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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州市联盟学校 2023-2024学年高一下学期 3月

阶段调研考试语文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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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各题。

材料一：

农耕词汇是一类独特的语言资源，与农具、环境和农业耕作方式等农业生产生活直接相

关。现代工业社会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使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值得注意

的是，在当今社会语境下，农耕词汇并未完全消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迸发出新的活力。一

方面，播种、栽培、嫁接、灌溉、施肥、耕耘等常用农耕词汇，在使用与传播的过程中纷纷

发生语义泛化现象，融入了汉语的基本思维习惯，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部分

农耕词汇不仅自然融入大众话语之中，还现身于新闻话语、学术话语等专业话语中，并在与

这些专业话语的良性互动中显示出无可比拟的表达优势。

一类农耕词汇与农事生产活动有关，如耕、割、播、藏、锄等。“耕”指用犁翻松填土

以备播种。“深耕”是土壤耕作的最基本措施，播种、插秧等农事活动之前必先犁田，上翻

深层土壤，下盖浅层土壤，耙地等耕作劳动必须以深耕为基础。中国自古就有“深耕浅

种”“深耕细作”等表达。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深耕”一词的使用愈加广泛，与其相关的

新闻话语表达越来越常见，如“深耕国内市场”“深耕本土文化”“深耕数十载”等。

另一类农耕词汇与耕地类的农业生产工具有关，如耙、犁、磨等。“耙”原为名词，指

由竹、木质长柄及铁、竹或木制梳齿耙头构成的用于平地、搂草、搜剔土块、摊翻物料、聚

拢谷物等活动的手工农具，后引申为动词，指用耙子平整土地，或聚拢、摊开谷物和柴草等。

“耙梳”一词在“耙”的基础上构成，字面上表达了使用耙子这种农具进行平土、摊谷等特

定农业生产活动，实指整理、梳理。当前学术话语中，“耙梳史料”“耙梳文献”“耙梳历

史”等表达出现的频率逐步升高。

上述语言现象与农耕词汇在形成、发展和使用过程中呈现的特征密切相关。农耕词汇的

形成与发展充分体现了语言的体认性。语言学家王寅在其语言学理论“体认语言学”中，主

张语言来自对现实世界的“体”（互动体验）和“认”（认知加工），强调“体验”，凸显身体

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国人在“体认”实践中认知世界，创造并使用语言，形成了独特的文

化图景。这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生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一方面，身体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体验，促进了语言和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深耕”“耙

梳”等源自农耕生产的词汇，生动勾勒出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热闹场面，

鲜活再现了忙碌的农耕劳动场景：人们充分调动身体资源，手脚协同配合，熟练地使用农业

工具平整土地、翻松土壤。与此同时，长期的农耕生产活动使人们建立起对以土地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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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深厚感情，孕育出独特的中华农耕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

思想及人类能够抗衡大自然的“人定胜天”观念。

另一方面，语言与文化对各种身体经验作出忠实记录，并在身体与世界的互动体验中不

断丰富完善，也反过来对身体施加重要影响。“寒耕暑耘”“精耕细作”等根植于农业生产

的农耕语言，切实指导着人与自然打交道的农耕生产实践，引领人们在掌握时节交替变化和

万物生长规律的基础上养育万物。“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等以语言形式流传下来的文化

观念，将天、地、人和谐统一起来，成为农业实践的参照系。这些语言文化观念深刻影响着

以身体为中介的农事活动。它们不仅间接调节身体的物理性机能，还通过不断重构人们对身

体与世界的认知，调节身体的社会性机能，让人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世界、使用语言和

创造文化。

农耕词汇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体认性，赋予此类表达强大的情境性、瞬时性与生

动性，展现出优秀的语言表现力。

（摘编自胡雯《农耕词汇在当代语境焕发生机》）

材料二：

语言发展究其根本有三个方面的推动力：一是体认对象的发展变化；二是认知主体认知

能力的提升；三是前两方面之间的互动对语言表达的需求。

体认对象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随时空发生动态的同质或异质的改变。体认对象处于同

质时，物理属性如形状、颜色、大小等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地理环境的变化使“橘生于淮

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于是对同一事物体验的深度得以增加。异质的改变涉及物质

世界中新旧事物的更替，同样为主体提供了丰富的体验场景。譬如电脑和网络的发明使体认

对象拓展到虚拟世界，拓宽了体验的广度。另外，身体不仅处于物质世界中，也存在于社会

世界里，语言的发展与作为体认对象的社会密切相关。社会制度更替、全球化进程等社会因

素也会丰富人们的体验，并产生以社会世界为依托的复杂概念。

认知能力的提升使认知主体对于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所获经验的心理投射能力增强，对

语言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除了受益于丰富的体验，主体的认知能力还受到生理条件的制约，

且与物质世界中体认工具的优化相辅相成。譬如，原始人类所获的感觉信息仅停留在物质世

界中肉眼可见的表层，感知还受限于躯体的空间移动。但现代人发明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拓宽

了自身原有的视觉范围，虚拟现实技术使主体对事物的识解也不再局限于当前所处的空间位

置。这些体认工具辅助主体扩展对体认对象的体验和认知边界。

体认对象和认知主体的发展拓宽和加深了两者之间的互动，新生概念不断涌现，语言表

达的需求不断增加，由此促进了语言的发展。语言的发展既依赖于物质世界、社会世界和心

理世界体验的丰富化，也受制于主体躯体和认知能力的改变，更受二者互动的影响。反过来，

语言作为思维和知识的载体，为人类的进化创造条件，最后不仅扩大了客体的体验范围，而

且帮助主体突破躯体体验和认知的极限，为语言系统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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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林正军张存《体认语言观阐发》）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农耕词汇在使用与传播的过程中会衍生出丰富的含义，这正是词语生命力的彰显。

B.“耙梳”语义从“用耙子平土”到“整理、梳理”的泛化充分体现了语言的体认性。

C.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作为体认对象，会随时空发生动态的同质或异质的改变。

D.人们认知能力的高低主要受生理条件和物质世界体认工具的优化与否等因素影响。

2.根据材料一相关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播种、栽培等词汇语义泛化，或为日常用语，或为专业话语，这表明农耕词汇在不同领域

有着无可比拟的表达优势。

B.由农耕词汇的变迁类推，当生产方式发生变化，无论在工业社会还是农业社会，相应的语

言词汇都会发生变化。

C.“深耕”“耙梳”等词使用频率升高，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可见使用频率是衡量农耕词

汇活性的重要指标之一。

D.从“体认”的角度看，“深耕”一词既是对人与土地互动体验过程的记录，也是经验智慧

的总结，体现人们对世界的认知。

3.下列选项，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中第二段观点的一项是（   ）

A.“挂科”指考试不及格，多被学生使用。“挂”意为“悬”，“挂科”除了表达简洁、形

象，还多了几分委婉含蓄和诙谐，易被人接受。

B.“淘汰”，原指挑选种子时用水淘洗、冲去杂质，留下适宜的种子。后通过隐喻衍生出新

的语义“甄别裁汰”等，本义不再使用。

C.“秒杀”一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产生，它源于网络游戏，指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完成或结

束，由此衍生“秒+V”构词词模，如秒删、秒赞等。

D.“囧”字本义指“光明”，因为该字楷书外观貌似失意的表情，被青少年群体率先使用来

表达“苦闷、无奈、尴尬”等消极情绪，进而得以普及。

4.根据材料中有关“体认语言说”的阐述，对下列图示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①处箭头表示“感知”，意味着人们在“体认”实践中认知世界，语言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产生、发展和使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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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处虚线部分表示“体验”和“认知”构成体认两翼，互动体验在前，认知加工在后，二者

并不同步，各自独立。

C.③处箭头表示人们通过对现实世界感知经验的认知加工，形成各种概念结构。这些概念结

构往往蕴含着文化。

D.④处箭头表示语言是记录、表征概念结构的重要途径。这种记录和表征是一个不断丰富完

善、反哺实践的过程。

5.农耕词汇在当代语境焕发生机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两则材料概括。

〖答 案〗1.D    2.A    3.C    4.B    

5.①农耕词汇本身具有强大 情境性、瞬时性与生动性，展现出优秀的语言表现力，能够在

当下交际语境中找到契合点。

②当代语境体认场景丰富，人们认知能力提升，二者互动，使语言表达的需求不断增加，为

农耕词汇运用于其他领域带来新的空间。

③农耕词汇体现了独特的中国农耕文化，能重构人们对身体与世界的认知，提供为人处世的

智慧，这也反过来为语言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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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受生理条件和物质世界体认工具的优化与否等因素影响”错误。由原文“除了受益

于丰富的体验，主体的认知能力还受到生理条件的制约，且与物质世界中体认工具的优化相

辅相成”可知，原文说的是“除了受益于丰富的体验”，还受“生理条件的制约”，且与物质

世界中体认工具的优化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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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农耕词汇在不同领域有着无可比拟的表达优势”错误，扩大范围。由原文“部分农耕词

汇不仅自然融入大众话语之中，还现身于新闻话语、学术话语等专业话语中，并在与这些专

业话语的良性互动中显示出无可比拟的表达优势”可知，原文说的是“部分农耕词汇”，选

项“农耕词汇”扩大范围。

故选 A。

【3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材料二第二段是阐述体认对象的发展变化带来语言的变化。

C.“秒杀”体现的是互联网技术带来的语言的变化，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中第二段

观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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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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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的含义的能力。

B.“互动体验在前，认知加工在后，二者并不同步，各自独立”错误。“体验”与“认知”

在体认过程中二者交融，不能分离而单独存在。

故选 B。

【5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分析和概括的能力。

根据材料“农耕词汇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体认性，赋予此类表达强大的情境性、瞬时

性与生动性，展现出优秀的语言表现力”可知，农耕词汇本身具有强大的情境性、瞬时性与

生动性，展现出优秀的语言表现力，能够在当下交际语境中找到契合点。

根据材料“认知能力的提升使认知主体对于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所获经验的心理投射能力增

强，对语言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除了受益于丰富的体验，主体的认知能力还受到生理条件

的制约，且与物质世界中体认工具的优化相辅相成”“体认对象和认知主体的发展拓宽和加

深了两者之间的互动，新生概念不断涌现，语言表达的需求不断增加，由此促进了语言的发

展。”可知，当代语境体认场景丰富，人们认知能力提升，二者互动，使语言表达的需求不

断增加，为农耕词汇运用于其他领域带来新的空间。

根据材料“语言的发展既依赖于物质世界、社会世界和心理世界体验的丰富化，也受制于主

体躯体和认知能力的改变，更受二者互动的影响。反过来，语言作为思维和知识的载体，为

人类的进化创造条件，最后不仅扩大了客体的体验范围，而且帮助主体突破躯体体验和认知

的极限，为语言系统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可知，农耕词汇体现了独特的中国

农耕文化，能重构人们对身体与世界的认知，提供为人处世的智慧，这也反过来为语言自身

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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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

丰子恺

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寇突犯我故乡石门湾，我不及预防，仓猝辞缘缘堂，逃出火线，

迤逦西行。如今故园已成焦土，飘泊将及两年，在六千里外的荒山中重温当年辞家的旧梦，

不禁心绪黯然。

走了五省，才知我的故乡，真是一个好地方。石门湾水路四通八达，我们无需用脚走路。

倘使你“走”到了城里，旁人都得惊讶，家人怕你伤筋，你自己也觉得吃力。唉！我的故乡

真是安乐之乡！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回江南的空前浩劫，也许就是安乐的

报应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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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逸恶劳，毕竟是人之常情。克服自然，正是文明的进步。忧患而不进步，未必能

生；安乐而不骄惰，决不致死。所以我对于安乐的故乡，始终是心神向往的。

石门湾郊外没有一块荒地，稻麦之外，四时蔬果不绝，风味各殊。尝到一物的滋味，可

以联想一季的风光，可以梦见往昔的情景。往年我在上海，冬天吃新蚕豆，一时故乡清明赛

会、扫墓、踏青之景，以及绸衫、酒旗、戏鼓之状，憬然在目。倘然遇见丝绵，那更使我涌

起乡思来。因为这是我乡一带特有的产物。古人要五十岁才得衣帛，我们乡人无论老少都穿

丝绵。“人生衣食真难事”，而我乡人得天独厚，这不可以不感谢，惭愧而且惕励！

缘缘堂就建在这得天独厚的环境中。缘缘堂构造用中国式，一切奢侈、烦琐的布置，一

概不入。全体正直、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我认为这样光明正大的环境，

适合我的胸怀。

我们在缘缘堂怀抱里的日子约有五年。回想这五年间的生活，处处使我憧憬。春天，桃

树戴了满头的花，在门前站岗。门内朱楼映粉墙，蔷薇衬绿叶。院中秋千亭亭地立着。这幸

福的光景，使我难忘。夏天，葡萄棚上的新叶，把室中人物映成绿色的统调。垂帘外时见参

差人影，秋千架上时闻笑语，这畅适的生活也使我难忘。秋天，芭蕉的叶子高出墙外，夜来

明月照高楼，房里有人挑灯夜读，伴着秋虫的合奏。这清幽的情况又使我难忘。冬天，炭炉

上时闻普洱茶香，儿童们伴着坐到深夜，直到北斗星转向。这安逸的滋味也使我难忘。现在

飘泊四方，但凡我身所在的地方，只要一闭眼睛，就看见无处不是缘缘堂。

九月二十六日，是我的生辰。这时嘉兴已炸得不成样子。我家还是做寿。而宾朋的谈话

异乎寻常。有人从上海逃回来，他说上海无数难民无家可归，聚立在租界紧闭的铁栅门边，

日夜站着。租界里的同胞拿面包隔铁栅抛去，无数饿人乱抢。有的面包落在地上的大小便中，

他们自挣得去吃！我们一个本家从嘉兴逃回来，他说有一次轰炸，看见一妇人躲在墙脚边喂

奶，忽然弹片飞来，恰好把那妇人的头削去。这无头的妇人依旧抱着婴孩危坐着，并不倒下。

我听了他的话，想起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就讲给人听：猎人入山打猎，远远看见一只大熊，

他连发数枪，均中要害，大熊却危坐不动。他走近察看，大熊两眼已闭，血水流下。但是它

两只脚抱住大石头，危坐涧水边。猎人再走近细看，才见大石底下的涧水中，有小熊正在饮

水。大熊倘倒下了，那石头势必压死她的宝贝。直待猎人掇去了她手中的石头，她才倒下。

呜呼！坐客散去了。这便是缘缘堂最后一次聚会。

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六日，是石门湾被宣告死刑的日子。石门湾在那一天，真可谓“朝

为繁华街，夕暮成死市”。那天，我照例在画《漫画日本侵华史》。只听得玻璃震响，一连数

次。心知不妙，出门探问。有人说：“我们这没有设防，决不会来炸的。”大家照旧安居乐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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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一架飞机低低地飞过。石门湾没有警报设备。以前飞机常过境，大家跑出去，站

在门口，仰起了头观赏，如同春天看纸鸢，秋天看月亮一样。这天大家依旧出来观赏。谁知

他们正要选择不设防的城市轰炸，可以放心地投炸弹，可以多杀些人。飞机盘旋一周，看见

毫无一个军人，纯是民众妇孺，而且都站在门外，非常满意。地面上无论哪一个人的生死都

操在空中的刽子手手里了！忽然一阵冰雹似的声音在附近的屋瓦上响过，墙壁摆动，桌椅跳

跃，玻璃窗齐声大叫。我们挤成一堆，默然不语，但听见墙外奔走呼号之声。飞机还没离去，

大有再来的可能，非预防不可。于是有人提议，钻进桌子底下，把丝绵被覆在桌上。我在幼

童时代，曾经作此游戏。现在年已过半，却效儿戏，又看见七十岁的老太太也效儿戏，这情

状实在可笑。且男女老幼共钻桌底，大类穴居野处的禽兽生活，这行为又实在可耻。这可说

是二十世纪物质文明时代特有的盛况！

沿河家家闭户，处处锁门，石门湾顿成死市，不见人影。忽然一家楼上，发出一阵肺病

者的咳嗽声，全市为之反响，凄惨逼人。我悄然而悲，肃然而恐。破晓起身，出门时我回首

一望，这是我与缘缘堂最后的一面。

其实，在这风声鹤唳之中，有许多人想同我们一样地走，为环境所阻，力不从心。我恨

不得有一只大船，尽载了石门湾及世间众生，开到永远太平的地方。向村人告别，我心如刀

割！但脸上强自镇定，叮嘱他们“赶快筑防空壕，后会不远”。不能再说下去了。

一九三九年

（有删改）

6.对文中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作者一再用“我”“我的”或“我们”描述故乡或乡人，朴素的用语中寄托着对故乡的无

限爱恋之情。

B.文章用较多篇幅描写石门湾得天独厚的环境，缘缘堂优雅安逸的生活，为后来遭受日寇轰

炸埋下伏笔。

C.缘缘堂不仅是供人居住的现实家园，也是承载作者生活愿景、艺术审美、道德理想的文化

与精神家园。

D.在“冰雹似的声音”“玻璃窗齐声大叫”的环境中大家默然不语，写出了面对轰炸时人们

惊恐的心理。

7.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第六段反复书写“使我难忘”，既显示出对和平安宁生活的向往，更凸显了漂泊在外、无

家可归的悲伤与痛苦。

B.作者写大熊护子时，有意把“它”替换为“她”，将大熊人性化，暗含将熊的兽面人心与

侵略者人面兽心对比。

C.文中的“朝为繁华街，夕暮成死市”以夸张的手法写石门湾的变故，与“朝如青丝暮成雪”

一句的手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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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文章末段中“我恨不得有一只大船……”几句，与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

俱欢颜”异曲同工。

8.文中的丰子恺既有闲逸雅士的一面，又有爱国志士的一面，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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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

们的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请根据鲁迅的观点，结合文中画线的句子谈谈你的

理解。

〖答 案〗6.B    7.C    

8.①闲逸雅士：缘缘堂的建筑外观深沉朴素，光明正大；环境雅致清幽，生活安逸闲适。

②爱国志士：创作《漫画日本侵华史》，揭露日军罪行；写作本文痛批侵略者；关心同胞安

危，反思乡民居安不思危的弊病。    

9.①“报应”“还是”“照旧”“盛况”等词语都具有讽刺意味。

②表面上讽刺乡民骄惰、慵懒，对侵略者缺少警惕，实际上表达的是对乡民的善意。

③希望乡民克服骄惰、居安思危，表达了对和平安乐生活的向往。

〖解 析〗

【6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中相关内容的理解的能力。

B.“为后来遭受日寇轰炸埋下伏笔”错误，表达对故乡的热爱，对故乡生活的留恋，反衬出

对践踏故乡的日寇的憎恶。

故选 B。

【7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的能力。

C.“以夸张的手法”错误，后文有“忽然一阵冰雹似的声音在附近的屋瓦上响过，墙壁摆动，

桌椅跳跃，玻璃窗齐声大叫。我们挤成一堆，默然不语，但听见墙外奔走呼号之声……沿河

家家闭户，处处锁门，石门湾顿成死市”，可知“朝为繁华街，夕暮成死市”，不是夸张，是

写实。与“朝如青丝暮成雪”一句的夸张手法不相同。

故选 C。

【8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赏析人物形象的能力。

赏析人物形象可从人物的生活环境、语言、行动、思想等方面进行分析。

“缘缘堂构造用中国式，一切奢侈、烦琐的布置，一概不入。全体正直、高大、轩敞、明爽，

具有深沉朴素之美。我认为这样光明正大的环境，适合我的胸怀”缘缘堂的建筑外观深沉朴

素，光明正大；

“这幸福的光景，使我难忘……这畅适的生活也使我难忘……这清幽的情况又使我难忘……

这安逸的滋味也使我难忘”，环境雅致清幽，生活安逸闲适。居所清幽，生活安逸，可见作

者是个闲逸雅士。

“我照例在画《漫画日本侵华史》”，创作《漫画日本侵华史》，揭露日军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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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正要选择不设防的城市轰炸，可以放心地投炸弹，可以多杀些人……地面上无论哪一

个人的生死都操在空中的刽子手手里了！忽然一阵冰雹似的声音在附近的屋瓦上响过，墙壁

摆动，桌椅跳跃，玻璃窗齐声大叫”，日寇居然轰炸不是军事区的平民区，残害手无寸铁的

平民，写作本文痛批侵略者；

“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回江南的空前浩劫，也许就是安乐的报应罢！”“我

恨不得有一只大船，尽载了石门湾及世间众生，开到永远太平的地方。向村人告别，我心如

刀割！但脸上强自镇定，叮嘱他们‘赶快筑防空壕……’”，作者关心同胞安危，反思乡民

居安不思危的弊病。可见作者是个爱国志士。

【9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赏析文章思想感情的能力。

题干关键词是“善意的讽刺”，体会划线句子的讽刺之处，分析其中的善意。

“也许就是安乐的报应罢”，以“报应”来讽刺居安不思危；“我家还是做寿”，以“还是”

讽刺对日寇对危险缺乏警惕性的愚钝；“大家照旧安居乐业”，以“照旧”讽刺乡民的怠惰、

骄傲；“这可说是二十世纪物质文明时代特有的盛况”，以“盛况”讽刺被惩罚后的可耻状

态。

“报应”“还是”“照旧”“盛况”等词语表面上讽刺乡民骄惰、慵懒，对侵略者缺少警惕，

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痛心，是对乡民变强大的善意的期待。

讽刺可以激励人心，表面的讽刺实则是希望乡民能克服骄惰、居安思危，这样才可能应对外

界的打击，保持长久的安乐，讽刺其实表达了对和平安乐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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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曰：“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谲谏①，二曰戆谏②，三曰降谏③，四曰直谏，

五曰风谏④。唯度主而行之，吾从其风谏乎。”

（节选自《孔子家语•辩政》）

材料二：

人臣之所以蹇蹇为难而谏其君者，非为身也，将欲以匡君之过，矫君之失也。君有过失

者，危亡之萌也；见君之过失而不谏，是轻君之危亡也。

齐桓公谓鲍叔曰：“寡人欲铸大钟，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岂避尧舜哉？”鲍叔曰：

“敢问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围谭三年，得而不自与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刬⑤

令支而反者，武也；吾为葵丘之会，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国，寡人

不受者，义也。然则文武仁义，寡人尽有之矣。寡人之行，岂避尧舜哉？”鲍叔曰：“君直

言，臣直对。昔者，公子纠在上位而不让，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鲁境，非义也；坛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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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诎⑥于一剑，非武也；姪娣不离怀衽，非文也。凡为不善遍于物不自知者无天祸必有人

害天处甚高其听甚下。除君过言，天且闻之。”桓公曰：“寡人有过，子幸记之，是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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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福也。子不幸教，几有大罪，以辱社稷。”

晋平公使叔向聘于吴，吴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

衣而狐裘者。叔向归以告平公，平公曰：“吴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对曰：

“君为驰底之台，上可以发千兵，下可以陈钟鼓，诸侯闻君者，亦曰：‘奚以敬台？奚以敬

民？’所敬各异也。”于是平公乃罢台。

景公好弋，使烛雏主鸟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杀之。晏子曰：“烛雏有罪，请数之以其罪，

乃杀之。”景公曰：“可。”于是乃召烛雏数之景公前，曰：“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一

罪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二罪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是三罪也。”数

烛雏罪已毕，请杀之。景公曰：“止。”勿杀而谢之。

（节选自《说苑•正谏》）

〖备 注〗①谲谏：婉曲，不明说。②戆谏：鲁莽刚直地规劝。③降谏：低声下气地规

劝。④风谏：同讽谏。⑤刬：同“铲”，铲除，消灭。⑥诎：同“屈”。

10.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加句读，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 案〗标号涂

黑

凡为不善 A遍于物 B不自知者 C无天祸 D必有人害 E天 F处甚高 G其听甚下

11.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人臣之所以蹇蹇为难”与“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师说》）中的“所以”含义不同。

B.“子幸记之”与“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鸿门宴》）两句中的“幸”含义相同。

C.社稷，分别指土神和谷神，两者是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立政之基，后用来指代国家。

D.“勿杀而谢之”与“多谢后世人”（《孔雀东南飞并序》）两句中的“谢”字含义相同。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齐桓公想铸造一口大钟来彰显名声和功德，为此他征询鲍叔的意见，鲍叔从仁、义、武、

文四个方面直接指出其过错，使齐桓公认识到了问题。

B.齐桓公根据自己曾得到谭国却不夸耀，消灭令支成功凯旋，召集会盟平息战事，拒不接受

他国美玉四个方面，认为自己已具备文武仁义。

C.晋平公派遣叔向出使吴国，吴国派出一艘装饰豪华的大船相迎，船中人的衣着十分奢靡，

叔向汇报了这件事，晋平公由此认为吴国将灭。

D.在如何处理烛雏一事上，景公要杀他以泄心中怒火，晏子故意列出烛雏的三条罪状，使景

公明白烛雏无罪。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君有过失者，危亡之萌也；见君之过失而不谏，是轻君之危亡也。

（2）景公好弋，使烛雏主鸟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杀之。

14.鲍叔、晏子两位大臣劝谏君主的方式不同，请结合材料比较并说明其中最符合孔子观点

的是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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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10.CEG    11.D    12.D    

13.（1）君主有过失，那是危国亡身的萌芽；看见君主有过失而不劝谏，这是忽视君主的危

亡。

（2）齐景公喜好用弋射鸟，派烛雏主管禽鸟但他却让禽鸟飞走了，齐景公大怒想要杀死烛

雏。    

14.鲍叔直接用事实批评劝谏，属于“直谏”；晏子用婉言隐语来启发君主，属于“讽谏”。

由材料一可知，孔子认可婉言隐语的劝谏方式，即讽谏。因此，晏子的劝谏方式符合孔子观

点。

〖解 析〗

【10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凡是到处做了不好的事自己还不知道的人，(即使)没有天祸也一定会有人害。天虽在

最高处，但它却能听到最底下的事。

“凡为不善遍于物不自知者”中，“……者”意为“……的人”，因此“凡为不善遍于物不

自知”做“者”的定语，语意紧密，形成“者”字结构，作主语，因内容较长，故其后 C处

应断开；

“天处甚高”为主谓结构，“天”是主语，单独成句，前后 EG处应断开；

“其听甚下”的“其”为代词，代指“天处甚高”中的“天”，作“听”的主语，故其前 G

处应断开。

综上应在 CEG三处断开。

【11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古代文化常识的掌握，理解文言一词多义现象的能力。

A.正确。……的原因；用来……的。句意：做臣子的要刚正忠直迎着困难去劝谏他的君主的

原因。/用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

B.正确。都是“幸亏”的意思。句意：幸亏您记住了它。/现在有了紧急的情况，所以幸亏

他来告诉我。

C.正确。

D.错误。道歉；告诉，告诫。句意：不但没有杀烛雏还向他道歉/多多告诫以后的人们。

故选 D。

【12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D.“使景公明白烛雏无罪”曲解文意。由原文第四段“使烛雏主鸟而亡之”可知，烛雏确实

失职，并且犯了罪。再由“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二罪

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是三罪也”可知晏子故意列举烛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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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罪状是要让景公认识到，如果真的杀了烛雏就处罚过重了，而不是使景公明白烛雏无罪。

故选 D。

【13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君有过失者，危亡之萌也”，判断句；“萌”，萌芽；“轻”，轻视，忽视。

（2）“弋”，用弋射(鸟)；“主”，主管、掌管；“亡”，逃走、飞走。

【1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信息、归纳内容要点的能力。

根据材料二鲍叔“君直言，臣直对……除君过言，天且闻之”可知，他是列举事实直言劝谏，

这符合材料一“四曰直谏”(不难理解，应指直接劝谏)的特点。

根据材料二晏子看似帮景公说话，其实是想借“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

鸟之故杀人，是二罪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是三罪也”说明景公不应“重鸟

而轻士”。这带有一定的讽刺效果，符合“五曰风谏”(同讽谏)的特点。

根据材料一“唯度主而行之，吾从其风谏乎”可知，晏子的劝谏方式最符合孔子观点。

参考译文：

材料一：

孔子说：“忠臣劝谏君主，有五种方法：第一个是不直言，委婉含蓄地劝谏；第二个是

鲁莽而刚直地劝谏；第三个是心平气和低声下气地劝谏；第四个是不畏权威直言劝谏；第五

个是用委婉的隐语讽劝。只有揣摩君主的心思来进行劝谏，我采用委婉的隐语来进行劝谏这

种方式。”

材料二：

做臣子的要刚正忠直迎着困难去劝谏他的君主的原因，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想要纠正君

主的过错，改正君主的失误。君主有过失，那是危国亡身的萌芽；看见君主有过失而不劝谏，

这是忽视君主的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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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对鲍叔说：“我想铸造一口大钟，来显示我的名声。我的作为，难道比尧舜差

吗？”鲍叔说：“请问君主您的作为。”齐桓公说：“从前，我围谭国三年，得到它而不自

我夸耀，这就是仁；我北伐孤竹国，消灭令支国而凯旋，这就是武；我召集葵丘的会盟，以

此平息天下的战事，这就是文；诸侯中携带美玉来朝拜的有九个国家，我没有接受，这就是

义。这样，文武仁义我全都具备了。我的作为难道比尧舜差吗？”鲍叔说：“君主您直言，

我也直率地回答。从前，公子纠为兄，在上位您却不谦让，这不是仁；违背先祖太公的遗言

去侵犯鲁国，这不是义；在会盟台上，屈服于（曹沫的）一把剑，这不算武；姊妹侄女不离

怀抱，这不是文。凡是到处做了不好的事自己还不知道的人，（即使）没有天祸也一定会有

人害。天虽在最高处，但它却能听到最底下的事。消除您错误的话，上天将会听到的。”齐

桓公说：“我有过错，幸亏您记住了它，这是国家的福气。如果不是您赐教，我几乎犯下大

的罪过，使国家受辱。”

晋平公派叔向到吴国访问，吴国人装饰了大船来迎接他。船左五百人，船右五百人；有

穿豹皮绣衣的，有穿狐皮锦衣的。叔向回国后将这些情况告诉了晋平公，平公说：“吴国大

概快要灭亡了吧？为什么这样重视舟船？又用什么来重视百姓？”叔向对他说：“君主您修

建驰底高台，上面可以发兵千人，下面可以陈列钟鼓器乐，诸侯听到君主（这样做），也会

说：‘为什么这样重视高台？用什么来重视百姓？’看来只是各自重视的对象不一样罢

了。”于是晋平公就停止建造驰底高台。

齐景公喜好用弋射禽鸟，派烛雏主管禽鸟但他却让禽鸟飞走了，齐景公大怒想要杀死烛

雏。晏子说：“烛雏有罪，请让我把他的罪过列举给他，然后再杀死他。”齐景公说：

“行。”于是晏子就把烛雏叫到齐景公的面前，列举他的罪过，说：“你为我们国君掌管禽

鸟却让它们飞走了，这是第一重罪；让我们国君因为鸟的缘故杀人，这是第二重罪；让诸侯

知道这件事，认为我们的国君看重禽鸟而轻贱士人，这是第三重罪。”晏子列举完烛雏的罪

过，就请（景公）杀死他。齐景公说：“算了吧。”不但没有杀烛雏还向他道歉。

（节选自《说苑•正谏》）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下面小题。

感旧

陆游

当年书剑揖三公，谈舌如云气吐虹。

十丈战尘孤壮志，一簪华发醉秋风。

梦回松漠榆关外，身老桑村麦野中。

奇士①久埋巴峡骨，灯前慷慨与谁同？

〖备 注〗①指陆游在巴蜀结识的好友独孤策，此时已故去十年。

15.下列对本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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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首联回忆当年，紧扣诗题，其中第二句的“谈舌如云气吐虹”写出诗人年轻时儒雅谦恭的

人格追求。

B.颔联在形式上对仗工整，体现了律诗典型的音韵之美；在内容上对比鲜明，收到了很好的

表达效果。

C.尾联使用反问的手法，表达了内心强烈的感情，同时也让读者感知到慷慨豪迈、卓尔不群

的故友形象。

D.本诗整体风格苍凉悲壮，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全诗所表达的沉痛情感有关，也与诗人所选取

的典型形象相关。

16.作品中的诗人有哪些形象特征？请结合诗句简要赏析。

〖答 案〗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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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①壮志难酬。诗人年轻时豪迈洒脱，如今仍渴望建功报国，却无奈在“桑村麦野中”中

老去。②迟暮悲伤。颔联以“一簪华发醉秋风”描写白发萧疏的垂垂老态，写出了人生暮年

的悲苦之情。③孤独寂寞。尾联直接抒发对故去的友人强烈的思念，表达了苦无知音的寂寞

心境。

〖解 析〗

【15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诗歌内容及艺术特色的能力。

A.“儒雅谦恭”错误，“谈舌如云气吐虹”意思是“谈吐间壮志凌云、气势如虹”，应是豪

迈洒脱的形象。

故选 A。

【16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诗歌中人物形象的能力。

诗歌首联和颔联是回顾诗人当初的情形，由首联“当年书剑揖三公，谈舌如云气吐虹”可知，

诗人年轻时候文武双全、壮志凌云、慷慨激昂，由颔联“十丈战尘孤壮志，一簪华发醉秋风”

可知，诗人当年面对战鼓雷鸣、烟尘遮天的情形也不畏惧。但现实中的诗人却是“梦回松漠

榆关外，身老桑村麦野中”，心怀壮志却“身老桑村”，可见壮志难酬。

颔联后一句“一簪华发醉秋风”中“华发”即白发，白发丛生，这是感叹时光流逝，自己也

渐渐年迈，可见迟暮悲伤。

尾联“奇士久埋巴峡骨，灯前慷慨与谁同”意思是“我的好友独孤策已经埋骨在远方，我也

想与他一样，可是谁能和我一同前往”，可见孤独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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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孔子认为“礼”在国家治理中有重要地位。他

嗤笑子路是因为子路“________”；而从曾皙的一个动作细节“_________”可以看出他谦恭

守礼。

（2）杜甫《登岳阳楼》中虚实结合，把洞庭湖 气象描绘得壮阔而又生动的两句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桂枝香·金陵怀古》中，“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是亡国悲剧艺术的缩影，

深重嘲讽中饱含叹惋。

〖答 案〗（1）其言不让   舍瑟而作   （2）吴楚东南坼   乾坤日夜浮    （3）叹门外楼

头    悲恨相续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 2 小题，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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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沈燮元先生是忘年之交，早在上个世纪的 70年代就认识了。1978年，我和燮翁都

参与了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全国会议并发表意见，那一年，他 54岁，我 33岁。1980

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在北京虎坊桥香厂路国务院信访招待所开始进行工作。我

还记得，那时我们每天在分编室里接触的是大约八百个图书馆上报的海量卡片，面对各种不

合规范的著录方式，也只能凭借经验去辨识卡片上的错误著录。燮翁和我私下里调侃说：我

们这些人成天都和卡片打交道，我们都成了“骗子手”了。当然，也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下，

我们每一位参与者的眼界更为开阔，分辨及鉴定能力也相应提高许多。

四年前，我为燮翁的《沈燮元文集》作序。序文的最后一段是：“燮翁高龄，今年九十

有五，已逾鲐背之年。更难得的是他康健如昔，不时往来苏宁两地。”“燮翁在图书馆学界

中版本目录学领域的地位，可说是芝兰玉树，无人可出其上，其阅历之资之深，大家也只能

望其项背。”“很多见过燮翁的朋友，都为老人的健康而感到高兴。我亦以为待到山花烂漫

时，老人古稀之年，能再约上一班好友，好好作一次畅怀痛饮。”如今只有叹之、憾之。

18.文中加点的词语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

A.忘年之交 B.芝兰玉树

C.望其项背 D.古稀之年

19.请从修辞角度分析“骗子手”这个词的表达效果。

〖答 案〗18.A    

19.①谐音，“卡片” “片”与“骗”谐音，制造出了幽默调侃的表达效果。

②仿拟（答仿词亦可），“……手可以指专门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如“舵手”“旗手”。“骗

子”加上“手”这个语素，临时仿拟出了“专门与卡片打交道的人”这个词，表现出沈燮元

的风趣诙谐。

③反语，“骗子手”贬义褒用，表达了沈燮元对这份工作看似抱怨实则热爱的情感。

〖解 析〗

【18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词语（包括熟语）的能力。

A.忘年之交：指不拘年岁行辈差异而结交的朋友。 根据语境“我和沈燮元先生”“那一年，

他 54岁，我 33岁”可知，二人年龄和行辈差异都较大，使用正确。

B.芝兰玉树：比喻有出息的优秀子弟。语境意在强调燮翁在图书馆学界中版本目录学领域的

地位非常之高，不涉及“有出息的优秀子弟”，使用不当。

C.望其项背：看得见别人的颈项和后背。形容差距不大，能够赶得上。根据“无人可出其

上”，可知语境侧重强调没人赶得上他，不涉及“差距不大，能够赶得上”，使用不当。

D.古稀之年：七十岁的代称。根据“今年九十有五，已逾鲐背之年”，可知燮翁早已过了七

十岁，使用不当。

故选 A。

的



高级中学名校试卷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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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041100033010133

https://d.book118.com/656041100033010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