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2025学年统编版语文八年级上册期末易错题 6：现代文阅读（记

叙文）

一、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渐行渐远的绝妙比喻

张天骄

①我妈年轻时在铸造机械厂上班，天天和车床、压模、配件打交道。

有的工友很调皮，喜欢给别人起外号，所起的外号大都和工作有关：

黑不溜秋的叫“铸件”，敦敦实实的叫“锻件”，而长得端正的被称

作“标准件”。这种无伤大雅的外号总是让人会心一笑，被叫的人也

不会恼。

②来源于生活的比喻都是非常生动的，而且常带有强烈的时代和环境

特征。比如，形容不让人睡觉的“熬鹰”、形容残酷搜刮的“榨

取”，都是来自生活的语言，显得鲜活且贴切。明朝的宣德炉色泽多

样，古人形容它的颜色，常会调用动植物或生活用品之名：朱砂斑、

葡萄斑、蟹甲青、鳝鱼黄。一说这类词语，你立刻就能想象出宣德炉

的大致颜色了。形容玉石的“羊脂”也很传神，让人一下子就能联想

到它洁白的颜色和温润的质地。



③明朝是昆曲的鼎盛时期，其作者都是文人雅士。但随着观众阶层和

欣赏水平的变化，昆曲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清乾隆年间，徽班进京，

这种更接地气的戏曲形式让京城人民大开眼界。昆曲变得小众起来，

后来干脆成为两部京剧剧目之间的串场戏。观众一看要演昆曲，纷纷

起身去买零食、上厕所。此时，昆曲被人戏称为“车前子”——车前

子本是一味中草药，主治小便不利、目赤肿痛等症，利尿功效显著。

这个比喻确实有些刻薄，但也很形象，让人忍不住发笑。昆曲有“百

戏之祖”之称，当年也有人拿清香、淡雅的兰花比喻昆曲，从“兰花”

最终沦落为“车前子”，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④可能是每天都和传统文化打交道的缘故，京剧演员们所做的很多比

喻都很贴切。《旧京伶界漫谈》就提过这样一个比喻：主角、配角和

相关人员配合得好，有一个比喻叫“红花绿叶”，而京剧演员则单独

有一句行话，叫“一棵菜”，就是要所有参演人员像一棵大白菜那样

一层一层抱得紧紧的，演员之间协调配合得滴水不漏。所以，大角儿

都很在意底包（配合名角的参演演员），他们通常都有自己的固定班

底，人员的挑选和要求也非常严格。京剧还有“洒狗血”之说，这是

形容戏演得过火。“洒狗血”是道士们除妖时的把戏，演戏演到这份

儿上自然显得矫揉造作了。

⑤有一些比喻至今还在沿用，比如“赛貂蝉”“小诸葛”。但形容心

境慌乱的“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形容热情过度的“剃头挑子

——一头热”，这些冷门的比喻都不大被人提起了。木心曾经说《红

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很多



比喻也是这样，脱离了原有的时代和环境，听起来就会让人一头雾水，

解释起来还得大费周章，已很难与现代人产生太多的共鸣了。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第 43期）



1．第①自然段中加点词语“这种无伤大雅的外号”在文中指代的是

什么？

2．通读全文，结合对第②自然段划线句子的理解，谈谈你最喜欢作

者在文中列举的哪一个（或“类”）“源于生活”“带有强烈时代和

环境特征”的绝妙比喻？为什么？

3．通读全文，结合对第③自然段中划线句子的理解，谈谈你从加点

词语“真是让人唏嘘不已”里读出了些什么？

4．题目中“渐行渐远”一词在文中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你从文中作

者叙写的这些“渐行渐远”中读出了些什么？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光鲜的儿女，卑微的爹

刘世河

①晚上和几个同事小聚，因为其中一个刚刚喜添贵子，于是触景生情，

大家不知不觉就聊起了各自的父亲。

②有公司“第一潮男”之称的 80 后小陈，首先讲述了他和父亲的故

事：读大一那年的寒假，他回家过年。没想到返校那天，父亲突然提

出，要跟他一块走——去他读书的城市打工。他用诧异的目光打量着

父亲，但 7岁就失去母亲的小陈，深知父亲的倔强，只要他决定了的

事，是断然不会再更改的。于是，父子俩就这样一起来到了这个城市。



③他只知道父亲在某个建筑工地干活，具体在什么位置，父亲却并不

告诉他，其实他也不太想知道。只是每到周六那天，父亲必然会出现

在他面前。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小菜馆里，父亲会点两个小陈最爱吃

的菜，而自己则坐在对面喝那种廉价的“散白”，很少动筷，只是看

着儿子大快朵颐的样子，傻傻地笑。他说，那时自己每到周六，心心

念念的就是那顿改善的伙食和顺手接过父亲给他的零用钱，而父亲的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看他一眼。

④后来，父亲的一只脚被砸伤，活自然也就干不成了。父亲那天找到

他，特意给他多点了一个硬菜，又给他留足几个月的生活费后，说：

你好好学习，我回老家养伤，脚好了，我再回来。听父亲这样说，他

非但没有不舍，反而心生窃喜。于是，再逢周末，他便不去那家小菜

馆了，而是跟几个同学一起去城里的步行街玩，因为那里有电玩城、

鬼屋，还有当时觉得美味的麦当劳。他们在步行街上经常会看见一个

身着长袍、戴着狰狞面具来回游走的“怪物”（专门给鬼屋做宣传的

模特）特别引人注目。

⑤有一次，他刚和同学吃完麦当劳，来到步行街旁边的小花园乘凉。

无意中看到，就在离他们几米远的前边，那个“怪物”正好也坐在那

里，大概是因为面具太重又密不透风，“怪物”实在憋得难受就想暂

时取下面具透透气。就在“怪物”取下面具的一瞬间，他立马认出了

那个人居然是自己的父亲……

⑥讲到这里，小陈已有些哽咽，他说：“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当时

因为顾及在同学面前的面子，我并没有上前相认，而是选择了默默走



开，不，应该说是逃离。直到今天，父亲依然不知道我见到他逃跑的

事，下次见面，我一定要当面对我的父亲说声对不起，然后告诉他，

我才是那个披着人皮的‘怪物’！”



⑦一小会的静默后，70 后莎莎开始说话了，她说：“当年她和老公

的结合曾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因为各自都很任性，互不妥协，父女

之间简直形同陌路。父亲觉得老公大我 8岁，离异且家又离我家很远。

所以结婚时，老公头一天来接我，就没敢住进我们家，而是在外边的

一个小旅馆凑合了一宿。第二天一早，老公诚惶诚恐地迈进我家的大

门，父亲却躲进了里屋，一直到我出门，始终也没出来。我心想，这

样更好，省得临出门了父女俩话不投机、发生口角，随后母亲和几个

亲戚乡邻将我送到小城车站。那个年代，都是绿皮车，很慢，就在火

车徐徐开动的那一瞬间，我和老公趴在窗口向母亲挥手告别时，突然

一个身影冒了出来，然后就站在那里，朝我这边凝望，火车越开越快，

那个身影就跟着火车在站台上小跑起来，直到渐渐模糊成一个黑点

儿……我再也控制不住，趴在老公的怀里大哭起来，也就是在那一刻，

我彻底原谅了父亲，对父亲所有的积怨也随之坍塌。现在虽然已经过

去快 20 年了，可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立刻浮现出那个被火车远远

甩在后边渐渐模糊的‘黑点儿’，心里酸酸的……”



⑧最后开口的是陶子，她是我们公司的出纳，80 后，没想到一向幽

默风趣的她，貌似没心没肺的背后竟然也掩藏着一段心酸的父女经历。

12 岁那年，陶子的父母离异，她跟父亲一起生活。父母离异的原因

很老套，无非是父亲常和他那些“狐朋狗友”去喝酒，喝醉了就什么

都不管。但奇怪的是，尽管她从心里恨透了父亲，可最后她却选择了

父亲。因为她知道，除了这一个“污点”，父亲在她心目中几近完美，

尤其对她的那种细腻地疼爱，远远胜过母亲。就这样，矛盾着，纠结

着，她渐渐长大。然而随年龄增长，对父亲的恨意非但未减，反倒愈

发地疯长起来。故意逃学；故意跟一帮小混混搅在一起；甚至打架、

早恋，所有这些，似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和父亲对着干。一次，

父亲一怒之下要抬手打她，她没有躲闪，反而将脸故意伸到他面前，

用很不屑的口气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你有什么资格管我？”结果，

她看到父亲举起的手立刻就僵在了半空，随后缓缓落下，然后又举起

来，狠狠地扇了自己两个耳光。她一下子懵了，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做

些什么……那两记耳光，虽然没落在她的脸上，却狠狠地打在了她的

心上，也把她彻底打醒了。她赶紧上前抱住父亲，大哭起来。从那以

后，她彻底醒悟，不但不跟他对着干，后来还主动牵线把她的一个英

语老师介绍给了他……

⑨陶子说到这里，脸上终于又还原了那种调皮的模样。大家你一言我

一语，开始说起诸如以后一定要好好孝敬父亲的话。

⑩而一旁的我在想，我们的父亲在我们心目中，其实并不只是一个伟

岸、强大、抑或勇猛无敌的形象，在陪伴我们一步一步成长的道路上，



他们还有很多脆弱、无助、甚至卑微的身影。然而，正是这些“卑微”

无私地成全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光鲜”和“骄傲”。而作为他们的儿

女，又有几个肯为他们去“卑微”一下？

（摘自网络《文章吧》，有删改）

5．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文中三位父亲的“卑微”事例。

6．结合文意，说说加点词语的含义。

①他们在步行街上经常会看见一个身着长袍、戴着狰狞面具来回游走

的“怪物”特别引人注目。



②下次见面，我一定要当面对我的父亲说声对不起，然后告诉他，我

才是那个披着人皮的“怪物”！

（1）①句中“怪物”指：

（2）②句中“怪物”指：

7．赏析第⑧段画线的句子。

8．青春期的你，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吧？请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不

超过 80字）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面的问题。

寂寞的茨威格

①奥地利萨尔茨堡是一个人口 12 万的城市，以两样“宝物”出名。

一是耸立在山上的 12 世纪古堡，赫然叫做“萨尔茨堡”，二便是音

乐神童莫扎特。

②一到萨尔茨堡，人们就立刻被这两样东西所“左右”，叫你的神经

和五官一起喘不过气儿来。不管人们走进萨尔茨堡的哪个角落，那座

城堡老是高高地威严地洞察一切地俯视和监视着你；人们走街串巷，

到哪儿也都逃避不了莫扎特，从莫扎特故居，莫扎特诞生屋，到耳朵

里灌满他的音乐，像《A 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之类，一直到行人

个个嘴里嚼着的“莫扎特巧克力球”……

③但是，萨尔茨堡其实还应该同另一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

④他就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

⑤茨威格的魅力究竟又在哪里？



⑥诗是年轻人的花园，有哪个年轻人不曾读过，甚至写过一两首诗？

又有哪个年轻人不曾想要在诗歌里面发现自己？

⑦各种年龄层次的人们都读茨威格，因为，他们也都想在茨威格的作

品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诗对于年轻人的魅力，也就是茨威格对于各种

年龄层次人们的魅力。人们读茨威格，也是想通过茨威格阅读自己，

读清楚自己。茨威格有一种力量，一种也许是从他所崇敬的弗洛伊德

那里借来的力量，逼使你把自己的内心面貌同小说的主人翁面对面对

照。日本人称他为“打开了弗洛伊德危险闸门的心灵猎手”。

⑧茨威格以用生花妙笔制作生产出一大群丰美多姿、感情奔放而又命

薄缘悭的女性而出名。这一点是高尔基所特别看重并且指出的。伟大

的高尔基毕竟是高尔基，即使在“斯大林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他

也毫不掩饰自己在阅读“资产阶级作家”茨威格的《巫山云》后是多

么激动和惊叹。他给茨威格写信道：“这个短篇那种惊人诚挚的笔调、

对于女人的超人的温存、对于主题的独创性以及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

具有的表现力，把我深深地打动了。”难怪高尔基后来同茨威格建立

了“最珍贵的友谊”。而且，他还把“世界上最了解女人的作家”的

桂冠送给了茨威格。



⑨不仅如此，茨威格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了解读者，但又并不曲意取

悦读者的作家。他那时代的文学，对于严肃的读者，严肃的作品照样

一印就是几万甚至几十万册。茨威格在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一个

欧洲人的回忆》里，曾多次不无骄傲地谈到他的书的出版盛况。“我

的每一本书，当它第一天在德国公开发行时，就要销售两万册。”他

那本旷世杰作，即便同目前所谓“畅销书”标准保持很远距离的《人

类群星闪耀时》，印数也达到 25 万册，今天仍旧令人羡慕和惊叹。

⑩在他生前，根据统计，他已经是世界上“被翻译出版得最多的作

家”。他曾亲眼看到一个小学生，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儿零用钱去买了

《人类群星闪耀时》，还不知道看不看得懂；火车列车员因看过他的

书而立刻认出了这位作家，而国外海关职员由于读过他的书而向他表

示客气和敬意……

最重要的，是他建立和拥有了一个稳定而不断扩大的读者群。这些读

者注视着他的文学活动，关注着他的每一本新书，期待着他的下一本

书能够给他或她带来一片惊喜，而又并不脱离他们已经熟悉了的“茨

威格式”的感情激越和富丽华美……

茨威格，这位伟大的作家，一生创作丰富，以“诗人”身份步入文学

殿堂，以“小说家”闻名全球，以“传记作家”载入史册，但他没有

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因为犹太人的身份，他一生奔波流离，备受迫

害，著作被焚烧，本人也先后辗转于英国、南美、瑞士等地……

（钱定平/文，选自《欧美琅嬛漫记》，三联书店 1999 年版，有改动）

9．文章开头两段介绍古城堡和莫扎特，其用意是什么？



10．品析第⑦段中画线的句子，说说加点词语的具体含义。

日本人称他为“打开了弗洛伊德危险闸门的心灵猎手”。

11．联系全文，请简要概括茨威格的魅力表现在哪些方面。

12．文题为“寂寞的茨威格”，你认为茨威格寂寞吗？依据文章内容，

谈谈你的看法。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春天握住一朵杏花

贾想

①惊蛰后，空气中有万千呼吸在颤动。雾气朝山谷赶来的上午，我们

去了葛城。

②大姑家在葛城。她的草屋在村庄南端，翻过一道山岭，抬眼便能见

到了。屋前是自家的梯田与菜园，广阔、齐整，被大片阳光铺满。左

右无邻舍，冬夏少访客，唯有鸡鸣与犬吠不时传来。

③有一年，胶东大雪，在丰年预兆里，我和父亲敲开了她家的木门。

我们进了门，发现大姑正院里忙碌着。炕上，一个老人盘腿静坐，矮

小，五官也收敛着，话音更小，更弱。那便是姑父。他们两个像极了，

不开口的时候，是春天树荫下的两朵杏花。他们育有一儿两女，儿子

是老大，常年在外地卸货，两个女儿则在村里，为玉米、葡萄和速生

杨奔波。这种生活他们了解——小屋外的人生都很繁忙，他们选择不

打扰。

④后来一个秋天，他们的儿子去世了，听说，许是过于劳累，引发了

心脏骤停。

⑤我们又一次来到葛城，来到那个寡言的小屋。那天天气如何，我已

记不清。只记得两个老人还是安安静静地，大姑脸颊深陷，姑父头发

花白，他们一左一右，坐在温凉的炕上。笑当然是没有了，但脸上也

没有痛苦的痕迹，照常与我们寒暄着。然而话更少了。



⑥其后，又不知过了多少年。大姑也不在了。春天，我和父亲，再次

来到葛城，小屋闭户，姑父被二女儿接走了。这次，他的二女儿要把

我和父亲留下，好好招待我们一番。

⑦在现代风格的农村小屋里，我和姑父再次见了面。我知道他是欣悦

的，因为他一坐下，就絮絮叨叨起来。眼睛朝我们敞开了，嘴巴也朝

我们敞开了。

⑧于是我听到，他正在讲他孙女的事情。儿子过世后，儿媳改嫁了。

他说大姑离开以后，他一直在琢磨死的事儿，不琢磨不行。人，是见

一次少一次。所以，他很想让孙女过来一趟，到自己身边。但早些年，

他在寒冬腊月修渠道，双手落了病，抖个不停，自己打电话的时候，

总是会拨错号码。他更深一层的顾虑是，儿媳改嫁，人家不主动提出

来，这个电话他拨不出去。

⑨然后，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陈旧的老人证。打开后，我看到了

他年轻一些的照片。他指着老人证空白处写着的 3个号码说，前两个

是女儿的，后面一个原本写的是孙女的姓名“李某某”。但不知为何，

这个名字被划去了，代之以儿媳的姓名和电话。他说，他天天把 3个

号码装在上衣口袋。若是哪天不小心跌倒，路过的人可以帮他联系到

最重要的人。他还对我说：“你把这个号码记下来。我孙女现在在北

京，你们年轻人别断了联系。”

⑩我从没听他说过这么多话，我这才知道，他不是天生寡言的人。没

有人天生寡言。寡言的人，只是把话堆成草垛放在肚子里——他在等

待一个愿意帮他载走草垛的人。我也转而明白，没有人可以一辈子不



打扰别人。不打扰别人的人，其实暗中拨打了无数次对方的电话，只

不过，每次他都会把号码按错罢了。



姑父说了很久，吃饭前说，吃饭时说，吃饭后仍在说。他的话只露一

半，主语“我”总会被藏起来。比方说，“（我）倒能不想？”“要

是（儿子）还在，（我）现在就好了。”还好，我懂这种修辞，这是

老人的修辞，是枯萎的人才会说出的枯萎的话。曾经三叔这样和我说

过，姥姥也这样和我说过。这些话里没有花瓣与蜜，但人生的种子应

有尽有。比如，三叔的“你们有福”，姥姥的“别走”。

我想起最后一次看望姥姥，姥姥一边说着“别走”，一边紧紧握住我

手的样子。几天后，她便去世了。于是，我放下碗筷，握住姑父的左

手。我没有看他的表情，不知道他有没有感到尴尬。我只晓得，在我

们漫长的文明史里，晚辈与长辈之间的肢体接触少得可怜。维持爱的

时候无论言辞还是动作，我们都少得可怜。我晓得，这是不够的。

于是，身旁的老人继续说，我的手继续振一切如常、就像春天握住一

朵杏花。

13．梳理全文，根据提示完成下列表格。

时间 大姑状态 姑父状态

第一次见面 冬天 ① 盘腿静坐

第二次见面 ② 脸颊深陷 头发花白

第三次见面 春天 已然去世 ③

14．请从描写的角度赏析文中第②段画横线的句子。

屋前是自家的梯田与菜园，广阔、齐整，被大片阳光铺满。左右无邻

舍，冬夏少访客，唯有鸡鸣与犬吠不时传来。



15．读书要注重细节推敲。选文第⑨段写姑父的老人证空白处写着 3

个号码，有一个是孙女的但“不知为何”，孙女的名字又被划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儿媳妇的电话号码。请你结合上下文内容以及姑父的性

格特点，试着以第一人称口吻对这一现象进行合理解释。

16．结合全文，谈谈你对标题“春天握住一朵杏花”的理解。

阅读下文，帮助校播音员小中赏读，完成下面小题。

烟雨官渡桥

①从驻地到河南省散文学会年会主会场，2.5公里的行程，我们乘坐

的汽车仿佛一直融入在低垂的湿云里。村外的麦子已渐熟黄，与之形

成鲜明反差的，是一座座鳞次栉比的蔬菜大棚，远远望去像一幅着了

淡墨的油画。隐约其上的是浑茫一色的光雾，宛如魔幻现实主义笔下

的某种景象，又有清人纪晓岚“浓似春云淡似烟”的韵味。

②最好的风景还在村里。这个具有千年以上历史的村庄——官渡桥，

仅听她的名字，就让人产生一种肃然的敬意。一棵棵高大的梧桐、水

杉、刺槐，巨人般地佑护着一座座农舍，壮美的树冠在“烟雾”中安

详地透出一种不易看透的幽深——那景象，让人联想到唐宋诗词家笔

下的江南。A整洁的街道上，响彻着我们欢快的足音，偶尔有树冠上

或农舍檐角的雨滴落在游动的雨伞上，溅起晶莹透亮而又在瞬间散开

的水花，发出如有无数双纤手在轻轻拨动丝弦的欢调……我无法把

180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官渡之战和眼前的一切联系起来。



③中国历代王朝，尽管三国存在的历史很短，但因陈寿和罗贯中的文

字，留下的故事最多。仅在今天的官渡桥村，就有如“袁绍岗”“曹

公台”“逐鹿营”“栓马槐”“饮马井”等地名至今尚存。民间的流

传更是数不胜数。在村中随便找几个上了年纪的村民，都能如数家珍

地讲出个子丑寅卯来。

④建筑和文字永远是人类见证、记载历史的两个载体。

⑤B绵绵细细的烟雨，浸润着官渡桥村的景物，也将我的思绪浸洇得

浓浓密密。以至透过雨幕视野中的一切似雾非雾，就连雨中同行的文

友们的步态都含有一丝古典的情调。

⑥烟雨中，官渡寺恢宏的建筑似带张扬地把我的视线引入其中。这是

中原地区最大的禅修基地，高大的钟鼓楼上平日醒目的琉璃瓦，被铅

灰色的雨雾弥漫着飞檐叠脊，缕缕禅意似在上面升起。触目满院的绿

树更让人心中顿生清凉。据住寺人讲，这里原是一座不大的关公庙。

像全国各地的关帝庙一样，建庙的初衷是为了纪念关羽的忠义仁勇精

神，外加其显圣救人的传说。宋神宗时改为“关圣寺”，清顺治元年

当朝皇帝降旨扩建。现存碑文记载，最后一次重修的时间为公元 1701

年。

⑦在官渡古战场上不建曹公祠，而建其“配角”的庙宇，这在关羽未

被历代皇帝册封之前，的确需要一个能自圆其说的理由。而今我好奇

并感兴趣的是，二十多年前，村委会不仅在原址上更大规模地扩建了

庙宇，而且更名为现在的“官渡寺”。官渡桥人的聪明之处还在于，

在寺内大雄宝殿两侧建成了“文圣殿”和“武圣殿”。以我对宗教所



知的孤闻陋见，在一个宗教场所，将“释、道、儒”同供于一堂的并

不多见。



⑧然而，官渡桥人做到了，而且赋予了全新的文化内涵。村里不仅恢

复了千百年来流传的庙会，还经宗教部门批准为方圆百里之内为数不

多的宗教活动场所。

⑨离开官渡寺，风仍在细语，雨还在轻歌，仿佛均是为了衬托这里独

有的静谧而生发。此景极宜吟一首犹如“香芭冷透波心月，绿叶轻摇

水面风”之类的禅诗。宗教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图腾，其本意是让世

人有敬畏之心——敬畏天地万物，敬畏世间所有美好的东西。官渡寺

儒释道共处一堂，异地少有此方。想来大凡到此“一游”的人，即使

不去焚香礼拜，若遇到这样的烟雨意境，身披水声，心漾绿影，心中

应该是满浸无我之甘甜了。

⑩官渡桥之行，时间短暂但记忆犹新。C官渡之水早已融入了历史的

长河，官渡之桥也已淹没于历史的烟尘。唯有拴马槐朽而未倒、茕茕

独立的树干仍在叙说着昔年的故事……

我和文友们在写着“官渡桥村”碑墙前伫立，仿佛是为了方便我们的

合影留念，那一刻，片片湿云正悄然远逝，风吹发丝般的细雨，尽管

在空中还有点难舍难分，但已没有先前那么密集。我早已被打湿的思

绪，也在那瞬间飘化得缤飞漫天。

（作者为中国作协委员、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韩达，内容有删改）

17．理清文章脉络，明确作者所见所感。

所至 所见 所感 写景角度

村外路上 麦子熟黄，蔬菜大棚鳞次栉比，光雾浑茫一色 淡墨油画 移

步换景与定点观察结合，如官渡桥村是移步换景，但 ④ 是定点观察。



官渡桥村 树木高大，地名故事尚存 ①



官渡寺 ② ③

碑墙前 云逝雨细，合影留念 思绪飘化

18．小中不明白本文多次引用诗歌的作用，请你解释：

19．小中准备朗读完原文后说一说文中 ABC画线处写景句的效果，请

你选择两处自选不同角度品析交流。

20．听了播音，校文学社“游行天下，愉悦身心”栏目编辑决定将收

录本篇，请写出 60字左右的录用理由。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泡菜人生

①想起来，我人生的许多起伏，都与那毫不起眼的泡菜有关。

②小时候，我如泡菜一般，泡在家庭这只大坛子里。母亲并没有给我

留下多少温存的记忆，但她做泡菜时的情景却令我记忆很深。母亲蹲

在厨房的一个角落，先掀开坛盖揭开内盖，再把那些洗净了晾干了水

分的各类菜蔬一点一点塞进坛口。那感觉，仿佛坛子是一个婴儿，母

亲正在用食物喂养它。每次母亲掀开坛盖，在坛盖离开坛体时，都会

发出低沉而缠绵的声响，似在回应母亲的喂养。

③捞泡菜时，母亲的动作更柔软了。手是事先洗净的，再擦干——泡

菜娇弱得很，沾不得半点生水。手仿佛附了灵，有了火苗的姿态，出

奇的柔软，出奇的热烈。泡菜出坛，母亲把它在橡木做成的砧板上对

齐了，切成花生米大小的丁状，加点红油麻油，加几粒味精白糖拌好

了，端上桌。

④母亲喂养泡菜，泡菜喂养我。



⑤后来离开家，有好长时间我几乎忘记了泡菜。居无定所的生活，泡

菜是一种奢侈。重回四川，我人到中年，母亲已老。在许多人的眼里，

我除却一身漂泊的风霜，别无所能。母亲看我，眼里的伤痛流出来，

她在为我担忧。

⑥我是在一瞬间脱胎换骨的，那是在一次由我召集的聚会上。那时候

我在离城不远的乡镇上拥有了一处农家院子，我把朋友们请来，鸡是

土鸡，菜从园子里摘，水从井里抽上来。饭局到了尾声，有朋友道：

“有没有泡菜？”众人都看向我，他们知道，这下子难题出到点子上

了。

⑦我说：“有，你们等等。”我端出来的是嫩生姜。我是学了母亲的

方法，把嫩如指尖的生姜从坛子里捞出来，对齐了破开、切丁，浇上

红油，加几滴麻油，撒上味精和糖，搅拌了，用一只小碟盛上。那品

相，又白又红，又香又脆。

⑧母亲是最后一个知晓的。尝了我做的泡菜，母亲也不夸我，只一个

劲儿地找不足：太酸了，要加点盐。太咸了，要加点冰糖。生花了，

要加点白酒……即便不酸不咸刚刚好，母亲也有话说：你那个坛子，

要经常洗，坛屁股没擦干净，也不算勤快女人……

⑨我没有母亲的那些教条。在母亲眼里，人的一生不容易。女人是穿

过针眼的那根线，为了把一家人串起来，就得削尖了，挤扁了，在所

有的孔眼里穿行。日子久了，线也就有了针的尖锐。



⑩我宁愿就事论事，在意生活本真的滋味。比如泡菜，因为爱吃，所

以去做。做进去了，才发现母亲的教条也不无道理。做泡菜是有很多

讲究的。起盐水时水要烧开，再放凉，再配上生姜、花椒、大蒜、八

角、白酒、冰糖……盐自然少不了，它是主角，有条件时，最好加一

些老盐水。菜也不是随便泡的，哪些菜能泡不能泡，哪些泡得久一些，

哪些只能是“洗澡泡菜”，没有一个统一的课本，但课本的内容早熟

记在心。

同样的做法，做出的味道千差万别，有的甚至是天上地下。其间的

“道道”十分微妙，有的甚至还颇为神秘。泡菜虽“贱”，却极为娇

贵，怕生水，怕油腥，怕脏物。稍不留意，带进去一点油渍，整坛子

泡菜全部报废。然而，母亲更倾向于另一种说法：出不出泡菜，看女

人是否能干，更要看运气。

但凡说到运气，事情就变得极难捉摸，却也不无道理。母亲一生，没

有什么建树。能做出一手上好的泡菜，就足以让她以傲然的姿态，立

于尘世。

我对母亲的说法不以为然，却暗自庆幸着自己的好运。我的泡菜虽说

比不得母亲，却也有模有样，颇能对付。泡菜卑微，却有着自己的尊

严。不容轻视，也容不得马虎。需要的是谨慎和耐心。

当你对生活中那些最不起眼的事物，怀抱着一种静心与热爱时，生活，

便向你呈现出它宽阔而细微的波澜。这便是母亲所言的好运吧。

（作者：贺小晴。有删改）

21．文章开篇就说“我人生的许多起伏，都与那毫不起眼的泡菜有



关”，请结合全文内容，分条概括“我”与泡菜有关的往事。

22．阅读第③段，分析作者是怎样表现泡菜的独特魅力的。



23．本文是一篇回忆性散文。作者回忆了“我”与泡菜的许多往事，

她是如何把这些往事有条不紊地组织在一起的？请结合相关内容概

括作答。

24．结合文章内容，探究作者写“泡菜人生”的用意。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补丁里的体面生活

孙道荣

①小时候，一个人的生活是不是体面，就看他身上衣裳的补丁。

②那时几乎家家贫穷，一年当中，只有过年才能穿上新衣。也只有过

年的衣裳，才没有补丁。其实，这也只是你看到的外表。撩开他的新

褂子，里面的棉袄，也一定打了补丁；再翻开棉袄里面的衬衣，更是

千疮百孔，一层套着一层的补丁。

③这不是秘密，谁还不知道谁的底细？只有不解风情的寒风，才会不

客气地掀开一个人光鲜的外衣，将里面寒碜的补丁暴露出来。寒风肯

定讨厌那些补丁，否则它可以更容易钻进一个人的怀里，偷窃他身上

热乎气的。

④过完了正月十五，身上的新衣就得脱下来，继续穿之前打着补丁的

旧衣裳，该上学的得去学校，该做工的得下地干活了。穿着没有补丁

的衣裳，书本上的字也认不出你；地里的庄稼，怎么瞅你也不像一个

做农活的样子啊。

⑤虽然每个人都穿打着补丁的衣裳，但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是不

是体面，从补丁上一眼就能看出来。



⑥有人身上的补丁少一些，像点缀；有人身上的补丁，则一层叠一层，

一色盖一色，你甚至难以分辨他身上衣服的底色。但补丁的多少，还

不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活是不是体面。

⑦有人身上的补丁，都是一个个小圆粑粑，哪里破了，就补一块“膏

药”上去，将漏洞堵住。也有人身上是大块的补丁，可能只破了一个

小洞，偏要缝一个大补丁，像个大扇面一样。

⑧缝补丁的妈妈和奶奶们都知道，如果只贴个小“膏药”，用不了几

天，“膏药”边上就会起毛，磨出一个新的更大的洞。所以缝上一个

大补丁，就能抵挡更长日子的磨砺了。这是生活的智慧，也是生活的

态度。

⑨一个人的生活是不是体面，看的不是补丁的数量，当然也不是补丁

的大小，而在于补丁缝的是不是周正、密实、讲究。一般人家，只能

拿针线缝个补丁。粗手笨脚、大大咧咧的人，就缝不出好看的补丁：

歪着、扭着、拗着劲，看着别扭，穿在身上也不得劲。

⑩手脚灵活又有耐心的人，就会像绣花一样，给衣服上的破洞缝一个

好看的补丁：针脚细密、紧实，像花蕊一样。更有讲究些的人家，不

用手工，而是用缝纫机缝补：针脚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缝出来的补

丁就跟特意装饰上去的一样。

缝补丁的布料也不一样。家境好一点的人家，用做新衣裳时留下来的

新布条，如果这块补丁比较大，就有了新衣裳一样的效果。至少他的

身上，有了一点新布料所独有的朝气。



而大多数人家，是将破得无法缝补的旧衣裳拆了，挑出还能用的部分

布料来做别的衣裳的补丁。我有个发小的裤子破了个洞，他妈妈一时

找不到适合的布头，就将他妹妹的一件破旧衣裳拆下一块布，连夜给

他缝了个补丁。

可那是块花布头啊，一个男孩子的裤子上缝了个花补丁，该是怎样的

情形？不过，我们并没有嘲笑他，谁的衣裳没有拿姐妹或者爸妈的旧

衣服做过补丁呢？再说了，一个花补丁也总比开个大洞强些吧。

从一个人身上的补丁，也能大致看出他是做什么的。比如一个裁缝身

上的补丁往往在屁股的位置，原因很简单，他老是坐着嘛，还要不停

地踩缝纫机，扭来扭去，屁股底下就磨出洞了。

我父亲天天下地干活，和其他农村男人一样，他的衣裳总是肩膀上最

先破损。他天天要用双肩挑土挑水挑肥挑收获的庄稼，一副肩膀要挑

起全家人的生活呢。

天稍稍热一点时，父亲就总是光着膀子，挑担子就不会磨破衣裳了。

我摸过他肩膀上的肉——粗糙，坚硬，都是老茧。为了避免磨破衣裳，

他宁愿磨破自己的皮肉。

最难忘的，是我们老师身上的补丁。他是民办老师，一半的时间在学

校给我们上课，还有一半的时间像我的父亲一样下地干活。他肩上有

厚厚的补丁，裤子的屁股处也有补丁。



有意思的是，师娘给他在屁股的位置上缝的是两块小补丁，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当他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背对着我们，屁股上的两

个补丁，就像两只眼睛一样盯着我们，我们只要做小动作，他就猛地

回头，将我们活捉。我们常想，该不会是他屁股上的补丁眼睛搞的鬼

吧？

现在已经很难看到有人还穿着打补丁的衣裳了，偶尔看到的补丁，多

半是一种时尚。

我老家的村里，有个在城里打工的年轻人，过年回家时，穿了一件膝

盖上露出两个破洞的牛仔裤。第二天早上一觉睡醒，发现他那八十多

岁的老奶奶，给他的牛仔裤上缝了两块补丁，用的是他小时候穿的衣

服上拆下来的布头。这个故事，成了我们村这个春节里最大的笑料，

很多人为此笑出了眼泪。

（选自《品读》）

25．请从修辞角度，赏析下面的句子。

寒风肯定讨厌那些补丁，否则它可以更容易钻进一个人的怀里，偷窃

他身上热乎气的。

26．假如有人嘲笑男孩裤子上缝有花补丁。猜想一下，这位男孩会怎

么说？

27．为什么说“最难忘的，是我们老师身上的补丁”？

28．在特定的年代，补丁与体面生活有一定的联系。请结合文章内容，

说说其联系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地衣里的思念



詹文格

①每当见到阁楼里那只船形的竹篮，我就会想起母亲，想起母亲就会

记起满篮的地衣，记起地衣就会思念久远的美味，那是今生今世难以

忘怀的“妈妈的味道”。



②屈指数来，母亲已离世三十余载，但那只破旧的竹篮却依然遗留着

她的气息。那只篮子盛放过母亲的温暖，存储着儿女的思念。

③睹物思人，数不清多少次，看见母亲挎着竹篮，瘦小的身影飘过田

野，跨过水圳，钻进开满芦花的河滩，在一个叫天华寺的山脚下采集

地衣。

④母亲每次归来都是收获满满。水汪汪的地衣像一团扭动的蝌蚪，在

篮子中晃荡。与同行的妇人相比，母亲的能干体现于细枝末节。比如

别人采地衣，贪多求快，采回的地衣沾沙带泥，数量虽然很多，但满

是泥沙草屑，清理起来十分费劲。有些性子急躁的女人，最后失去清

洗的耐心，只好将辛苦采回的地衣当垃圾扔到了屋后。

⑤母亲捡拾的地衣不仅干净爽利，而且就着河水，用篮子过滤淘洗，

去除了泥沙杂物，回家只需用井水漂上两遍，即可入锅烹煮，省时省

力。

⑥谷雨前后，在合适的温度和湿度中，地衣像气泡一样从地表上冒出。

地衣属真菌和藻类的复合体，它喜光、怕污染，在人烟密集的城市或

污染严重的工业区见不到它的踪影。对空气水质敏感的地衣，像生态

的晴雨表。人们对地衣有很多种称呼：地皮菜、地木耳、雷公菌等等，

这是大众熟悉的乡土美食。

⑦在我记忆里，小时候食物匮乏，家里干活的少，吃饭的多，只能向

大自然索取果腹的食物。春荒时节，捡拾地衣的人很多，一场大雨过

后，老幼妇孺，一齐出动。



⑧捡拾地衣很有窍门。首先要选准地方，背阴的坡地、河畔的树丛，

渗水的岩壁，这些地方都有苔藓似的地衣冒出。捡拾地衣需要耐心，

它不仅细小，而且紧贴地皮，加上颜色与枯草、土层相近，粗心者一

晃而过，很难发现它的踪迹。因此，沟渠边，矮草中，潮湿处就是重

点区域。

⑨母亲捡拾地衣是把好手，她捡回的地衣新鲜干净，色泽纯正，连挑

剔的插队知青都非常喜爱，隔三差五就要母亲卖一次地衣给他们尝鲜，

顺便让母亲教他们做地衣炒荠菜。这是母亲发明的一道菜，知青们跑

遍了整个公社，没见过谁家会做地衣炒荠菜。这菜看起来平常，没有

难度，可做出来的味道却有云泥之别。平时都是地衣炒鸡蛋、地衣煮

豆腐，地衣饺子，地衣馄饨，地衣蛋花汤，好像地衣与荠菜是风马牛

不相及的事，从没人这么搭配。这样的搭配并非来自母亲的烹饪灵感，

而是迫于生计的无奈。那一天因面临断炊，家里只剩一点地衣，一点

荠菜，勉强能凑合一顿。谁知这种凑合竟然创造了一道人间美味。原

来美好的生活总是来自真诚和朴素，来自关怀与爱恋。

⑩几位爱好烹饪的知青，背地里偷偷地做过几次地衣炒荠菜，可每次

都要差那么一点火候。关键是他们去除不了地衣中的细沙，不管如何

冲洗也无法剔除干净。殊不知清洗地衣是挑战耐心的事情，心急吃不

了热豆腐。眼见一盆又一盆清水泛起浊浪，倒掉重来，水哗哗地流走，

地衣也开始洁净周正起来。这个时候，很多人以为地衣干净了，其实

这是一种假象，还有隐蔽的污垢，必须继续冲洗。直至手腕困倦，指

尖发白，皮肤起皱，这才算大功告成。



我知道地衣的烹饪方法有多样，如配葱花、香油，拌豆腐；火腿、香

芹，拌炒粉条，还有原汁原味地衣蛋花汤，入口即化的羹汤是老人和

孩子的上等美食。不过无论哪种做法，始终比不过母亲的味道。

这些年，我离开了乡村，远离了地衣，苦为生计，埋头奔波。今年春

节，我回到了村里，虽然没有见到地衣摆上餐桌，但我却在河畔发现

了它的踪影……

29．概括文中写了母亲哪几件事

30．从修辞的角度赏析下面的句子。

谷雨前后，在合适的温度和湿度中，地衣像气泡一样从地表上冒出。

31．第⑩段似与文章内容无关，是否可以删掉，为什么？

32．谈谈你对文中“母亲的味道”的理解。

33．联系全文，在文章结尾处补写几句话，既点明中心，又与前文相

呼应。（60字以内）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童年的萤火虫

①幼年时的某一天，我在奶奶家屋外的田野里玩，不知不觉，就跑向

了田野深处。

②也是在那天，我才知道太阳是怎么下山的——太阳在下山前会在空

中停留一会儿，像是恋恋不舍，等到不得不走的时候，才会一下子躲

到地平线下去。即使它已经悄悄地走了，也会留下很久的令人沉醉的

余晖，把天空染得通红。



③我就是在太阳落下后的余晖中，看到了一只小小的萤火虫，它闪着

忽明忽暗的绿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萤火虫，我忍不住兴奋地大喊。

没想到这一喊让萤火虫发现了我的存在，还没等我回过神，它已经调

皮地飞到我的前头。于是我三步并两步往前赶，可萤火虫比我想象中

聪明得多，我往前跑两步，它就往前飞两步。我的手向前一挥，想捉

住它，却总是差那么一步。不多时，我已经气喘吁吁。萤火虫似乎是

意识到我的疲惫，突然飞起来，在我眼前绕两个圈，转身飞走了。它

飞走时，我觉得那绿光变得很强烈，像是直接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④天空渐渐被暮色笼罩。奶奶喊我回家，我边走边回头看向一片漆黑

的田野，心想，下次一定要抓住那只萤火虫，让所有人都看一看。从

那天起，我天天都要在田野里呆上一会儿，头几次我都没有看到萤火

虫。我心想，肯定是时间不对。于是我掐着点儿，等到太阳落山时，

再走到那片田野里。结局是除了搞得满脸是泥以外，依然一无所获。

于是我又想，一定是因为我的步骤不对，下次再来，一定要按照那次

的步调走，从两点走到三点半，一分钟都不能差。奶奶笑着说：“傻

孙子，哪儿有人可以走路永远一个速度的？”可我不依不饶。终于有

一天，我如愿在三点半的时候再往田野里走去，可依然没有看到那只

萤火虫，我的心里充满了失落。

⑤很多年以后，我告别了那片田野，来到北京生活，日复一日坐着地

铁奔赴一站又一站，眼前只有一张张闪过的广告牌。可我始终没能忘

掉那只萤火虫，它像是天上的星星掉了下来，那是我童年里为数不多

的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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