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四单元训练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
（2024重庆缙云教育联盟期中联考）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
    西方的戏剧十分注重情节，因而必然十分强调客观真实性，演员的演出力图逼真。
苏联戏剧教育家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的“体验理论”，其实质就是强调逼真，
要求演员在演出中放弃自我本性，完全投入角色中去，以期最大程度地符合剧情的客观
真实性。如他在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时，是这样处理威尼斯的小船驶过舞台的：
“小船要十二个人推着走，用鼓风机向口袋里吹胀了气，以此形成翻滚的波浪……在空
心的橹里灌上一半水，摇橹时里面的水便会动荡，发出威尼斯河水的冲击声。”显然，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舞台上一切的安排就是要让观众接受一个“客观真实的”、不容怀疑
的情节。



    那么，西方观众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观赏戏剧的呢？他们通常会沉浸到剧中去，做
一个“事件过程”的偷窥者或目击者。因而，在剧场里，观众的内心即使被触动，也不敢
即席发声或者与他人交流，就像在现实中不敢打扰旁人的生活一样。走出剧场，他们感
受的焦点在于，评判演员和情节“像”还是“不像”，反思自己“知”还是“不知”。



    中国的戏曲注重的是演员的表演，对戏曲的情节并不十分苛求。中国戏曲也强调逼
真，但这种逼真不是在对现实的细节摹仿得惟妙惟肖的基础上，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
把舞台上没有的东西“无中生有”地表现给观众看。如布莱希特看了梅兰芳表演的《打渔
杀家》后写道：“他表演一位渔家少女怎样驾驶一叶小舟，她站立着摇着一支长不过膝
的小桨，这就是驾驶小舟，但舞台上并没有小舟……”显然，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威
尼斯小船相比，梅兰芳表现的摇船少女在细节上与客观真实相去甚远，但在逼真度上却
各有千秋，因为观众衡量他们的尺度是不同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力图证明这就是真实，
所以从真实的角度来看，它还有种种不真；梅兰芳努力去表演得像真实，所以从表现的
角度看，它已经很像真实了。这就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不同的立足点产生的不同结果。



    由于中国戏曲重心在演员的表现力，因而观众到剧场里去看戏，与其说看戏曲故事，
不如说看演员能力。最老练的观众常常不以戏曲故事作为看戏的选择，而以某一个演员
的不同角色、不同演技作为看戏的选择，所以中国戏曲剧场中，名演员的折子戏
（在名剧目中最能表现其演技的片段）专场往往比完整的戏曲故事演出更能吸引人。在

演员方面，重演技的结果锻炼出了演员超乎寻常的表现力，如青年演员能扮演老头子、
老太婆，老年演员能扮演小姑娘、小伙子；男演员能扮演女人，女演员能扮演男人。
    从以上西方戏剧和中国戏曲的差别中可以看到：西方戏剧力图消除剧情、演员、场
景与观众之间的差异，力争消除欣赏主体与欣赏对象之间的差异，其成就也在这种“消
除”之中。中国戏曲很明确地显示着剧情、演员、场景与观众之间的差异，欣赏主体与
欣赏对象之间始终保持着审美距离，其成就也在这种“距离”之中。

（摘编自陈伟《中国戏曲点燃布莱希特的理论火花》）



    材料二：
    德国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的建构，与中国传统戏曲有着密切联
系。1935年，布莱希特在莫斯科观看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演出。这一次观演，对其戏剧
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36年，布莱希特写成《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
一文，提出了“陌生化”这一重要的美学概念。
    布莱希特对欧洲戏剧舞台上流行的“第四堵墙”【注】演剧观极为不满。他指出，欧洲
演员表演时有意把自身隐藏在“第四堵墙”之中。也就是说，演员表演时有意制造舞台
表演的真实幻觉，让观众置身于剧情中并触发其感情，使观众的感情与演员自己的感情
相融合，从而实现舞台表演对观众的同化。在布莱希特看来，这种强调移情共鸣的演剧
方式是欧洲戏剧艺术发展的桎梏。它不仅使演员与观众处于神智恍惚的非理性状态，而
且消解了观众的主体意识和行动意志，也削弱了戏剧的社会作用。而要改变欧洲剧场中
舞台上的演员与舞台下的观众同悲欢的状况，就必须进行戏剧艺术审美思维的变革。



    在布莱希特看来，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为欧洲戏剧艺术的变革提供了重要借鉴。他认
为，中国古典戏曲的独特魅力，源于其所遵循的“陌生化”美学原则。其一，演员注意自
身与角色之间的距离。中国戏曲演员在舞台上会有意关注和展示自己的表现手法，用程
式化手段刻画人物。其二，演员注意观众接受与舞台表演之间的距离。“防止观众在感
情上完全忘我地和舞台表演的事件融合为一”，以固化观众的“观察和观看的立场”。由
布莱希特的以上分析不难发现，“陌生化”被其视为一种戏剧表演技巧以及应有的演剧效
果。演员应在舞台上冷静理智地观察自己的表演，提醒自己不要和被表现的人物融合在
一起。演员的这种“陌生化”表演，也在提醒观众要保持理性观察立场。这样，观众在被
演员表演打动的同时，能够清醒意识到自我作为剧场演出的“观察者”的身份。
    布莱希特之所以反对演员表演时和观众观剧时入戏过深，是因为他认为舞台上的表
演应激发观众的陌生感和惊奇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与事物，往往被人们视为理所当
然的存在，由此导致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敏锐感觉的丧失。



因而演员应突破那种强调移情共鸣的演剧观的束缚，用不同寻常的新形式来表现那些人
们所习惯的、熟悉的事物，以使观众对这些事物感到陌生、意外和好奇。如果观众能带
着疑问去看待舞台上的演出，自觉反思演员的表演是否妥当，舞台表演中所呈现的“世
界”是否合理等问题，也许就能从中发现、获得新的认识。陌生化效果的目的，就在于
培养观众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立场，把观众的移情共鸣转化为质疑反思，深化观众对舞台
表演的理性认知。

（摘编自周晓露《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与中国传统戏曲》）
【注】舞台一般只有三堵墙，“第四堵墙”是指舞台和观众之间的一堵看不见的、幻觉的墙。
也就是说，演员表演时应当无视观众的存在，就仿佛自己与观众之间有一堵看不见的墙。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 C

A.“体验理论”强调戏剧的客观真实性，追求剧情、场景的绝对真实，演员完全投入角色，

以使观众更好地沉浸到剧中。

B.在梅兰芳表演的《打渔杀家》中，虽然舞台上没有小舟，但梅兰芳精湛的表演依然呈

现出细节上的客观真实。

C.欧洲戏剧舞台上流行的“第四堵墙”演剧观要求演员表演时无视观众的存在，通过移情

共鸣实现对观众的同化。

D.布莱希特认为，演员表演时只有以不同寻常的新形式来表现不同寻常的人与事物，才

能激发观众的陌生感和惊奇感。



【解析】 A（×）选项中的“场景的绝对真实”错误。由关键词“体验理论”“客观真实性”

可定位至材料一第1段，原文说的是“苏联戏剧教育家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

的‘体验理论’……以期最大程度地符合剧情的客观真实性”，比对选项与原文，可知原

文并不是强调“场景的绝对真实”，而是强调演员的投入演出。

B（×）“呈现出细节上的客观真实”错误。由关键词“梅兰芳”“《打渔杀家》”可定位至材

料一第3段，根据原文“梅兰芳表现的摇船少女在细节上与客观真实相去甚远”可知，选

项中的“呈现出细节上的客观真实”不正确。



C（√）由关键词“第四堵墙”可定位至材料二第2段、第4段及注释部分，根据第2段“演员

表演时有意制造舞台表演的真实幻觉……从而实现舞台表演对观众的同化”，第4段“因

而演员应突破那种强调移情共鸣的演剧观的束缚”及注释部分“演员表演时应当无视观众

的存在”可知，该项正确。

D（×）“只有以不同寻常的新形式来表现不同寻常的人与事物，才能激发观众的陌生感和

惊奇感”错误。该项对应材料二第4段，文中说的是“演员应突破那种强调移情共鸣的演剧

观的束缚，用不同寻常的新形式来表现那些人们所习惯的、熟悉的事物，以使观众对这

些事物感到陌生、意外和好奇”，所以应该是“用不同寻常的新形式来表现那些人们所习惯

的、熟悉的事物”，而且“只有……才……”这一关系在原文中没有体现，该项错误。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分）(     ) B

A.作为“事件过程”的偷窥者或目击者，西方观众以是否真实评判演员和情节，这种观剧

心态是不可取的。

B.名演员的折子戏专场往往比完整的戏曲故事更能吸引中国戏曲观众，是因为折子戏更

能表现演员的演技。

C.如果布莱希特没有在莫斯科观看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演出，就不会提出“陌生化”这一重

要的美学概念。

D.西方戏剧力图消除差异，中国戏曲明确显示差异和“距离”，由此可见，沉浸式演出方

式将会取代中国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表演。



【解析】 A（×）“这种观剧心态是不可取的”错误。由“偷窥者”“目击者”可定位至材料

一第2段，分析内容和观点可知，材料一只是对这种心态进行了阐释，并没有否定这种

观剧心态，选项无中生有。

B（√）由“折子戏”可定位至材料一第4段，根据“最老练的观众常常不以戏曲故事作为看

戏的选择，而以某一个演员的不同角色、不同演技作为看戏的选择，所以中国戏曲剧场

中，名演员的折子戏（在名剧目中最能表现其演技的片段）专场往往比完整的戏曲故事

演出更能吸引人”可知，选项表述正确。



C（×）“如果布莱希特没有在莫斯科观看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演出，就不会……”错误。

该选项对应材料二第1段，根据“这一次观演，对其戏剧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知，

材料只是说这一次观演对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提出有重要意义，“如果……没有……就

不会……”这一表述过于绝对。

D（×）“沉浸式演出方式将会取代中国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表演”错误。根据材料一第5段

“中国戏曲很明确地显示着剧情、演员、场景与观众之间的差异，欣赏主体与欣赏对象

之间始终保持着审美距离，其成就也在这种‘距离’之中”和材料二第3段“在布莱希特看来，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为欧洲戏剧艺术的变革提供了重要借鉴”可知，两则材料对中国传统

戏曲都持肯定态度，所以“沉浸式演出方式将会取代中国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表演”错误。



3.结合材料内容，下列选项中能够产生“陌生化”效果的一项是（3分）(     ) D

A.话剧《如梦之梦》使用环绕式舞台，观众坐在舞台中央的下沉式座区“莲花池”中，座

椅可以360°旋转，演员在其四周表演。

B.南京市越剧团的实景戏《红楼梦》把园林中的亭台楼阁变成了一步一景的特设舞台，

观众身临其境，仿佛都成为“红楼梦中人”。

C.我国第一部漂移式多维体验剧《知音号》，把长江上的行船和大汉口码头作为剧场，

重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武汉生活场景。

D.元杂剧中人物上场往往先念定场诗，如《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中鲁肃的“定场诗”：

“三尺龙泉万卷书，皇天生我意何如？山东宰相山西将，彼丈夫兮我丈夫。”



【解析】 先回原文分析“陌生化”效果的相关内容，根据材料二第3—4段可知，“陌生化”

原则要求演员注意自身与角色之间的距离，且注意观众接受与舞台表演之间的距离。陌

生化效果的目的，就在于培养观众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立场，把观众的移情共鸣转化为质

疑反思，深化观众对舞台表演的理性认知。D项，定场诗中含有对人物的评价性内容，

有利于保持舞台表演与观众接受之间的距离，产生“陌生化”效果。A、B、C三项都有利

于演员、观众入戏，难以产生“陌生化”效果。



4.材料二论述了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请简要梳理这一理论的建构过程。（4分）

【答案】 ①首先指出理论建构的契机：受到梅兰芳演出的影响。②其次论述理论建构

的原因：对“第四堵墙”演剧观极为不满。③然后论述理论建构的借鉴：中国古典戏曲的

“陌生化”美学原则。④最后论述理论建构的目的：培养观众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立场，深

化观众对舞台表演的理性认知。（每点1分）



【解析】 题目要求我们梳理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的建构过程，这道题实质上是要求

我们结合材料二来分析这一理论建构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我们要先概括材料二的论

证思路，然后再总结出这一理论建构的过程。

找：题干中的关键词“材料二”为我们明确了要概括的内容范围。

定：确定材料二每个段落的关键信息以及各段之间的关系。

    分析可知，材料二第1段论述了布莱希特在莫斯科观看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演出，

写成《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一文，提出了“陌生化”这一重要的美学概念。

由此可知，这一段主要论述的是“陌生化”理论的提出，还有梅兰芳演出对这一理论提出

的影响，这是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提出的契机。



    分析第2段内容，这一段论述的是布莱希特对欧洲“第四堵墙”演剧观的不满态度，

并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出于不满，布莱希特认为要进行戏剧艺术审美思维的变革。将
这一内容与“陌生化”理论相联系，我们可以分析出此段主要论述的是布莱希特提出“陌
生化”理论的原因：对欧洲戏剧舞台上流行的“第四堵墙”演剧观极为不满。
    分析第3段内容，这一段指出布莱希特认为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为欧洲戏剧艺术的变

革提供了重要借鉴，认为中国古典戏曲的魅力源于其所遵循的“陌生化”美学原则，并进
行了详细阐述。由此可知，此段主要论述的是中国传统戏曲所遵循的“陌生化”原则为欧

洲戏剧艺术的变革提供了重要借鉴。
    第4段的关键信息集中在最后一部分，即指出了“陌生化”理论建构的目的，就在于

培养观众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立场，把观众的移情共鸣转化为质疑反思，深化观众对舞台
表演的理性认知。



联：通过我们的分析可知，材料二各段从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提出的契机、提出的原

因、借鉴的内容、建构的目的四个方面来论述，正好可以作为建构的过程。作答时可用

“首先”“其次”“然后”“最后”等词语把概括得出的各部分内容联系起来，即为答案。注意

分条作答。



5.戏剧社拟组织全体成员前往大剧院观看老舍的经典剧目《茶馆》，作为社长的你，事

先要为大家做一次“观剧素养提升”的微型培训，请结合材料内容列出你培训发言的要点。

（6分）

【答案】 ①观众在观剧时应尽量避免即席发声或与他人交流，不打扰演员的表演。②

观众不仅要关注剧情，也要关注演员的表现力。③观众要保持理性的观察立场，提高主

体意识，学会质疑反思。（每点2分）



【解析】 找：这道题表面上是要求我们列出“观剧素养提升”培训的发言要点，实质上

是要求我们能从材料中提取出观众观剧时的注意事项。这题仍然属于概括题，需要我们

在文中找到与“观众”有关的内容。

定：由材料一第2段中的“他们通常会沉浸到剧中去，做一个‘事件过程’的偷窥者或目击

者。因而，在剧场里，观众的内心即使被触动，也不敢即席发声或者与他人交流，就像

在现实中不敢打扰旁人的生活一样”可提取出观剧素养要点一：观众在观剧时应尽量避

免即席发声或与他人交流，不打扰演员的表演。

    由材料一第4段中的“中国戏曲重心在演员的表现力，因而观众到剧场里去看戏，与

其说看戏曲故事，不如说看演员能力”，可提取出观剧素养要点二：观众不仅要关注剧

情，也要关注演员的表现力。



    由材料二第3段“演员的这种‘陌生化’表演，也在提醒观众要保持理性观察立场。这

样，观众在被演员表演打动的同时，能够清醒意识到自我作为剧场演出的‘观察者’的身

份”和第4段“如果观众能带着疑问去看待舞台上的演出，自觉反思演员的表演是否妥当，

舞台表演中所呈现的‘世界’是否合理等问题，也许就能从中发现、获得新的认识。陌生

化效果的目的，就在于培养观众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立场，把观众的移情共鸣转化为质疑

反思，深化观众对舞台表演的理性认知”可提取出观剧素养要点三：观众们要保持理性

观察立场，提高主体意识，学会质疑反思。

联：将概括得出的内容分条列举即可。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4小题，16分）

（2024陕西西安期末）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6—9题。

怀石投江

曹尧德

    这一夜，对屈原来说是多么短暂，时光的流逝如闪电，似流星，若瞬目，不觉东方

已经泛白，雄鸡已经啼鸣。

    白马咴咴嘶鸣，并不断地用前蹄刨那栏厩，发出一阵阵单调而枯燥的“嘣嘣”声。这

声音提醒了屈原，该给白马添些草料了。然而当屈原来到马厩一看，昨夜所喂之草料竟

然一点未少。这情景使屈原大吃一惊，他认为白马突然患了什么重病，才一夜不饮不食。

屈原并未掌灯，借着从木窗棂透进来的微弱晨曦，依稀可见那白马扇着两耳，喷着响鼻，



双目半睁半闭，焦躁不安地拽着缰绳走来走去。屈原又在草中多撒了些麸皮，加少许水，

用料杈搅拌均匀，亲切地拍着白马的脑袋说：“吃吧，我的老伙计，吃饱了好有力气赶

路……”白马摇摇头，嗅也不嗅、闻也不闻，伸出长舌舔着主人的手背，两眼挂着混浊

的泪水……

    回到房中，屈原满脸泪痕地坐在窗前，整理着他那一大堆写满了诗文的简牍。响动

将小媭从梦中惊醒，她迷迷糊糊地问道：“爹，天亮了吗？”

    屈原信口答道：“早着呢，尚可睡一大觉。”

    小媭低声催促道：“爹，您好几夜不曾合眼了，还是上床睡一会儿吧。”

    “这就睡，这就睡。”屈原这样应着，重返马厩，深情地望一眼那耳断头低的白马，

然后到角落的乱草堆里取出那对硕大的石锁，这是他请石匠毛老爹专门加工的，一个足



有三十余斤重，已经在这里掩藏了多日。他将石锁装进了被套里，一头一个，不偏不倚，

放在马的鞍背上。一切准备停当，屈原返回堂屋，走到小媭床前。其时小媭睡得正香，

她身体微胖，肌肉松弛，脸皮浮肿，嘴角挂着浅浅的微笑，大约正在做着什么美梦。见

了女儿的这一美滋滋的睡态，屈原不觉一阵酸楚，热泪涌出，滚落。

    此时，天光已经大亮，太阳快要出山了。屈原先吹熄了屋内的灯盏，然后走到外间

舀一盆清水再次洗脸，为的是洗净满面泪痕，不让女儿生疑。盥洗之后，他又在正间静

静地站了一会，想想还有些什么未尽之事或处理得不甚周到之处，然后返回西间，踱至

女儿床前轻声唤道：“儿呀，快快起来，今天是端午节，华夏大地处处皆祭图腾，爹应

友人之邀，欲到遥远的地方去主祭。你给我缝的那件长袍置于何处？快些拿来我穿。”



    小媭闻听爹爹喊她，一个骨碌爬了起来，翻身下床。她知道爹爹要穿着自己亲手缝

的袍子过节，还要出远门去做客，主祭，甭提心里有多高兴啦，急忙打开木箱，将折叠

得规规整整的长袍，双手捧着交给父亲。

    屈原接过长袍，抖开，穿好，又把切云高冠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然后将那柄陆离

长剑挂在腰间，似欲出征的将军。

    屈原打马跑了一段路程，然后缓缰而前，沿着汨罗江堤向西南方向走去。一路之上，

百姓们看到屈原憔悴的面容，枯槁的形体，没有一个不感到痛心的，大家不断地和他打

着招呼，询长问短，但今日屈原的话却特别少，很令众人吃惊纳闷儿。

    一位渔翁手拿渔网，站在江边问道：“大夫，近日身体可好？您可千万莫太伤心了

啊！”屈原点了点头。



    一位中年妇女正在剜野菜，见了屈原，硬是要拉他进屋去歇一歇，屈原摇了摇手。

    正在这时，曾将屈原安置到桃花仙洞去避暑养病的那位老渔父从湘江打鱼归来，见

了屈原连忙迎上前去，心急火燎地说道：“听说秦军要过扬子江了，我们可往哪儿逃

啊！……”

    屈原望着老渔父满脸忧伤的表情，嘴唇动了几动，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他咬了咬

牙，猛然把缰绳一勒，在马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一鞭，那马腾起四蹄，一眨眼就跑出了很

远，很远……

    屈原骑着马走了一阵，翻身下马，攀上悬崖的顶峰，面对巨谷深渊而立，上顶天，

下拄地，岿然崛耸，似巨峰，若山崖，类石雕。



    屈原踱至崖边，面向西北，仿佛见到秦兵已渡过扬子江，长驱直入，往南方奔来，

遍地烽火，四处狼烟，尸骨狼藉，血迹斑斑；洞庭湖上浊浪排空，玉筒山头乌云滚滚，

脚下则是山摇地动，泥沙软绵；举首环顾，天是昏蒙蒙的，地是黑沉沉的……
    屈原依然是面向西北——那是郢都的方向，也是秭归与乐平里的方向，他伫立许久，

然后行三拜九叩之大礼。这一切，他做得是那么从容不迫，那么恬然自如。

    拜过之后，屈原用尽平生之力将被套从马背上掀了下来，从中取出石锁和麻绳，用

麻绳系紧了石锁，一头又系紧了自己的一条腿，然后抱起那对硕大而沉重的石锁，纵身

跃入罗渊。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一跃啊！就在这纵身一跃的刹那间，一道耀眼的闪电蜿

蜒长空，转瞬即逝，炸雷落地，只震得山崩地裂，峰峦坍塌。正当这风暴雨狂之际，一
颗明星划破铅灰色的苍穹，流向西北——它陨落了！

（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C

A.开篇写白马反常的表现，突出白马很通人性，同时衬托了屈原内心的痛苦，使他的形

象更丰满、更真实。

B.面对熟睡的女儿，屈原热泪滚落，编织自己去远方主祭的谎言，这些细节生动地体现

了屈原的不舍与不忍。

C.文中用“接”“抖”“戴”等动词描绘屈原的装扮过程，写他有尊严地赴死意在表明对现实
束手无策。

D.作者用极尽浪漫的笔法写“闪电蜿蜒长空”“山崩地裂”“峰峦坍塌”，昭示了屈原投江伟
大的象征意义。

【解析】 “意在表明对现实束手无策”错误。根据原文第9段对屈原动作的描绘和“似欲出
征的将军”可知，屈原整理装束是要以有尊严的形式赴死。并没有说他“对现实束手无策”。



7.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D

A.江堤上百姓们对屈原的怜惜、问候，无不体现出屈原深受民众关心爱戴。

B.老渔父的话表明当时楚国面临的艰难困境，也加剧了屈原内心的痛楚。

C.屈原攀上悬崖面对深渊而立，一个刚正不阿、顶天立地的形象跃然纸上。

D.屈原最后的一跳，既是对当权者的警示，也是对其生命价值的完美诠释。

【解析】 “也是对其生命价值的完美诠释”错误。屈原只是在无力挽救国运的情况下，

无奈作出投江的选择，并非是对生命价值的完美诠释。



8.请结合文中相关内容简析屈原第二次面向西北的心理，并阐释作者在文章最后以一颗

明星“流向西北”收束全文的寓意。（4分）

【答案】 ①屈原第二次面向西北，行三拜九叩大礼，表达对国都与故土的依依不舍和

以死报国的决绝之情。②一颗明星流向西北，用浪漫的笔法昭示伟大爱国诗人的逝去，

也体现其拳拳爱国之心至死不渝。（每点2分）

【解析】 找：根据题干中的“简析”“心理”“阐释”“寓意”可知，这道题有两问，第一问要

求我们概括分析人物心理，第二问要求我们分析文章结尾处情节的寓意。

定：先分析并概括心理，题干中“屈原第二次面向西北”为我们锁定了要分析的对象和范

围。概括分析时，可结合文本的相关内容，透过屈原的想象之景和他的动作行为，联系

当时的社会背景、屈原的身份地位以及他的理想抱负去思考。



屈原第二次面向西北，对应原文第17段，根据“屈原依然是面向西北……然后行三拜九

叩之大礼”可知，面对国都与故土行三拜九叩大礼，体现了他对国都与故土的依依不舍；

根据“这一切，他做得是那么从容不迫，那么恬然自如”可知，他赴死之前依然从容不迫、

恬淡自如，可以看出他以死报国的决绝之情。

    分析结尾以一颗明星“流向西北”收束全文的寓意。“正当这风暴雨狂之际，一颗明

星划破铅灰色的苍穹，流向西北——它陨落了”，一颗明星的陨落，是发生在屈原投江

之后，这种情节上的巧合，暗示了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逝去，这里运用了浪漫的笔法，

体现出屈原的拳拳爱国之心至死不渝。
联：将分析概括得出的内容简化后分两点作答。



9.《屈原列传》中，屈原“被发行吟泽畔”，与渔父展开了一段对话，而本文“渔翁”“老渔
父”以及屈原的表现却与《史记》大不相同，你认为哪种处理效果更好？为什么？（6分）
【答案】 示例一 此文好。①从“渔翁”“老渔父”的角度看，他们的问询关心的是屈原的
健康状况和百姓的前途命运，这样就能更好地将屈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百姓的命运联系

在一起，从侧面凸显屈原的爱国情怀。②从屈原的角度看，面对“渔翁”“老渔父”的问询，
他无力倾诉，只是将满腔的悲愤表现在动作神情上，面对国破家亡的现状，他已将个人

的荣辱生死置之度外，其忧国忧民的形象也因此而愈显高大。（每点3分）

示例二 课文好。①老渔父引出屈原被放逐的原因，举世皆浊、众人皆醉，表明屈原的

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人性的悲剧，深化主题。②和老渔父“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
的人生态度形成对比，凸显屈原正道直行的形象、高洁的品质和高贵的理想，表现其宁
葬身鱼腹也不与众人同流合污的决绝态度。（每点3分）



【解析】 解答这道题，首先要比较出二者在表现形式上的不同点，然后针对两种表现

形式，分别分析这样写有什么作用。

    找出两篇文本中与渔翁、老渔父相关的情节，在此基础上分析作用及效果。

    观点一：认为此文好。从渔翁和老渔父的角度看，渔翁问“大夫，近日身体可好？

您可千万莫太伤心了啊”，可知渔翁关心的是屈原的健康状况；老渔父见到屈原问“听说

秦军要过扬子江了，我们可往哪儿逃啊”，老渔父关心的是百姓的前途命运，这样写把

屈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百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侧面凸显屈原的爱国情怀。从屈原的

角度看，屈原面对渔翁的问询，“屈原点了点头”；面对老渔父的问询，“屈原望着老渔

父满脸忧伤的表情，嘴唇动了几动，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他咬了咬牙，猛然把缰绳一

勒，在马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一鞭，那马腾起四蹄，一眨眼就跑出了很远，很远……”，



他无力倾诉，只是将满腔的悲愤表现在动作神情上，面对国破家亡的现状，他已将个人

的荣辱生死置之度外，其忧国忧民的形象也因此而愈显高大。

    观点二：认为课文好。由课文中的“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

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可知，渔父引出

屈原被放逐的原因，表明屈原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人性的悲剧，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

用。“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吾闻之，新沐者必弹

冠，新浴者必振衣……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把屈原的人生态度和

老渔父“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人生态度形成对比，凸显屈原正道直行的形象、

高洁的品质和高贵的理想，表现其宁葬身鱼腹也不与众人同流合污的决绝态度。



二、古代诗文阅读（35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5小题，20分）

（2024福建莆田期末）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10—14题。

    材料一：

    初，始皇尊宠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外将，蒙毅常居中参谋议，名为忠信，故虽诸

将相莫敢与之争。赵高者，始皇举以为中车府令，使教胡亥决狱，胡亥幸之。赵高有罪，

始皇使蒙毅治之。毅当高法应死。始皇以高敏于事，赦之，复其官。赵高既雅得幸于胡

亥又怨蒙氏乃说胡亥请诈以始皇命诛扶苏而立胡亥为太子。胡亥然其计。赵高曰：“不

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乃见丞相斯曰：“上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

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高曰：



“君侯材能、谋虑、功高、无怨、长子信之，此五者皆孰与蒙恬？”斯曰：“不及也。”高

曰：“然则长子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乡里明矣！胡亥慈仁笃

厚，可以为嗣。愿君审计而定之！”丞相斯以为然，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立胡亥

为太子；更为书赐扶苏，数以不能辟地立功，士卒多耗，数上书，直言诽谤，日夜怨望

不得罢归为太子；将军恬不矫正，知其谋。皆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扶苏发书，泣，

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

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使者数趣

之，扶苏谓蒙恬曰：“父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属吏，系诸

阳周。更置李斯舍人为护军，还报。胡亥已闻扶苏死，即欲释蒙恬。会蒙毅为始皇出祷

山川，还至。赵高言于胡亥曰：“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而毅谏以为不可；不若诛



之！”乃系诸代。太子胡亥袭位，二世欲诛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婴谏曰：“赵王迁杀李牧

而用颜聚，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卒皆亡国。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陛

下欲一旦弃去之。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

也！”二世弗听，遂杀蒙毅及内史恬。

（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豪杰亡秦》，有删改）



    材料二：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

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

敢弯弓而报怨。

（节选自贾谊《过秦论》）



10.材料一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

号涂黑。（3分）

    赵高既雅得A幸于胡亥B又怨蒙氏C乃说D胡亥E请诈以始F皇命诛扶苏而G立胡亥为

太子。

【答案】 BCE



【解析】                   正着断。先看A处，前面的“雅”是平素、素来的意思，“得”是“得到”

的意思，此处若断开，“得”后缺少宾语，句子结构不完整；若不断开，“赵高既雅得幸

于胡亥”，“幸”作“得”的宾语，意思是“赵高平素受到胡亥的宠信”，表意完整，所以A处

不断，在B处断开。再看C处，“又怨蒙氏”一句为谓宾结构，“蒙氏”作“怨”的宾语，主语

承接前面的“赵高”，句子结构完整；而且“乃说”的主语是“赵高”，所以C处应断开。还

剩一处，看D处，若断开，“胡亥”就变成了“赵高”说的内容，赵高不能直接喊胡亥的名

字；若不断，“乃说”与后面的“胡亥”连接，意为“劝说胡亥”，句意完整，所以E处可断

开。为确保断句正确，我们看E处后的句子能否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请诈以始皇命诛

扶苏而立胡亥为太子”意思是“请他诈称始皇的命令诛杀扶苏而立胡亥为太子”，句意完

整，这是“说胡亥”的内容。故在B、C、E处断开正确。



                  倒着断。先看H处，前面的“而”一般在句子中作连词，分析前后句子意思可知，

“而”在此处应表承接，“诛扶苏”为先，“立胡亥为太子”为后，所以此处不应断开。F处，

若断开，“请诈以始”翻译不通顺；若不断开，可知此处的“命”应是指秦始皇的命令，

“始”“皇”中间不断。E处，若不断开，胡亥可作“请诈”的主语，句子也可以翻译通顺，

再往前看D处，此处若断开，那D处后面的内容都变成了“说”的内容，分析句子，赵高

肯定不能直接喊“胡亥”的名字，所以应该是“乃说胡亥”，意思是“劝说胡亥”。所以E处

应断开，D处不断。C处，其前后的“又怨蒙氏”“乃说”主语都是赵高，故C处应断开。看

A、B两处，A处，此处若断开，“赵高既雅得”缺少宾语，句子结构不完整；若不断开，

意思是“赵高平素受到胡亥的宠信”，表意完整，所以应在B处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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