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届宁德市普通高中毕业班五月份质量检测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 （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 小题，19 分）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小题。

经典是思想与意义的渊薮

经典，用卡尔维诺的话说，“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当然，这

也需要读者是一个有思想、有发现能力的人。任何经典，总是活在当下，总是与一切时代同

在，回答每一个它的读者所处时代必然会提出的问题。对于一个真正有思想能力和发现能力

的人来说，所有的经典都是他那个时代的经典。只有思维能力孱弱、缺乏足够想象力的人，

才会把《论语》或《史记》看作是过去时代的书。也没有任何一个好学深思者，会认为《荷

马史诗》表达的只是虚构的希腊神话，而不是复杂的人类经验。

经典与一般著作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们不是单纯的书，而是人类经验不可分割的基本

组成部分，与人类一起生活、成长；另一方面，阅读经典是人类成长的基本方式，人类每次

总是带着新的经验和新的思想去阅读经典，经典也因而每次都会展现出新的深度和广度。这

也就是为什么释义学必然是阅读经典的基本方法论。经典是意义的渊薮，是思想取之不尽的

源泉。朱熹倾几十年之力于《四书集注》，原因即在于此。经典是无法一览无余的，它随着

我们的理解力和领悟力，以及我们的问题意识的提高而愈益精深博大，不可方物。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根据柯林武德在其自传中提出的问题逻辑，论述了他自己

的释义学的问答逻辑的思想。大意是柯林武德认为，理解一个文本首先要理解它所要回答的

问题；而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文本的首要前提是我们先向它提出问题，然后将文本视为对我

们问题的回答。“因为提出问题，就是打开了意义的各种可能性，因而就让有意义的东西进

入自己的意见中。”文本的意义是无穷尽的，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会提出不同的问题，以不

同的方式去理解，文本因而获得新的意义。这样的问答逻辑主观主义的意味是很明显的，它

强调的是读者的主动性，文本似乎只能通过被动回答读者或解释者所提的问题，来产生它的

意义，却没有看到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对读者的引导作用。读者不可能随便提问，问题也

不可能不围绕着文本提出。作为经典的文本更是对读者有重要的引领之功，它们会将读者引

领到一个全新的问题领域和意义领域。即使是对经典提出批判性问题的读者，也必须首先理

解了文本的特殊意义，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相关问题。



任何对经典的注释、评论、诠释都无法替代对经典本身的研读。众多关于经典的二手著

作与经典本身相比只有次要的意义，也证明经典本身的意义是不可抹杀的，是决定性的。经

典本身是泉眼，由种种解释得来的意义只是从中产生的泉水。泉眼及其生长机制产生了泉水，

而不是一代又一代的诠释造成了泉眼，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此外，诠释不总是合理的，但

不合理的诠释丝毫不会影响经典本身的地位。经典存在于解释之中，但解释并不等于经典。

任何诠释和阐释都是在经典本身的问题刺激下产生的，在此意义上，单纯的注释还算不上完

全意义的阐释。

经典构成生命的内在骨骼

但这不等于我们为了要达到某种具体的目的去读经典。阅读经典应该本身就是目的，我

们不能将经典作为一个需要我们从外部加以征服的客体来对待，而应该将阅读经典作为丰富

我们思想和经验的必由途径，作为我们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来对待，使之最终融入我

们的生命和生活。西人说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即有此意义在。夫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也说明古人皓首穷经，首先不是为了实用的

目的，而是以其本身为目的。“穷经”（阅读经典）为了求道，生命通过得道而完善、丰富

和提高，进而融入宇宙万化，与天地参。经典之所以能融入我们的生命，构成生命经验的内

在骨骼，是因为真正的经典不管主题内容为何，总是与宇宙人生的基本问题有关，构成我们

安身立命的依靠。卡尔维诺甚至说，经典是“一本与古代护身符不相上下的书”，也是这个

意思。经典涉及人类终极关怀的基本问题，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经典也。

如何阅读经典

首先，我觉得阅读经典一定要有敬畏心。经典是由少数不世出的天才创造的文明的大经

大法，它们实际上表达了人类文明的基本原则和人类思想情感的基本特征。它们体现了人类

最可宝贵的智慧、追求、理想和热情，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没有敬畏之心，我们就无

法真正从中学到经典所表达的人类最美好的东西。今天的人们出于现代人的无知与狂妄，总

觉得古人不过如此，比起我们来差远了，至少他们不懂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不知道互联网和

人工智能。不少人书还没看懂，就在那里对经典及其作者评头论足，横加指责，这是今天常

见的现象。这是非常荒谬的。没有敬畏心，我们根本无法进入经典的精神世界。

其次，我们要明确阅读经典的目的。经典在形式与内容上都相当完美，都能给予我们很

多东西。但读经典首先是求道，弄清经典要向我们传达的人类普遍的道理和真理，因此，我

们在读经典的时候，先要去发现它所传达的道理。但是，一般的经典不会像教科书那样，一

条一条把道理现成摆在那里，我们一看就明白了。经典讲的道理一般都是大道理，大道理总

是复杂的，需要我们去分析、去研究。而分析研究要求我们对经典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

字都不能放过，作者的修辞、语气、比喻、表述顺序，都必须仔细研究，反复阅读，才能有

所收获，才能把握经典要告诉我们的真理。

（摘编自张汝伦《阅读经典的意义》）



【小题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虽然《论语》《史记》是过去时代的书，《荷马史诗》是虚构的希腊神话，但对真正的

读者而言，这些书中都包含着复杂的人类经验。
 

B. 柯林武德认为首先要理解文本所要回答的问题，而伽达默尔认为是读者先向文本提出问

题之后文本再作出回答，作者认同后者的观点。
 

C. 阅读经典能丰富我们的思想和经验，让生命得到完善、丰富和提高，阅读经典本身就是

目的，不应该带有任何具体的实用的目的。
 

D. 阅读经典的目的是求道，需要我们从内容到形式去深入分析和研究，才能把握经典的大

道理，而阅读教科书是不需要思考和发现能力的。

【小题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经典是意义和思想的源泉，能回答任何时代的读者提出来的问题，所以朱熹和当代的我

们读《四书》在某种程度上都能获得所需要的答案。
 

B. 读者首先要理解经典文本的特殊意义，例如一个对《庄子》毫无理解的人，是不可能对

《庄子》的“适性逍遥”思想提出批判性意见的。
 

C. 我们不能将经典作为一个需要我们从外部加以征服的客体来对待，这并不是说经典阅读

对读者而言不存在障碍，算不上是一种挑战性的活动。
 

D. 经典体现了人类最可宝贵的智慧，如果一个人对经典作品表示不喜欢、不同意和反对，

那他是非常荒谬的，也根本无法进入经典的精神世界。

【小题 3】下列对材料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第一节第二段，主要采用比较论证和例证法，更加鲜明有力地阐释了经典的特点。

 

B. 第二节引用《论语》“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证明阅读经典首先要培养对经典的兴趣。

 

C. 第三节指出现代人在对待经典上的一些弊病，体现论说文对现实问题的批判与关照。
 

D. 本文条理明晰，按照经典是什么，为什么要读经典和如何阅读经典的思路展开论述。

【小题 4】请简要分析第一节第四段“泉眼“和”泉水“的作用。



【小题 5】作为高三学子，请结合本文的观点，给高一新生谈谈该如何阅读曹雪芹的《红楼

梦》。

[知识点]

学术论文

[答案]

【小题 1】 A

【小题 2】 D

【小题 3】 B

【小题 4】 使用比喻论证，把经典比做“泉眼”，把由种种解释得来的意义比做“泉

水”，形象生动地说明了经典和解释之间的关系，即经典存在于解释之中，但解释并不等

于经典。

【小题 5】 示例：①要怀着敬畏之心去阅读经典。深入感受经典小说《红楼梦》的所揭示

的封建社会盛极而衰的时代特征，体悟宝黛恋爱悲剧的审美价值。②要明确阅读经典的目

的。如通过《红楼梦》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百态，以及建筑、服饰等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③

细读文本，揣摩语言，反复阅读。如研读《红楼梦》“金陵十二钗”的判词是怎样预示了

人物的命运。④将经典融入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如从《红楼梦》中感受认识社会历史的复

杂性，锻炼和提高思维的能力。

[解析]

【小题 1】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和分析文章内容的能力。

B



.“虽然《论语》《史记》是过去时代的书，《荷马史诗》是虚构的希腊神话……这些书

中都包含着复杂的人类经验”错误。据“对于一个真正有思想能力和发现能力的人来说，

所有的经典都是他那个时代的经典。只有思维能力孱弱、缺乏足够想象力的人，才会把

《论语》或《史记》看作是过去时代的书。也没有任何一个好学深思者，会认为《荷马史

诗》表达的只是虚构的希腊神话，而不是复杂的人类经验”可知，作者对两种观点都不完

全认同，认为要看到经典文本对读者的引导作用。

C.“不应该带有任何具体的实用的目的”错误，原文只是强调“首先不是为了实用的目

的”，“不应该带有任何具体的实用的目的”说法绝对化。

D.“阅读教科书是不需要思考和发现能力的”错误，原文的表述是“一般的经典不会像教

科书那样，一条一条把道理现成摆在那里，我们一看就明白了”，“阅读教科书是不需要

思考和发现能力的”于文无据，也不合情理。

故选 A。

【小题 2】

本题考查学生根据文章内容进行判断的能力。

D.“如果一个人对经典作品表示不喜欢、不同意和反对，那他是非常荒谬的，也根本无法

进入经典的精神世界”错误，原文说“阅读经典一定要有敬畏心”并不意味着不能“对经

典表示不喜欢、不同意和反对”。

故选 D。

【小题 3】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B.“证明阅读经典首先要培养对经典的兴趣”错误，引用《论语》“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是为了证明把阅读经典本身作为目的。



故选 B。

【小题 4】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本中重要语句含义与论证手法的能力。

“经典本身是泉眼，由种种解释得来的意义只是从中产生的泉水”，这句话使用了比喻论

证的方法，把经典比做“泉眼”，把由种种解释得来的意义比做“泉水”；

“泉眼及其生长机制产生了泉水，而不是一代又一代的诠释造成了泉眼”，泉眼在泉水中，

但并不能说泉水是泉眼，作者通过比喻，形象生动地说明了经典和解释之间的关系，即经

典存在于解释之中，但解释并不等于经典。

【小题 5】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和运用文章内容的能力。

依据“阅读经典应该本身就是目的，我们不能将经典作为一个需要我们从外部加以征服的

客体来对待，而应该将阅读经典作为丰富我们思想和经验的必由途径，作为我们生命活动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来对待，使之最终融入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可建议，将经典融入我们的

生命和生活。如从《红楼梦》中感受认识社会历史的复杂性，锻炼和提高思维的能力。

依据“首先，我觉得阅读经典一定要有敬畏心”“没有敬畏之心，我们就无法真正从中学

到经典所表达的人类最美好的东西……没有敬畏心，我们根本无法进入经典的精神世界”

可建议，要怀着敬畏之心去阅读。深入感受经典小说《红楼梦》的所揭示的时代特征、刻

画的人物形象、传达的精神、寓意的道理，体悟宝黛恋爱悲剧的审美价值等。

依据“其次，我们要明确阅读经典的目的。经典在形式与内容上都相当完美，都能给予我

们很多东西”可建议，要明确阅读目的。如通过《红楼梦》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百态，以

及建筑、服饰等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

依据“读经典首先是求道，弄清经典要向我们传达的人类普遍的道理和真理，因此，我们

在读经典的时候，先要去发现它所传达的道理”“经典讲的道理一般都是大道理，大道理

总是复杂的，需要我们去分析、去研究。而分析研究要求我们对经典的每一句话，甚至每

一个字都不能放过，作者的修辞、语气、比喻、表述顺序，都必须仔细研究，反复阅读，

才能有所收获，才能把握经典要告诉我们的真理”可建议，细读文本，揣摩语言，反复阅

读。如研读《红楼梦》“金陵十二钗”的判词是怎样预示了人物的命运。

（二）现代文阅读 II （本题共 4 小题，16 分）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在旷野里 （节选）

柳青

朱明山和青年团县工委副书记李瑛，跟着推行李的手车进了离车站二里多的县城，拐过

三两个弯，就到县委会了。

县委会刚开了晚饭。朱明山立刻同许多干部见了面。除了在陕北就惯熟的、新近由组织

部长提成副书记的赵振国，其他干部都很陌生。可这没关系，他会和他们混得很熟。

脸上刻着一条条皱纹、驼着背的赵振国，张罗着叫管理员另准备饭，叫通信员打洗脸水、

泡茶，拉朱明山先到他屋里休息。

朱明山连忙伸出手叫什么都不要动，他自己走到摆在院里的一张桌子前，取了碗筷，盛

了饭，回到赵振国的那一滩滩就地席跟前蹲下来吃饭。

朱明山到桌上去盛第二碗饭时，听见李瑛小声地给她同席的人说：“可朴素啦。准备从

车站往城里扛行李……”

“李瑛同志，你在背后议论旁人什么？”朱明山盛了饭，转身笑说。

李瑛对她同伴伸伸舌头，随即勇敢地站起来，带着羞赧说：“朱书记，我当成你那小皮

箱里有金子，那么点那么沉……”

“没金子，可是有比金子更贵重的东西。”

“啥？ ”

“书。”

饭场里一片微笑的脸，朱明山觉得和大家开始熟了。

饭后，朱明山和赵振国把县委会所有地方看了看，就在院子里乘凉。他们把裤子卷得像

短裤一样，光穿个汗背心，抽烟、喝茶、谈话。

“这里到山根底下有多远？”

“到最近的一个山口子四十里，”赵振国放下茶杯，介绍情况，“城北主要是产棉区，

城南原上三个区是产麦区，溜南山根的四个区因为山里流出来的河，有一部分稻田……”



朱明山留心地听着， 自他担负起各种性质的领导职务以来，从不愿在最简单的基本情

况上重复地问人。当他听到县里还有稻田时，立刻觉到这对他是种完全新的东西。



“稻田很多吗？”

“多是不多，”赵振国见书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谈兴更大地说，“这里一年种两茬庄

稼，庄稼的样数可没咱陕北多；群众又从主要的里头抓主要的，把大部分本钱和工夫都纳上

去……”

“就是说，一茬主要的庄稼瞎了，生活就成大问题了？”朱明山坐在躺椅上，身体却朝

前倾着，两手捧着一个茶杯，在黑夜里探头注视着副书记。

“对，”赵振国咽了一大口茶，兴致勃勃说，“不像陕北说的，坡里不收洼里收。”

朱明山连连点头说：“我们做工作就要抓住这种特点。你到这里就在县上吧？”

“不啊，乍解放那阵在区上，”赵振国好像对自己的经历很生疏似的回忆着，伸出手用

指头计算着，“我看：剿匪、减租、反霸，反霸以后才到县上。”

“那你对老区干部和新区干部都摸得很熟啊！”朱明山高兴得眼里闪着光。

“熟顶甚？”赵振国显出苦恼的样子，“熟也是老婆婆的家务账，又没个头绪。土改以

前没指望，土改以后我倒抓得紧，给地委一连打了几回报告，要求学习，结果常书记倒给调

走了。我看我大约要不大不小犯上个错误，才能离开这……”

朱明山以前熟悉的赵振国那股牛性子，又在这里看到了。他解释说：“这是个普遍问题，

要慢慢一步一步解决，不过主要的还要看在工作中学习。”

“那也要有个底嘛，一摊子不知从哪达抓起哇，”赵振国苦恼地诉说着，后悔莫及地说，

“在陕北工作了那么多年，没注意学习，真是冤枉！那阵众人见你随常夹一本厚书，还笑你

冒充知识分子哩。”

朱明山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忍不住笑了笑。

“各人有各人的情况，”朱明山毫不感到有什么值得自负地问，“嫂子和娃娃们都来了

吗？我记得你的娃娃还不少……”

“来了就养了一个娃了，”赵振国负担沉重的样子，好像他的烦恼这时集中到这一点上，

我老婆斗大的字不识得一个，往哪达送去？就算有个地方送，娃娃们又往哪达填？”他抽着

一支烟，加添说，“不是咱熟，我不和你说这些。”

“我知道。”朱明山知道他从来就是一个不愿诉苦也不愿多解释的人。他的缺点就是有

时有些简单化和执拗。朱明山听了他的苦恼，亲切地安慰说：“在新局面里发生了许多问题，

慢慢都要解决的；咱们的新国家成立还不到二年。”



赵振国显然不愿沿着这股线继续谈下去，就问：“关于干部思想方面，总的情况地委知

道吧？”

“德麟同志大致谈过一下。”

“我就是典型。”

“看你又来了，”朱明山伸手在他的光腿上拍了一拍，“你才还说着，我又不是不了解

你？ ”

赵振国略带惭愧地笑笑，然后郑重其事说，“老区干部没文化，一套老经验已经使唤完

了。新干部起来了，有文化，虽说有些不实际，劲头大，开展快……”

“这是好事情。”

“因此老区来的干部苦恼。怎办哩？土改完了争取战争胜利，而今土改完了路长着哩，

一眼看不到头，模糊得很，复杂得很。你给大家讲社会主义，大家要解决眼前的问题，什么

都是问题……”

“都是些什么具体问题呢？”朱明山在军队里养成一种习性，不管情况多么危险复杂，

总是注意保持着平静。

于是赵振国谈起一些具体的人和事。他有时谈得苦恼，有时谈得气愤，用手掌响亮地打

着他的光腿。

朱明山陷入了沉思，他的头脑已经被赵振国用许多具体事实所说明的那些问题盘踞了。

“我看干脆把这伙老土一脑子都调去学习算了。”赵振国烦躁地说。

“那怎么行呢？”朱明山不同意地看了眼副书记。朱明山心里想的是：茫然不知所从自

然不行；形式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浪费群众的热情也不行。他说：“调学习的也要，可是不

管学习也好、工作也好，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他给赵振国解释没有真正懂得社会主义又

懂得眼前该怎么办的人，社会主义总是遥远模糊的道理。“我今天在火车上看见群众爱国主

义的热情那么高，就想我们一定要教育干部，怎么把这种宝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

去。”

（本文创作于 1953 年，发表于《人民文学》2024 年第 1 期，有删改）

【注】小说故事的背景是 1951 年 7 月初，地点是陕西渭河平原某县。

【小题 1】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中塑造了朱明山这个作风扎实、工作务实的党的干部形象，他刚到任就深入群众，与

干部谈话，了解当地生产情况。
 

B. 文中朱明山与赵振国关于当地粮食生产的对话，反映了当地农业生产落后，农民只能靠

天吃饭的严峻形势。
 

C. 文中赵振国说“我就是典型”，表明他是一个以身作则、服从组织安排、听从革命需要

的基层干部的“典型”。
 

D. 文章结尾段体现了朱明山面对昔日老战友的苦恼、抱怨，面对眼前的烂摊子，沉着冷静，

一针见血指出问题的根源。

【小题 2】下列对文本相关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运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使用的叙述方式，增强叙述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使叙

述更加丰富和曲折。
 

B. 文章通过对李瑛、赵振国语言、神态的描写，侧面表现朱明山爱好读书、重视学习，突

出   “学习”对于工作的重要性。
 

C. 文中故事情节的发展主要是靠对话来推动的，读者能在他们的对话中，感受到人物内心、

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矛盾。
 

D. 文章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如当地的庄稼种植、收成情况与陕北的对比，老区干部和新干

部的对比，以此凸显主题。

【小题 3】有评论认为，柳青小说的语言风格“朴素简约”，请结合本文简要说明。

【小题 4】“对于作家，一切归根于生活”，是柳青发表于《人民文学》1952 年第 6 

期《和人民一道前进——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一文中的

观点。本文是如何体现这一理念的，请简要分析。

[知识点]

中国现当代小说

[答案]

【小题 1】 C



【小题 2】 A

【小题 3】 示例：

①善用口语和方言俚语。如运用“稻田很多吗？”等口语，简练通俗，平淡质朴；“溜南

山根”等方言的运用，使小说语言富有乡土气息，朴素自然。

②多用短句，简明质朴。如“没金子，可是有比金子更贵重的东西。”等句子简短干净。

③叙述平实，少用修辞。如“县委会刚开了晚饭”等句子，只是叙述客观事实， 不作铺排

和渲染。

【小题 4】 ①取材于现实生活。故事发生在新中国建设初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地点

是陕西渭河平原某县，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②日常生活描写与时代命题紧密关联。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使小说充满烟火气息，

真实反映了时代变动中基层干部面临工作学习、家庭生活、自身进步等一系列矛盾冲突，

紧扣时代命题。

③塑造的人物形象贴近生活。县委书记朱明山、赵振国副书记、团委青年干部李瑛等，都

性格鲜明，带着时代的烙印。

④小说创作主题源自现实。反映了新中国建设初期的时代之变以及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教育和引导干部农民“跟上时代”，蕴含时代精神。

[解析]

【小题 1】

本题考查学生对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能力。

C．“表明他是一个以身作则、服从组织安排、听从革命需要的基层干部的‘典型’”说

法错误， 小说中赵振国说“我就是典型”应该是指工作中有负面情绪、思想方面有问题的

干部。

故选 C。



【小题 2】

本题考查考生理解情节和表现手法等的能力

A．“文章运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使用的叙述方式……使叙述更加丰富和曲折”说

法错误，本文只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叙述也并不曲折。

故选 A。

【小题 3】

本题考查学生体会语言风格的能力。

（1）善用口语和方言俚语。如运用“稻田很多吗？”“多是不多”“啥？ ”“往哪达送

去？”等口语，简练通俗，平淡质朴，符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使人物比较鲜活，突出人

物个性，语言质朴共鸣；“溜南山根”“哪达”“怎办哩？”“熟顶甚？”“还笑你冒充

知识分子哩”等方言的运用，使小说语言富有乡土气息，朴素自然，原汁原味，能够很好

的体现地方特色和风土人情，增强小说的阅读效果，使读者产生共鸣。

（2）多用短句，简明质朴，干净利索。如“没金子，可是有比金子更贵重的东西。”

“啥？”“书”“看你又来了，”“取了碗筷，盛了饭”等句子简短干净，使文章富有节

奏感，具有音韵美，读起来朗朗上口。

（3）叙述语言平实自然，少用修辞，不是雕琢。如“县委会刚开了晚饭”“朱明山立刻

同许多干部见了面”“德麟同志大致谈过一下。”“我看干脆把这伙老土一脑子都调去学

习算了。”等句子，只是叙述客观事实， 不作铺排和渲染，使读者读起来轻松、自然。

【小题 4】

本题考查学生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的解读的能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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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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