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汾市 2024 年高考考前适应性训练考试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 小题，18 分）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在 1989 年发起的“可视人计划”中，首次提出了“虚拟数字人”

一说法。国内与之相关的说法首次出现在第 174 届香山科学会议“中国数字化虚拟人体科技

问题”讨论中。从时间上看，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虚拟数字人”这一名称的首次提，都

发生在医学领域。

随着我国对“虚拟数字人”的不断深入研究，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发布的《20

年虚拟数字人发展白皮书》中所阐述的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虚拟数字人”成为各行业关注

的新对象。白皮书中对“虚拟数字人”的定义虽没有进行明确界定，但是建设性的指出“虚

拟数字人”是指具有数字化外形的虚拟人物。与具备实体的机器人不同，“虚拟数字/依赖

显示设备而存在。”“虚拟数字人”应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拥有人的外观，有特

定的相貌、性别和性格等人物特征；二是拥有人的行为，具有用语言、面部表情和肢体作表

达的能力；三是拥有人的思想，具有识别外界环境并能与之交流互动的能力。从目前产业发

展现状来看，白皮书中所提出的前两点特征已是“当下虚拟数字人”所普遍具备的而第三点

特征却只是“强 AI”（人工智能）才具有的，文创行业内并未将其作为是否属于“拟数字

人”的硬性划定标准。

有关虚拟数字人的分类，行业内普遍认可以技术为导向的分类方法。在产业实践中，将

虚拟数字人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非交互型虚拟数字人，第二类是智能驱动型虚拟数人，第

三类是真人驱动型虚拟数字人。这三种类型的划分在于终端对语音动画生成和处方式上的差

异。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虚拟数字人又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服务型虚拟数字人，

另一类是身份型虚拟数字人。近些年身份型虚拟数字人越来越成为行业内的发展热点，人们

所熟知的“洛天依”就是身份型虚拟数字人。

另一种分类方法是以虚拟数字人与现实的对照状态为参照的分类方法。第一类为在世类

虚拟数字人，例如百度 APP 联合演员龚俊发布的数字人“俊俊”。第二类为创造类虚拟数字

人，例如天猫品牌日的数字主理人“AYAYI”（超写实虚拟数字人）。第三类为传奇类虚拟

数字人，例如数字王国发布的“虚拟邓丽君”。

（摘编自袁梦泽《拟像视角下虚拟数字人审美研究》）



材料二：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作出部署，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要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改造

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指出要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如此密集的信息发

布，传递出博物馆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的决心。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体、理念和

方式都发生了巨大改变，所以博物馆推进数字化转型是由内而外、脱胎换骨地蜕变。这正是

我国博物馆在硬件条件全面提升的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2022 年 7 月 22 日，中

国国家博物馆首个虚拟数字人“艾雯雯”通过短视频正式和观众见面。“艾雯雯”名字寓意

以 AI（人工智能）为技术基础，展示对文明、文化、文物的喜爱，对文博工作的热爱。艾

雯雯身穿的“新青年”T 恤，字样来源于国博馆藏的《新青年》封面，展示了新时代新青年

的精神信仰。

不难发现，目前博物馆推出的数字人相对简单。以视频展示为主，尚未真正做到与观众

自由交流互动；制作周期相对较长，后续发展乏力，亟待资金、技术、内容策划等统筹协调，

深入推进、对于博物馆而言，数字人应用集中在“宣传展示型”代言人和“观众服务型”引

导员的虚拟人应用场景上，因此，我们需要关注数字人给博物馆带来的新型服务功能，以及

其背后存在的问题。

作为博物馆数字人，既需要美观的皮囊，又需要有趣的灵魂。现实案例中，博物馆数字

人外形趋同，依旧没有脱离“美女主播”“美女讲解员”的传统形象，真正实用的数字人应

该是“智慧”的。博物馆在数字人应用探索中应关注美丽外表背后 AI 技术的应用，如智能

对话中的意图、槽位、语料等设计，专业语料库的建设等。数字人的“智慧”问答体现在对

每个意图设计和问法语料的丰富程度上。专业语料越充沛，人机对话效果越好。然而，市面

上没有一款专门为博物馆或文博单位定制的成熟产品。配套的基础数据不足，导致博物馆数

字人只有“颜值”，缺乏“内涵”。技术公司的探索固然重要，但博物馆对于文化遗产知识

的研究与积累、解读更重要。在内容构建中，博物馆要开展大量的基础性工作，给智慧模型

进行“信息投喂”。所谓“博物馆知识”信息目前分为两类。一是交通信息、开放信息、服

务设施等服务型信息；二是展览信息、展品信息、历史等知识型信息。这其中既有通识，又

有专业知识。这些信息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收集、整理、解读等处理，并对非结构化的自然语

言进行结构化处理。整个数字人智慧模型构建的过程，需要专业的智能化内容生产平台和智

能对话管理平台等技术支撑。



虚拟数字人的制作不只是简单的技术堆砌，还需要结合大众审美，融合多门学科知识，

如心理学、艺术学等，是跨学科的挑战。博物馆数字人组织建设是系统性建设工作，需要博

物馆多个职能部门的通力配合：不仅是技术部门，还需要展览策划部门、社会教育部门、开

放服务部门、文创开发部门等相互配合。例如，文博专业知识语料库建设，需要将晦涩难懂

的内容解读得通俗易懂，需要研究员的基础性研究，讲解员的讲解词撰写，还需要非结构化

到结构化的自然语言转化。基于博物馆真正业务的底层需求，打造专属的数字人服务模式，

才能使应用场景创新落地。

（摘编自孙芮英《文博数字人创作与应用探索》）

【小题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虚拟数字人”因医学科技发展需求而提出，随着研究的深入，“虚拟数字人”可使用

的领域已逐渐向外拓展。
 

B. 拥有人的外观、人的行为、人的思想，这些特征是“虚拟数字人”必须具备的，尽管第

三点并不是硬性划定标准。
 

C. 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指出：要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博物馆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

博物馆将实现高质量发展。
 

D. 由于资金、技术以及内容策划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博物馆推出的数字人无法完全满足宣

传展示和服务观众的需求。

【小题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对“虚拟数字人”做出界定，发布的白皮书中指出“虚拟数

字人”是指具有数字化外形的虚拟人物。
 

B. 博物馆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时代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主体、理念等发生巨大改变的必然结果，

身份型虚拟数字人“艾雯雯”应运而生。
 

C. 开展大量基础性工作，建设充足的专业语料库，完善配套的基础数据，博物馆就能推出

既有“颜值”又有“内涵”的虚拟数字人。
 

D. 虚拟数字人的“智慧”与 AI 技术在智能对话设计和专业语料库建设中的应用程度密切相

关，专业语料越充沛，人机对话效果越好。

【小题 3】下列选项，最能体现虚拟数字人“有趣的灵魂”的一项是（ ）



A. 伽瑶作为“云游敦煌”的首位数字讲解员，能随时随地跟线上游客交流敦煌文化知识，

带领更多人领略敦煌文化的魅力。
 

B. 中国首个原创虚拟学生华智冰，是一名扎着马尾辫，背着红色双肩包，穿着白板鞋的女

生，其面容、旁白均由 AI技术生成。



 

C. 数字公司在节目后台运用动捕技术，将生动可爱的实习数字主持人“小漾”带到《你好

星期六》舞台上，与台下观众互动。
 

D. 导演卡梅隆精心打造《阿丽塔：守护天使》中的虚拟卡通人物阿丽塔，为了细节真实，

做了 1000万根头发和 500万个毛孔。

【小题 4】根据材料内容，下列选项对下面表格的解读不恰当的一项是（ ）

部门名称 展览策划与

研究部门

① 开放服务部

门

信息技术部

门

部门职能 博物馆展览

大纲展品背

后的故事挖

掘与撰写等

讲解词撰写、

通俗化解读、

观众反馈的

汇总与分析

等

开放服务信

息，包括交

通、开放信

息、设施、

餐饮服务等

信息

②

相关专业 历史学、考古

学……

教育学、心

理学、社会

学……

管理学、经

济学、社会

学……

计算机硬件、

软件开发、信

息系统集成、

数据处理……

A. 根据材料内容，①处指的是“社会教育部门”。

 

B. 根据材料内容，②处可填“处理相关信息，提供技术支撑等”。

 

C. 博物馆数字人建设涉及诸多部门和专业，需要多部门联动进行分工合作。

 

D. 博物馆数字人建设以信息技术部门为核心，着力搭建专业技术平台。

【小题 5】作者采用哪些方法证明我国“博物馆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请简要分析。

[知识点]

学术论文

[答案]

【小题 1】 D

【小题 2】 C

【小题 3】 A



【小题 4】 D

【小题 5】 ①借助事实论据证明。如数字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各种类型数字人的出现，表

明博物馆数字化转型是必然趋势，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

②列举国家政策，引用权威言论证明。如国家密集出台系列政策，要求“实施国家文化数

字化战略”。

③根据现状进行逻辑推论。为更好地弘扬民族文化，吸引观众，博物馆“需要关注数字人

给博物馆带来的新型服务功能”。

[解析]

【小题 1】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A.“因医学科技发展需求而提出”强加因果，原文是说“‘虚拟数字人’这一名称的首次

提出，都发生在医学领域”，并未说“因……而提出”。

B.“必须具备的”过于绝对，应是“宜具备”，而非“必须具备”。

C.“明确指出”曲解文意，原文只是表明“如此密集的信息发布，传递出博物馆数字化转

型势在必行的决心”，并未“明确指出”。

故选 D。

【小题 2】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和理解材料内容的能力。

C



.“博物馆就能推出既有‘颜值’又有‘内涵’的虚拟数字人”错误。依据原文“专业语

料越充沛，人机对话效果越好。然而……导致博物馆数字人只有‘颜值’，缺乏‘内

涵’。技术公司的探索固然重要，但博物馆对于文化遗产知识的研究与积累、解读更重要。

在内容构建中，博物馆要开展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可知，“博物馆就能推出既有‘颜值’

又有‘内涵’”说法绝对。

故选 C。

【小题 3】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中概念的含义的能力。

A.“伽瑶”作为数字人，具有专业的敦煌文化知识，能随时随地与观众交流，体现了数字

人“有趣的灵魂”这一特征。

B.突出的是“美观的皮囊”，不能体现其“智慧”，所以不符合“有趣的灵魂”这一特征。

C.“数字公司在节目后台运用动捕技术”不是“小漾”的“智慧”，所以不符合“有趣的

灵魂”这一特征。

D.是阐述虚拟卡通人的投入是巨大的，与“灵魂”无关。

故选 A。

【小题 4】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和概括材料内容的能力。

D.“以信息技术部门为核心”错，根据“技术公司的探索固然重要，但博物馆对于文化遗

产知识的研究与积累、解读更重要”可知，技术部门并非核心部门。



故选 D。

【小题 5】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材料的论证方法的能力。

①借助事实论据。结合“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体、理念和方式都发生了巨大改

变，所以博物馆推进数字化转型是由内而外、脱胎换骨地蜕变。这正是我国博物馆在硬件

条件全面提升的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2022 年 7 月 22 日，中国国家博物馆

首个虚拟数字人‘艾雯雯’通过短视频正式和观众见面”可知，“博物馆数字化转型”有

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作者用数字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各种类型数字人的出现等事实论证了

博物馆数字化转型是必然趋势，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

②列举国家政策、引用权威言论。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23 年 2 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可知，分析博物馆数字化转型的

必要性，再引用国家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及重要观点，证明这是国家重要方针之一。

③根据现状进行逻辑推论。“目前博物馆推出的数字人都相对简单，以视频展示为主，尚

未真正做到与观众自由交互……因此，我们需要关注数字人给博物馆带来的新型服务功能，

以及其背后存在的问题”，作者从博物馆自身发展的需求来分析当前数字人存在的问题，

指出需要对其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转型。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7 分）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黑瓷枕

王宇

穆天伦双手举起油黑发亮的瓷枕，三步跨出铁匠铺，抖动手臂，用力一甩，只听“咔嚓”

一声脆响，瓷枕碎片飞溅在乌驼镇的青石板街头。

街坊邻居观之，摇头，唏嘘，不解。

“穆掌柜，一套四合院就这么砸没了。”说话的是一个精瘦老头儿，弯下腰，拣起一块

残片，瞧了又瞧，长叹一声，“这是宋朝磁州窑的珍品，民间流传甚少，只要脑袋焐热瓷枕，

就会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去浊气，助睡眠。”

老头儿的话还没说完，从人群中闪出一个壮硕的中年汉子，双眼暴突，脸如锅底：“爹，

你仇富仇到自家头上了？”穆天伦眉毛上扬，看了一眼儿子穆斗，仰头大笑：“养家过日子



离不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要这破玩意儿干啥。”说完，慢腾腾地回屋去了。穆斗站在青石板

街上，嘴角不停抽动，脸上涌起层层波纹。



穆家祖传铁匠手艺，大到耕田的犁耙，小到精巧的掏耳勺，样样都能拿出手。乌驼镇人

认定了穆家铁器，青石板街头再无第二家铁匠铺。

穆斗没上过学堂，可天资聪颖，是锻铁的好料子。穆天伦倾囊相授，穆斗心领神会。而

立之年的穆斗，打铁技术已经超过了他爹，尤其是淬火技艺，堪称一绝。不过，穆斗心眼儿

太活泛，偶尔会在淬火细节上做文章，所造铁器好看，不耐用。穆天伦看在眼里，抡锤砸铁，

训诫穆斗。穆斗倒也听话，立行立改。

穆天伦年过七旬，抡不动大锤，就在乌驼镇的南街新开了一家铁匠铺，交给穆斗经营，

自己蹲守东街铁匠铺，零敲碎打，弄几件铜勺铁铲。闲暇时，泡一壶老茶，躺在老木床上，

看着青石板街上人来人往。

穆家铁匠铺的老木床说是床，其实是一块长六尺宽三尺厚五寸的榆木板，灰不灰黑不黑，

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床头摆放的瓷枕和榆木板一样苍老，两头翘中间凹，上大下小，暗藏着

蝙蝠图案，形如涂满黑漆的元宝。据说，瓷枕是祖上传下来的，一年四季枕不离床，床不离

枕，黑不溜秋地摆放在铁匠铺门口，从没有人正眼瞧过。打铁是个辛苦活儿，干累了，穆天

伦就把脑袋搁在瓷枕上，眯一会儿，展展腰，铆足了劲儿，再干。

说不清是哪一天，做古董生意的精瘦老头儿脚踏青石板，站在铁匠铺前，不看铜勺不买

铁铲，冷眼盯着瓷枕看，时而蹙眉，时而颔首。天上落雨，打在青石板上，老头儿浑然不知。

也不知过了多久，老头儿双手抱拳，满脸堆笑：“掌柜的，出让瓷枕吗？价钱好商量。”穆

天伦在老木床上坐着，上下打量着老头儿：“这里是铁匠铺，不卖瓷器。”老头儿走进一步，

悄声说：“瓷枕归我，所得银钱你可以再建一家铁匠铺子。”穆天伦朗声长笑，挥手，送客。

穆家有值钱瓷枕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穆斗当然也听到了这个好消息，只是他一言不发，

和往日一样，抡大锤，造铁器，淬火工序做得一丝不苟。

那老头儿像中邪似的，不肯离开乌驼镇，三天两头去东街。穆天伦不甚其烦，扬言要砸

碎瓷枕。穆斗深知他爹的脾气，扔下大锤奔东街而来，可还是迟了一步。

入夜，风轻，蝉鸣，伸手不见五指。穆斗睡不着，沿街而行，不知不觉就走到东街铁匠

铺，屋里灯火还亮着，似有人语。穆斗凑近窗口看，穆天伦和那个精瘦老头儿相谈甚欢，老

木床上赫然摆放着眼熟的瓷枕。穆斗打小就在铁匠铺玩耍，成天把瓷枕当马骑，长大后学打

铁，困了累了，就枕着瓷枕，躺在老木床上养身。摇曳的灯光下，他还看见木床上摆放着一

沓银票。尽管他也见过银票，但从没见过这么多银票堆放在一起。

“穆掌柜的这一招瞒天过海实在高明，老夫佩服。”

“实不敢当，斗大的字我不识一布袋，枉活一世人，感谢你成全了我的一桩心事。”



两人的对话云里雾里的，穆斗听不明白。老头儿喝尽最后一口茶，把瓷枕装进褡裢，起

身要走。穆天伦顺手拿起银票塞进袖口，开门送客。穆斗悄悄退下，躲进墙角，屏声静气，

却止不住心头一阵狂喜。他想，老爷子就是精明，害怕别人眼馋，闹出什么事端来，才演了

一出当众怒砸瓷枕的好戏。细细地想，又不对劲儿，他是穆家的独苗，有啥事也不能瞒着他。

青石板街头传来几声犬吠，惊醒了正在沉思的穆斗。他紧走几步，推门进屋：“爹，从

今往后，咱家有好日子过了，不用打铁了吧。”穆天伦瞅了儿子一眼，脱鞋，上炕：“打铁

人不打铁干啥？不早了，你回去吧。”穆斗搓了搓手：“爹，你的袖口鼓鼓囊囊的，藏啥好

东西了？”穆天伦一愣，随即脱了衣衫，抖了又抖，啥都没有。穆斗无语，悄然离去，从此

很少再去东街铁匠铺。

两年后，北街建成了一所学堂，待开蒙的孩子都可以免费听先生讲学。听到这个消息后，

穆斗扔下大锤去东街铁匠铺，只见穆天伦的鼻梁上架一副老花镜，佝偻着脊背，正在锻造一

把戒尺。

【小题 1】

1.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小说以穆天伦用力甩出瓷枕开头，“咔嚓”一声脆响引出故事，同时引发读者的好奇。
 

B. 街坊四邻摇头、唏嘘、不解，表现出周围人们对穆家拥有黑瓷枕这件事情的不屑一顾。
 

C. “黑瓷枕”事件紧紧牵动着穆斗的情绪，他时而狂喜，时而暴怒，反映人物心理的变化。

 

D. 榆木床板上苍老的黑瓷枕看似普通，但外形和其上蝙蝠图案都暗示了它的价值不菲。

【小题 2】

1. 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小说通过动作、神态等描摹了精瘦老头见到“黑瓷枕”后的痴迷与忘情，侧面写出穆家

祖传下来的“黑瓷枕”十分珍贵。
 

B. 入夜后，寂静、“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描写渲染了黑暗神秘的氛围，烘托了穆斗紧张

烦躁的心理，推动情节向前发展。
 

C. 倒叙手法在小说创作中十分常见，本文开篇先交代“黑瓷枕”被砸，设置悬念，这与鲁

迅《祝福》一文的叙述手法相同。
 

D. 小说语言简洁凝练、言简义丰，长短句错落，雅俗有致，与茹志鹃小说《百合花》清新

自然、富有诗意的语言风格迥异。



【小题 3】



1. 小说的结尾看似与“黑瓷枕”无关，实则交代了卖掉“黑瓷枕”的前因后果。分析作者

是如何巧妙构建这个关系的。

【小题 4】

1. 穆天伦身上既有传统手艺人坚守传承的匠人精神，又有超越平常的博大情怀。请结合作

品简要分析。

[知识点]

中国现当代小说

[答案]

【小题 1】 B

【小题 2】 B

【小题 3】 ①结尾简洁交代北城建成一所学堂，用穆天伦认真打造戒尺的细节巧妙道出了

他卖掉黑瓷枕的结果和原因。

②文章用“穆斗没上过学堂”“斗大的字我不识一布袋”“感谢你成全了我的一桩心事”

等细节为文末情节设伏，暗示卖出黑瓷枕的前因后果。

【小题 4】 ①穆天伦坚守铁匠本分，将祖传的手艺做到极致，青石板街头再无第二家铁匠

铺。

②穆天伦不仅看重铁匠手艺传承，也注重德行教养。教儿子打铁倾囊相授，儿子在淬火技

艺上做文章，他砸铁训诫，是对匠人精神的坚守传承。

③穆天伦因存有未能读书识字的心事，卖掉祖传的宝贝，开办学堂，让待开蒙的孩子都免

费听先生讲学，他造福于民的行为，与儿子单纯希望卖掉黑瓷枕过好日子的心愿相比较，

体现了超越平常的博大情怀。

[解析]

【小题 1】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B.“不屑一顾”错。根据文意可知，黑瓷枕价值不菲，“街坊邻居观之，摇头，唏嘘，不

解”，体现的是一种惋惜和不解。

故选 B。

【小题 2】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能力。

B.“烘托了穆斗紧张烦躁的心理”错。这里的环境描写，营造了一个充满情感和故事性的

夜间氛围，具有神秘感，衬托出穆斗内心的不平静，“紧张烦躁”过度解读。

故选 B。

【小题 3】

本题考查学生学生分析作品结构及重要情节、语段的作用的能力。

①作者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细节和情节，对“黑瓷枕”的去向留下了悬念。结尾通过穆

斗听说北街建成学堂的消息后的反应，以及穆天伦在铁匠铺锻造戒尺的场景，间接揭示了

“黑瓷枕”被卖掉是为了资助学堂的建立。如此解答了悬念，形成了情节上的高潮和转折，

揭示了“黑瓷枕”的去向和穆天伦的行为结果，巧妙道出了穆天伦卖掉黑瓷枕的结果和原

因。

②根据“穆斗没上过学堂”“斗大的字我不识一布袋，枉活一世人”可知，父子二人均没

有接受过真正的教育；“感谢你成全了我的一桩心事”，暗示了穆天伦心中有一个愿望。

结尾揭示谜底，交代穆天伦在北街建成了一所学堂。文中的这些细节为文末情节设伏，是

穆天伦行为动机的线索，暗示卖出黑瓷枕的前因后果。

【小题 4】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作品的人物形象，评价作者表现出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的能力。



①根据“大到耕田的犁耙，小到精巧的掏耳勺，样样都能拿出手”可知，穆天伦作为铁匠，

将祖传的手艺做到极致，这体现了他对传统手工艺的尊重和坚守；根据“乌驼镇人认定了

穆家铁器，青石板街头再无第二家铁匠铺”可知，在青石板街头，没有第二家铁匠铺能与

穆家的技艺相媲美，这展现了他在专业领域内的卓越和独特性。

②根据“穆天伦倾囊相授，穆斗心领神会”可知，穆天伦看重铁匠手艺的传承；“穆斗心

眼儿太活泛，偶尔会在淬火细节上做文章，所造铁器好看，不耐用”，他对儿子进行教诲

和训诫，“抡锤砸铁，训诫穆斗”，显示了他对匠人精神的坚持，在传授技艺的同时，也

注重德行教养。

③根据“斗大的字我不识一布袋，枉活一世人，感谢你成全了我的一桩心事”可知，穆天

伦因自己未能读书识字而心有遗憾，他选择卖掉祖传的宝贝“黑瓷枕”来开办学堂，让村

里的孩子都能接受教育。这一行为体现了他超越个人利益，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博大情怀。

穆天伦的行为与儿子原本的心愿产生了一定冲突，但他却选择了一条更符合社会责任的道

路。这种情感与理性的平衡展现了他深厚的情感和坚定的理性判断，丰富了角色的内涵，

也加深了作品的主题和情感深度。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

遂伐桀。汤曰：“格女众庶，来，女悉听朕言。匪台小子敢行举乱，有夏多罪，予维闻女众

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众，女曰‘我君不恤我

众，舍我啬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众力，率夺夏国。有众率怠不

和，曰‘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理女。

女毋不信，朕不食言。”以告令师，作《汤誓》。

（节选自《史记·殷本纪》）

材料二：



文王问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虚，一治一乱，所以然者，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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