了对韩非子不顾遭遇生命危险仍坚

持推行法治的不满。

C.韩非子认为，推行法治是可以给百姓带来利益的，即使为此遇到混乱君主，遭遇祸患，他

也在所不惜。

D.宣子认为，孟献子是君子，孔子认为，孟献子的富有，可以记载到《春秋》里去了，两者

都对孟献子给予很高的评价。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且足下独不闻楚将宋觚而失其政，魏相冯离而亡其国乎？

（2）孟献子聘于晋，宣子觞之，三徙，钟石之县不移而具矣。

14.两则材料都涉及“人才” 话题，但侧重点不同。请结合材料分别加以概括。

〖答 案〗10.BDG    11.C    12.B    

13.（1）况且，难道您没听说楚国任用宋伽为将而败坏了政事，魏国任用冯离为宰相而使国

家灭亡吗？

（2）孟献子到晋国访问，宣子请他喝酒，换了三个地方，悬挂的钟鼓乐器不用搬动，都配

备齐全。    

14.材料一侧重谈人才的任用，主张应重视人才基层工作的实践经验；

材料二侧重表达对能够治国安邦，和协百姓的人才的重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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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析〗

【10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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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意：际遇是不一定有的，祸患是不能排除的。放弃保全自己和顺心如意的道路而不顾一切

地去干冒险的事，替您设想，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

“逢遇不可必也”与“患祸不可斥也”句式一致，单独成句，“也”句末语气词，所以 BD

处断句；

“舍乎全遂之道”与“肆乎危殆之行”句式一致，连词“而”连结前后这两个句子，所以 G

处断句。

故选 BDG。

【11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了解并掌握常见的文学文化常识和对文言词语中的一词多义现象的理解能力。

A.正确。

B.正确。形容词用作动词，保全；/形容词作名词，交情。句意：是保全自己的方法。/你怎

么和项伯有交情。

C.错误。词义不同。危险；/将要、快要。句意：我私下认为会给您生命带来危险。/而且燕

赵两国正处在秦国把其他国家快要消灭干净的时候。

D.正确。鄙俗；/名词的意动用法，把……当作边邑。句意：我是鄙陋的小人啊。/越过别国

把远方的郑国作为秦国的东部边邑。

故选 C

【12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文中信息、归纳内容要点的能力。

B.“表达了对韩非子不顾遭遇生命危险仍坚持推行法治的不满”错误。由原文“逢遇不可必

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可知，表达了对韩

非子坚持推行法治会遭遇生命危险的担忧与疑惑。

故选 B。

【13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独……乎”，反问句式，难道……吗；“将”“相”，名词活用为动词，任用……为

将，任用……为宰相；“亡”，使动用法，使……灭亡。

（2）“聘”，访问；“觞”，古代称酒杯，名作动，宴请；“县”，通“悬”，悬挂；

【1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概括的能力。

根据材料一“臣闻智士不袭下而遇君，圣人不见功而接上。今阳城义渠，明将也，而措于屯

长；公孙亶回，圣相也，而关乎州部，何哉”可知，材料一侧重谈人才的任用，再根据材料

一“不试于屯长，不关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国之患。由是观之，夫无屯长之试，州部之关，

岂明主之备哉”可知，主张应重视人才基层工作的实践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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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材料二“吾家甚贫，惟有二士，曰颜回、兹无灵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协，惟此二

者耳!吾尽于此矣”可知，材料二侧重表达对能够治国安邦，和协百姓的人才的重视。

参考译文:

材料一：

徐渠问田鸠说：“我听说智士不用历任低级职务就能被君主赏识，圣人不用显示出成绩

就能被君主接纳。现在的阳城义渠是个英明的将领，可他曾被安排做个小官；公孙章回是个

杰出的相国，也安排做过地方官，为什么呢？”田鸠说：“这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君主掌

握了法和术，明君的官吏，宰相定是从地方官中选拔上来的，猛将一定是从士兵队伍中挑选

出来的。况且，难道您没听说楚国用宋舰为将而败坏了政事，魏国用冯离为相而使国家灭亡？

两国的君主为花言巧语所驱使，被诡辩利说所迷惑，没通过低级职务的考验，不具备基层工

作的经历，结果有败坏政事和断送国家的祸患。由此看来，那种不经低级职务和基层工作考

验的办法，哪里该是明君采取的措施啊!”堂公对韩非说：“我听说遵循古礼、讲究谦让，

是保全自己的方法；修养品行、隐藏才智，是达到顺心如意的途径。现在您立法术，设规章，

我私下认为会给您生命带来危险。用什么加以验证呢？听说您曾讲道：国不用吴起的主张，

而国力削弱，社会混乱，秦国实行商鞅的主张而国家富足，力量强大。吴起、商鞅的主张已

被证明是正确的，可是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是因为没碰上好世道和遇到好君主而产生

的祸患。’际遇是不一定有的，祸患是不能排除的。放弃保全自己和顺心如意的道路而不顾

一切地去干冒险的事，替您设想，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韩非说：“我明白您的话了。整

治天下的权柄，统一民众的法度，是很不容易施行的。但之所以要废除先王的礼治，而实行

我的法治主张是因为我认为立法术、设规章，是有利于广大民众的做法。我之所以不怕昏君

乱主带来的祸患，而坚持考虑用法度来统一民众的利益，是因为这是仁爱明智的行为。害怕

昏君乱主带来的祸患，逃避死亡的危险、只知道明哲保身而看不见民众的利益那是贪生而卑

鄙的行为。我不愿选择贪生而卑鄙的做法，不敢毁坏仁爱明智的行为您有爱护我的心意，但

实际上却又大大伤害了我。”

（节选自《韩非子·问田》,有删改）

材料二：

孟献子到晋国访问，宣子请他喝酒，换了三个地方，悬挂的钟鼓乐器不用搬动都配备齐

全。献子说：“你家，很富有。”宣子说：“你家和我家相比，谁家富有”献子说：“我家

很穷，只有二个士人，一个叫颜回，一个叫兹无灵的，这两个人使我们邦家平安稳定，百姓

和睦协调，就这样两个人而已!我的财富都在这里了。”孟献子走后，宣子说：“他是君子

啊，把奉养贤者当作富裕；我是鄙陋的小人啊，把拥有钟石金玉当作富裕。” 孔子评论说：

“孟献子的富有，可以记载到《春秋》里去了。”

（节选自《刘向·新序》,有删改）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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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这首诗歌，完成下面小题。

淮阳感秋〖备 注〗

隋  李密

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

此夕穷涂士，郁陶伤寸心。

野平葭苇合，村荒藜藿深。

眺听良多感，徙倚独沾襟。

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

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

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

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

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

〖备 注〗此诗是隋大业九年，李密与杨玄感起兵反隋，失败后逃亡淮阳时而作。

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一、二句总写一幅金风摇荡、草木萧疏 淮阳秋景图，照应标题，为后文的叙议张本。

B.“村荒藜藿深”中的“深”与杜甫《春望》中“城春草木深”的“深”所用手法相同。

C.九、十两句是过渡，用顶针紧承上文，再用设问引出对国家兴亡的怅然慨叹，意蕴丰富。

D.诗歌由景兴感，沉郁苍凉，巧用典故，传达心声，中途换韵，声韵在变化中趋于和谐。

16.诗歌的“此夕穷涂士”与“千古传名谥”在表情达意上有何关联？结合诗句简要分析。

〖答 案〗15.C    

16.①表意上看似矛盾，实则意脉贯通，转折中有递进，表达诗人落寞中的奋进对自我的勉

励。

②“此夕穷涂士”是写诗人的境况，抒发反隋失败后处境艰难、走投无路之悲，身逢乱世、

穷途末路之叹。

③“千古传名谧”是写诗人的自勉，表达虽身份卑微，处境艰难，仍可象樊哙、萧何一样乘

时奋起，建功立业，而千古流芳。

〖解 析〗

【15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文学作品 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的能力。

C.“再用设问引出对国家兴亡的怅然慨叹”错误。不是“国家兴亡”，而是“个人穷达”。

故选 C。

【16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评价诗歌思想内容和情感的能力。

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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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写自己今天晚上是穷途之士，后面又写定会万古留名传谥，表意上看似矛盾，实则意脉

贯通，转折中有递进，秦俗乱世尚未荡平，汉道清朝尚难希冀，樊哙是个市井之徒，萧何不

过是刀笔吏，一旦与时运相遇合，定会万古留名传谥，表达诗人落寞中的奋进对自我的勉励。

“此夕穷涂士”是写诗人的境况，当时作者参与杨玄感反隋失败，被捕逃亡，处境艰苦，故

自称“穷涂士”；由肃杀的秋景联想到自己的穷困处境，故忧思郁结。抒发反隋失败后处境

艰难、走投无路之悲，身逢乱世、穷途末路之叹。

“千古传名谧”是写诗人的自勉，当“秦俗”未平，“汉道”何冀之时，如樊哙、萧何等人，

虽或出身市井屠者，或为刀笔小吏，一旦与时运相遇，却做出改朝换代、重建明时的大事业，

万古流传其不朽之名声，因此感到自己虽生此乱世，但只要奋起图王，仍可像樊哙、萧何做

出一番事业。表达虽身份卑微，处境艰难，仍可象樊哙、萧何一样乘时奋起，建功立业，而

千古流芳。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 小题，6 分）

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司马迁《报任安书（节选）》中“ ______，____”两句与《离骚》中“虽九死其犹未

悔”一句表达了同样的意志和决心。

（2）集句联是从古诗文中选句组成对联，既要原文不变，又要浑成出新。以张孝祥《念奴

娇·过洞庭》中的“______”为上联，可与杜甫的“心迹喜双清”形成宽对；集白居易《琵

琶行》中的“______”为上联，再集王勃的“闲云潭影日悠悠”为下联，堪称佳联。

（3）古诗词中常用乐器借代音乐，达到以简代繁、以实代虚的效果，比如：____，___。

〖答 案〗 （1）虽万被戮  岂有悔哉    （2）表里俱澄澈（肝肺皆冰雪）    枫叶荻花秋

瑟瑟    （3 浔阳地僻无音乐    终岁不闻丝竹声（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葡

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 I（本题共 3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崇明东滩本是一片（  ）的湿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引入了互花米草——一种繁

殖能力极强的入侵植物。互花米草将这里近乎完全变成了自己的“领地”,掠夺了土著植物

的生存空间，导致它们急剧减少。___A__,生活在此的水鸟等动物也大幅减少。

人们很快意识到这里生态系统的退化，开始逐步清除互花米草，____B____。然而几年

之后，原生植被的恢复效果仍不尽理想，因为植食性蟹类很快就啃食掉了刚长出的幼苗。这

些蟹类的主要捕食者本是水鸟，湿地破坏后，水鸟的丰富度和种群密度严重下降。近年来虽

然不少水鸟回到了崇明东滩，但其种群难以达到大幅抑制植食性蟹类数量的规模。

根据科学研究表明，在修复生态系统的过程中，重引入捕食者可以显著增加植被恢复，

但这又难免不增加人兽冲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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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修复退化的环境，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大自然的运作方式。曾经我们人类自视甚

高，大手一挥就毁掉了生态系统的繁荣生机；现在我们终于想起赎罪，那必然不能（  ）,

耐心聆听和理解自然，它才可能愿意与我们和解。

18.请在文中括号内填入恰当的成语。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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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个字。

20.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语病，请进行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

〖答 案〗18.①生机盎然     ②一蹴而就    

19.A：随着土著植物的消失      B：种植原有湿地植物    

20.科学研究表明，在修复生态系统的过程中，重引入捕食者可以显著促进植被恢复，但这

又难免不增加人兽冲突的可能性。

〖解 析〗

【18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成语的能力。

第一空，语境是指崇明东滩本是一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湿地，应用“生机盎然”。生机盎然：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形容生命力旺盛的样子。

第二空，根据下文“耐心聆听和理解自然”可知，此处语境是指那必然不能一下子就能完成，

应用“一蹴而就”。一蹴而就：踏一步就成功；形容事情轻而易举，一下子就能完成。

【19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语言表达之情境补写的能力。

A：根据上文“掠夺了土著植物的生存空间，导致它们急剧减少”可知，土著植物急剧减少，

再根据下文“生活在此的水鸟等动物也大幅减少”可知，结果是水鸟等动物也大幅减少，此

处内容应该是减少的原因，原因是土著植物的减少，所以此处应该填写“随着土著植物的消

失”。 

B：根据上文“人们很快意识到这里生态系统的退化，开始逐步清除互花米草”可知，人们

为了保护生态系统，逐步清除互花米草，再根据后文“然而几年之后，原生植被的恢复效果

仍不尽理想，因为植食性蟹类很快就啃食掉了刚长出的幼苗”可知，人们在除互花米草的同

时，还种植原有湿地植物，只是恢复效果仍不尽理想，所以此处应该填写“种植原有湿地植

物”。

【20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辨析并修改病句的能力。

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两处语病：

一是句式杂糅，“根据科学探究表明”句式杂糅，“根据……”和“……表明”杂糅，去掉

“根据”或“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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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搭配不当，“增加……恢复”搭配不当，“增加”改为“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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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0443300410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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