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单元 历史的现场
群文阅读



语篇一
（2024山东泰安月考）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1—5题。
    文本一：

    苏武者，故右将军平陵侯苏建子也。孝武皇帝时，以武为栘中监，使匈奴。是时匈
奴使者数降汉，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当。单于使贵人故汉人卫律说武，武不从。乃设以
贵爵、重禄、尊位，终不听。于是律绝不与饮食，武数日不降。又值盛暑，以旃厚衣并
束之日暴。武心意愈坚，终不屈挠。称曰：“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
守节不移，虽有斧钺汤镬之诛而不惧也，尊官显位而不荣也。”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
十余岁，竟不降下，可谓守节臣矣。《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
可卷也。”苏武之谓也。匈奴绐言武死，其后汉闻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慕义归武。
汉尊武以为典属国，显异于他臣也。

（节选自《新序·节士》）



    文本二：

    汉世待士大夫少恩，而独于苏子卿加优宠，盖以其奉使持节，褒劝忠义也。上官安

谋反，武子元与之有谋，坐死。武素与上官桀、桑弘羊有旧，数为燕王所讼，子又在谋

中，廷尉奏请逮捕武，霍光寝其奏。宣帝立，录群臣定策功，赐爵关内侯者八人，刘德、

苏武食邑。张晏曰：“旧关内侯无邑，以武守节外国，德宗室俊彦，故特令食邑。”帝闵

武年老，子坐事死，问左右：“武在匈奴久，岂有子乎？”武曰：“前发匈奴时，胡妇实

产一子通国，有声问来，愿因使者赎之。”上许焉。通国至上以为郎以武著节老臣令朝

朔望，称祭酒，甚优宠之。皇后父、帝舅、丞相、御史、将军皆敬重武。后图画中兴辅

佐有功德知名者于麒麟阁，凡十一人，而武得预。

（节选自《容斋随笔》）



1.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将下面句子中相应位置的字母圈出来。

    通国A至B上C以为D郎E以武F著节G老臣H令朝I朔望

【答案】 BEH

【解析】                   正着断。联系上下文可知，前文说苏武有一个叫苏通国的儿子，皇帝

答应通过使者把他赎回来。A处，“通国”不能单独成句。B处，“通国至”是主谓结构，

意思是苏通国到了汉朝，因此B处应断开。“上”指皇上，不能独立成句，C处不断开。 

“上”应在句中作主语，“以为”意思是“让……担任”，所以，其后应紧跟一个官职，联系

后边的“郎”可知，“上以为郎”意思是“皇帝任命他为郎官”，意思明确，结构完整，所以

D处不断开，E处应断开。还剩一处，“以武著节老臣”意思是因苏武是坚守节义的老臣，

与下一句“令朝朔望”构成因果复句，所以，H处应断开。



“令朝朔望”的意思是（皇帝）下令让他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上朝，状语后置句，“令”的

主语应是皇帝，不应是老臣，由此也可判断H处应断开。

                  倒着断。先看I处，朔，农历每月的初一。望，农历每月十五日。“朔望”指每月

的初一和十五，是具体的日期，不能独立成句，I处不断开。H处，“令朝朔望”连起来，

语意完整，意思是（皇帝）下令让他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上朝，H处应断开。G处，“老

臣”不可独立成句，不断开。F处，“著节老臣”的意思是坚守节义的老臣，“著节”仅为

“老臣”的修饰成分，依然不能独立成句，F处也不能断开。E处，“以武著节老臣”语意完

整，所以E处应断开。还剩一处，“郎”不能独立成句，D处不断开。若C处断开，则整个

句子缺少主语，结构不完整。再往前看，“上以为郎”结构完整，表意明确，所以应在B

处断开。



2.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D

A.孝武皇帝，即汉武帝刘彻，“孝武皇帝”是他的谥号。

B.文中“当”字与《屈原列传》中“以一仪而当汉中地”的“当”字意思相同。

C.子卿，苏武的字，古代男子二十岁举行加冠礼，取字。

D.文中“坐”字与《苏武传》中“副有罪，当相坐”的“坐”字意思不同。

【解析】 A（√）对古代文化常识的解释无误。

B（√）两个“当”的意思都是“相抵、抵冲”。

C（√）对古代文化常识的解释无误。

D（×）两个“坐”意思都是“定罪”。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C

A.苏武面对利诱威逼，始终没有投降，反而是心志愈加坚定，他认为臣子侍奉君主如同

儿子侍奉父亲，死而无憾。

B.匈奴起初哄骗汉朝说苏武已经死了，后来汉朝派遣使者去请求放了苏武，匈奴仰慕苏

武的忠义，就放苏武回去了。

C.宣帝即位后论功行赏，封赏了八个人为关内侯，并破例赐给苏武和刘德二人封地，以

此来表彰他们忠义的品质。

D.宣帝怜悯苏武年老，儿子又因牵连被杀，得知他在匈奴还有一个儿子后，便答应了苏

武想要把儿子赎回的请求。



【解析】 A项，对应文本一“单于使贵人故汉人卫律说武……尊官显位而不荣也”，比

对选项与原文内容可知，选项表述正确。B项，对应文本一“匈奴绐言武死……匈奴慕

义归武”，比对选项和原文内容可知，选项表述正确。C项，“宣帝即位后论功行赏”存疑，

我们在表格中具体分析。D项，对应文本二“帝闵武年老……上许焉”，比对选项与原文

内容可知，选项表述正确。



选项 索骥——根据线索词定位原句 比对——选项与原文比对错 判断

C

线索词：“宣帝”“关内侯”
定位原句：宣帝立，录群臣定
策功，赐爵关内侯者八人，刘
德、苏武食邑。张晏曰：“旧
关内侯无邑，以武守节外国，
德宗室俊彦，故特令食邑。”

并破例赐给……以此来表彰他们忠义的
品质。——旧关内侯无邑，以武守节外
国，德宗室俊彦，故特令食邑。
（这里是说过去关内侯是没有封地的，

因为苏武出使时一直保持节操，刘德是

宗室中出类拔萃的，因此破例赐给他们

封地。）

由此可知，赐给刘德封地是因为他在宗

室中出类拔萃，而非为了表彰他的忠

义。

×



4.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 单于使贵人故汉人卫律说武，武不从。乃设以贵爵、重禄、尊位，终不听。

【答案】 单于派显贵的大臣、之前的汉人卫律说服苏武投降，苏武没有听从。于是又

拿出显贵的爵位、丰厚的俸禄、尊贵的地位（来诱惑苏武），苏武始终没有听从。

【解析】 结合语境可知，这句话说的是单于采用各种方法让苏武投降。“说”指说服投

降；“从”指听从；“设”是摆设、陈列的意思，这里可译为“拿出”。



（2） 数为燕王所讼，子又在谋中，廷尉奏请逮捕武，霍光寝其奏。

【答案】 （苏武）数次被燕王指控，他的儿子又参与谋反，廷尉上奏请求皇上逮捕苏

武，霍光扣压了奏章。

【解析】 结合语境可知，这句话说的是苏武被别人指控的事。“为燕王所讼”是被动句，

意思是“被燕王指控”；“在谋中”是“参与谋反”的意思；“寝”有“止，息”的意思，引申为

“搁置，扣压”，所以句中的“寝其奏”可译为“扣压了奏章”。



5.“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赞扬了苏武的节义。请分析两个文本在

凸显苏武的节义时采用的主要方法有何不同。

【答案】 ①文本一主要通过苏武面对卫律等人劝降时的言行直接表现其节义。②文本二主

要通过宣帝对苏武的特殊恩宠以及皇亲、大臣们对苏武的尊重侧面（间接）表现其节义。



【解析】 找关键词。根据题干中的关键词“苏武”“节义”“方法”“不同”可知，本题要求鉴

赏史传文学中的写人艺术。

定内容。根据题干中的信息提示可知，我们要从两个文本中确定凸显苏武节义的内容。

文本一中的“单于使贵人故汉人卫律说武，武不从……武心意愈坚，终不屈挠。称曰：

‘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尊官显位而不荣也。’”文本二中的“汉世待士大夫少恩，而独

于苏子卿加优宠，盖以其奉使持节，褒劝忠义也”“廷尉奏请逮捕武，霍光寝其奏……刘

德、苏武食邑”“通国至，上以为郎……皇后父、帝舅、丞相、御史、将军皆敬重武”。



选手法。根据确定的内容，分析两个文本在凸显苏武的节义时采用的主要方法。文本一

主要通过正面描写苏武的言行来直接体现他的节义。文本二中的“汉世待士大夫少恩，

而独于苏子卿加优宠，盖以其奉使持节，褒劝忠义也”写朝廷对苏武宠爱有加，“廷尉奏

请逮捕武，霍光寝其奏”写大臣霍光对苏武的袒护和尊重，“刘德、苏武食邑”写朝廷对

苏武的特殊恩宠，“通国至，上以为郎……皇后父、帝舅、丞相、御史、将军皆敬重武”

写宣帝对苏武的特殊恩宠以及皇亲、大臣们对苏武的尊重。这些内容都是从侧面间接表

现苏武的节义的。



    文本一：

    苏武，是已故的右将军平陵侯苏建的儿子。汉武帝时，让苏武以栘中监的身份出使

匈奴。此时匈奴（派到汉朝的）使者很多都投降了汉朝，所以匈奴也想要苏武投降来相

抵（当）。单于派显贵的大臣、之前的汉人卫律说服苏武投降，苏武没有听从。于是又

拿出显贵的爵位、丰厚的俸禄、尊贵的地位（来诱惑苏武），苏武始终没有听从。于是

卫律断绝苏武的饮食，苏武很多天都没有投降。又遇上盛夏酷暑，用厚毡毛衣服一起捆

住他每日暴晒，苏武的心意更加坚定，始终没有屈服。苏武说:“臣子侍奉君主，像儿子

侍奉父亲。儿子为父亲死没有什么遗憾。坚守节义毫不动摇，即使受腰斩、砍头、烹煮

的刑罚（斧钺汤镬）也不害怕，尊贵的官职、显赫的地位也不以为荣。”



匈奴也因此看重苏武。苏武留在匈奴十多年，终究（竟）不肯降服，可以说是坚守节

义的忠臣了。《诗经》说:“我的心不是（匪）石头，不可以转过来转过去；我的心不是

席子，不可以卷过来卷过去。”说的就是苏武这样的人。匈奴欺骗（绐）汉朝说苏武已

经死了，之后汉朝听说苏武还活着，便派遣使者去请求放了苏武，匈奴仰慕苏武的忠义，

就放苏武回去了。汉昭帝尊崇苏武让他担任典属国，尊贵显荣和别的大臣不一样。



    文本二：

    汉朝对待士大夫刻薄寡恩，但唯独对苏武恩宠有加，这是因为他奉命出使时一直保

持着节操，以此来褒奖勉励他的忠义之举。上官安谋反，苏武的儿子苏元参与了这次密

谋，定了死罪而被斩杀。苏武素来与上官桀、桑弘羊有老交情，（苏武）数次被

（为……所）燕王指控，他的儿子又参与谋反，廷尉上奏请求皇上逮捕苏武，霍光扣压

（寝）了奏章。宣帝即位，记录下群臣拥立他为天子的功劳，封赏关内侯爵位八人，其

中刘德和苏武还有封地（食邑）。张晏说:“过去关内侯是没有封地的，因为（以）苏武

出使时一直保持节操，刘德是宗室中出类拔萃（俊彦）的，因此破例赐给他们封地。”

宣帝怜悯苏武年老，儿子又牵连被杀，询问身边的侍从:“苏武在匈奴待了那么长时间，

有没有儿子?”苏武回答说:“此前出使匈奴时，娶的匈奴妇人确实为我生了一个儿子，名



叫通国，（那边）有消息传来，希望通过使者把他赎回来。”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苏

通国到了汉朝后，皇帝任命他为郎官。因苏武是坚守节义的老臣，（宣帝）下令让他每

月的初一（朔）和十五（望）上朝，尊称他为祭酒，恩宠有加。皇后的父亲、皇帝的舅

舅、丞相、御史、将军都很尊重苏武。后来朝廷在麒麟阁给辅佐帝王中兴汉室有功德且

很著名的大臣画像，一共（凡）十一个人，而苏武就是其中一个。



语篇二
（2024山东菏泽模拟）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6—10题。

    文本一：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

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与？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

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

县。方以为兵革可不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

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

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剖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



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

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

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

    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

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良医之子，多死于

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活己之子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

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

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

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

    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

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节选自明·方孝孺《深虑论》）



    文本二：

    （秦）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

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

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

奸不上闻，岂不悲哉！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

故周五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

（节选自西汉·贾谊《过秦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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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125004044011010

https://d.book118.com/74612500404401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