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2023-2024 学年高三下学期第四次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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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分）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城市文学迎来了新的生机。它承载了古典文学书写城市的传

统，衔接了现当代文学城市叙事工业化想象的言说路径，同时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展现出独特

的风貌。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文学通过对现代化叙事的持续探索，将

社会变革的能量转化为艺术更新的动力，获得了多向成长的机遇。

新时期初期，作家选用高楼大厦、高速公路等具有现代化表征且易于辨认的物质符号，

再现城市现代化的“有形”姿态。20世纪 90年代中期，作家多以真实的地标符号作为城市

物质想象的基础，目光聚焦于和乡村景观迥异的“新城”。“新城”“新区”的涌现，切实

提升了城市的现代化品质，却也在“千城一面”的功能分区与布局调整中消解了城市原有的

文化特质。套用西方城市的发展经验，既破坏了中国城市原有的风景，也削弱了人与城市生

活记忆乃至城市历史的联系。

面对城市的格局变迁与规模扩张，很多作家萌生出身份的游移感和历史的缺失感。他们

尝试考量城市过往的历史，辨析城市的文化身份。曾经作为现代化“改造”对象的旧城区、

老街、小巷走上前台，“老城”空间里潜隐的城市历史信息，引发作家深入其中，重构“老

城”形象。利用散文的抒情手法，张洁、徐坤叙写了对北京胡同文化的精神依恋，贾平凹则

回归盛唐时代的古典传统，找寻“老西安”的文化魂魄，还有陆文夫以白描技法绘制清淡深

远、内敛宁静的苏州老城，叶兆言对南京旧城形象的怀想等等。这些都是在“新城”空间内

对“老城”的怀旧，作家的情感有着明确的现实经验依托。还有一些作家如王安忆那样向更

为久远的时空追溯，在历史记忆的钩沉中参悟城市的文化形象，掀起了城市现代化形象的运

思新变。

城市改革步伐的加快，引发作家及时捕捉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变化，反映时代发展中的

改革现象。在蒋子龙的作品里，“均衡生产”“标准化”等术语不断出现。张洁的《沉重的

翅膀》也期待引入“质量管理”体系以促进产能。尽管叙述者的言说方式各异，但建设“四

个现代化”的目标指引着文本的逻辑起点，凸显科学知识在改革中的方法论意义。在先进技

术的导引下，企业技术与管理模式的革新最终得以实现，这就形成了改革小说的叙事路径，

也从“车间”“厂房”“流水线”等空间维度拓宽了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空间。



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城市文学着力聚焦三类现象，除了国有企业的技术与管理升级，还

有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国企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的改制重组。新时期之初，文坛已出现

《“雅马哈”鱼档》等映现城市个体私营经济形态、记录经营者生存状态的小说，为当代文

学开辟了“个体户叙事”的空间。安子的纪实小说《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等作品，

赞美经济特区城市公平竞争、讲求信用的环境，写出了城市文化价值观中的拼搏、奋进精神

对现代城市品格的滋养。邓刚的《阵痛》道出了包产包工的新竞争机制对工人的影响。关仁

山的《破产》、李肇正的《女工》等都写到工人的下岗境遇。这些文学作品一方面揭示了现

象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另一方面追踪人物的命运，思考和探索他们如何转换思维、摆脱

困境、发现自我价值，这是时代赋予作家的责任与使命。

在现代文学中，作家几乎都是从“城乡对立”的立场出发，书写当时乡村经济凋敝的状

况以及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谋求生活的行为过程。城与乡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结构

差异，也影响了当代作家之于两者关系的认知。在路遥的《人生》、铁凝的《哦，香雪》等

作品中，城市既是物质文明的象征，还被想象成一种理想的文化空间，对农村青年形成强大

的吸引力。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关系的调整和变化日益凸显，城乡融合发展成为近

年来城市文学现代化叙事的重点方向。

面对复杂多变的情况，很多作家秉持客观辩证的分析态度，从空间交互的层面精细梳理

城乡关系演变的影响要素，洞察“入城”“在城”“返乡”等现象背后的意义变迁，并沿着

城乡互动的新思路，推动了传统城乡关系在文学中的重置。纯粹逃离式的“返乡”书写日渐

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返乡”，以及“都市中的乡土”之营造。作家见

证了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体验到传统与当下、时间与空间、个体与群体之间分裂的痛楚，

作出了具有思辨性的回应。

“由城返乡”不是对城市的拒斥与逃离，而是在城乡共同经历的现代化背景下，由一个

空间向另一个空间的文化流动和意义融合，也是文学作品中的城市现代化与乡村现代化同构

式的协调互动。城市文学以“城乡交互型”的想象语态，打破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壁垒。

（摘编自卢桢《新时期以来中国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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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文学不仅承载了古典文学书写城市的传统，还衔接了现当代文学城市叙事工业化想

象的言说路径，从而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展现出独特风貌。
 

B. 虽然城市格局变迁与规模扩张给诸多作家带来创作挑战，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

展中，城市文学将能量转化为动力，获得多向成长机遇。
 

C. 现代文学中，从“城乡对立”的立场出发是作家的大众化选择。城与乡在经济等方面的

结构差异对当代作家之于两者关系的认知有决定性影响。
 



D. “由城返乡”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城市现代化与乡村现代化同构式的协调互动，它以“城

乡交互型”的想象语态，打破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壁垒。

【小题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将中西方进行对比，突出强调了套西方城市发展经验给中国城市原有文化特质等诸

多方面带来的弊端。
 

B. 第三段运用举例论证，阐明作家采取了多种方式对城市的文化身份进行辨析，在作品中

重构“老城”形象。
 

C. 文章在展开论述时，注重将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城市文学作为参照，旨在凸显时代发展

过程中的改革现象。
 

D. 文章开宗明义，从总体上论说城市文学中的现代化叙事，然后从不同角度分而论之，层

层递进，结构严谨。

【小题 3】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千城一面”是城市建设的同质化现象，“新城”“新区”的涌现消解了城市原有的文

化特质。
 

B. “钩沉”是指探索深奥的道理或散失的内容，文学作品在对历史记忆的探索中掀起运思

新变。
 

C. “式微”泛指事物的衰落，纯粹逃离式“返乡”的衰落体现了传统城乡关系在文学中的

重置。
 

D. “痛楚”意为悲痛苦楚，“楚”源于古代荆条等刑具，突出了城市改革步伐过快带来的

痛苦。

【小题 4】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句子的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尽管叙述者的言说方式各异，但文本的逻辑起点都始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凸

显科学知识在改革中的方法论意义。
 

B. 尽管叙述者的言说方式各异，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指引着文本的逻辑起点，凸

显科学管理在改革中的方法论意义。
 



C. 尽管叙述者的言说方向各异，但文本的逻辑起点都始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凸

显科学管理在改革中的方法论意义。
 

D. 尽管叙述者的言说方向各异，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指引着文本的逻辑起点，凸

显科学知识在改革中的方法论意义。

【小题 5】关于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作家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创作？请根据文本简要说

明。

[知识点]

学术论文

[答案]

【小题 1】 B

【小题 2】 B

【小题 3】 D

【小题 4】 C

【小题 5】 ①塑造城市的现代形象与文化身份。②书写城市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现象。③揭

示融合发展中的城乡关系。

[解析]

【小题 1】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和分析材料内容的能力。

A.“从而”错误，原文的表述是“同时”，选项逻辑错误。

C.“有决定性”过于绝对，原文的表述是“影响了当代作家之于两者关系的认知”，并非

“有决定性”影响。



D.“它以‘城乡交互型’的想象语态”张冠李戴，选项中的它指的是“由城返乡”，而原

文中是“城市文学”。

故选 B。

【小题 2】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材料的论点、论据及论证方法的能力。

A.“将中西方进行对比”错误，文中的表述是“套用西方城市的发展经验，既破坏了……

也削弱了……”，这里并没有对比。

C.“旨在凸显时代发展过程中的改革现象”错误，应是为了说明经济体制的改革给城市文

学带来了变化。

D.“层层递进”错误，文章是以时间为顺序，写了新时期以来，不同时期中国城市文学的

不同现代化叙事特点，并非“层层递进”。

故选 B。

【小题 3】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中词语含义的能力。

D.“突出了城市改革步伐过快带来的痛苦”错误，应是突出在随着城市改革步伐的加快，

给城关系演变的“影响”，而非“痛苦”。

故选 D。

【小题 4】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和理解文段内容的能力。



语段说的是言说的“内容”“角度”“方向”，并非“方式”；

根据话题一致的原则，句子的陈述主体应是“文本的逻辑起点”，“凸显……方法论意义”

的也应是“文本的逻辑起点”。所以可将“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指引着文本的逻

辑起点”改为“但文本的逻辑起点都始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结合后文“先进技术的导引下，企业技术与管理模式的革新最终得以实现”可知，这里说

的是“科学的管理”，而非“科学的知识”，所以应是“凸显科学管理在改革中的方法论

意义”。

修改全部正确的只有 C。

故选 C。

【小题 5】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和概括文章内容的能力。

结合“却也在‘千城一面’的功能分区与布局调整中消解了城市原有的文化特质”“在历

史记忆的钩沉中参悟城市的文化形象，掀起了城市现代化形象的运思新变”可概括为：塑

造城市的现代形象与文化身份。

结合“城市改革步伐的加快，引发作家及时捕捉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变化，反映时代发展

中的改革现象”可概括为：书写城市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现象。

结合“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关系的调整和变化日益凸显，城乡融合发展成为近年

来城市文学现代化叙事的重点方向”可概括为：揭示融合发展中的城乡关系。

（二）现代文阅读 II（本题共 4 小题，17 分）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我听到秦国的声音

林那北



那个天寒地冻的冬日，凛冽的风穿过屋檐嘶嘶鸣叫，宛若一群悲伤的马。秦穆公的马也

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丢失的吧？随他南北征战的马，他心爱的马。他是那样焦虑与牵挂，竟

放下一国之君的尊贵，急急穿过宫门越过城池翻过山川河流，他要找回自己的马。

远处三百多村民正在歧山脚下围住一处篝火，火上架着一匹马，他的马。

接下去他该做什么呢？这个雄心勃勃的西戎霸主出人意料地拿出了酒，双手递了过去。

“吃马肉应该伴点小酒才有滋味”，他这么说时，①用笑覆盖了内心汹涌的呜咽。火光闪烁，

村民嘴角仍泛着马肉带来的油光。他们先是惊恐，然后不知所措，眼里流淌着疚愧与感激相

交错的慌乱。

他的马被村民杀了，烤了，吃了，但他笑起。他是抱负远大的秦穆公，图强图大图登顶，

必须忍下一己的悲伤。回转过身子，独自离去，他知道那些惊魂未定的村民还站在原地目送

着他，然后长吸一口气，仿佛千里驱敌高歌凯旋，走出他们的视野，走回他雕梁画栋层层叠

叠的深宫大院，才忽地卸下面具，整个人萎靡在地。

②他的泪终于滂沱而下了。

我猜测会不会正是在此事之后，一个叫禺餮的送马人，把那种独特的有说有唱的曲调，

从都城雍邑西面的邽县带进宫来？日复一日忧伤难愈，那就听一曲说唱抚慰一下吧。只是没

有文字记载下他当时怎样被那些粗犷苍凉的声音所震撼，我也猜不到他最初听到的究竟是哪

一曲。

那天我走进汉中民俗博物院时正是秋季，满园银杏树已经金黄透亮，叶子在阳光中如一

片片完美锤打过的薄金片，被风妩媚煽动，哗哗作响。一个有三千多平方米的偌大空地，空

地中央有个土垒的露天简易小舞台，除了两盏宫灯和一块写着“老腔团”的黄锻布外，再没

有任何舞美装饰，连灯光都不亮一盏。台上或站或坐或蹲着十余个中老年男女，一律着粗布

中式对襟汉服，手各握板胡、月琴、笛子、三弦、饶钹、竹板或者二胡、鼓槌，不施粉黛，

满脸黝黑，一身乡气。

一场粗糙的民俗性表演即将到来——我猜到了开头，但没猜到结尾。

见我们聚拢，舞台中央那位头发花白个子瘦小的男子左手拎起凳子，握在右手的梆子往

上面重重一拍，同时亮起嗓子仰天一扯：“军校！”其他人齐声呼应：“咬！”瘦男子再喊：

“拉马！”其他人再应：“咬！”又喊：“抬鞭伺候！”鼓乐顿时都起，舞台上的男女，一

个个原本都面无表情、宛若泥塑，猛然间像被仙人点化，没有任何过渡，霎时就从静止直接

抵达最活色生香的巅峰。

“将令一声震山川，人披铠甲马上鞍/大小三军齐呐喊，催动人马到阵前/可恨袁绍、公

孙瓒，袁术孙坚曹阿蛮/正是人马向前进，呜呀呀，前哨军人报一声。”



我两眼忙乱地转动，我在找麦克风。总共只有一个麦克风孤零零地悬在舞台正中央，看

上去蒙着一层灰，很难相信它还能再承担职责。还有吗？没有了，连音箱都找不到一个。击

梆子的男子消瘦单薄，一阵风都可以把他凌空刮起似的，其他人，包括抱着板胡坐在右前方

的老人以及蹲在左前方击鼓的另一个更老的人，他们都背微驼，脸比树皮皱，手上青筋暴起，

可是他们吼出的声音，却像千万匹烈马迎面扑来，那一个个瘦小的体内，仿佛每一个细胞都

是一组优质音响，瞬间被火辣辣引爆，地动山摇，山呼海啸。

这是汉民族的声音吗？我想起贤淑安静的南音，想起端庄优雅的昆曲，想起柔媚婉转的

越剧，它们似乎都更符合我对自己这个民族性情的一贯想象，内敛，克制，隐忍，温婉，涓

涓细流般表达感情，没有料到在西北，却有如此黄钟大吕的高亮与磅礴，气势恢宏。

我原先是坐着的，只打算礼貌性地敷衍看过，最终却坐不住了。那个瘦男子以梆子击打

凳子发出第一声裂帛般嘶喊时，我头皮就猛地一紧，一股急流从脚底向脑门迅速窜去，久久

潜伏的欣喜与渴望被唤醒。我站起，双手跟着节拍摇晃，两脚噼啪啪踩动，整个人在升腾，

想飞，想冲上台去，想与他们一起声嘶力竭地喊叫。

《将令一声震山川》一曲终了，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安静。再唱一首，再唱一首吧！在

这样的请求下，台上终于又动起来，还是那样起势陡峭而骤然，像一场暴雨，倾盆泼下。

白：伙计们！啊！

都来了！啊！

抄起家伙！

唱：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

这最简单的汉字，陈述粗浅生活，但以如此丰沛的激情浩荡地说与汹涌地唱，一切都不

一样了，③字被涂上色彩，词被嵌上金属，铿锵作响，余音绕梁。我觉得每一个毛孔都像张

大的嘴，它们在应和，在交融，在闻声起舞。

离去时耳朵已经装满了旋律，音符伸出手恋恋不舍地挽留。走到门槛边我站住，缓缓回

过头望去。那个伫立于空寂院子中的舞台又归于静谧，台上的男女重新像被定住了一动不动，

这一刻我忽然想起两千多年前亡马的秦穆公。时光深处，他万里征战，血流成河也心坚似铁，

失去一匹心爱的马却让他丧失全部的力量。那一刻唯有这从五脏六腑缝隙中迸发出来的激越

之声，才能让内心疼痛得以释放。后来这个来自秦国的声音，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秦

腔”。我在秋天，在关中博物院第一次听到它，就明白了当年秦穆公的心情。④它确实能令

人一听倾心。



（有删改）

【小题 1】

1. 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本文开篇与结尾关于历史的想象，同《一个消逝了的山村》在描写中融入对山村过去的

想象一样，产生时空对话效果，让文章富有意蕴。
 

B. 作者用“还有吗？没有了”写观看表演中“忙乱”地寻找麦克风却发现连音箱都没有，

表现了秦腔这一传统表演艺术备受忽略的尴尬境地。
 

C. “重重一拍”“仰天一扯”与我头皮“猛地一紧”等细节描写，同《秦腔》描写场面一

样，都从正侧面角度，展现秦腔表演台上台下的氛围。
 

D. 本文历史想象部分语言沉着深婉，平静而不乏诗意，而描绘秦腔表演及感受时，则生动

传神，情绪饱满，富有感染力，使文章跌宕多姿。

【小题 2】

1. 对文中画线句子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句子①中的“笑”，是秦王的心理，因其不想在子民面前失去帝王尊严而强颜欢笑。
 

B. 句子②语义上与上段文字紧密相连，但单独成段，语气和表达的感情就更加强烈。
 

C. 句子③语言形象，想象奇妙，有声音和画面的质感，突显出秦腔说唱铿锵的特点。
 

D. 句子④表达出的笃定，与前文多处“我猜测”“我猜”表现出的不确定形成了张力。

【小题 3】

1. 本文记叙了一次欣赏秦腔表演的经历，作者的感受随着所见所闻逐步发生变化。请结合

文本简要分析。

【小题 4】

1. 这篇散文的最后一段跳回到对秦穆公亡马的历史想象，这样写有什么好处，请结合文本

简要分析。

[知识点]

中国现当代小说



[答案]

【小题 1】 B

【小题 2】 A

【小题 3】 ①开场前，不以为意。露天舞台、简易的装饰、一身乡气的中老年演员让作者

感觉一场粗糙的民俗表演即将到来。②演出开始，惊喜激动。那撕心扯肺、磅礴恢宏的秦

腔让作者出乎意料，内心的欣喜与渴望被唤醒，想与他们一起呐喊。③演出结束，回味不

舍。离去时，回头凝望归于静谧的舞台，赞叹秦腔的魅力，一听倾心。

【小题 4】 ①肯定了上文作者对秦穆公以秦腔抚慰内心的猜想。照应文题“我听到秦国的

声音”，同时指出了秦腔名字的来源，丰富文章内容，②深化主题，指出秦腔能够抚慰人

们心灵及精神并表达了对秦腔的赞美与痴迷。③通过转换，使文章内容由想象到眼前，再

回到想象，结构浑然一体，行文富于变化。引发读者的联想与想象，富有感染力。

[解析]

【小题 1】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能力。

B.“表现了秦腔这一传统表演艺术备受忽略的尴尬境地”错误。是为了表现秦腔有如此黄

钟大吕的高亮与磅礴，气势恢宏。

故选 B。

【小题 2】

本题考查学生对重要语句的分析和鉴赏能力。

A.“秦王的心理”错误。“笑”是秦王的面部表情，应是秦王的神态。

故选 A。



【小题 3】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概括信息的能力。

由原文“一个有三千多平方米的偌大空地，空地中央有个土垒的露天简易小舞台，除了两

盏宫灯和一块写着‘老腔团’的黄锻布外，再没有任何舞美装饰，连灯光都不亮一盏。台

上或站或坐或蹲着十余个中老年男女……一身乡气”“一场粗糙的民俗性表演即将到来”

可知，露天舞台、简易的装饰、一身乡气的中老年演员让作者感觉一场粗糙的民俗表演即

将到来。所以，开场前，作者并不以为意。

由原文“猛然间像被仙人点化，没有任何过渡，霎时就从静止直接抵达最活色生香的巅峰”

“他们吼出的声音，却像千万匹烈马迎面扑来……瞬间被火辣辣引爆，地动山摇，山呼海

啸”“没有料到在西北，却有如此黄钟大吕的高亮与磅礴，气势恢宏”可知，演出开始，

那撕心扯肺、磅礴恢宏的秦腔让作者出乎意料，内心的欣喜与渴望被唤醒，想与他们一起

呐喊，作者的内心变得惊喜激动。

由原文“离去时耳朵已经装满了旋律，音符伸出手恋恋不舍地挽留。走到门槛边我站住，

缓缓回过头望去。那个伫立于空寂院子中的舞台又归于静谧”可知，演出结束，离去时，

回头凝望归于静谧的舞台，赞叹秦腔的魅力，一听倾心，作者内心回味不舍。

【小题 4】

本题考查学生对重要语段作用的把握能力。

情节结构上，文章开篇写到作者猜测秦穆公的马被吃之后秦穆公用秦腔抚慰自己，文章最

后写到秦穆公失去一匹心爱的马却让他丧失全部的力量，只有用秦腔才能让内心的疼痛得

以释放，所以结尾肯定了上文作者对秦穆公以秦腔抚慰内心的猜想。文章的题目是“我听

到秦国的声音”，所以结尾跳回到对秦穆公亡马的历史想象，能够照应文题“我听到秦国

的声音”，同时说到后来这个来自秦国的声音，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秦腔”，指出了

秦腔名字的来源，丰富文章内容。

主题上，最后一段跳回到对秦穆公亡马的历史想象，因为这个来自秦国的声音，能够让内

心疼痛得以释放，让人一听倾心，所以，能够深化主题，指出秦腔能够抚慰人们心灵及精

神并表达了对秦腔的赞美与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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