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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京市、盐城市 2023-2024学年高三下学期第二次模

拟考试语文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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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一：

2021年 12月，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小武教授注意到，作为城市化过程中

衍生的一种新现象，“断亲”似乎越来越多地发生在青年人身上。

“断亲”指的是基于血缘联结的亲戚关系逐渐淡化。一些“90后”“00后”越来越疏

于与亲戚产生情感联系的一种现象。“断亲”主要表现为“基本不走亲戚”，而非正式断绝

亲戚关系。相关调查显示，越是年纪大的人，与亲戚之间的联系越频繁，关系越密切，越是

年轻人，“断亲”现象也就越普遍。

那么“断亲”背后，中国家庭亲缘关系究竟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过去中国社会以扩大家庭为主，亲缘关系较为紧密。由于交通信息相对闭塞，人们的社

会活动空间相对有限，生产生活及情感所需的信任关系和互助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依托各种

亲戚关系。因而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戚是最可靠和稳定的社会关系。

进入现代化、开放性、高流动性的社会后，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发生较大变化，以学

缘而非血缘的同学关系、校友关系逐渐占据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再加上现代社会中血缘亲

朋因拆迁、借贷、财产继承、家庭攀比等造成的心态失衡，亲缘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渐超

越“利益链接”的比重。因此，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重大变迁中，亲戚关系式微是一种客观

社会事实。

“内卷”环境加剧“00后”的独生子女常年游走于各种课堂之中。他们从小在内卷化

的教育体系内生长生活。特别是大城市中的青少年学生，几乎从小就周旋于各类培训班。休

闲生活被极大压缩，社会交往特别是走亲戚形态的交往更少。久而久之，青少年成长过程中

亲戚“不在场”或被同学所替代，致使“断亲”成为必然。

城市化与社会流动造成居住地分离。中国开启城镇化进程后，有超 6亿人口陆续从乡村

迁移到城市。其中超过 2亿人口实现跨省市居住流动。远距离流动造成兄弟姐妹分别居住在

不同城市的现象。家庭成员居住分离，使他们的下一代从小缺乏对亲戚的亲密接触与频繁交

往，亦加速青年世代“断亲”行为。

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小家庭独立自主性增强，对传统社会相对紧密的亲戚关系冲击较大。

市场经济下的银行贷款和国家先后推动的全民医保、社保，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以及大学内各

种奖学金、困难补贴、勤工助学等方式，让很多家庭可以不再通过亲戚网络来获得生存和发

展资料。这种因经济独立而带来的安全感和衣食无忧的生活方式，直接冲淡新世代青年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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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亲戚之间礼物馈赠的渴求，并在情感上也降低了对亲戚的心理需要，青年世代“断亲”

变得自然而然。

互联网时代的青年生活方式更加原子化。生活方式决定人们的交往方式。“00后”时

代的日常生活，因互联网而改变，也都在互联网中实现。特别是随着国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日益完善，广大的乡村地区也基本上实现网络覆盖，乡村孩子与城里孩子共享同一个互联网

世界。互联网让“00后”青年群体更加享受“人与网”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不是现实中“人

与人”的生活方式，走亲访友这种长辈坚持的社交方式，已经被青年群体逐渐放弃。“断亲”

现象因“网络原住民”沉溺虚拟生活方式的陌生人社交，在现实中不断上演。

【节选自胡小武《“断亲”背后的亲缘关系重构》《半月谈》（内部版）2022年第 6期】

材料二：

青年群体“断亲”之后，中国人的亲缘关系将会走向何处？

中国人向来重视情谊，这体现在乡野、市井、家国，在一切人与人产生联系的场景之中。

也正因这份对情感的重视，类似亲缘关系、师生关系、邻里关系变淡等话题才屡屡引发热议。

理性观之，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层次变革。各种人际关系都面临着重新磨合调整再建

构的过程。比如，亲友虽生活在不同时空，但各种“欢乐一家人”的微信群里，莫不是热闹

非凡。再如，随着城市家园居住日久，邻里之间确实不再“鸡犬之声相闻”，但周末假期相

约露营、抗疫期间彼此关照等，折射的何尝不是温暖关系的崭新回归。越是陌生人社会，人

们就会越渴盼温情。只要内心这份情感追寻不变，只要中国社会文化的精神内核不变，便会

有新的密切关系不断萌芽生长。

随着社会经验增长和心智成熟，身为家长的成年人必然遵循亲戚交往的基本伦理，逐渐

适应婚后更多亲戚的交往习惯。为人父母后，在孩子哺育、教育、生活、成长等问题方面，

大多会形成中国式家长心理。绝大多数中国家长心里都期盼自己的孩子懂礼貌有情商、合群、

有朋友，这些心理期盼事实上包含一种“亲缘唤醒”功能，表现为对自己繁衍后代的自我认

同，对血缘、亲缘关系有直接认知和生命体验。他们多数会逐渐适应“中国式”家庭亲缘关

系规则，逐渐学会经营自己的家庭和亲缘网络，最终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经营和维系中国传

统的亲缘关系。

“人”字一撇一捺，蕴含着“相互支撑”的智慧。任凭时代变迁，人与人之间始终都需

要互动交往、友爱相帮、彼此温暖。为加固这份情感联结创造条件，人人相善其群，延绵千

年的中国温情必将在现代社会找到更好的存在方式。

（节选自“中廉在线”《当代青年“断亲”现象恐引发亲缘关系恶劣，需警惕》）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亲人拉起微信群，邻里之间相约露营、小区住户在抗疫期间彼此关照，这些都展现出了中

国社会文化始终不变的精神内核。

B.现代社会的“断亲”现象越来越多地发生在了青年人身上。学缘关系也逐渐取代血缘关系，



高级中学名校试卷

3

成了最重要的社会关系。

C.当如今的青年人有朝一日成了家长，这些包含有“亲缘唤醒”功能的心理期盼自然就会让

他们慢慢学会经营亲缘网络。

D.传统中国社会常需要依赖亲戚关系取得互助资源，如今人们获得资源的方式更多元，这也

成了青年世代“断亲”的原因之一。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断亲”现象可以说是传统社会迈向现代化社会过程中的一种衍生现象。

B.材料一对“断亲”抱以一种明显的忧虑，相较而言，材料二的态度更客观理性。

C.材料一和材料二都谈到了“断亲”的问题，但是两者的侧重点有区别。

D.虽然互联网让青年人的生活方式更原子化，但它其实也可以被用来维护亲情。

3.下列选项中，最贴合材料一观点的论据是（   ）

A.台湾青年演员魏晖倪因为工作留在北京过年，除了为自己备好“一解舌尖上乡愁”的年夜

饭，更与岛内家人早早约好“云上”围炉、拜年。

B.在温州农村，婚礼习俗也越来越有文化味了——文化礼堂里张贴着喜字，披挂着红纱，父

母致辞叮嘱传承家训家风，全村乡亲踊跃观礼贺喜。

C.“今年读书父母终于不用再帮我向亲戚借钱了。”来自千岛湖的学生戴建征接过杭州福彩

中心的 5000元助学金，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D.湖南多家教育类相关上市公司积极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免费开放在线课程，

助力“云课堂”的搭建，保障学生在家学习质量。

4.中国人一直都看重“同窗”情谊学缘关系。请参照材料一的角度分析学缘关系在中国社会

非常重要的缘由。

5.在讨论当下青年人的“断亲”现象时，有人说如今的小青年都厌烦亲戚，就是因为现在的

青年人普遍都很自私，对亲情很淡漠。这样的说法不合事实，结合材料进行反驳。

〖答 案〗1.D    2.B    3.C    

4.①中国古代社会交通信息相对闭塞，社会活动空间相对有限，同窗是比较可靠稳定的社会

关系。②当下尤其是内卷加剧之后，青少年社会交往以同学为主，故而学缘关系逐渐占据了

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③通过学缘关系可以取得生产生活以及情感所需的信任关系和互助资

源，这会在情感上加强人们对学缘关系的心理需要。    

5.①讨论的“断亲现象”是客观的社会现实，而“厌烦亲戚”则是主观的情感倾向。②“如

今的小青年都厌烦亲戚”不合实际，现在还是会有很多青年人会通过微信群、节日聚会等方

式来热络亲戚关系。③材料一已经充分分析了青年群体出现“断亲”的原因是多元的。

〖解 析〗

【1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辨析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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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这些都展现出了中国社会文化始终不变的精神内核”错误。由原文“理性观之，今天的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层次变革，各种人际关系都面临着重新磨合调整再建构的过程。比如，

亲友虽生活在不同时空，但各种‘欢乐一家人’的微信群里，莫不是热闹非凡。再如……”

可知，这些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深层次变革，各种人际关系都面临的重新磨合调整

再建构的过程，所以并不是“始终不变的精神内核”。

B.“成了最重要的社会关系”错误。由原文“进入现代化、开放性、高流动性的社会后，中

国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发生较大变化，以学缘而非血缘的同学关系、校友关系逐渐占据社会关

系的重要方面”可知，原文说的是学缘关系“逐渐占据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而非“成了

最重要的社会关系”。

C.“……自然就会让他们慢慢学会经营亲缘网络”错误。由原文“他们多数会逐渐适应‘中

国式’家庭亲缘关系规则，逐渐学会经营自己的家庭和亲缘网络，最终像他们的父辈那样，

经营和维系中国传统的亲缘关系”可知，原文是“他们多数会……”，注意是“多数”，不是

全部。

故选 D。

【2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B.“材料一对‘断亲’抱有一种明显的忧虑”错误。两则材料的态度都是比较客观理性的，

材料一只是在某些点上，比如“‘断亲’现象因‘网络原住民’沉溺虚拟生活方式的陌生人

社交，在现实中不断上演”，这种话语中隐含有一些忧虑，明显的忧虑无从谈起。

故选 B。

【3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C.对应文本中“市场经济下的银行贷款和国家先后推动的全民医保、社保，九年义务教育制

度以及大学内各种奖学金、困难补贴、勤工助学等方式，让很多家庭可以不再通过亲戚网络

来获得生存和发展资料”，而其他三项都并非指向“断亲”的现象。

A、B.说的是亲情的连接和保持；

D.与亲情无关。

故选 C。

【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根据“由于交通信息相对闭塞，人们的社会活动空间相对有限……”“进入现代化、开放性、

高流动性的社会后，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发生较大变化，以学缘而非血缘的同学关系、校

友关系逐渐占据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可知，中国古代社会交通信息相对闭塞，社会活动空

间相对有限，同窗是比较可靠稳定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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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00后的独生子女常年游走于各种课堂之中，他们从小在内卷化的教育体系内生长生

活，特别是大城市中的青少年学生，几乎从小就周旋于各类培训班……被同学所替代”可知，

当下尤其是内卷加剧之后，青少年社会交往以同学为主，故而学缘关系逐渐占据了社会关系

的重要方面。

根据“生产生活及情感所需的信任关系和互助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依托各种亲戚关系，因而

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戚是最可靠和稳定的社会关系”可知，通过学缘关系可以取得生产生活以

及情感所需的信任关系和互助资源，这会在情感上加强人们对学缘关系的心理需要。

【5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探究文本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的能力。

偷换概念。“断亲”指的是基于血缘联结的亲戚关系逐渐淡化，一些“90后”“00后”越

来越疏于与亲戚产生情感联系的一种现象；而“厌烦亲戚”则是主观的情感倾向，二者概念

不一样。

以偏概全。“如今的小青年都厌烦亲戚”过于绝对，只能说部分青年不太爱走亲戚，况且有

的是因为距离原因无法经常走动，但还是会有很多青年人会通过微信群、节日聚会等方式来

热络亲戚关系。

根据“进入现代化、开放性、高流动性的社会后，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发生较大变化，以

学缘而非血缘的同学关系、校友关系逐渐占据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再加上现代社会中血缘

亲朋因拆迁、借贷、财产继承、家庭攀比等造成的心态失衡，亲缘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渐

超越‘利益链接’的比重”“几乎从小就周旋于各类培训班，休闲生活被极大压缩，社会交

往特别是走亲戚形态的交往更少”可知，如今青年群体出现“断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

能说现在的青年人普遍都很自私。

（二）现代文阅读 II（本题共 4 小题，1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司马迁发愤

郭沫若

那是汉武帝天汉四年的正月。有一天司马迁正在书房里席地而坐，埋着头写着他的《史

记》的最后一篇《自叙传》的时候，他的外孙杨恽，一个十三四岁的童子，进来匐着向他报

告：

“任少卿先生来了。”

司马迁把头抬了起来，脸色寡白而微胖，很像中年妇人，他回答了一句：“你把他引进

来罢。”连声音也和妇人的相仿佛。

在司马迁把书案上的稿件略加整理着的时候，杨恽引了一位中等身材的胖子来，有几根

稀疏的胡须在嘴边画成八字，肚子挺得很高。这胖子便是做着益州刺史的任少卿了。当时的

地方官每年正月要进京朝见一次，他是才从四川来到长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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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立起身来迎接着他，两人拱手对揖。

“少卿你几时进京的？”

“刚到，还没息脚就跑来看你。你的胡子呢，子长？”

“胡子吗？唉……”司马迁含糊着没有回答出下文来。

“我记得你要长我两岁的，我今年三十七，你不是三十九岁吗？”

“是啦。”

“但你看来却只有三十岁的光景啦。你从前是一位有长胡子的瘦子，如今你长得这样白

皙而肥胖起来了，你大约是应着“心广体胖”的那句古话啦。你们过着宫廷生活的人真好。

你的声音也变了。子长，宫里的姑娘们一定是很欢迎的罢？吓吓。”

一见面便一味唠叨着的这位任少卿，全没有想到他说的话，句句都打中了司马迁的伤痕，

司马迁对于这位本来不大喜欢的官气十足的朋友，增加了新的厌恨。

“你请坐罢，坐下之后再慢慢讲啦。”

原来司马迁在天汉二年的夏天，他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因为李陵的老母为李陵的兵败失

援投降了匈奴要遭诛戮，他不免在汉武帝面前多说了几句话，说李陵的投降怕是策略的投降，

因此便触犯了皇帝的怒气，连把他也投在了天牢里。在牢里关了半年，在第二年的正月，终

于受了宫刑。

但在那年的三月，汉武帝要到泰山去封禅，需要有长于文笔的人做自己的宣传工具，受

了宫刑的司马迁却特别被皇帝看中了，便被超拔了起来，拜为“中书令”，就是皇帝御用的

秘书长。这在当时是“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的很荣耀的职分。汉武帝对于刑余之

人的这样重视，不用说是看上了司马迁的文才，然而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是——司马迁已经

受宫刑了。皇帝的周围是有很多妃嫔的，假如要选用有文才而又完整的人，那岂不是自寻烦

恼吗？

司马迁就这样因受了宫刑而得到了大官。在他下了狱而受刑的当时深怕受了连累，就像

忌避瘟病一样把他一家人也忌避了起来的一些亲戚故旧，等他一得了大官，都跑来加倍地巴

结起来。他们都说司马迁是“塞翁之马”；甚至于有好几个中年的朋友想自己也有这“塞翁

之马”的福分，要司马迁向皇帝介绍，用他们做部下。

司马迁的感触却和寻常不同。得官的重大原因是由于受宫刑已使他感觉着双重的侮辱。

那些反掌炎凉的亲戚故旧的态度又使他愤慨着不可救药的人性的卑鄙。这些侮辱，这些愤慨，

他是很想努力把它们忘记的，然而总有些东西要时常向他把它们提起来。

任少卿一和司马迁对坐着，又好像突然想起了一样，向司马迁叩了一个头。

“我还忘记了啦，我们的中书令大人，我们的天官冢宰，我诚心诚意地向你恭贺。”

这又是射中了伤痕的一箭。

“老兄的荣升，真是我们交游辈的光宠啦。去年正月我进京的时候，老兄还受着委屈，

我们无从见面。仅仅相隔一年，老兄竟成了天上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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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愤慨这时候又被任少卿激发了起来。去年少卿进京的时候自己在狱里，诚然没

有缘分见面，然而家中的儿女是没有得到他的照顾的。

“少卿，”司马迁说着，“你假如和我还有点友谊，希望你莫提起那以往的事情。我受

了宫刑便做了中书令，你以为我是受着皇上的知遇吗？哼，真是自古以来所未曾有的知遇啦！

我受了皇上的知遇，是因为我受了宫刑，你明白吗？”

少卿听着司马迁的这般愤愤的语句，他惊愕了起来。连忙摇着头说：“老兄，老兄，我

看，你，你这样的话……唉，‘君子无易犹言，耳属于垣’①啦！”

“哼哼，”司马迁笑着说，“少卿，你用不着那样害怕。我这两年来早就把生死置之度

外了。我随时都可以死，只是我有一件挂心的事，便是我所写的这一部《史记》。这部书我

费了十年的功夫来写，但在未下狱之前的几年间我是写得很懒散的，在下狱之后我在一年半

的期间便把全部整理了出来，我如今连最后一篇的《自叙传》都已写了一半了。”

“我这部书寓《春秋》的褒贬之意，而比《春秋》详明。我这是永远不朽的书。有权势

的人能够在我的肉体上施以腐刑，他不能够腐化我的精神上的产品。我要和有权势的人对抗，

看我们的生命哪个更长，我们的权威哪个更大，我们对于天下后世的人哪个更有功德。有些

趋炎附势的糊涂蛋在藐视我们做文学的人，我要把我们做文学者的权威〖提 示〗出来给他

们看。我的全部的生命，全部的心血，都凝集在了这儿。这儿是自有中国以来的政教礼乐，

学术道义的结晶。我的肉体随时可以死，随时可以被人寸断，但我敢相信我的生命是永远不

死的。地上的权势，我笑杀它。哼哼，我笑杀它。”

“是，是，是。”少卿被司马迁的气焰压倒了，连连地点着头，但在那头的上下动中分

明有些左右动。

1936年 4月 26日（有删改）

〖备 注〗①君子不能轻发言，有人耳朵贴墙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任少卿嘴上说司马迁是“交游辈的光宠”，但他一再揭司马迁的伤疤，可见并不是真心诚

意来恭贺，只是为了巴结他。

B.司马迁认为《史记》是“永远不朽的书”“自有中国以来的政教礼乐，学术道义的结晶”，

表现了他的自大与狂妄。

C.司马迁说自己被任命为中书令是“自古以来所未曾有的知遇”，看似对皇上充满感激，其

实满怀愤慨不平之情。

D.小说称赞司马迁受屈辱而发愤著述《史记》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古人身上铸人了自己的思

想情感和人格追求。

7.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采用语言、动作等手法刻画任少卿，将一个自私自利、见风使舵、小心谨慎的形象刻

画得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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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全文采用对话的叙事方式推动情节发展，在张弛有度的叙述中展现了司马迁和任少卿两个

不同的人物。

C.任少卿“连连地点着头，但在那头的上下动中分明有些左右动”，通过细节描写，暗示了

他的不赞同。

D.小说开头由司马迁写《史记》的最后一篇《自叙传》开始，以介绍《史记》收束，首尾照

应，结构严谨。

8.小说对司马迁的形象刻画得非常传神，请结合文本分析作者是如何塑造这一形象的。

9.小说插叙了司马迁受宫刑和被超拔为“中书令”的原因，请结合文本分析其作用。

〖答 案〗6.B    7.A    

8.①通过外貌描写塑造人物。小说通过对司马迁的脸色、声音、体质的描写，写出了司马迁

受刑前后的变化，表现了刑罚对司马迁身体和心灵双重的伤害。②通过语言描写塑造人物。

小说通过司马迁与任少卿的对话，尤其是最后对《史记》的介绍，塑造了司马迁坚强隐忍、

坚贞不屈、不畏权势的形象。③通过对比（答衬托、侧面描写也可得分）手法塑造人物。小

说通过描写任少卿和其他亲戚故旧的阴暗、卑鄙与丑陋，突出了司马迁的高尚、隐忍与坚贞。    

9.①丰富文章内容，使情节更加完整。插入的情节照应了前文司马迁外貌的变化，解释了司

马迁坚持写《史记》的原因，使情节更加完整。②更好的突出了司马迁正直、隐忍与不屈的

性格，使人物形象生动完整。③使情节有波澜，避免平铺直叙。在司马迁与任少卿的交谈中

对往事的插入回忆，避免了平铺直叙。④暗示主题。作者通过皇上对司马迁的处罚以及破格

提拔来讽喻现实，表达作者对当权者和丑陋人性的讽刺。

〖解 析〗

【6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相关内容的分析鉴赏能力。

B.“自大与狂妄”错，更多的是自信和对写成《史记》价值的确信。

故选 B。

【7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能力。

A.“小心谨慎”错，应该是胆小怯懦。

故选 A。

【8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作品的人物描写手法的能力。

（2）根据“脸色寡白而微胖，很像中年妇人，他回答了一句：‘你把他引进来罢。’连声

音也和妇人的相仿佛”“你长得这样白皙而肥胖起来了”“你的声音也变了”分析，小说通

过对司马迁的脸色、声音、体质的外貌描写，写出了司马迁受刑前后的变化，表现了刑罚对

司马迁身体和心灵双重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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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你假如和我还有点友谊，希望你莫提起那以往的事情。我受了宫刑便做了中书

令，你以为我是受着皇上的知遇吗？哼，真是自古以来所未曾有的知遇啦！我受了皇上的知

遇，是因为我受了宫刑，你明白吗”“少卿，你用不着那样害怕。我这两年来早就把生死置

之度外了。我随时都可以死，只是我有一件挂心的事，便是我所写的这一部《史记》。这部

书我费了十年的功夫来写，但在未下狱之前的几年间我是写得很懒散的，在下狱之后我在一

年半的期间便把全部整理了出来，我如今连最后一篇的《自叙传》都已写了一半了”“我这

部书寓《春秋》的褒贬之意，而比《春秋》详明。我这是永远不朽的书。有权势的人能够在

我的肉体上施以腐刑，他不能够腐化我的精神上的产品。我要和有权势的人对抗，看我们的

生命哪个更长，我们的权威哪个更大，我们对于天下后世的人哪个更有功德。有些趋炎附势

的糊涂蛋在藐视我们做文学的人，我要把我们做文学者的权威〖提 示〗出来给他们看。我

的全部的生命，全部的心血，都凝集在了这儿。这儿是自有中国以来的政教礼乐，学术道义

的结晶。我的肉体随时可以死，随时可以被人寸断，但我敢相信我的生命是永远不死的。地

上的权势，我笑杀它。哼哼，我笑杀它”分析，小说通过司马迁与任少卿的对话，尤其是最

后对《史记》的介绍，塑造了司马迁坚强隐忍、坚贞不屈、不畏权势的形象。

（3）根据“司马迁就这样因受了宫刑而得到了大官。在他下了狱而受刑的当时深怕受了连

累，就像忌避瘟病一样把他一家人也忌避了起来的一些亲戚故旧，等他一得了大官，都跑来

加倍地巴结起来。他们都说司马迁是‘塞翁之马’；甚至于有好几个中年的朋友想自己也有

这“塞翁之马”的福分，要司马迁向皇帝介绍，用他们做部下”“那些反掌炎凉的亲戚故旧

的态度又使他愤慨着不可救药的人性的卑鄙”“去年少卿进京的时候自己在狱里，诚然没有

缘分见面，然而家中的儿女是没有得到他的照顾的”分析，小说通过对比手法，描写了任少

卿和其他亲戚故旧的阴暗、卑鄙与丑陋突出了司马迁的高尚、隐忍与坚贞的形象。

【9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作品段落或情节作用 能力。

（1）结合“司马迁把头抬了起来，脸色寡白而微胖，很像中年妇人，他回答了一句：‘你

把他引进来罢。’连声音也和妇人的相仿佛”“你从前是一位有长胡子的瘦子，如今你长得

这样白皙而肥胖起来了，你大约是应着“心广体胖”的那句古话啦。你们过着宫廷生活的人

真好。你的声音也变了”“我这两年来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随时都可以死，只是我有

一件挂心的事，便是我所写的这一部《史记》。这部书我费了十年的功夫来写，但在未下狱

之前的几年间我是写得很懒散的，在下狱之后我在一年半的期间便把全部整理了出来，我如

今连最后一篇的《自叙传》都已写了一半了”分析，文中插入司马迁受宫刑这一情节，照应

了前文司马迁外貌的变化，解释了司马迁坚持写《史记》的原因，使文章内容更丰富，使情

节更加完整。

（2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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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这两年来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随时都可以死，只是我有一件挂心的事，便

是我所写的这一部《史记》。这部书我费了十年的功夫来写，但在未下狱之前的几年间我是

写得很懒散的，在下狱之后我在一年半的期间便把全部整理了出来，我如今连最后一篇的

《自叙传》都已写了一半了”“我这部书寓《春秋》的褒贬之意，而比《春秋》详明。我这

是永远不朽的书。有权势的人能够在我的肉体上施以腐刑，他不能够腐化我的精神上的产品。

我要和有权势的人对抗，看我们的生命哪个更长，我们的权威哪个更大，我们对于天下后世

的人哪个更有功德。有些趋炎附势的糊涂蛋在藐视我们做文学的人，我要把我们做文学者的

权威〖提 示〗出来给他们看。我的全部的生命，全部的心血，都凝集在了这儿。这儿是自

有中国以来的政教礼乐，学术道义的结晶。我的肉体随时可以死，随时可以被人寸断，但我

敢相信我的生命是永远不死的。地上的权势，我笑杀它。哼哼，我笑杀它”分析，文中插入

司马迁受宫刑这一情节，更好地突出了司马迁正直、隐忍与不屈的性格，使人物形象生动完

整。

（3）结合“一见面便一味唠叨着的这位任少卿，全没有想到他说的话，句句都打中了司马

迁的伤痕，司马迁对于这位本来不大喜欢的官气十足的朋友，增加了新的厌恨。‘你请坐罢，

坐下之后再慢慢讲啦’”“‘我还忘记了啦，我们的中书令大人，我们的天官冢宰，我诚心

诚意地向你恭贺。’这又是射中了伤痕的一箭。‘老兄的荣升，真是我们交游辈的光宠啦。

去年正月我进京的时候，老兄还受着委屈，我们无从见面。仅仅相隔一年，老兄竟成了天上

人了’……”分析，在司马迁与任少卿的交谈中对往事的插入回忆，使情节有波澜，避免了

平铺直叙。

（4）结合“李陵的老母为李陵的兵败失援投降了匈奴要遭诛戮，他不免在汉武帝面前多说

了几句话，说李陵的投降怕是策略的投降，因此便触犯了皇帝的怒气，连把他也投在了天牢

里。在牢里关了半年，在第二年的正月，终于受了宫刑”“但在那年的三月，汉武帝要到泰

山去封禅，需要有长于文笔的人做自己的宣传工具，受了宫刑的司马迁却特别被皇帝看中了，

便被超拔了起来，拜为‘中书令’，就是皇帝御用的秘书长。这在当时是‘领赞尚书，出入

奏事，秩千石’的很荣耀的职分。汉武帝对于刑余之人的这样重视，不用说是看上了司马迁

的文才，然而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是——司马迁已经受宫刑了。皇帝的周围是有很多妃嫔的，

假如要选用有文才而又完整的人，那岂不是自寻烦恼吗”“那些反掌炎凉的亲戚故旧的态度

又使他愤慨着不可救药的人性的卑鄙”“司马迁就这样因受了宫刑而得到了大官。在他下了

狱而受刑的当时深怕受了连累，就像忌避瘟病一样把他一家人也忌避了起来的一些亲戚故旧，

等他一得了大官，都跑来加倍地巴结起来。他们都说司马迁是“塞翁之马”；甚至于有好几

个中年的朋友想自己也有这“塞翁之马”的福分，要司马迁向皇帝介绍，用他们做部下”分

析，作者通过皇上对司马迁的处罚以及破格提拔来讽喻现实，表达作者对当权者和丑陋人性

的讽刺，起到了暗示主题的作用。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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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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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仕伪朝，历

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

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

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

鸟私情，愿乞终养。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愿

陛下矜愍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臣不胜犬马怖惧

之情，谨拜表以闻。

（节选自李密《陈情表》）

乙

秦伐魏，陈轸合三晋而东谓齐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利后

世也。今齐、楚、燕、赵、韩、梁六国之递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适足以强秦而自弱也，非

山东之上计也。能危山东者，强秦也。不忧强秦，而递相罢弱，而两归其国于秦，此臣之所

以为山东之患。天下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东

之愚耶？愿大王之察也。

“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反之，主必死辱，

民必死虏。今韩、梁之目未尝干，而齐民独不也？非齐亲而韩、梁疏也，齐远秦而韩、梁近。

今齐将近矣！今秦欲攻梁绛、安邑，秦得绛、安邑以东下河，必表里河而东攻齐，举齐属之

海，难免而孤楚、韩、梁，北向而孤燕、赵，齐无所出其计矣。愿王孰虑之！

“今三晋已合矣，复为兄弟约，而出锐师以戍梁绛、安邑，此万世之计也。齐非急以锐

师合三晋，必有后忧。三晋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构难三晋怒齐不与己也必东攻齐此

臣之所谓齐必有大忧不如急以兵合于三晋”齐王敬诺，果以兵合于三晋。

（节选自《战国策·齐策》）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三晋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构难/三晋怒齐不与己也/必东攻齐/此臣之所谓齐必

有大忧/不如急以兵合于三晋/

B.三晋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构难/三晋怒齐不与己也/必东攻齐/此臣之所谓/齐

必有大忧/不如急以兵合于三晋/

C.三晋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构难三晋/怒齐不与己也/必东攻齐/此臣之所谓/齐

必有大忧/不如急以兵合于三晋/

D.三晋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构难三晋/怒齐不与己也/必东攻齐/此臣之所谓齐必

有大忧/不如急以兵合于三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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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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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伏惟，下对上陈述时表敬之辞，与《孔雀东南飞》“伏惟启阿母”中的“伏惟”意同。

B.“今臣亡国贱俘”的“亡”与《苏武传》“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的“亡”意同。

C.结草，出自《左传》，后与“衔环”合二为一，指受人恩惠，定当厚报，生死不渝。

D.自弱，即“使自弱”，与现代汉语中的“自强”“自立”“自娱自乐”的语法现象相同。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李密为了消除晋武帝的误解，说自己希望做官显达，不在乎名节；继而又承诺待终养祖母

之后应召出仕，以报答知遇之恩。

B.陈轸认为齐国不能参与到诸侯国的混乱相攻之中，齐国最大的敌人是秦国，混乱相攻的结

果只能是让秦国坐享渔人之利。

C.陈轸认为齐国不会步韩、魏的后尘，因为齐国距离秦国遥远；韩、魏的民众屡遭兵祸，是

因为韩、魏距离秦国太近。

D.陈之所以推测秦国会有主辱民虏的结果，是因为古代帝王出兵是讨伐昏庸无道之君，而秦

国出兵则是倒行逆施，违反古道。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愿陛下矜愍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

（2）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利后世也。

14.李密和陈都在各自的历史情境中，运用“换位思考”的策略完成了劝说，请简要说明。

〖答 案〗10.A    11.B    12.C    

13.（1）祈望陛下能怜恤臣的衷情，准许臣（实现）卑微的志愿，希望祖母刘氏能够侥幸保

全她的余生。（2）古代王者出兵讨伐，想要来匡正天下，建立功业和名声，而有利于后世。    

14.①李密站在对方的角度，分析了晋武帝暂时同意其不为官的好处：树立“圣朝以孝治天

下”的形象、宣扬国策、笼络人心；②陈轸站在对方的角度，分析了齐王若不“以兵合于三

晋”的危害：强敌弱己、秦灭韩魏后必攻齐、三晋恐会联合攻齐。

〖解 析〗

【10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赵、魏、韩三国如果联合，秦国必然不敢攻打魏国，而一定会南下进攻楚国。楚、秦

交战之后，赵、魏、韩怨恨齐国不与他们联合，必然会进攻齐国。这就是我所说的齐国必有

后患。您倒不如迅速派兵与赵、魏、韩三国联合。

“三晋合”为主谓句，语意完整，后面应断开；“秦”是“必不敢攻梁”的主语，其前断开，

排除 BD；

“三晋”是“怒齐不与己也”的主语，不能断开，排除 C。

故选 A。

【11题详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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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查学生了解并掌握常见的文学文化常识以及一词多义的能力。

A.正确。句意：臣想到圣朝是用孝道来治理天下的。/我要恭恭敬敬地再向母亲您哀求。

B.“意同”错。“亡”，灭亡。/同“无”，没有。二者不同。句意：如今臣是卑贱 亡国之

俘。/你终究不能回归本朝了，白白地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受苦。

C.正确。

D.正确。“自弱”“自强”“自立”“自娱自乐”都是宾语前置，正常语序为“弱自”“强

自”“立自”“娱自乐自”。同时，“弱”“强”“立”“娱”“乐”还都是形容词的使用

用法，译为“使……变弱”“使……强大”“使……独立”“使……快乐”。句意：使自己

变弱。/使自己强大。/使自己独立。/使自己快乐。

故选 B。

【12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C.“陈轸认为齐国不会步韩、魏的后尘”错。“而齐民独不也？”是一个反问句，陈轸分析

认为齐国也会步韩、魏的后尘。

故选 C。

【13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矜愍”，怜恤；“听”，准许；“庶”，或许、可以。

（2）“伐”，出兵讨伐；“正”，使动用法，使……正，匡正；“利”，使动用法，使……得

利，有利于。

【1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信息、归纳要点的能力。

由“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可见，李密站在对

方的角度，分析了晋武帝暂时同意其不为官的好处：树立“圣朝以孝治天下”的形象、宣扬

国策、笼络人心；

由“今三晋已合矣，复为兄弟约……不如急以兵合于三晋”可见，陈轸站在对方的角度，分

析了齐王若不“以兵合于三晋”的危害：强敌弱己、秦灭韩魏后必攻齐、三晋恐会联合攻齐。

参考译文：

甲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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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想到圣朝是用孝道来治理天下的，凡是元老旧臣，均受到怜惜养育，何况臣的孤苦，

情况特别严重。再说臣年轻时曾在伪朝做官，历任郎官之职，本来就希图官位显达，并不想

自命清高。如今臣是卑贱的亡国之俘，极为卑微鄙陋，过分地受到提拔，荣宠优厚，怎么敢

犹豫徘徊，另有所图呢？只因刘氏已如迫近西山的落日，气息微弱，生命垂危，朝不保夕。

臣没有祖母，就无从长大以至今日；祖母没有臣的照顾，就不能尽其余生。祖孙二人，相依

为命，因此就臣内心而言不能够废止奉养、远离祖母。

臣李密今年四十四岁，祖母今年九十六岁，这样看来臣在陛下面前尽忠的时日很长，报

答奉养刘氏的时日却很短了。臣怀着像乌鸦反哺一样的私情，希望求得奉养祖母到最后。臣

的辛酸苦楚，不仅蜀地人士和梁州、益州的长官明白知晓，天地神明实在也都看得清清楚楚。

祈望陛下能怜恤臣的衷情，准许臣实现卑微的志愿，希望祖母刘氏能够侥幸保全她的余生。

臣生时应当献身，死后也当结草报恩。臣怀着像犬马一样不胜恐惧的心情，恭谨地上奏章以

达天听。

乙

秦国攻打魏国，陈轸联络赵、魏、韩三国组成联合阵线，然后再去齐国，对齐王说：“古

代王者出兵讨伐，想要来匡正天下，建立功业，而有利于后世。现在齐、楚、燕、赵、魏、

韩六国互相激烈地攻打，这是不能建立功业，流传美名的，正好可以增强秦国，削弱自己，

决不是六国的上策。真正能颠覆六国的，只有强秦。六国不去担心强秦，却互相攻打，彼此

削弱，以致两败俱伤，使秦国坐享渔人之利，这是我深为山东六国所忧虑的。诸侯为了秦国

互相残杀，可是秦国竟连一点力气也不出；诸侯为了秦国互相煎熬，可是秦国竟不拿出一把

柴禾。为什么秦国就那样聪明，而山东六国就这样愚蠢呢？希望大王深思熟虑。

“古代五帝、三王、五霸，他们出兵讨伐，是讨伐昏庸无道之君。现在秦国出兵讨伐诸

侯，却不是这样，它必然是倒行逆施，违反古道。国君必受辱而死，百姓必被俘而亡。韩、

魏民众屡遭兵祸，人们为死亡的战士深感哀痛，眼泪从未干过，难道齐国就不会步韩、魏的

后尘吗？并不因为秦国与齐国关系密切，与韩、魏关系疏近，它才攻打韩、魏，而是因为秦

国距离齐国遥远，距离韩、魏更近。现在齐国与秦国的距离就要拉近了!现在秦国想要进攻

魏国的绛、安邑，他占领了绛、安邑两地之后，往东直指黄河，那就会以东河为表，以西河

为里，占领东河与西河广阔之地，作为后方，向东进发，去攻打齐国，齐国被兼并后，秦国

的领土就会一直延伸到东海边上。这样，南边将使楚、韩、魏孤立，北边将使燕、赵孤立，

如果南、北不能呼应，齐国就会一筹莫展，无可奈何。希望大王深思熟虑！

“现在赵、魏、韩已经组成联合阵线，恢复了兄弟友好关系，派出了精锐部队驻扎在绛、

安邑，这是千秋万世的长远大计。齐国如果不立刻派出精锐部队与三国联合，必有后患。赵、

魏、韩三国如果联合，秦国必然不敢攻打魏国，而一定会南下进攻楚国。楚、秦交战之后，

赵、魏、韩怨恨齐国不与他们联合，必然会进攻齐国。这就是我所说的齐国必有后患。您倒

不如迅速派兵与赵、魏、韩三国联合。”齐王说：“敬从您的指教。”果真派兵与赵、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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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三国联合。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各题。

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

宋·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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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①江南烟

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②，未解庄生天

籁，刚道③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备 注〗①欹（qī）枕：谓卧着可以看望。②兰台公子：指战国楚辞赋家宋玉，相传曾作

兰台令。③刚道：“硬是说”的意思。

15.以下关于这首词的内容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这首词上片描写令人感伤的江南春景，下片描写眼前所见实景，都表达了豁达自适的心境。

B.这首词上片写景突出日落与山色，有孤寂之感，下片写人突出庄子胸怀，有自比之意。

C.这首词上片写静景，宁静中有孤独悲凉，下片写动景，动态中有奋发向上之心

D.这首词，展现了开阔明丽、动静互衬的情景，同时由景生情，表达了自由豁达情怀。

16.词中展现了词人怎样的性格特点？结合全词，简要概括并分析。

〖答 案〗15.D    

16.塑造了一位身处逆境，却依然胸怀坦荡、旷达的浩然之气，泰然处之、大气凛然的士大

夫形象。

〖解 析〗

【15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诗歌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的能力。

A.“令人感伤的江南春景……都表达了豁达自适的心境”分析错误，开头四句先用实笔，描

绘亭下江水与碧空相接、远处夕阳与亭台相映的优美图景，展现出一片空阔无际的境界，充

满了苍茫阔远的情致。接着用“长记”二字，唤起他曾在扬州平山堂所领略的“江南烟

雨”“杳杳没孤鸿”那种若隐若现、若有若无、高远空蒙的江南山色的美好回忆，传达出当

日快哉亭前览胜的欣喜之情。

B.“日落与山色有孤寂之感，下片写人突出庄子胸怀，有自比之意”分析错误，“日落与山

色”描绘出苍茫阔远的意境，并无孤寂之感，下文没有自比庄子，作者自比的是那位风波浪

尖上弄舟白头翁，作者认为宋玉将风分为“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是十分可笑的，

是未解自然之理的生硬说教，白头翁搏击风浪的壮伟丰姿即是明证。作者认为庄子所言天籁

本身绝无贵贱之分，关键于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下。

C.“这首词上片写静景，宁静中有孤独悲凉”分析错误，上片写景，并无孤独悲凉之感。

故选 D。

【16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诗歌人物形象的能力。

这首词的下片展现亭前广阔江面倏忽变化、涛澜汹涌、风云开阖、动心骇目的壮观场面，词

人并由此生发开来，抒发其江湖豪兴和人生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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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三句，写眼前广阔明净的江面，清澈见底，碧绿的山峰，倒映

江水中，形成了一幅优美动人的平静的山水画卷。“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句，写一

阵巨风，江面倏忽变化，涛澜汹涌，风云开阖，一个渔翁驾着一叶小舟，在狂风巨浪中掀舞。

至此，作者的描写奇峰突起，从而自然过渡到全词表现的着重点——一位奋力搏击风涛的白

发老翁。这位白头翁的形象，其实是东坡自身人格风貌的一种象征。

“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作者由风波浪尖上弄舟的老人，自然引出

他对战国时楚国兰台令宋玉所作《风赋》的议论。作者看来，宋玉将风分为“大王之雄风”

和“庶人之雌风”是十分可笑的，是未解自然之理的生硬说教，白头翁搏击风浪的壮伟风神

即是明证。其实，庄子所言天籁本身绝无贵贱之分，关键于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下。

他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一豪气干云的惊世骇俗之语昭告世人：一个人只要具备

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能超凡脱俗，刚直不阿，坦然自适，任何境遇中，都能处之泰然，

享受使人感到无穷快意的千里雄风。所以，这首词塑造了一位逆境中仍保持旷达、豪迈的浩

然之气的士大夫形象。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3 小题，6 分）

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以水为喻，形容时间流逝，表达深沉感慨的，有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也

有屈原《离骚》中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九江市湖口旅游局考虑选用与本地相关的古诗文名篇中的语句来制作名胜古迹宣传语，

如鼓楼上游客击鼓体验处的宣传标牌可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

句。

（3）对作者而言，项脊轩是个独属自己、不被干扰的空间，“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两句写出了年轻的归有光在这里动静随意、自在自得的生活状态。

〖答 案〗（1）汩余若将不及兮   恐年岁之不吾与   （2）桴止响腾    余韵徐歇    

（3）偃仰啸歌    冥然兀坐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 I（本题共 3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阶前看不见一茎绿草，窗外望不见一只蝴蝶，谁说是鹁鸽箱里的生活，鹁鸽未必这样趣

味干燥呢。秋天来了，记忆就轻轻〖提 示〗道：“凄凄切切的秋虫又要响起来了。”可是

一点影响也没有，无论你靠着枕儿听，凭着窗沿听，甚至贴着墙角听，总听不到一丝的秋虫

的声息。并不是被那些欢乐的劳困的宏大的清亮的声音淹没了，以致听不出来，乃是这里本

没有秋虫这东西。呵，不容留秋虫的地方！秋虫所不屑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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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在鄙野的乡间，这时令满耳是虫声了。白天与夜间一样地安闲，一切人物或动或静，

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阳光或者轻淡的云影覆盖在场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或者徐缓的凉

风看守着整夜，在这境界这时间唯一的足以感动心情的就是虫儿们的合奏。它们高、低、宏、

细、疾、徐、作、歇，仿佛曾经过乐师的精心训练，所以这样地无可批评，畴躇满志。其实

他们每一个都是神妙的乐师，众妙毕集，哪有不成人间绝响的呢？虽然这些虫声会引起劳人

的感叹，秋士的伤怀，独客的微喟，思妇的低泣；但是这正是无上的美的境界，绝好的自然

诗篇，不独是旁人最欢喜吟味的，就是当境者也感受一种酸酸的麻麻的味道，这种味道在一

方面是非常隽永的。

（节选自叶圣陶《没有秋虫的地方》）

18.下列句子中的“呢”和文中加点字“呢”表达的语气相同的一项是（    ）

阶前看不见一茎绿草，窗外望不见一只蝴蝶，谁说是鹑鸽箱里的生活，鹑鸽未必这样趣味干

燥呢。

A.还有这么久，那谁知道呢？ B.那才有意思呢！

C.他在吃饭呢。 D.你要是想去呢，我也不反对。

19.同样是表达这里没有秋虫的意思，文中画横线的句子中“不容留秋虫的地方！”和“秋

虫所不屑留的地方！”却有着不同意味。请简要说明。

20.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使用了哪些修辞手法？请结合文本分析其表达效果。

〖答 案〗18.B    

19.“不容留秋虫的地方”强调这个地方与自然隔绝，缺少生机； “秋虫所不屑留的地方”

强调这个地方令人厌恶，不值得留恋。    

20.①比喻：将秋虫比作神妙的乐师，生动形象地说明每一个秋虫的演奏都非常精妙。

②反问：以反问的语气突出强调秋虫的合奏确实属于人间绝响，其美妙无与伦比。

〖解 析〗

【18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词语含义的能力。

原文“谁说是鹁鸽箱里的生活，鹁鸽未必这样趣味干燥呢”这句中的“呢”，正是在自问自

答中表达作者对“趣味干燥”的强调和确认。这种情感意味，正与 B项相同。

A.表示反问语气；

C.用在陈述句的末尾，表明动作正在继续；

D.用在句中表示停顿。

故选 B。

【19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赏析句子表达效果的能力。

“不容留秋虫的地方”着眼点在“地方”，强调这个地方没有容留秋虫的条件，与自然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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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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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802300702500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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