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学年第一学期浙江省七彩阳光新高考研究联盟返校联考 

高三年级语文学科试题 

考生须知： 

1.本试题卷共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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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考场号、座位号及准

考证号。 

3.所有答案必须写在答题卷上，写在试卷上无效。 

4.考试结束后，只需上交答题卷。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 I（本题共 5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世界名城北京，有 3000 多年建城史、870 年建都史，文脉悠悠、绵

延不绝，它不仅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更彰显出中华民族深厚

的文化底蕴。 

文脉绵延 弦歌不辍 

金沟河上始通流，海子桥边系客舟。却到江南春水涨，拍天波浪泛轻

鸥。 

诗人杨载笔下元大都的海子桥就是今天坐落于地安门外大街的万宁

桥。那时节，京杭大运河漕运码头挤满了南来漕船，船工号子十里闻

声，桥畔人声鼎沸、行人往来如织。在来自欧洲的旅行家马可·波罗

眼中，这里无疑就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全城地面规划如棋盘，

其美善至极，未可宣言。”正是元大都“前宫后市”的规划格局为今日北



京的城市面貌奠定了基础——布局宏伟庄严、空间合理有序。从高空

俯瞰，北京中轴线穿越故宫，形成一个“中”字；而它与北京城市的另

一轴长安街，形成了一个“十”字。这条中轴线随城市发展不断向外延

展。北延线上，中国国家版本馆大气恢弘，彰显中华文化神韵；南延

线上，大兴机场形似凤凰展翅，欢迎八方宾客；联通东西的长安街沿

线则与新中国历史进程同步：新首钢见证无与伦比的冬奥盛会、城市

副中心发展蹄疾步稳…… 

这里的每一方街市、每一处山水、每一道天际轮廓线，都在延续着城

市的历史记忆，浸润着生长于斯的人民。中轴沿线，正阳门南，在此

居住 30 多年的丁淑凤走出家门就能感受到“水穿街巷、庭院人家”的

古都意蕴，就能听到京腔京韵在有 400年历史颜料会馆里绕梁不绝。 

“北京的历史文化饱满深厚，不断为这里的人民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

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原所长马炳坚说。 

开放包容 美美与共 

6月 3日，夜幕降临，雄壮的《红旗颂》交响乐响彻八达岭长城上空。

这是俄罗斯指挥家捷杰耶夫率马林斯基交响乐团为热情的听众们倾

情演绎。古长城、交响乐、红旗颂……各具特色的文化符号共同呈现

出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彰显出北京开放包容的文化形象。 

置身北京城，这类因文化交融碰撞而迸发的“光彩”随处可见。在亮马

河“国际风情水岸”，美丽的滨河夜景廊道已是夜游北京的“打卡地”；

曾是老北京市井烟火代表性区域的隆福寺地区焕新重生，中外文化交

融的创意艺术体验空间成为新增的一抹亮色…… 



融汇古今，联通中外。北京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得更明白、用得更

精彩，让“中国节”变成“世界节”，让中国元素在世界舞台焕发光彩。

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上，从极具诗意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到倾泻而

下的“黄河之水”，从“迎客松”焰火的升腾绽放，到折柳寄情的依依惜

别，每一个创意无不蕴含中华文化精髓；可爱的“冰墩墩”完美融合“国

宝”大熊猫、冰雪运动与中国文化美感元素，成为全球追捧的文化“顶

流”，向世界展现出独特的中国魅力，让世界感受到新时代中国从容

自信、开放包容的大国风范。 

守正创新 谱写华章 

擦亮历史文化“金名片”，让历史文化“会说话”，北京立足新舞台、抓

住新契机，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建设齐头并进。 

随着清华园车站旧址、颐和园益寿堂面向公众开放，加上此前开放的

香山革命纪念地，“进京赶考之路”（北京段）的全貌已完整呈现。近

年来，北京通过全面系统挖掘、保护利用“红色文化宝藏”，加大革命

旧址修缮保护力度，大力推进“红色+”创新发展，依托建党、抗战、

新中国成立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打造红色精品展览、创作红色文

化作品，推动首都红色文化资源活起来。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在东城区的会馆老戏台上，京剧、

相声、民乐、话剧等艺术形式开启了老会馆活化利用的焕新之旅，持

续充盈着群众精神文化高品质供给。 

文化创新赋能城市发展同样离不开制度创新探索。北京作为全国文化

中心，近年来大力推动文化和金融融合、文化和科技融合、文化和旅



游融合等“文化+”战略，有力释放北京科技资源、人力资源、创新创

造活力，不断为文化发展赋能。 

燃灯古塔熏书香，五河交汇通碧州。北京新“两翼”之一的北京城市副

中心，正由蓝图变为实景，形成“以副辅主、主副共兴”之势。6 月 3

日，一场以探访城市空间、探索历史文化为主题的“文化探访路”系列

活动中，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中心分院副院长于润东指着不远

处即将竣工的“三大文化设施”——博物馆、剧院、图书馆，与同行者

立下约定：几年后故地重游，感受通州大运河文化带的全新变化…… 

从历史中走来，在继承中创新。北京，这座既有传统文化底蕴又彰显

现代文化魅力的大国首都，正在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征程上

绽放华彩。 

（摘编自新华网《文脉千秋铸京华--解码首都北京的文化自信样本》） 

1. 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今日北京布局宏伟庄严、空间合理有序，城市面貌是在元大都“前

宫后市”的规划格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B. 北京“中”字中轴线东西方向上的城市副中心、南延线上的大兴机场

是新中国发展历程的具体体现。 

C. 中华文化神韵在北京不仅体现在宏伟建筑上，也体现在富有诗情

画意的“水穿街巷、庭院人家”之中。 

D. “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在八达岭长城演奏《红旗颂》，北京冬奥会开

闭幕式，彰显出北京开放包容的形象。 

2.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 北京冬奥会充分证明，只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明白、用精彩，

就能让中国元素在世界舞台焕发光彩。 

B.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博物馆、剧院、图书馆的竣工，标志着北京“以

副辅主、主副共兴”之势的形成。 

C. “冰墩墩”之所以成为全球追捧的文化“顶流”，是因为它富含中国文

化美感元素，展现出独特的中国魅力。 

D. 由文意可知，中共中央的“进京赶考之路”北京段应包含旧清华园车

站、颐和园益寿堂、香山等几部分。 

3. 下列选项，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第三部分观点的一项是（ ） 

A.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王军认为，作为东方城

市的杰出代表和伟大结晶，北京城直溯中华文明渊源，展现了惊人的

文化连续性。 

B. 北京通过中轴线申遗推动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依托大运河、长

城、西山永定河三条文化带构建历史文脉和生态环境交融的整体空间

结构。 

C. 位于宣西大街原顺承门内的繁星戏剧村院里，汤显祖和莎士比亚

两位戏剧大师的铜像相向而立，似乎在交流着各自对文化与艺术的理

解。 

D. 北京坊、798 艺术区、首创·郎园 Station……各具特色的文化产业

园区正在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地、文化科技融合的创新地。 

4. 文章第一部分多次运用“引用”的手法，请分别简要分析其作用。 

5. 首都北京是文化自信的样本，请简要分析文本是如何体现的。 



【答案】1. B 2. D 3. D 

4. （1）引用杨载的诗句突出北京当年的繁荣以及历史的悠久，使文

章更具文化气息；（2）引用马可波罗的话语，既体现当时北京的繁

华，更凸显北京的影响力；（3）引用马炳坚的话，突出北京历史文

化饱满深厚，并不断为北京人民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4）三人的

话语和文章写北京的文化自信高度吻合，具有权威性，增强说服力。 

5. （1）北京的历史文化饱满深厚，在传承中发展，不断为人民提供

丰富的文化滋养；（2）北京向世界展现出独特的中国魅力，展现出

我国从容自信、开放包容的大国风范；（3）北京立足新舞台、抓住

新契机，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建设齐头并进，

让北京成为历史文化的“金名片”。 

【解析】 

【1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的能力。 

B．“北京‘中’字中轴线”错误，原文“北京中轴线穿越故宫，形成一个‘中’

字；而它与北京城市的另一轴长安街，形成了一个‘十’字”。可见，“新

首钢、城市副中心”在另一轴“长安街”上。 

故选 B。 

【2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推理和判断的能力。 

A．“只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明白、用精彩，就能让中国元素在世

界舞台焕发光彩”错，“只要……就……”代表了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如



果满足了，那么后面的分句就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从文中“北京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得更明白、用得更精彩，让‘中国节’变成‘世界节’，

让中国元素在世界舞台焕发光彩”推不出这样的充分条件。 

B．“标志着北京‘以副辅主、主副共兴’之势的形成”错，文中没有依据，

选项无中生有。 

C．“是因为它富含中国文化美感元素，展现出独特的中国魅力”错误，

原文“‘冰墩墩’完美融合‘国宝’大熊猫、冰雪运动与中国文化美感元素，

成为全球追捧的文化‘顶流’”，选项以偏概全。 

故选 D。 

【3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A．侧重说明的是北京文脉的延续。可用于第一部分，所以不适合作

为论据来支撑第三部分观点。 

B．侧重的仍然是北京文化的传承，可用于材料一，所以不适合作为

论据来支撑第三部分观点。 

C．重点说明的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北京文化的包容性，可用于文章

的第二部分，所以不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第三部分观点。 

D．侧重文化的创新，用于文章第三部分突出北京的“守正创新”最合

适。 

故选 D。 

【4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证方法的作用的能力。 



题干中给出“引用”的方法，答题时找到文中的三处引用：杨载的诗句、

马可波罗和马炳坚，然后结合文章的内容、主题以及“引用”本身的作

用等角度分析其作用即可。 

（1）根据“金沟河上始通流，海子桥边系客舟。却到江南春水涨，拍

天波浪泛轻鸥。诗人杨载笔下元大都的海子桥就是今天坐落于地安门

外大街的万宁桥。那时节，京杭大运河漕运码头挤满了南来漕船，船

工号子十里闻声，桥畔人声鼎沸、行人往来如织”分析，引用杨载的

诗句突出北京当年的繁荣以及历史的悠久，使文章更具文化气息； 

（2）根据“在来自欧洲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眼中，这里无疑就是世界上

最繁华的大都市，‘全城地面规划如棋盘，其美善至极，未可宣言’”分

析，引用马可波罗的话语，既体现当时北京的繁华，更凸显北京的影

响力； 

（3）根据“‘北京的历史文化饱满深厚，不断为这里的人民提供丰富的

文化滋养。’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原所长马炳坚说”分析，引用

马炳坚的话，突出北京历史文化饱满深厚，并不断为北京人民提供丰

富的文化滋养； 

三人的话语和文章写北京的文化自信高度吻合，具有权威性，增强说

服力。 

【5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要求分析首都北京是文化自信的样本，文章的结构非常清晰，答题时

从三个小标题列出的角度加以分析即可，但绝对不能只答小标题，要



在小标题的基础上做充分的解释和说明。 

（1）根据“这里的每一方街市、每一处山水、每一道天际轮廓线，都

在延续着城市的历史记忆，浸润着生长于斯的人民。中轴沿线，正阳

门南，在此居住 30多年的丁淑凤走出家门就能感受到“水穿街巷、庭

院人家”的古都意蕴，就能听到京腔京韵在有 400 年历史颜料会馆里

绕梁不绝”“‘北京的历史文化饱满深厚，不断为这里的人民提供丰富的

文化滋养。’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原所长马炳坚说”概括：北京

的历史文化饱满深厚，在传承中发展，不断为人民提供丰富的文化滋

养； 

（2）根据“古长城、交响乐、红旗颂……各具特色的文化符号共同呈

现出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彰显出北京开放包容的文化形象”“北京冬

奥会开闭幕式……让世界感受到新时代中国从容自信、开放包容的大

国风范”概括：北京向世界展现出独特的中国魅力，展现出我国从容

自信、开放包容的大国风范； 

（3）根据“擦亮历史文化‘金名片’， 让历史文化‘会说话’， 北京立足

新舞台、抓住新契机，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建

设齐头并进”概括：北京立足新舞台、抓住新契机，古都文化、红色

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建设齐头并进，让北京成为历史文化的“金

名片”。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小题，16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开河 



梁衡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大学毕业生必须先到农村劳动锻炼。我从北京

毕业后到内蒙古临河县劳动一年，就地分配到县里工作。想不到，我

还没有打开行李，就受命带民工到黄河岸边去防凌汛。 

“凌汛”是北方河流解冻时的专用名词——我是第一次听到——特别

是气势磅礴的黄河，冰封一冬之后在春的回暖中慢慢苏醒，冰块开裂，

漂流为凌，谓之开河。开河又分“文开”“武开”两种。慢慢融化，顺畅

而下者谓之“文开”；河冰骤然开裂，翻江倒海者谓之“武开”，这时流

动的冰块如同一场地震或山洪引发的泥石流，你推我搡，挤挤擦擦，

滚滚而下。如果前面的冰块走得慢一点，或者冰面还未化开，后面的

冰急急赶来叠压上去，就会陡立起一座冰坝，横立河面，形成类似电

视上说的堰塞湖。冰河泛滥，人或为鱼鳖，那时就要调飞机炸冰排险

了。无论“文开”还是“武开”都可能有冰凌击河堤，危及两岸，所以每

年春天都要组织防凌汛。我就是踏着黄河开裂的轰鸣声走向社会的。 

我这一年在河套平原生活劳作，虽未与黄河谋面，却一直饱吸着黄河

母亲的乳汁。每当我早晨到井台上去担水时，知道这清凉的井水是黄

河从地下悄悄送过来的；当夏夜的晚上我们借着月光浇地时，田野里

一片“噼噼啪啪”庄稼的生长拔节声，我知道这是玉米正畅快地喝着黄

河水。在河套，无论人还是庄稼都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片刻不曾脱离。

生活于斯，你才真切地体会到为什么黄河叫“母亲河”，是她哺育了我

们这个古老的农耕民族。沿黄河一带的农民说：“枣树一听不到黄河

的流水声就不结枣了。” 



我受命之后，匆匆奔向黄河。一辆毛驴车，拉着我和我的行李，在长

长的大堤上，如一只小蚂蚁般缓缓地爬行。堤外是一条凝固了的亮晶

晶的冰河，直至天际；堤内是一条灌木林带，灰蒙蒙的，连着远处的

炊烟。最后，我被丢在堤内一个守林人的小屋里，将要在这里等待开

河，等待春天的到来。一般人对黄河的印象是飞流直下、奔腾万里，

如三门峡那样湍急，如壶口瀑布那样震耳欲聋。其实她在河套这一段

面阔如海，是极其安详平和、雍容大度的。 

我白天在河堤上和民工们厮混在一起，晚上就回到自己住的林间小屋

里，静悄悄地好像退回到另一个世界。后半夜一钩弯月挂在天边，四

周静极了，风起沙扬，打在窗户纸上沙沙作响，大黄狗不时地汪汪几

声。微风抚过林梢掀起隐隐的波涛，我这个小屋就像大海里的一只小

船。我怎么也睡不着了，突然想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一个人过夜，而

且还是在万里黄河边的旷野上。 

我辗转难眠，就去想那些类似今夜光景的诗篇。苏东坡有一首《卜算

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不好，太凄苦了。我虽分配塞外，但还不似苏轼发配黄州。又想起辛

弃疾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

炙……”现时大漠孤烟，河堤上吃肉，倒有几分身在沙场的味道。你看，

堤外漠漠层林，堤上车马工棚；千万里大河东去，枕戈静待凌汛。那

么，凌汛过后的我又将漂向何处呢？ 

一天，当我照例巡河时，发现靠岸边的河冰已经悄悄消融，退出一条

灰色的曲线，宽阔的河滩上也渗出一片一片的湿地。枯黄的草滩隐约



间有了一层茸茸的绿意。用手扒开去看，枯叶下边已露出羞涩的草芽。

风吹在脸上也不那么硬了，太阳愈发地温暖，晒得人身上痒痒的。再

看远处的河面，亮晶晶的冰床上撑开了纵横的裂缝，而中心的主河道

上已有小的冰块在浮动。又过了几天，当我迎着早晨的太阳爬上河堤

时，突然发现满河都是大大小小的浮冰，浩浩荡荡，从天际涌来，犹

如一支出海的舰队。阳光从云缝里射下来，银光闪闪，冰块互相撞击

着，发出隆隆的响声，碎冰和着白色的浪花炸开在黄色的水面上，开

河了！一架值勤的飞机正压低高度，轻轻地掠过河面。 

不知何时，河滩上跑来了一群马儿，有红有白，四蹄翻腾，仰天长鸣，

如徐悲鸿笔下的奔马。在农机还不普及的时代，同为耕畜，南方用水

牛，中原多黄牛，而河套地区则基本用马。那马儿不干活时一律褪去

笼头，放开缰绳，天高地阔，任它去吃草追风。尤其冬春之际，地里

还没有什么农活，更是无拘无束。眼前这群撒欢的骏马，有的仰起脖

子甩动着鬃毛，有的低头去饮黄河水，有的悠闲地亲吻着湿软的土地，

啃食着刚刚出土的草芽。忽然它们又会莫名地激动起来，在河滩上掀

起一阵旋风，仿佛在放飞郁闷了一冬的心情，蹄声叩响大地如节日的

鼓点。我一时被眼前的情景所感染，心底暗暗涌出一首小诗： 

河边马 

俯饮千里水，仰嘶万里云。 

鬃红风吹火，蹄轻翻细尘。 

时间过去半个世纪，我还清楚地记着这首小诗。那是我第一次感知春

的味道，也是我会写字以来写的第一首古体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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