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届保定市唐县第一中学高三二模语文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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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小题。

20 世纪是我国学者辈出、学术发展成果丰硕的时期，其中，沈从文的名字一定不会令

人感到陌生。他不仅用优美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幅湘西边城的秀丽美景，展示了一个个淳朴真

实的人物故事，同时还深耕物质文化史研究领域，在中国古代的服饰、丝绸、染织、瓷器、

铜器、玉器、漆器、家具等物质文化史专题方面都有所建树，《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就

是其代表作之一。

沈从文首先在博物馆开展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当时设施条件较为艰苦，沈从文硬是“转

了十年”，其间经他过目、研究过的丝绸、地毯、铜器、玉器、瓷器、漆器、家具、绘画等

诸类文物数不胜数。通过大量的基础工作，沈从文大体掌握了这些文物的基本特征和变化发

展规律。随后，他又在对不同类别文物研究的过程中，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行观察、总结、

提炼，寻找文物背后的文化与史实。沈从文指出：“我们的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并注意

它的全面性和整体性。明白生产工具在变，生产关系在变，生产方式也在变，一切生产品质，

式样在变，随同这种种形式的社会也在变。”正是由于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沈从文的服饰史

研究没有仅仅止步于对服饰本身时代、结构、色彩等进行介绍说明，而是从历史发展的大局

着眼，在对服饰形式本身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更为广泛的问题和范围进行进一步探索，力

求发现服饰和穿着者背后的故事及其所蕴含的社会历史信息。

沈从文在研究商代服饰时，发现安阳殷墟墓出土的人形雕像“辑录了较多用不同材料反

映不同衣着体型的商代人形”,“这些人形，不仅反映商王朝不同阶层，可能还包括甲骨文

中常提到的征伐所及，即当时与商王朝对立的各部族”。他注意到，在殷商时期，殷王朝

“主要征伐的对象有两个，即西南的戎羌和东南的淮夷。至于荆蛮成为征伐对象，时间似较

后。这些在玉、石、铜上的人物形状，可能有一部分正是各个敌对而又强有力的西羌和东夷

人形象。特别是铜器上的卷发人形，必有寓意，不会是偶然出现的”。在这一研究中，他通

过对稍早时期商代人形雕像服装的研究，引发了对穿着者身份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历史文化的

考察，不仅搞清楚了当时服饰的阶层信息，同时也加深了对商代社会历史环境状况和早期民

族分布的了解，而且还令研究内容结论更加真实可信，可谓以小见大。



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史籍。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文献内容虽然比

较多，但是大多都并未从当时历史环境角度对服饰名物进行记述，其记载带有一定的简单性

和片面性。面对这类问题，沈从文并未仅将收集到的所有证据素材简单堆砌、排队了事，而

是坚持对具体服饰问题进行细致研究，去伪存真，得出结论。譬如，唐代妇女中十分流行的

披帛，在多种文献和壁画等资料中都有记录和体现，但不同记载中披帛出现的时期出入较大。

他通过对多种文献、文物进行对比研究，认为一些古人在“谈日用器物历史起源”时，“多

喜附会”,“用矜博闻，而总是虚实参半”。他认为，对于一些空泛的文献记载不能照章全

信，而需在研究鉴别后选择利用，继而认为唐式披帛的应用虽早见于北朝石刻石窟造像，

“但在普通生活中应用，实起于隋代，而下至五代，宋初犹有发现”。沈从文认为：“我们

说学习思想方法不是单纯从经典中寻章摘句、称引理论，主要是从实际出发，注意材料的全

面性和不断发展性。若放弃实物，自然容易落空。”沈从文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基本都是

因循上述原则完成的。

从沈从文学术研究的成功历程来看，除了用正确的历史观指导治学实践，他还掌握了有

效的研究方法。

“很多工作都是要靠方法，方法对了头，那么说服力就强。”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

方法，是以王国维等学者们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为基础，在自身长期的学术研究实践中加

以灵活运用和总结提升而形成的。他将原来“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即地上

地下两种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历史问题的方法，拓展为用传统文献结合文物研究历史问题的方

法。他认为，“王静安先生对于古史问题的探索，所得到的较大成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新

的工作指标”。在研究过程中，“单从文献看问题，有时看不出，一用实物结合文献来作分

析解释，情形就明白了”，“‘以书注书’方法是说不清楚的，若从实物出发，倒比较省

事。”沈从文还形象地指出，“（文物）十分显明是可以充实，丰富、纠正‘二十五史’不

足与不确实的地方，丰富充实以崭新内容，文献上的文字是固定的，死的，而地下出土的东

西却是活的，第一手的和多样化的。任何研究文化、历史的朋友，都不应当疏忽这笔无比丰

富的宝藏。”这无疑更加强调重视文物在学术研究中的积极作用，充分体现了他以文物为主

导、结合文献进行研究的治学方法。

面对 20 世纪以来全国各地出土数量空前的大批服饰文物，沈从文在惊喜的同时，也很

快发现仅依靠历史文献记载进行研究而存在的问题由此有望得到解决，“前人千言万语形容

难以明确处，从新出土的文物中，均可初步得到较为正确的理解。有的形象和史传诗文可以

互证”,“且可充实文献不足处”。根据出土服饰实物、图像、壁画、墓俑等考古资料，沈

从文在一些服饰具体问题的研究上，采用将考古资料分类排比，再结合文献进行“综合分析”

的方法使问题得到解决，或“根据它提出些新的问题”,“由此出发，日积月累，或许还是

一条比较唯物实事求是的新路”。沈从文还依靠“二重证据法”使得诸多文献记载问题也得

到了印证解决，譬如，对深衣“衿”的认识。《方言》记载“绕矜谓之袖”，沈从文说：

“历来从文字学角度出发，对“衿’字解释为‘衣领’，若不从图像上明白当时衣襟制度，

亦始终难得其解。”



（摘编自赵连赏《沈从文的史学观与研究方法略论》）

【小题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沈从文以其优美的文学作品及其在物质文化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而为人们所知。

 

B. 为了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沈从文在博物馆硬是“转了十年”，开展了大量的基础工作。

 

C. 研究安阳殷墟墓出土的人形雕像，有助于了解商代社会历史环境状况和早期民族分布。
 

D. 沈从文在文物研究方法上破旧立新，大胆改革，拓展了文献与文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小题 2】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 中国古代社会留下的卷铁浩繁的史籍，并未从当时历史环境角度对服饰名物进行记述。
 

B. 如果文物研究只从经典中寻章摘句、称引理论而忽略实物研究，就不能取得研究成果。
 

C. 王国维对古史问题的探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并可作为标杆，但其研究方法仍存在不足。

 

D. 沈从文提出应借助于衣物图像，了解古代衣襟制度，来解决关于“衿”的文献记载问题。

【小题 3】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采用先总说后分论的结构形式，第一段开门见山提出本文的中心论点。

 

B. 文章在阐述观点时，多次直接引用沈从文的话来加以佐证，增强了说服力。

 

C. 文章第四段以唐代披帛为例，论述沈从文在物质文化史研究上秉持的原则。

 

D. 文章第五段承上启下，将论证角度从历史观方面自然过渡到研究方法方面。

【小题 4】请简要概述沈从文的史学观和研究方法。

【小题 5】沈从文对中国古代服饰所作的研究有哪些意义？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看法。

[知识点]

学术论文

[答案]

【小题 1】 D



【小题 2】 D

【小题 3】 A

【小题 4】 ①史学观：秉持正确的唯物史学观，从实际出发，并注意研究的全面性、整体

性和发展性，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行观察、总结、提炼，寻找文物背后的文化与史实。

②研究方法：灵活运用和提升“二重证据法”，将考古资料分类排比，再结合文献进行综

合分析。（或答：以文物为主导、结合文献进行研究。）

【小题 5】 ①沈从文对古代服饰的研究，促进了对相关社会历史文化或社会生活的考查与

研究。②他对古代文献中有关服饰名物的简单性和片面性的记述，进行了去伪存真的辨析，

并得出结论，充实、丰富、纠正了“二十五史”中相关内容不足与不确实的地方。③沈从文研

究中国古代服饰体现出的史学观和研究方法给后来的学者树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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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破旧立新”错，原文是“以王国维等学者们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为基础，在自身长

期的学术研究实践中加以灵活运用和总结提升而形成的”，可见沈从文的文物研究方法并

非“破旧立新”。

故选 D。

【小题 2】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A.扩大了范围，原文是“但是大多都并未从当时历史环境角度对服饰名物进行记述”，范

围是“大多”而不是全部。



B.“就不能取得研究成果”错，过于绝对，原文是“若放弃实物，自然容易落空”，“容

易落空”不意味着就一定“不能取得   研究成果”，只是可能成果不够理想。

C.“但其研究方法仍存在不足”错，于原文无据。原文“单从文献看问题，有时看不出，

一用实物结合文献来作分析解释，情形就明白了”，“‘以书注书’方法是说不清楚的，

若从实物出发，倒比较省事”只是表明了沈从文的研究方法，并没有指出王国维研究方法

的不足。

故选 D。

【小题 3】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A.“第一段开门见山提出本文的中心论点”错，第一段只提出了论题，中心论点是在分论

中具体体现的。

故选 A。

【小题 4】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信息的整合和对内容的理解、概括能力。

①史学观：结合“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他又在对不同类别文物研究的过程中，对社会历

史发展规律进行观察、总结、提炼，寻找文物背后的文化与史实”“必须从实际出发，并

注意它的全面性和整体性”可知，秉持正确的唯物史学观，从实际出发，并注意研究的全

面性、整体性和发展性，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行观察、总结、提炼，寻找文物背后的文

化与史实。



②研究方法：结合“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方法，是以王国维等学者们提出的‘二重证

据法’为基础，在自身长期的学术研究实践中加以灵活运用和总结提升而形成的”“采用

将考古资料分类排比，再结合文献进行‘综合分析’的方法使问题得到解决”可知，灵活

运用和提升“二重证据法”，将考古资料分类排比，再结合文献进行综合分析。

【小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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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根据“沈从文的服饰史研究没有仅仅止步于对服饰本身时代、结构、色彩等进行介绍说

明……对更为广泛的问题和范围进行进一步探索，力求发现服饰和穿着者背后的故事及其

所蕴含的社会历史信息”可知，沈从文对古代服饰的研究，促进了对相关社会历史文化或

社会生活的考查与研究。

②根据“其记载带有一定的简单性和片面性。面对这类问题，沈从文……坚持对具体服饰

问题进行细致研究，去伪存真，得出结论”“（文物）十分显明是可以充实、丰富、纠正

‘二十五史’不足与不确实的地方，丰富充实以崭新内容”可知，他对古代文献中有关服

饰名物的简单性和片面性的记述，进行了去伪存真的辨析，并得出结论，充实、丰富、纠

正了“二十五史”中相关内容不足与不确实的地方。

③从沈从文学术研究的成功历程来看，除了用正确的历史观指导治学实践，他还掌握了有

效的研究方法，这些给后来的学者树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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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1 的报告

刘帆

大约三十五年前，我读到一个发生在天津卫的故事。政事是讲代号“0471”特务被抓的

前前后后。因为事关刘青山、张子善，所以，我至今记得。

这两个“大名鼎鼎”的人，他们离开人世，已七十年了。七十年过去还说他们干嘛？不

是要说他们干嘛，而是我的手头有一份触目惊心的报告，使我突然想起那年读到的故事：一

些人没有被“糖衣炮弹”击中，一些人却被击中了。



我想，0471特务说的话，有些道理。



道理在哪？先说说故事。情况是这样的：

1950年 1月，刘青山、张子善调入天津主政，前者担任地委书记，后者担任行署专员。

起初，人们并不知道二人恁地“厉害”。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千头万绪，百废待兴，

大家都是从艰苦斗争中过来的人，谁不放心啊！然而，他们刚一到任，就被人盯上了。

盯上他们的人是谁？

原来，1949 年 1 月，平津战役结束，国民党保密局华北工作站就在张家口张贴据募启

事，一个初通文墨能写自己名字的农民，也就是刘婉香，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在训练他成为

破坏分子的时候，国民党对其进行了“职业道德教育”,刘婉香被告知一些潜伏人员要打入

共产党内部的注意事项，比如不能贪钱等。刘婉香感叹：做特务容易，做共产党难啊！

刘婉香潜伏了半年之久，才在 1950年 2月到达天津卫执行暗杀刘青山、张子善的任务。

起初，他认为杀人很简单，因为他熟悉共产党八路军开饭的情形，当官的，当兵的，都

是伙在一堆儿蹲在地上吃，吃食就放在地中间。间或首长要研究工作，也是另蹲在一堆儿一

块吃。乘机投毒下药的计划早已成竹在胸。

可是，等到实施的时候，刘婉香傻眼了，情况变了！他发现刘青山、张子善早已不和群

众一块儿蹲在地上吃饭了，他们在机关大院里的一个小跨院里单独吃饭，菜也变了，做菜的

是天津鸿宾楼的厨子。单独杀他，在吃饭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机会，问题是，情况又变了，他

们吃饭的时候，说不能忍受寂静，居然变态地从天津市找来唱戏唱曲的人，他们要有人唱着

才吃。这给刘婉香的暗杀任务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总之，没有机会近身。

刘婉香总共设计了六次暗杀计划，一次次被刘青山、张子善变态的安排搅黄了。特别是

第四次，可谓计划周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行动是这样的：

国民党保密局大陆京津冀绥地下工作站对刘婉香几次行动失败非常恼火，听说要修建杨

村机场，就指示他要想尽一切办法进行破坏，阻挠和拖延机场建设，要不惜一切代价，杀掉

修建机场的长官。国民党专职特工高长捷以绥远皮货贸易商行董事长的身份租下并住进了大

理道 48 号，目标就是大理道 1 号别墅。刘婉香当时已经成功打进了地委行署，在杨柳青石

家大院做勤杂。后勤的倪科长被他不停地行贿，搞来搞去，倪料长居然将刘婉香从勤杂升格

调整为内勤，接近刘、张更加便利了。刘青山、张子善讲究奢华，挪用公款与商人合伙做生

意，为了对等，二人利用大理道 1号别墅作为与资本家打交道的高级平台。大理道是天津卫

五大道之一，刘、张需要和这些资本家做生意来帮助他们洗钱。住进大理道 48 号的特务想

利用天津卫搬新居“暖居”的名义邀请刘、张赴宴，席间乘机杀掉二人。没想到暖居那天，

刘婉香惊讶地发现刘、张并不在大理道 1号别墅，而是去了杨村机场工地，等到刘婉香赶到

那里的时候，那里早已人山人海。在大理道 1号别墅西装革履的刘、张，在这里却衣衫褴褛，



在前来检查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面前上演了一幕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感人戏，自然这次暗杀行动

计划宣告终结。



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人不死，让工作站感到无颜面对保密局。工作站最后命令刘婉香，

用枪杀不了就用炸药，想尽办法让刘、张毙命，如果再完不成任务你就自裁，自己把自己弄

死。

刘婉香被遇到了绝路，1952 年 1 月，他计划潜逃去新疆阿克苏。他本来早就截留了部

分活动经费，还想领了月薪再走。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时，天津地委和行署召开全体干部

职工大会，传达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刘青山、张子善已于昨日被我党枪决，党取得了反对腐

败纯洁党风的胜利。

刘婉香顿觉阳光穿透乌云，死里逃生。

他跑到接头的茶楼，呈上了情报：报告党国一个好消息，我们一直想杀的刘青山、张子

善，不用杀了，因为共产党已经替我们杀了。感谢共产党！0471报告。

工作站的人嘲笑刘婉香。

刘婉香说，不是俺能力不行，俺杀不了的人，共产党自己却先杀了，你们批评我没有完

成任务，可是，如果国民党反腐倡廉有共产党这么快这么干脆，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了。

这句话我一直记忆犹新。

事实上，这样直白的话，能不记得吗？能不再说说吗？

【小题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 刘婉香作为一个初通文墨的农民，被招募为特务后，在“职业道德教育”中认识到特务

工作的危险性。
 

B. 刘婉香的暗杀计划一次次遭遇失败，这让他感到沮丧和焦虑，最后他因未能完成任务被

勒令自裁谢罪。
 

C. 在得知刘青山、张子善被枪决的消息后，刘婉香顿觉阳光穿透乌云，这体现出他对刘、

张二人的憎恨。
 

D. 最后刘婉香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反腐倡廉方面的对比，揭示了国家长治久安需要反腐倡

廉的深刻主题。

【小题 2】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小说巧妙地运用了反转和设置悬念等手法，使情节发展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B. 小说利用一些历史事实，如解放初期的艰苦斗争等，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



 

C. 小说对刘婉香、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心理刻画，展现了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

 

D. 小说通过刘青山、张子善的结局，总结了腐败导致覆亡的深刻教训，具有警示意义。

【小题 3】小说是采用怎样的视角来讲述故事的？请简要说明。

【小题 4】小说有明暗两条线索，分别是什么？这样处理有什么好处？请简要分析。

[知识点]

中国现当代小说

[答案]

【小题 1】 D

【小题 2】 C

【小题 3】 ①开头和结尾部分以“我”读到的故事和见到的报告为内容，“我”是故事的

参与者和讲述者，是有限视角。②文章的主体部分以作者旁述的方式用第三人称讲述国民

党特务刘婉香实施暗杀的过程，刻画了 0471的心理，如“刘婉香顿觉阳光穿透乌云，死

里逃生”，是全知视角。③文中还通过代号“0471”的特务刘婉香的视角介绍刘青山、张

子善的变化，如“他发现刘青山、张子善早已不和群众一块儿蹲在地上吃饭了……”，刘

婉香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构成了故事的主要内容，通过他的旁观者视角，读者了解

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人的腐败行为和共产党坚决反腐的决心，这又是有限视角。④不同视角

的变化使叙述更加灵活，彰显了行文层次。

【小题 4】 （1）明线：国民党特务刘婉香对刘青山、张子善实施暗杀过程。暗线：刘青

山、张子善腐化变质和被处决的过程。（2）好处：①明暗两条线索交织，使得故事更加

丰富和立体。明线的紧张刺激和暗线的深刻内涵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小说的完整框架。

②这种处理方式也增强了小说的悬疑性和可读性，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保持高度的

兴趣和好奇心。③明暗线索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使得小说在反映历

史背景和时代特征方面更加深入和全面，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使得小说具

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社会启示。

[解析]

【小题 1】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相关内容的分析鉴赏的能力。

A．“认识到特务工作的危险性”错，文中说刘婉香感叹“做特务容易，做共产党难啊”，

可见他是从接受的所谓“职业道德教育”中认识到共产党纪律的严格。

B．“最后他因未能完成任务被勒令自裁谢罪”错，刘婉香是被特务工作站要求完不成任

务就自裁。

C．“这体现出他对刘、张二人的憎恨”错，应该是体现出他不用再执行任务了逃过一劫

的轻松和喜悦。

故选 D。

【小题 2】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相关内容的分析鉴赏的能力。

C．“对刘婉香、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心理刻画”错，小说对刘婉香进行了心理刻画，

没有对刘青山、张子善进行心理刻画。

故选 C。

【小题 3】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叙事视角的能力。

开头前三段中说“大约三十五年前，我读到一个发生在天津卫的故事。……我至今记得”

“我的手头有一份触目惊心的报告，使我突然想起那年读到的故事”“我想，0471特务说

的话，有些道理”，结尾部分说“这句话我一直记忆犹新。”可见，这篇小说首尾段中以

“我”读到的故事和见到的报告为内容，“我”是故事的参与者和讲述者，是有限视角。

文章的主体部分讲述国民党特务刘婉香实施暗杀刘青山、张子善的过程，是以作者旁述的

方式讲述的，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事，是全知视角。



文章主要内容是通过刘婉香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构成的，比如“他发现刘青山、张

子善早已不和群众一块儿蹲在地上吃饭了……”这是通过代号“0471



”的特务刘婉香的视角介绍刘青山、张子善的变化的。小说主体部分通过刘婉香的旁观者

视角，读者了解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人的腐败行为和共产党坚决反腐的决心，这又是有限

视角。

总之，不同视角的变化使叙述更加灵活，彰显了行文层次。

【小题 4】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结构技巧及其作用的能力。

（1）分析小说的线索

这篇小说采用明暗两条线索叙事的。主体部分讲述国民党特务刘婉香对刘青山、张子善实

施暗杀活动的故事，这是明线。伴随着这条明线，还有一条暗线，那就是刘青山、张子善

腐化变质，最后被共产党处决的过程。

（2）好处：

情节结构上，明暗两条线索交织，使得故事更加丰富。围绕明线，小说一直在讲述刘婉香

多次实施暗杀刘青山、张子善，但是都没有成功，尤其是后来，工作站最后命令刘婉香，

如果不能用枪杀死这两个人，就用炸药炸死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刘、张二人毙命。还

说，如果刘婉香再完不成任务就自己把自己弄死。这让读者感到既紧张又刺激；

艺术效果上，由“刘青山、张子善已于昨日被我党枪决，党取得了反对腐败纯洁党风的胜

利”“如果国民党反腐倡廉有共产党这么快这么干脆，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了”分析，这条

暗线具有深刻的内涵。总之，明暗这两条线索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小说的完整框架，也

增强了小说的悬疑性和可读性，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保持高度的兴趣和好奇心。

表现人物和主题上，明暗这两条线索中，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反腐倡廉方面的做法形成鲜明

对比，使得小说在反映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方面更加深入和全面，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复杂

性和矛盾性，揭示了国家长治久安需要反腐倡廉的深刻主题。尤其在今天我国提出“反腐

倡廉”的背景下，这篇小说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社会启示。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1.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材料一：

入①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赞而不急，则缓②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

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来曾有也。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国而霸诸侯，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③中国之贤君。

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四抑而大丑也。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

民。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远臣则吟，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

危矣。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耶？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

禄，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是故江河不

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

非一源之水也。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

（节选自《墨子·亲士》）

材料二：

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饥也。饥寒，人之大害也。救之，义也。人之困穷，甚如

饥寒，故贤主必怜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穷也。如此则名号显矣，国士得矣。

赵简子有两白骡而甚爱之。阳城胥渠处广门之官，夜款门而谒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

医教之曰‘得白骡之肝，病则止；不得则死’。”谒者入通。董安于御于侧，愠曰：“嗑！

胥渠也，期吾君骡，请即刑焉。”简子曰：“夫杀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杀畜以活人，不

亦仁乎？”于是召庖人杀白骡取肝以与阳城胥渠处无几何赵兴兵而攻翟。广门之官，左七百

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获甲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

（节选自《吕氏春秋·仲秋纪八·爱士》）

【注】①入：当为“乂”，治理。②缓；轻慢，怠慢。③摄：同“慑”。

【小题 1】材料二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加句读，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

标号涂黑。

于是 A 召庖人 B 杀白骡 C 取肝 D 以与阳城 E 胥渠 F 处无 G 几何 H 赵兴兵 I 而攻翟

【小题 2】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中国，古代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后称中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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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