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日照市 2024 届高三上学期期中校际联合考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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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题。 

书法作为自由抒发情感的艺术表现形式，必然会融入作者的审美情趣，

表现出一定的情感转移， 因此“移情”便成了书法艺术构思、创作、欣

赏等系列过程中一种重要的艺术转化手段。无论是由外物客观姿态所

产生的意象移情于人，还是人的主观情感移情于书法作品，都有可能

使书家或观者产生诸多不可预见的审美体验。 

外物意象会使书家产生审美移情，这是一个由物及人的审美过程。心

理学实验研究证明，人容易受外在环境影响，从而影响人的心境，并

会产生一定的情感表现。比如许多人遇到阴天下雨， 心情就会黯然， 

意志偏于消沉；遇到晴空万里， 则心情豁然舒朗， 生活富有激情。

这些情形都是外物给人们带来的不由自主的移情体现，书家的艺术创

作中的情感变化亦是如此。书法艺术创作的本质是形式的创作，但形

式的真正来源是自然界，只有自然界丰富的变化形态才提供了创造新

形式的一切可能。中国古代书家很注意观物，并转移到内心观照。黄

庭坚寓居安元寺时， “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书

家看到大自然中外物的某些色彩或形态变化，会不由得“触景生情”， 

产生艺术冲动， 付诸艺术创作。 

人的主观情感会移情于书法作品，这是一个由人及物的审美过程。 

首先，书家在书法实践中会有移情体现。书家把其心性、修养、情感

倾注于创作当中，心理伴随着生理的不自觉模仿，从而产生反映主体

性格与情趣的作品面貌。反过来说，作品也通过它的表象特征与内在

特质间接地展现了艺术家的精神之美。朱光潜认为，人的创作状态和



作品的意态与当时的心情、环境有关，即使“同是一个书家，在正襟危

坐时写的字是一种意态， 在酒酣耳热时写的字又是一种意态；在风清

日和时写的字是一种意态，在风号雨啸时写的字又是一种意态”。正因

为如此，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 《黄

庭经》则怡怿虚无， 《太师箴》又纵横争折” (孙过庭《书谱》)。艺

术作品就是主观强烈的情绪在不自觉的移情过程中融入作品的再生，

从而让作品通过情感的融入不断得到艺术升华，展现出更强烈的艺术

感染力， 最终出现“无意于佳乃佳”的最佳创作状态。 

其次， 观者在赏鉴书法作品时也会有移情体现。朱光潜认为， 字“不

但是抒情的， 而且是可以引起移情作用的”。一幅优秀成功的书法作

品，是蕴含着一定的审美意象在里面的。它的艺术形式、美感特质、

感情色彩，是要能传递出一定的审美信息的， 一定会使观者能够从中

得到一定的审美意象，并且让观者愿意走进作品中去和作品对话，与

书家间接对话，甚至感染到观者的情感，让观者感受到书家的审美情

趣，感受到书家当初的创作状态与内心情感，甚至最终观者与作品、

观者与书家之间可能会产生情感共鸣，观者得到与书家趋向一致的审

美体验。朱光潜通过自身参与书法审美的体验过程，深刻感受到了审

美移情的震撼，他说：“移情作用往往带有无意的模仿。我在看颜鲁公

的字时，仿佛对着巍峨的高峰，不知不觉地耸肩聚眉，全身的筋肉都

紧张起来，模仿它的严肃；我在看赵孟頫的字时，仿佛对着临风荡漾

的柳条，不知不觉地展颐摆腰，全身的筋肉都松懈起来，模仿它的秀

媚。”一点一画变成性格和情趣的象征，观者便觉得生气蓬勃，移情体

验得到了实现。 

不可否认的是，观者可以通过自身的移情，感受书者的创作状态， 与

作品、书者产生共鸣。但是， 这种感受与书家本人的创作初衷不可能

完全一致， 甚至完全不同也未可知。可以说， 这是移情之移情的再

造效果，是双重移情之后所产生的审美体验。 

书法移情的建立需要依赖于书法形态的意象转换。书家应具备审美移

情能力，能充分感受自然界的形体与动态之美，通过找到外物与书法

意象的契合点，把内心所产生的强烈感受融入到书法线条变化当中，



从而实现书法形态的意象转换， 创造出事物的抽象美感。蔡邕在《笔

论》中说：“为书之体， 须入其形， 若坐若行， 若飞若动， 若往若

来， 若卧若起， 若愁若喜， 若虫食木叶， 若利剑长戈， 若强弓硬

矢， 若水火， 若云雾， 若日月， 纵横有可象者， 方得谓之书矣。”

此论强调了书法的形态和意象把握的重要性，但更强调了书法要以线

条与结构的丰富变化实现书法形态的意象转换。 

古往今来，在人们的审美体验中书法形态产生出丰富、鲜明的审美意

象。这种审美移情的实现，需要观者具备一定的审美鉴赏能力，能够

通过书法作品表象看到作品所蕴含的内在审美特质。而且， 观者参与

书法审美评判的态度非常重要。在观赏一幅作品前，观者如果对这幅

作品的书家有一定的了解，就会在无形中对书家及其作品产生一种主

观性的认知判断。而在真正面对作品进行审美参与时，内心潜藏的审

美判断必将会产生一种心理暗示。它或许是自觉的，也或许是不自觉

的。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心理暗示将会影响到当下的审美参与过程。

因此， 一个真正的书法赏鉴者， 一定不能受外界因素干扰， 也不能

提前预设一个审美判断意识，而是需要一种积极的、客观的审美主动

参与意识，能够沉下身心，真正用心观照，并与作品打成一片，否则

赏鉴者也不可能同作品产生移情转换，更无法体会书家的审美体验与

创造过程。 

(摘编自吴胜景《书以移情——论审美移情在书法艺术中的体现》) 

1. 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外物客观姿态所产生的意象会移情于人，人的主观情感会移情于书

法作品，二者都可能使书家或观者产生意想不到的审美体验。 

B. 人的心境和情感表现容易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书家的艺术创作也会

因外在环境而产生情感变化，这种变化是不由自主地发生的。 

C. 即使同一个书家，创作环境和心情不同，其创作状态、作品意态也

会不相同，王羲之不同情感状态的书法作品印证了这一观点。 



D. 观者最终得到与书家趋向一致的审美感受，是因为优秀的书法作品

能传递出一定的审美信息，让观者感受到书家当初创作状态。 

2.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外物意象对书家的审美移情与书家在书法实践中的审美移情相比

较，后者的审美过程更具复杂性，对书家创作出优秀作品更重要。 

B. 书家主观强烈的情绪不自觉地融入作品，作品因情感融入不断得到

艺术升华，展现出更强的艺术感染力，于是最佳作品就会出现。 

C.书家需要找到外物与书法意象的契合点，并把内心的强烈感受融入

到线条变化之中，才能实现书法形态的意象转换，建立书法移情。 

D. 在观赏书法作品前，如果对这幅作品的书家没有任何了解，就不会

对作品产生一种主观性认知判断，从而保持客观性的审美评判。 

3. 下列选项，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第二段观点的一项是(3 分) 

A. 唐代诗人李峤在《书》一诗中说：“垂露春光满，崩云骨气馀。请君

看入木，一寸乃非虚。” 

B. 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张旭)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

虫鱼、草木之花实、 日月列星……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

书。” 

C. 陈振濂评价颜真卿的《祭侄稿》说：“这是一篇惊天地动鬼神、感慨

万分的盖世杰作，饱蘸着颜真卿血泪的笔触跳动和情感喷发，在古来

书法中允推首要。” 

D. 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说道：“作者把性格和情趣贯注到字里

去，我们看字时也不知不觉地吸收这种性格和情趣，使在物的变成在

我的。” 



4. 文本是如何论证人的主观情感会移情于书法作品的?请结合材料简

要分析。(4 分) 

5.下面是北宋书法家米芾的“第一山”作品，有观者说：“‘第’字如藤条盘

旋着一棵大树， 颇有攀山之冲动；‘一’ 字一波三折， 如崎岖山道， 

倍感行进之艰难；‘山’字沉稳， 仿佛见山间老道静坐修炼， 自己不觉

神态自若、从容稳重。”请据此对观者移情现象简要分析。(6 分)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 1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 题。 

过 河 

刘海红 

①风凛冽地吹。冬天的风，下了雪的冬天的风，像野兽在嘶吼。寒冷

被撕裂成一道道伤口， 疼痛便肆无忌惮起来。光秃秃的树丫，被风雪

裹挟着， 做着冬天最后的坚持。可是子弹， 这个比猛兽更冷酷无情

的东西， 这个时间， 参与了冬天这场战争。 

怎样掩护是一个问题。一望无际的雪地， 鸟儿早已绝迹。枯树， 只

有枯树叉着枝丫挺立着。藏在雪中或是躲在树上， 要做个选择。爬树

他是好手。老家的秋天， 柿子树挂满金黄， 遮天蔽日， 他也挂在上

边， 用铁钩对准枝丫一扭， 成串的果实跌落筐里， 他笑得合不拢嘴。

即使冬天， 宽大的树冠也浓成一团黑雾， 像屋。眼前……他勒了勒皮

带， 把绷带等随身急救用品用力塞了塞， 让自己目标更小一些。他

选了一根较粗的树干， 隐蔽起来。 

来异乡参战是他的选择。原本，他只是黄河边的一个庄稼人，种地， 

也卖柿子。动荡年代，地薄寡收， 且无宁日。那夜匪军抓壮丁， 一

家挨着一家。他和伙伴躲到树上得以逃脱。后遇追兵，无奈之下，他

们跳进了黄河。秋天的河水冰冷、刺骨， 憋在水中不知游了多久， 也

许还剩半口气吧， 解放军来了。 

休养的日子，战士们嘘寒问暖，像兄弟。他仍心思不宁，庄上的柿子

等着收， 田地荒着无人耕种，隔河相望，鞭长莫及。留下，或许是最

好的选择。拿起枪， 才有过河的希望。 

战斗打响，冬天的交战格外沉重，②旋转，躲避，掩护，射击。树杈

上每换个姿势都耗费体力。子弹嗖嗖地从耳根划过。③他把帽子顶起



来，帽子瞬间被打穿，打飞。在这期间， 他放出一梭子子弹， 隐约

有敌人应声倒下。 

大大小小的战役他参加过十几回。在山上，在丛林中， 他学会了一些

技巧，譬如用树枝支起帽子做掩护， 给垒起的石块套上衣服， 侧面

消灭敌人。他立过数次功， 直至战争全面胜利。就在他准备过河那年，

抗美援朝战役打响， 他火速报了名。 

战争的残酷超乎想象。战友陆续被女人们抬下阵地。男人都上战场了，

女人是最后的防守。 

“嗖嗖……” 

“嗖嗖嗖……” 

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和血腥味。他甚至听到了子弹在空中飞的声音，它

们带着风，带着火， 带着正义与邪恶。他给出一梭子，再次确定对方

有人应声倒下的时候， 他的面部凉凉的、热热的、麻麻的。有液体从

左右两颊喷涌而出， 在空中冷却， 凝固。领口， 已成鲜红的朝霞，

他异常清醒地掏出了绷带。此时，子弹穿过的面部， 舌头有半截掉落

在口腔中，满口的牙被打落，绷带瞬间变成血带。他已麻木到不知疼

痛。拿起枪，艰难地打出几梭子，又有人应声倒下， 他也倒下了， 倒

在了厚厚的雪地上， 身下一片殷红。 

醒来时，他躺在病床上， 面目全非。疼痛，蚀心刺骨的疼痛。除了面

颊的手术，在运送过程中， 他的十根脚趾严重冻伤感染， 做了切除。

两次手术， 他不知怎么经历过来的。眼下， 结束这非人的疼痛，是

他最后的需求。 

他看到了备用绷带。夜深人静，把绑在床头的绷带缠到脖子上。没有

丝毫犹豫，他顺势滚了下来，动静有些大。护士的到来几乎和他落床

的时间同步。绷带被收走。他不甘心，要了条换洗的床单。午休时间， 

没人打扰， 他挪爬着，把头伸进了打结的圈…… 



又一次醒来，身边多了特护，二十四小时特护。死成了奢侈的事。想

到以后进食困难，口齿不清， 又如小脚老太般走路， 坚硬的汉子仰

天长叹。 

如果当初过河，也许他正在田里侍弄庄稼，或在柿树下歇息，风吹过

来，柿树沙沙的，有青色的小果，拂过面颊。但他不悔，男人就该保

家卫国，战死沙场，死而无憾！眼下……死过，活过，那就好好生活吧！ 

他本该待在荣校的，享受伤残军人优渥的工资待遇和生活，享受恬淡

宁静、花香鸟鸣。④可是那袅袅升起的炊烟，弥散在空气中青草的味

道，还有九月，柿子熟了，满树的金黄，一直摇晃着他的梦。他醒来，

收拾东西。他对自己说，有手有脚的，躺在功劳簿上睡不着，过河! 

黄昏，黄河的另一边，村里多了一个用脚后跟走路的小脚男人。他安

静地穿梭在田埂上，或者拿个锄头歇息在庄头， 眺望村庄也眺望黄河。

秋天，柿子熟了， 满树的金黄，像挂在空中的灯笼。他咿咿呀呀地招

呼村民摘柿子。柿子不卖，护树的功劳是大家的。秋忙过后，人们常

坐在柿子树下，听他讲河那边发生的故事。 

几十年后，他如愿长眠在村头的柿树下。每年秋天，人们都会挑出最

大、最黄的柿子，放在他的坟头。 

(有删改) 

6.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 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A. 当“他们”

在冰冷河水中苦苦挣扎的时候， 一句短短的“解放军来了”，带给了“他

们”极大的温暖和希望。 

B. 战士们对“他” “嘘寒问暖”， 但“他”仍心思不宁， 一心想着回乡种

地， 说明此时的“他”还认为干农活最重要。 

C. “领口， 已成鲜红的朝霞”， 这句描写说明“他”两颊受伤严重， 流

血多， 同时也饱含着作者对英雄的崇敬和赞美。 



D. 在战场上不惧伤痛、浴血杀敌的“他”，在病床上却几次因痛自杀， 

这个情节的设置使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具真实性。 

7. 对小说画线句子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句子①凛冽冬风的描写，交代了恶劣的战争环境，渲染了惨烈的战

斗气氛；其中反复和比喻手法的运用增强了表达效果。 

B. 句子②用八个字写“他”在树杈上战斗的四种动作， 句子虽然简短， 

却有力地表现了“他”的灵活敏捷和战斗经验丰富。 

C. 句子③是一处战斗掩护的细节描写，起承上启下作用，既呼应上文

介绍的掩护动作，又引出下文“他”被击中两颊的情节。 

D. 句子④用散文化的语言，描绘了一幅诗意唯美的乡村景象，这是“他”

念念不忘的故乡梦，也是英雄们保家卫国的初衷。 

8. 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面对“过河”， “他”

做了三次主动选择。请结合诗句谈谈对“他”选择的认识。(4 分) 

9. 小说叙述战斗部分现实与回忆交织穿插，这样叙述有哪些好处?请

结合作品简要分析。(6 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 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4 题。 

材料一：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 不求闻

于人也。行古人之道， 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 薰其德而善良者几

千人。大臣闻而荐之， 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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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802501107

6006053

https://d.book118.com/968025011076006053
https://d.book118.com/968025011076006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