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钱塘联盟高一下学期期中联考语文试题（含解析） 

浙江省钱塘联盟 2022-2023 学年高一下学期期中联考 

    语文试题  

    考生须知：  

    1.本卷共 6 页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2.答题前，在答题卷指定区域填写班级、学号和姓名；考场号、

座位号写在指定位置；  

    3.所有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卷上无效；  

    4.考试结束后，只需上交答题纸。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 小题，1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 小题。  

    材料一  

    中国人礼治的理念始于 3000 年前的殷周之际。有鉴于商纣王腐

败失德而亡国的教训，周公提出了勤政爱民的“德治”纲领，并将它

转换为可操作的制度体系，从而有效地将德治思想落实到社会的各个

层面，这一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史称“周公制礼作乐”。其后经孔子

与七十子后学，以及孟子、荀子等人的弘扬和完善，礼乐成为儒家文

化的核心。西汉以后，作为理论形态的《仪礼》《周礼》《礼记》先后

被列入学官，不仅成为古代文人必读的经典，且成为历朝制礼的基础，

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影响极之深远。随着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礼

乐文化成为东方文明的重要特色。  

    《礼记》说：“礼也者，理也。”礼就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

的社会生活规范，大到政府的典章制度，小到人际交往的规矩、个人

修身养性的法则，乃至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无不在礼的范畴之中。

儒家礼乐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几乎涉及古代社会的所有领域，略举

数端如下：  

    在理论层面提出礼是人类自别于禽兽的标志。孔子最早提出“鸟

兽不可与同群”的命题，七十子接着展开深入讨论，人与禽兽的根本

区别不是有没有语言能力，而是能否按照礼的要求在生活。《礼记·冠

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曲礼》说：“鹦鹉能



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

兽之心乎？”因此圣人“为礼以教人，知自别于禽兽。”懂得“自别

于禽兽”，就是有了文化自觉。  

    为了唤醒人的文化自觉，儒家把礼作为文明与野蛮相区别的标志。

相传孔子作《春秋》，以为万世龟鉴。儒家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

认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儒家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道相贯通，礼

就是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的体现，故在礼的设计上，处处依仿自然，

使之与天道相符，由此取得形而上的根据。《礼记》说：“大乐与天地

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左传》说：“礼以顺天，天之道也。”  

    礼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准则，也是中国人高雅的生活方式。古代在

人际交往中，通过在称谓、站位、迎送、宴饮等环节上精心设计的各

种仪节，体现尊老敬长、孝亲睦邻、自谦敬人、和谐为上的理念。即

使是由于空间阻隔，双方只能用书信交流时，也有特殊的礼貌用语。

人们在行礼过程中体味崇高、庄重、肃穆、威武、豪迈、仁爱、和乐

等多种情感。  

    （摘编自彭林《礼仪之邦如何重振中华之礼？》）  

    材料二  

    一提起礼乐文化，一些人可能会想到封建礼教，如“克己复礼”

“三纲五常”“男尊女卑”。这些都是传统礼乐文化中的消极内容。对

于传统礼乐文化，我们要在全面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考订梳理、

去芜存菁，既要整理挖掘其中积极、合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也要

警惕其中消极、落后的文化糟粕，并予以扬弃。比如，古代的礼制，

过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具有服从、统一、强制等特点，这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也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中“平等”的理念。总之，为满足现代人的需求，我们要推动传

统礼乐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宏观层面，我们应有计划地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如升国

旗仪式、成人仪式、入党入团入队仪式等，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

统节日等，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

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古代，礼乐文化是庙堂之上的“阳春白雪”，普通老百姓只能



对其“敬而远之”。现代社会，礼乐文化要想在和谐社会关系、增强

价值认同等方面发挥实际作用，需要在微观层面，引导普通人将礼乐

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在推广普及礼乐文化方面，学校和媒体应该发挥更大作用。近些

年，一些大学围绕培育和弘扬礼仪文化，开发出大量现代礼仪课程，

受到学生和社会人士的热烈欢迎。比如，湖南大学袁涤非老师的《现

代礼仪》视频公开课，开课 7 个学期，就有近 70 万人次选修。很多

中小学把礼仪文化教育融入“立德树人”的全过程，持续在日常生活

中帮助学生确立符合礼仪文化规范的行为方式。这些年，“高雅艺术

进校园”活动也在持续开展，提升了学生们的审美情趣，陶冶了学生

们的道德情操。  

    无论是传统礼乐文化，还是新推出的现代礼仪，要想在现代社会

扎下根、传下去，都要与现代人的生活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相契合。《中国礼中国乐》中的《成人礼》篇，从花木兰从军出征

保家卫国，讲到排爆英雄张保国的女儿张汝佳女承父志选择当警察，

让人看到“爱国敬业”等价值观念从古至今其实一直是贯通的。  

    （摘编自殷慧《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礼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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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是周公在吸取历史教训基础上创制的，经过孔子、孟子等

人弘扬与完善后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  

    B.作为一种社会生活规范，礼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其范围

广泛，甚至包括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C.儒家认为，礼是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的体现，因此设计时依仿

自然，重视形而上的天道而轻视人道。  

    D.封建礼教中的“克己复礼”“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消极落

后的观念，在当今时代要予以扬弃。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在儒家看来，礼是人类与禽兽、文明与野蛮相区别的标志，人

应该按照礼的要求生活。  

    B.礼是社会活动的准则，古人在人际交往中很注重礼仪，如姚鼐



称朱孝纯为“子颍”。  

    C.我们要全面分析研究传统礼乐文化，整理、挖掘其中积极、合

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警惕其中消极、落后的文化糟粕，并予以扬

弃。  

    D.传统礼乐文化只要适应现代生活，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就能在现代社会复兴。  

    3.下列选项，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一观点的一项是（）（3

分）  

    A.史学大师钱穆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中国

文化之心。中国文化之心就是‘礼’。”  

    B.湖南大学袁涤非老师的《现代礼仪》视频公开课，开课 7 个学

期，就有近 70 万人次选修。  

    C.古人见面、告别时要“三请三辞”，这些繁文缛节在现代社会

容易让人望而生畏。  

    D.宋代的成人礼源于《仪礼·士冠礼》，但象征成人的三加之冠，

由周代的缁布冠、皮弁、雀弁改为冠巾、帽子、幞头。  

    4.关于礼乐文化，材料一和材料二论述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侧重

点又有何不同？请简要分析。（4 分）  

    5.如何推动传统礼乐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请结合材料

谈谈你的看法。（4 分）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 小题。  

    文本一：  

    豫让行刺  

    叶敬之  

    赵襄子乘着马车，带着一群随从，浩浩荡荡地出了城门。在阳光

的照射下，他的脸上发出红扑扑的油光。他的身体随着马车的颠簸，

左右摇晃着。  

    城外不远，矗立着层层叠叠的山岭。山下河道弯曲，河上一座木

桥，被垂柳挡住了半边。  

    开路的随从过了桥，车夫鞭子一甩，催马过桥。谁料，马却“咯



噔”一下停往了。马头乱摇乱晃，马蹄也往后倒退，马屁股碰到了后

面的车头。  

    赵襄子疑虑重重。自从杀了智伯，把智伯的人头做成了饮具之后，

他整天疑神疑鬼的；而智伯的臣子豫让刺杀自己未遂，更让他提高了

警惕。如今，看到马匹徘徊不前，他又起了疑心。  

    他拍了拍参乘青荓的肩膀，指着桥下说道：“你去看看什么情况。”  

    青荓下了马，正了正头上的帽子，扶了扶腰间的佩剑，往桥下走

去。  

    赵襄子等候着。不知过了多久，青荓没有回来，而桥下也静悄悄

的。  

    赵襄子不耐烦了，又叫了一个随从过去察看。眼见得那个随从下

了桥，忽然听得一声尖利的叫喊：“主公，不好了！青荓死了！”  

    赵襄子脑子“嗡”的一下，急忙下了马，扶着腰间的佩剑，三步

并两步走近桥头，拐弯下桥。  

    不用他吩咐，他的随从们也纷纷下马，拔出佩剑，跟着赵襄子下

桥。  

    刚到桥底，赵襄子吓了一跳，不由得往后退了几步。他没有看见

青荓，却看见了他的仇家——豫让！豫让垂着头，握着佩剑，脸上的

疤痕绷得紧紧的，使他看上去更加丑陋不堪。  

    而豫让的脚下，就躺着青荓。鲜血浸进了青荓的衣服，往河边汩

汩流淌。  

    赵襄子怒火中烧，他拔出剑来，挥舞着，怒斥豫让道：“我原先

以为，你不惜牺牲性命替主子报仇，是个义士，所以放了你。谁料，

青荓与你是好友，你连他也杀掉，看来你不是义士！且吃我一剑！”  

    豫让并不举剑，抬起头来，脸上竟有晶莹的泪珠。赵襄子的手抖

了一下，剑锋低了下去。他催促豫让道：“你有什么话赶快说，说了

好受死！”  

    豫让因为吞了炭火，嗓音嘶哑。他艰难地发出声音来：“青荓发

现我，欲放我走，则对不起主子；欲将我杀了，又对不起老友，所以

自裁身亡。”  

    豫让说完，扔了佩剑，往地上一跪，抚着青荓尸体，大哭起来。



声音微弱如蚊虫之鸣，粗粝似老树之皮，似凄风掠过。在场的人，无

不低头垂泪。赵襄子提剑的手，也扑地垂了下去。  

    豫让忽然爬起来，抹了一把眼泪，浑浊的眼光投向赵襄子：“我

有一事有劳于君。”  

    赵襄子目睹刚才的一幕，敌意已然消失，就允诺道：“你说。”  

    豫让道：“从今以后，再想刺君，已无可能。何况多年好友，为

我而死。只是在主公智伯坟前的许诺未能兑现。能否请君脱下外衣，

让我刺上三剑，以报主公？”  

    赵襄子听了，没有言语，把剑交给一个随从，脱下外衣。两个随

从上来，接过外衣，各拉一条袖子，来到豫让面前。豫让举剑，跳跃

呼喊，连刺三剑，三个洞口，边缘皆染血，赫然出现在衣上。赵襄子

见了，不免心惊。  

    豫让停下剑来，拱手施礼，大呼道：“我已报答主公！”  

    说罢举剑，剑光一闪，头颅落地，滚了几滚。目光最后瞥一眼赵

襄子，嘴唇略动了动：“谢，谢……”  

    豫让的尸体依然直立，不知过了多久，才轰然倒地。  

    赵襄子为豫让修了一座坟基。那墓就在河边，桥侧。后人称坟墓

为豫让墓，称桥为豫让桥。河水流淌两千年，粼粼清波，至今倒映着

墓和桥。  

    河水不枯，墓桥永恒。  

    （选自《小小说月刊》2021 年第 5 期）  

    文本二：  

    当“恩”与“义”发生冲突时，刺客们会如何选择呢？从豫让刺

杀赵襄子的事迹中可以看出。豫让第一次刺杀赵襄子失败，赵襄子感

动其贤，释放了他。于豫让而言，赵襄子有救命之恩。但豫让与智伯

的君臣之义让他不可能“怀二心”而事赵襄子，更不可能放弃为智伯

复仇。智伯的“国士遇之”的恩情与二人之间的君臣之义大于赵襄子

的救命之恩，“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因此，豫

让最终仍然选择了再次刺杀赵襄子。由此可以看出，当“恩”与“义”

发生冲突时，刺客豫让选择了“死名之义”，三击赵襄子衣而后自杀。  

    （摘编自高婕《中的“恩义”关系》）  



    6.下列对文本一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

是（）（3 分）  

    A.面对赵襄子的拔剑相向，豫让不躲避不反抗，竟然流下眼泪，

说明他对青荓之死深感愧疚，也因失去老友黯然神伤。  

    B.豫让的复仇之路坎坷，充满艰辛；他三击赵襄子外衣之后的大

呼，既是对智伯之灵的告慰，也是对自我心灵的宽慰。  

    C.豫让自杀后，其直立的尸体过了许久才轰然倒地，这一超现实

的手法，表现了豫让不甘失败、生命顽强的精神品质。  

    D.小说的最后一段“河水不枯，墓桥水恒”具有象征意义，它意

味着豫让的可贵精神千百年以来世代流传，永不磨灭。  

    7.关于青荓这一人物，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青荓许久未归且桥下静悄悄的，反常的现象增添了现场的紧张

氛围。  

    B.青荓在杀死与放走豫让的两难之中选择自杀，体现了他的忠义

精神。  

    C.青荓形象的塑造主要通过豫让的交代来完成，采用了侧面描写

手法。  

    D.青荓的出现，推动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了线索人物的

作用。  

    8.豫让为智伯复仇，最终不得不以剑三击赵襄子衣服而后自杀，

这是豫让人生价值追求的表现，结合文本一、二，谈谈你对他价值追

求的理解。（6 分）  

    9.“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

豫让也。”《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寥寥数语，却在文本一中浓墨重彩，

这一改写带来了怎样的文学效果？（6 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0-14 题。  

    甲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



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

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

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

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

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

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

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

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

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选自《孟子·梁惠王上》）  

    乙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

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

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

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

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



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

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

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

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选自《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

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

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B.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

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

非恶其声而然也  

    C.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

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

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D.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

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

非恶其声而然也  

    11.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寡人，即为寡德之人，意为“在道德方面做得不足的人”，是

古代君主、诸侯王对自己的谦称。  

    B.衅钟，是古代的一种礼仪。在古代，新铸成的钟要用牲口的鲜

血予以祭祀。  

    C.《诗》即《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

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

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D.乡党，指乡里、家乡。周制，古代五百家为乡，一万二千五百

家为党，合而称乡党。这里指同乡，乡亲。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甲文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是因为齐桓公和晋文公，春秋

时先后称霸，为当时诸侯盟主。齐宣王有志效法齐桓、晋文，称霸于

诸侯，故以此问孟子。  

    B.甲文齐宣王“以羊易牛”，百姓都认为大王是吝惜一头牛。而

孟子认为如果齐宣王是因为痛惜牛没有罪过却要走向死亡，那么牛和

羊没有什么区别。  

    C.乙文孟子的思路是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由此发展

出“仁义礼智”，扩而充之推导出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

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他主张人性本善，否定后天培养的作用。  

    D.两篇选文体现出孟子长于说理，善于论辩，逻辑严密，思路清

晰。孟子“仁政”学说的德政思想继承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

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发展，同时是对孔子德政思想的超越。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4

分）  

    （2）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

君者也。（4 分）  

    14.结合两则材料，说说“不忍之心”和孟子“保民而王”思想

之间的联系。(3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诗歌，完成 15-16 小题。  

    建康①  

    文天祥  

    金陵古会府②，南渡旧陪京。  

    山势犹盘礴③，江流已变更。  

    健儿徙幽土，新鬼哭台城。  

    一片清溪月，偏于客有情。  

    ［注］①建康，今南京。本诗为文天祥被元兵押解北上途径南京

时所作。②会府：都会。③盘礴：据持牢固的样子。  

    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与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古会府”“旧陪京”写出建康地位的变化，暗含其与国家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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