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湛江市普通高中 2024届高三上学期毕业班调研测试语文试卷 

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 

一、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20世纪 20年代，一些社会学学者在建立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同时，大

力推动社会调查的发展，从北平人力车夫调查到无锡经济调查等，掀

起了一场“社会调查运动”。在此基础上，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主力

的学者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引进西方人文生态学方法，与中

国国情相结合，建立了“社区研究”的基本框架。与“社会调查运动”相

比，“社区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更进一步，主张选择一些相对固定的

社区(村落)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这有利于深入全面地认识社会的本

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们开辟了多个社区研究的田野地点，

诞生了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燕京学派”，形成了如费孝通《乡

土中国》这样的理论著作，深刻把握和概括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本质。 

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大力倡行社会调查的研究方法，我们通常也将

其称为田野调查，这是对“社区研究”方法的拓展。在费孝通的影响下，

中国社会学学科始终以“从实求知”作为学科准则，走出了一条紧贴中

国社会现实、反映中国发展经验的中国社会学道路。 

在实践中，田野调查呈现出两种不同且相互对立的主张。有学者主张

抛开包括理论在内的一切成见，“拥抱”并忠实地反映在田野中感知的

事实，强调调查本身所带来的“现场感”对研究的启发作用。也有学者

强调理论在田野现场中发挥的作用，认为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尽管



调查者自以为客观地反映了事实，但充其量只是收集了一些声音影像

或意见态度，这非但无益于我们认识真正的社会事实，反而可能会误

入歧途。这两种主张走向极致，都会影响学术研究的深入性和真实性，

有学者分别将其称为“朴素经验主义”和“抽象经验主义”。朴素经验主

义讲究“眼见为实”，将收集的材料当作研究的结论，缺少分析辨别，

会将研究变成“报告”或“报道”；抽象经验主义则从理论出发，去田野

中挑选与理论相应的材料，或者用理论“裁剪”现实，田野变成了理论

的工具。抽象经验主义风格的研究论文，用抽象的语言讲一些现实的

问题，往往会走向一种貌似高深的肤浅。但事实上，田野调查并非只

能产生这两类研究。 

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着鸿沟，是社会科学面对的普遍问题。“从实求

知”原则所强调的要义在于，理论是调查实践的工具，现实是调查实

践的目的。 费孝通所理解的“从实求知”正是要求社会学在田野调查

中弥合、跨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调查者要以调查对象的感受、

思想、行为和命运为研究目的而非工具和手段。这是费孝通对吴文藻

提出“以实地研究始，以实地研究终”的社区研究法的升华。 吴文藻

所说的调查目的还是“实地研究”，而费孝通直接就说“回到人民”，这

是田野调查方法的新论。田野调查方法既不是各种调查设计框架，也

不是各种调查技术技巧，而是在田野中如何做到以理论为工具、以人

民为目的方法。 

调查者在进入田野时，既带着充实的理论，又不被理论所支配，就需

要有充分的“方法自觉”意识。 所谓方法自觉，就是要在田野中保持



强烈的反思意识，即我们在观察访谈一个人、在讨论追索一件事的时

候，到底依靠运用了什么样的理论工具。理论让我们看到的东西，既

可能是深刻的本质，也可能是理论的偏见。 当我们看到某个现象与

我们的理论不一致时，我们倾向于将这个现象看作表面的、暂时的。

例如，我们用资本理论去观察老板和雇员的关系时，如果发现他们比

较融洽，没有支配和剥削的关系，就会认为他们是隐瞒了什么，或者

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我们没有观察到。在理论潜意识的支配下，我

们会直到找到一些“剥削”的蛛丝马迹才罢手，并认为这是穿透了社会

现象的表面而进入到深层的结构，找到了社会的“真实”。那么，这种

“真实”到底是理论的真实还是现实的真实？ 

有些学者提出要注意事件和人的“边缘”或“变态”(相对于中心、常态而

言)，还有些学者指出要注意田野中的“异例”(相对于典型而言)，这都

是田野中“方法自觉”的体现，是田野调查中突破“理论障碍”的一种方

法。这种方法的运用，除要求调查者有强烈的反思意识之外，还有一

个必要的条件，就是最好在田野的“现场”中展开。 田野调查相对于

其他研究方法的一个巨大优势，就是调查者能够沉浸到田野中，用“心”

去感觉、感受调查对象的思想言行，用“感通”去直接把握调查对象的

深层要素。 还是以上述老板和雇员关系为例，那种“融洽”的关系到

底是不是真的，需要我们与研究对象的“感通”。这种感通好像是一种

方法，但归根到底并不是方法，能否感通，取决于我们能否坚持“从

实求知”的调查理念。以调查对象为调查目的，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

想、所言所行为目的，而不是以理论或者研究论文为目的，这样才能



真正地做到“从实求知”。 

(摘编自周飞舟《社会学的方法自觉：从实求知》)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20世纪 20年代后，我国的社会调查伴随着社会学学科的建立而获

得发展，并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和方法。 

B.改革开放后，费孝通大力倡行田野调查，在他的影响下，中国社会

学遵循了“从实求知”的学科准则。 

C.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着鸿沟，是社会科学的普遍问题，而“从实求

知”则有可能弥合、跨越这一鸿沟。 

D.所谓方法自觉，就是要在调查中带着充实的理论，并在其指导下，

保持反思意识，找到社会的“真实”。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我国，社会调查主要经历了“社会调查运动”“社区研究”“田野调查”

几个阶段，而最终目的和落脚点则是“回到人民”。 

B.“社区研究”引进了西方人文生态学方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在理

论和方法上比“社会调查运动”更进一步，深刻把握了中国社会的本质。 

C.相比于其他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法需要调查者沉浸到田野中，与研

究对象“感通”，用“感通”去直接把握调查对象的深层要素。 

D.理论具有潜意识的支配作用，当调查者观察社会现象时，往往会在

理论的指引下，透过表象进入深层，去寻找所谓的“理论真实”。 

3、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第一段和第二段梳理了我国社会调查的发展过程，肯定了中国



社会学学科取得的成绩。 

B.文章在分析田野调查呈现出两种不同且相互对立的主张的基础上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C.文章通过费孝通与吴文藻调查方式的对比，突出了调查对象在调查

中的重要性。 

D.文章两次运用老板和雇员的关系的例子，来强调调查者应有充分的

“方法自觉”意识。 

4、请概括“朴素经验主义”和“抽象经验主义”的优缺点。 

5、我们在实际调查工作中，怎样才能成为合格的调查者？请结合材

料简要分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本巴(节选) 

刘亮程 

当阿尔泰山还是小土丘，和布河还是小溪流的时候，时间还有足够的

时间让万物长大。 

江格尔就在那时长到 25岁，美男子明彦也长到 25岁，本巴国所有

人约好在 25岁里相聚，谁也不再往前走半步。 

能预知未来 99年凶吉的谋士策吉，早已等候在那里，他每日站在班

布来宫的瞭望塔上，往几十年远的路程上眺望。 

后出生的美人阿盖姗姗来迟，在她 12岁的早晨，江格尔隔着 13年

的距离拉住她的手。 多远年月里的美人，江格尔的手都能伸过去拉

住。 



还有摔跤手萨布尔，他在 23岁时突然想起一桩往事，掉转身跑回到

童年，把小时候赢了他的一个伙伴摔倒，扔出去七年远。然后，他两

天走完 20年的路，在晌午前赶上班布来宫的隆重酒宴。 

萨布尔说，好多我们熟悉的人都在童年里贪玩。 

还有快嘴判官贺吉拉根，他刚打完一场 13岁里的官司，把明彦小时

候被人夺走的牛石头牧场判回来，让这位美男子，脸上有了来自少年

的灿烂阳光。然后，他急匆匆往 25岁里赶，这位嘴比腿快的大判官，

他的嘴巴已经伸到班布来宫的酒宴上，腿却还在一年远的戈壁上蹒跚。 

还有，牧马人哈尼赶着成群的马匹过和布河，上游的河里蹚满彩霞般

的枣红马，中游的河里蹚满夜色般的铁青马，下游的河里蹚满蒲公英

花般的雪青马，河水被千万只马蹄溅起，在半空中飘成另一条河。 站

在宫殿瞭望台上的谋士策吉，看见这条年老的河流里，蹚满一岁两岁

的马驹。而牧马人哈尼，正在赶马蹚过他 24岁的那段河，他离班布

来宫，只剩下一声马嘶传到的距离。 

还有，挥双斧的大肚英雄贡布，已经在 25岁里待了七年，他的年龄

停住了，左右手的金银斧头却不愿停住。左手的金斧头追着阳光往前

走，杀尽未来年月的敌人。右手的银斧头循着月光往后走，把暗中跟

过来的大鬼小鬼全砍死在黑夜中。 

整个本巴只有洪古尔一人没有长大。 

洪古尔本来可以和江格尔一起长大，他父亲蒙根汗把长大的机会给了

江格尔。 

当本巴草原还是巴掌大，天上的月亮还是指甲盖大的时候，江格尔出



生了。 

江格尔一出生便成了孤儿。 

他的父亲乌仲汗，晚年沉迷于一场一场的酒宴。 一代汗王和他的勇

士们，都老得骨头变薄，经不起草原戈壁上的风吹雨打，老汗王和他

创建的本巴，却早已风雨飘摇。 

策吉的父亲，那位只能看见前后 20年凶吉的老谋士，醉醺醺地站在

宫殿前的瞭望塔上，焦虑地看见五年八年远的路上，扬起冲天尘土，

四面八方的烟尘在朝本巴围拢过来。 

老谋士已经没力气走进宫殿，给比他还老的乌仲汗汇报军情。 

早年，他的智谋还管用。 当老汗王和骨头变薄的勇士们，借着酒劲，

七嘴八舌地说他们年轻时打过的胜仗、杀死的莽古斯时，老谋士命马

夫把宫殿所有的窗户打开，让那些骇人的大话随风飘去，一次次把远

路上的敌人吓退。 

后来不行了，那些老英雄没牙的嘴里，连一句硬话都没有了。 

本巴就在那时被莽古斯彻底吞噬。 

一世英主乌仲汗，在酣醉中被莽古斯掳去，只留下嗷嗷待哺的江格尔。 

洪古尔的父亲蒙根汗把出生不久的江格尔藏在山洞，让自己刚出生的

儿子洪古尔冒充江格尔被莽古斯掠去。聪明的莽古斯并不相信这个愣

头愣脑的小家伙就是江格尔，他们把洪古尔拴在车轮旁看着他长大，

只要长到车轮高，不管他是不是江格尔，他们都会杀了他。 

洪古尔就在那时候停住不长了。 

藏在山洞的江格尔却迅速长大，那个漆黑的山洞让江格尔仿佛又回到



母腹，他一场一场地做梦，在梦中学会父亲乌仲汗打仗治国的所有本

领，并在梦中把一辈子的仗打完，赶在山洞盛不下他之前，跑了出来。 

那真是地动山摇的一天。 

那座让江格尔第二次出生的高山，有了一个名字，叫赛尔山。 对面

的另一座叫哈同山。一个是王，一个是妃。 

相传还没投生人世、形似一颗晶莹露珠的美人阿盖，就在哈同山顶的

草尖上，望着赛尔山头云阵般升起的一场场梦，等待那个做梦的人出

世。她等到石头开花，又在江格尔出世后，等到地上的露水积攒成一

条河，连接起两座山，她才迟迟来到世间。 

这条连接起赛尔山和哈同山的河，也有了一个名字，叫和布河。 

话说江格尔一出世，便将吉祥平安还给了本巴，占领了他父亲草原的

莽古斯，都被江格尔消灭在一场场的梦中。 

那些蛮狠的莽古斯，白天在本巴草原上横行霸道，每到夜晚，眼睛一

闭，江格尔便提刀跨马出现在他们梦中。江格尔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捕

捉他们。那些可怜的莽古斯，大白天睁开的眼睛，天黑后再不会合上。

江格尔把他们统统消灭在梦中。 

洪古尔眼看长得威武雄壮的江格尔，从山洞出来，几乎没动手便收复

了本巴，当了汗王，还娶了天下无双的美人阿盖做了夫人，他便知道

自己再不需要长成大人。 

洪古尔从那个铁链拴他的车轮旁被解救出来。他仗着自己年龄小身体

轻，脑子里没装世上沉重的事情，借一阵风便可到达千里之外，轻松

追上那些逃跑到连江格尔都梦不到的天边躲起来的莽古斯，把他们的



头砍了，揪住头发抡圆，扔到七场风远的另一重天边。 

在人们纷纷离去的童年，还有好多不愿长大的孩子，他们或孤独一人，

或成群结队，留在变成往事的白天黑夜里。 

那里树不往高长，河水不往两岸上荡漾，太阳和月亮，在人们的念想

里发光。 

洪古尔的岁月在那里停住。那些孩子用稚嫩的童音喊洪古尔的名字，

让他去做搬家家游戏。 

可是，一直不长大的洪古尔没去玩这些小孩游戏，他跟长大成人的勇

士们坐在一起。 江格尔安排他坐在十二英雄右手的首位，人们叫他

吃奶的少儿英雄。 

洪古尔吃了多少年的奶，她母亲都记不清。 

当巴音温都尔山刚刚抬起的时候，洪古尔就在吃奶了。他拒食人间任

何食物，除了奶水和酒。 

(有删改) 

6、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萨布尔把小时候赢了他的一个伙伴摔倒，贺吉拉根赢回来 13岁里

输掉了的官司，他们都弥补了之前的遗憾。 

B.江格尔的父亲乌仲汗功成名就后忘记了保家卫国的责任，整日沉湎

于宴饮，让他们的部落陷入困境。 

C.被解救出来的洪古尔仗着自己年龄小身体轻，把躲起来的莽古斯的

头砍了，扔到七场风远的另一重天边。 

D.洪古尔眼看着江格尔做了汗王并娶了美人为妻，认为自己再不需要



长成大人，流露出了他内心的失落。 

7、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中许多描述大胆奇特，如“他的嘴巴已经伸到班布来宫的酒宴上，

腿却还在一年远的戈壁上蹒跚”等。 

B.小说写牧马人哈尼赶着成群的马匹过和布河时，运用比喻、排比的

修辞手法暗示出人生之河的波澜壮阔。 

C.谋士策吉能预知未来 99年凶吉，而他的父亲只能看见前后 20年凶

吉，二人形成对比，暗示了时间的力量。 

D.“美人阿盖”象征着世间的美好，文中连用三个“等”渲染出她来到世

间之迟，寓意着美好不会轻易降临。 

8、请分析文中画线句“那里树不往高长，河水不往两岸上荡漾，太阳

和月亮，在人们的念想里发光”的含意。 

9、《本巴》荣获 2023年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请结合选文，以“天

真·梦幻·哲思”为关键词，向读者写一段推荐阅读文字。 

二、文言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题。 

文本一： 

齐王行车裂之刑，群臣诤之，弗听。子高见齐王曰：“闻君行车裂之

刑，无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窃以为下吏之过也。”王曰：“寡人尔。

以民多犯法，为法之轻也。”子高曰：“然，此诚君之盛意也。夫人含

五常之性，有喜怒哀乐。喜怒哀乐无过其节，节过则毁于义。民多犯

法，以法之重，无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亡定处，有德则住，



无德则去。欲规霸王之业，与众大国为难，而行酷刑以惧远近，国内

之民将畔，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国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闻，徒恐

逆主意以为忧，不虑不谏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丧者大，故曰下吏

之过也。臣观之，又非徒不诤而已也。心知其事之为不可，将有非议

在后，则因曰：‘君忿意实然，我谏诤，必有龙逢、比干之祸。’是为

虚自居于忠正之地，而暗推君主，使同于桀、纣也。且夫为人臣见主

非而不诤以陷主于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己而恶之，资臣以

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齐王曰：“谨闻命。”遂除车裂之法焉。 

(选自《孔丛子·对魏王》，有删改) 

文本二： 

齐宣王为大室，大益百亩，堂上三百户。以齐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

成。群臣莫敢谏王。春居问于宣王曰：“荆王释先王之礼乐，而乐为

轻，敢问荆国为有主乎 ”王曰：“为无主。”“贤臣以千数而莫敢谏，敢

问荆国为有臣乎 ”王曰：“为无臣。”“今王为大室，其大益百亩，堂上

三百户。以齐国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群臣莫敢谏，敢问王为有

臣乎 ”王曰：“为无臣。”春居曰：“臣请辟矣！”趋而出。王曰：“春子！

春子！反！何谏寡人之晚也 寡人请今止之。”遽召掌书曰：“书之！

寡人不肖，而好为大室。春子止寡人。”箴谏不可不熟。莫敢谏若，

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与人同，其所以入之与人异。宣王微春居，

几为天下笑矣。由是论之，失国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无春居。

故忠臣之谏者，亦从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 

(选自《吕氏春秋·恃君览》，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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