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二中 2016—2017 学年度上学期期中考试 

高二语文试卷     命题人周瑛 

说明： 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 

第Ⅰ卷 阅读题 

一、现代文阅读（9 分，每小题 3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中国古代医家认为疟疾由感受疟邪引起，是以恶寒壮热，发有定时，多发于夏秋季为特征的一

种传染性疾病。其中引起瘴疟的疟邪亦称为瘴毒或瘴气，在我国主要存在于南方，所致疾病较重，

易于内犯心神及使人体阴阳极度偏盛。古罗马人则认为，沼泽湿地中会产生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

通过口鼻呼吸进入人体，引发疟疾。 

古人尝试了诸多途径对治疟疾，但成效寥寥。罗马名医盖伦根据“四体液说”提出，疟疾是体

液不平衡所导致的，采用放血和催泻疗法即可治愈。然而，疟疾本身就会导致贫血，简单粗暴地放

血只能让病人死得更快。传统中医则认为祛邪截疟是治疗疟疾的基本原则。在诊断为疟疾后，即可

截疟。在此基础上，根据疟疾证候的不同，分别结合和解表里、清热保津、温阳达邪、清心开窍、

化浊开窍、补益气血等治法进行治疗。 

相传起源于神农氏，在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最早明确记载了植物常山

有治疟的功效。而此次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从黄花蒿中发现抗疟有效提取物，则是受到

《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启发。 

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疟疾也分不同种类，除传统病症的疟疾，还有寒虐、温虐、瘅虐之分。乾隆

年间由太医吴谦修编的汉医丛书《医宗金鉴》中，记录了“柴胡截疟饮”一方。该方以小柴胡汤和

解表里，导邪外出；常山、槟榔祛邪截疟；配合乌梅生津和胃，以减轻常山致吐的副作用。而针对

寒多热少的寒虐，则有出自于《伤寒论》的“柴胡桂姜汤”。方子以柴胡、黄芩和解表里，桂枝、干

姜、甘草温阳达邪，天花粉、牡蛎散结软坚，可加蜀漆或常山祛邪截疟。此外，“何人饮”、“达原饮”、

“截疟散”也是中国古代医家较为常用的药方。 

世界各地医生的努力仍然没有减少疟疾的肆虐。不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只要当地气候潮湿

炎热，疟疾就时常发作。疟疾不仅种类繁多，且痊愈后病人身体并不产生抗体可以免疫，重复感染

疟疾让人们一步步走向死亡。 

1630 年，秘鲁总督钦琼伯爵的妻子在利马逗留时患上疟疾，药石罔效，眼看就要客死异乡。幸

运的是，伯爵妻子的保健医生，当地的印第安土著会用一种树皮治疗疟疾，这种树当地人称之为“生



命之树”。用该树树皮熬药汤服后，伯爵夫人最终痊愈。该树后被命名为金鸡纳树。康熙帝也曾受益

于此，1693 年康熙患疟疾久治不愈，传教士献上金鸡纳树提炼出的药物，康熙很快被治愈。由此金

鸡纳树的特效药也在中国传播开来。但金鸡纳树并非根本良药。一是因为种植难度，金鸡纳树对生

长环境要求极高，不可能普遍栽种；二则是金鸡纳树本身有着严重的副作用，病人容易出现腹泻、

哮喘、耳鸣、急性溶血。即使治愈了疟疾，它可能会给病人带来比疟疾更致命的副作用。[来源:学#科#网] 

    虽然后有法国医生在 1820 年提纯出了树皮中的有效抗疟成分——奎宁，但人们依然在探究疟疾

的根本发病原因。1717 年，意大利医生乔瓦尼•冯里亚•兰锡西最先指出，疟疾总是流行在蚊子繁多

的潮湿沼泽地区，而在排水之后就会一度绝迹，这一现象表明，致病的毒性也许就是蚊子传播的。

1888 年，法国军医拉佛朗在非洲疟疾患者血液的红细胞中发现疟原虫。1897 年，英国生物学家罗斯

在印度发现按蚊体内疟原虫的合子，并阐明了人体内与蚊体内疟原虫的发育史以及疟疾的传播方式，

罗斯因此获得 1902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节选自 2015 年 10 月 6 日《腾讯新闻网》）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古代医学无法确定疟疾的传染源，中国古代医家认为疟疾由感受疟邪引起，古罗马人认为沼泽

湿地中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通过空气传播进入人体引发疟疾。 

B．罗马医生盖伦认为疟疾是体液不平衡导致的，采用放血和催泻疗法就可治愈。但实际上疟疾本身

就会导致贫血，这种放血疗法只能让病人死得更快。 

C．法国军医拉佛朗在疟疾患者身上发现疟原虫，英国生物学家罗斯发现按蚊体内疟原虫的合子，并

阐明了人体内与蚊体内疟原虫的发育史以及疟疾的传播方式。 

D．意大利医生乔瓦尼•冯里亚•兰锡西认为疟疾的根本发病原因是蚊子，他的依据是疟疾总是流行

在蚊子繁多的潮湿沼泽地区，而在排水之后就会一度绝迹。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传统中医称引起瘴疟的疟邪为瘴毒或瘴气，祛邪截疟是治疗疟疾的基本原则，运用和解表里、

清热保津、温阳达邪、清心开窍、化浊开窍、补益气血等方法治疗。[来源:Z。x x。k.Com] 

B．《神农本草经》中最早明确记载了植物常山有治疗疟疾的功效，《肘后备急方》中有青蒿治疟的记

载，这启发了屠呦呦从黄花蒿中发现抗疟有效提取物。 

C．只要气候潮湿炎热，疟疾就会容易发作，再加上疟疾种类繁多，痊愈后的病人身体并不产生抗体，

所以世界各地医生虽然努力治疗，仍然没有减少疟疾的肆虐。 

D．中国传统医学把疟疾分为寒虐、温虐、瘅虐等类型，汉医丛书《医宗金鉴》中记录的“柴胡截

疟饮”和《伤寒论》中记载的“柴胡桂姜汤”就是治疗寒虐的药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金鸡纳树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不宜普遍栽种，而且有副作用，可能会给病人带来比疟疾更致

命的副作用，所以它并非治疗疟疾的根本良药。 

B．金鸡纳树的树皮熬成药汤可以治疗疟疾，此法不仅治好了秘鲁总督的妻子，还治好了康熙久治不

愈的疟疾，因此此树被称为“生命之树”。 

C．英国生物学家罗斯阐明了疟疾的病因和传播方式，我国药学家屠呦呦从黄花蒿中发现抗疟疾的有

效提取物，二人均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D．古人很早就开始寻找对付疟疾的方法，虽然法国医生在 1820 年提纯出了有效抗疟成分“奎宁”，

但人们依然没有停下探究治疗疟疾的脚步。 

二、古代诗文阅读（38 分）[来源:Z.x x .k .Com] 

（一）文言文阅读（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各题。 

于休烈，河南人也。至性贞悫，机鉴敏悟。自幼好学，善属文。举进士，授秘书省正字。转比

部员外郎，郎中。杨国忠辅政，排不附己者，出为中部郡太守。值禄山构难，肃宗践祚，休烈迁太

常少卿，知礼仪事，兼修国史。肃宗自凤翔还京，励精听受，尝谓休烈日：“君举必书，良史也。朕

有过失，卿书之否?”对日：“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规过，臣不胜大庆。” 

时中原荡覆，典章殆尽，无史籍检寻。休烈奏日：“《国史》《实录》，圣朝大典，修撰多时，今

并无本。伏望下御史台推勘史馆所由，令府县招访。有人别收得《国史》《实录》，如送官司，重加

购赏。”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韦述陷贼，入东京，至是以其家藏《国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于官。休烈寻

转工部侍郎、修国史，献《五代帝王论》，帝甚嘉之。 

宰相李揆矜能忌贤以体烈修国史与己齐列嫉之奏为国子祭酒权留史馆修撰以下之休烈恬然自持

殊不介意代宗即位，甄别名品，宰臣元载称之，乃拜右散骑常侍，依前兼修国史，累封东海郡公，

加金紫光禄大夫。在朝凡三十余年，历掌清要，家无儋石之蓄。恭俭温仁，未尝以喜愠形于颜色。

而亲贤下士，推毂后进，虽位崇年高，曾无倦色。笃好坟籍，手不释卷，以至于终。 

大历七年卒，年八十一。是岁春，休烈妻韦氏卒。上特诏赠韦氏国夫人，葬日给卤簿鼓吹。及

闻休烈卒，追悼久之，褒赠尚书左仆射，赙绢百匹、布五十端，遣谒者内常侍吴承倩就私第宣慰。

儒者之荣，少有其比。 

                                   (节选自《旧唐书•于休烈传》) 

4．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自幼好学，善属文．．     属文：撰写文章。 

B．值禄山构难，肃宗践祚．．     践祚：帝王即位。 



C．时中原荡覆，典章殆尽．．     殆尽：几乎罄尽。 

D．休烈迁太常少卿，知．礼仪事，兼修国史    知：了解，熟知。 

5．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来源:Zxx k.Com] 

A．宰相李揆矜能忌贤／以休烈修国史／与己齐列嫉之／奏为国子祭酒／权留史馆／修撰以下之／

休烈恬然自持／殊不介意／ 

B．宰相李揆矜能忌贤／以休烈修国史与己齐列／嫉之／奏为国子祭酒／权留史馆修撰以下之／休烈

恬然／自持殊不介意／ 

C．宰相李揆矜能忌贤／以休烈修国史／与己齐列嫉之／奏为国子祭酒／权留史馆／修撰以下之／休

烈恬然／自持殊不介意／ 

D．宰相李揆矜能忌贤／以休烈修国史与己齐列／嫉之／奏为国子祭酒／权留史馆修撰以下之／休

烈恬然自持／殊不介意／ 

6．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休烈忠诚机敏，刚正不阿，谨遵职业操守。他自幼好学，入仕后受到杨国忠排挤，离京到地方

任职；安禄山叛乱后，他直言不讳地回答了肃宗关于史官职责的问题。 

B．休烈审察形势，做好本职事务。当时历经战乱，典章史籍散佚，他提出购求当朝大典以备查检使

用，最终得到前修史官韦述家藏《国史》一百余卷。 

C．休烈淡泊名利，终生好学不倦。虽遭贬职，却恬然处之，在朝三十余年，历任要职，并无多少积

蓄；喜好典籍，终日捧读，直至去世。 

D．休烈夫妇去世，尽享身后哀荣。他夫人去世，皇上特诏追赠国夫人；他本人去世，皇上追念许

久，追赠尚书左仆射，并派专人到他家表示慰问。 

7．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及教材中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 分) 

(1) 杨国忠辅政，排不附己者，出为中部郡太守。(3 分) 

(2) 君举必书，良史也。朕有过失，卿书之否? (3 分) 

(3) 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4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11 分） 

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各题。 

舟中二首（其一）[来源:Z。x x。k.Co m] 

陈师道 

恶风横江江卷浪，黄流湍猛风用壮。 

疾如万骑千里来，气压三江五湖上。 



岸上空荒火夜明，舟中坐起待残更。 

少年行路今头白，不尽还家去国情。 

[注]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作者因党争之祸受牵连被罢职。这首诗作于离任途中。风用壮，表示

风力壮猛。 

8.第三、四句运用了哪些修辞方法？请作简要赏析。（5 分） 

9.这首诗表现出作者怎样的复杂情感？请简要分析。（6 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8 分） 

10．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8 分） 

（1）《陈情表》中道出李密孤苦无依，形影相慰的两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 

（2）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既写出琵琶女的矜持、腼腆，又写出作者急于与琵琶女相见的心情的句

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3）陆游在《游山西村》中表现热爱乡土，从今后愿与村民亲切絮语、亲密无间的两句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庄子·逍遥游》中，面对高远蔚蓝的天空，作者不仅想到如果大鹏鸟飞到九万里的高空向下

看会是什么样的呢？会不会也像我们看天空一样呢?文中对天空的颜色成因进行了探寻，并发出了疑

问的两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三、实用类文本阅读（25 分） 

1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 分） 

梁启超面面观 

    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

勇的梁启超为后人铭记。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的成就和影响都非常大。他留下了 1400 多万字的著述，在 33 年的

著述生涯中平均每年要写 40 多万字，他撰写《陶渊明年谱》三日而成，他用一昼夜完成《戴东原先

生传》，他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为别人作序，结果一发而不可收，用 15

天写成一部 6 万字的著作……而这一切都是在他自戊戌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不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

梁启超的治学领域极其广泛，他的著作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在

学术研究上，他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放在那里，不管能否成功。他喜于将某一件事

物、某一国学术做一个通盘的打算，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永不肯安于小就，做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

工作。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中至少有三次冒



险，尤以 1916 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的好友汤觉顿前往 劝说

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竟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险出马，与龙济光苦口婆

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来给梁启超开

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拖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耐心说服

已无可能，便索性豁出去了，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

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

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

随你们的便，要怎样便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了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

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

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独立。 

  粱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

他的性格使然。他特别看重趣味，曾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

味做根底’，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地可

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

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的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

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

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

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梁启超一生多变，世所共知。他的多变颇遭时人及后人诟病。有人认为他一生所为学问除文学

外都无大价值，不过于初学者有启迪之用，为他学问不能精深而感到惋惜；有人说他政治上“反复

无常”——与康有为始合终分，与孙中山合作又对抗，对袁世凯先拥后反。梁启超晚年对自己的学

生说，他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绝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飘的投机者。郑振铎认为，梁启超

最伟大之处，最足以表现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之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不过

是他变他的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并未变，那就是爱国。  （有删改）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5 分） 

 A．在学术研究上，梁启超不管能否成功，都乐于创立大格局，着力于大规模的研究，而不肯安于

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工作。  

 B．汤觉顿劝龙济光反袁护国，却被龙济光部下枪杀，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仍只身赴虎穴，这一

行动不仅体现出他的大勇，也体现出他的大仁。  

 C．梁启超自戊戌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不参与，但他始终成不了老练的政治家，这固然与他的性格



有关，但更是当时的政局使然。  

 D．梁启超因多变而学问不能精深，郑振铎虽然为此感到惋惜，但又认为“善变”“屡变”是梁

启超光明磊落人格的体现，变的是方法，爱国宗旨始终未变。  

 E．文章运用多种手法刻画梁启超的形象，既有侧面描写，又有动作、语言、神态、心理描写，从

多个侧面生动再现了梁启超的风貌。 

（2）梁启超的“大智”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结合全文加以概括。（6 分） 

（3）文中多处引用了梁启超的话，有什么好处？（6 分） 

（4）梁启超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这种生活”指的是什么？你是

怎样看待“这种生活”的？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看法。（8 分） 

第Ⅱ卷 表达题 

四、语言文字运用（18 分） 

12．依次填入下列各句横线处的成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3 分）  

①这是_________的故事。固原小伙小高正在干活，胳膊不慎卷进了机器里，一瞬间，他的左臂就被

硬生生撕离身体。幸亏抢救及时，小伙捡回一条命。 

②咏月诗词在我国浩如烟海的诗文中，可谓__________。有托月言志的，也有赏月写景的，有望月

思乡的，也有对月恋情的，风格多样，情怀迥异。 

③这种隐忍不屈、大开大阖，这种坚毅顽强、壮怀激烈，这种同仇敌忾、勇敢担当，无不赋予《诺

玛阿美》以__________的民族史诗风范和气派。 

A．不堪卒读  俯拾即是  扣人心弦 

B．不忍卒读  信手拈来  荡气回肠 

C．不堪卒读  信手拈来  扣人心弦 

D．不忍卒读  俯拾即是  荡气回肠 

13．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3 分）  

A．2015 年 11 月 7 日下午 3 时，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在约 600 名记者的聚焦下，两岸领导人

微笑着相向而行，紧握双手，这是 66 年来两岸领导人的第一次握手。 

B．在“大学生掏鸟 16 只被判 10 年半”一案中，不仅嫌疑人利用 QQ 群、百度贴吧出售猎物，还

能准确介绍猎物名字、习性，“不识国家保护动物”的说法早已站不住脚。 

C．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的合龙将是世界级的桥梁、旅游景观工程。它以世界最长、世界最高、世

界首座玻璃作为主受力结构的大型桥梁成为国际桥梁建设的典范。 

D．11 月初，东北和华北地区出现了比较强的雾霾天气，这次过程持续时间也比较长，其中主要的



成分来源是冬季的取暖和烧秸秆有一定关系，同时气象条件也极为不利。 

14．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3 分）  

四大名著均为章回小说，它们不同于西方的小说结构，每章大多有悬念，有包袱，虽然一环紧

扣一环，但是又可独立成为故事。它们跨越的时空，涵盖的人文，纵横的历史，凸现了四大作者的

手笔之雄浑，视野之开阔。大观园内外的五百多人物饱满了性格的缤纷；三国争霸的惊心动魄宏大

了汉末的群雄奇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它们是国人难以逾越的文学瑰宝，

堪为中国小说史上的巅峰璀璨。 

A．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把斑驳峥嵘的宋代江湖淘尽了 

B．斑驳峥嵘的宋代江湖淘尽了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 

C．宋代江湖的斑驳峥嵘被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淘尽了 

D．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淘尽了宋代江湖的斑驳峥嵘 

15．阅读下列材料， 用四个短语概括“工匠精神”的内涵，不超过 20 字。（4 分） 

  瑞士手表誉满天下，畅销世界，堪称经典，这得益于瑞士制表工匠具有的“工匠精神” 。具有

这种精神的工匠有着精湛的技艺和高度的职业敬畏态度。在生产中，他们极度关注工作细节：严格

依照操作流程，认真完成每一道生产工序，对每一个零件、每一个产品都精心打磨，专心雕琢。在

工作中，他们不断追求产品的完美和极致。在中国制造升级换代之时，我们也应该大力弘扬这种工

匠精神，使中国成为制造强国。 

16．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

处不超过 15 个字。（5 分） 

  气候是一种复杂的自然现象，不仅决定着土壤、植被类型的形成，改变着地表形态，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们的生活、生产、建设无不需要考虑气候的影响。气候已成为一

种自然资源，供人类充分利用，为人类造福。但是，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有时会带来

某 些 灾 害 。 所 以 ， 人 们 会 利 用 一 些 方 法 ， 在 一 定 区 域 内 改 变 气 候 状 况 ， 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作文（6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书画鉴赏大家张伯驹的女儿在《忆父亲二三事》中写道：“父亲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他看的书很多：少年时就熟读《古文观止》；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二十多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

《资治通鉴》也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读记得就更多了。”这就是底子吧。从前的人，不管是写文章的、

作书画的、唱戏的，都非常重视打好底子，所以他们的文章、书画、戏，才都样样到家，味道十足，



很有面子。 

  综合上述材料，你有什么所思所感？请写一篇论述类文章。明确观点，自拟题目。不少于 800

字。不得抄袭、套作。 



语文答案 

1．D 

2．D  

3．B 

【解析】  

1． C 项，“疟疾的根本发病原因是蚊子”的说法绝对，信息在原文最后一段，原文是说“这一现象

表明，致病的毒性也许就是蚊子传播的”。   

3． A 项，该项强加因果，由原文“1630 年，秘鲁总督钦琼伯爵的妻子……当地人称之为‘生命之

树’……1693 年康熙患疟疾……”可知，这种树早就被印第安人称为“生命之树”，后来改为“金

鸡纳树”。  

4. D 

5. D 

6. A  “刚正不阿，谨遵职业操守”无中生有。 

 

7. (1) (3 分)杨国忠辅佐朝政（任宰相）时，排挤不依附自己的人，于休烈被调出京师任中部郡太守。 

 (2) (3 分)君主的一举一动必定记录，是杰出的史官。如果朕有过失，卿是否要记录？ 

 (3) (4 分)穿过云层，背负青天，然后打算向南飞翔，将要飞到南海去。 

 

8．（5 分）答案：比喻和夸张。将迅猛的风浪夸张的比作瞬息千里的万马，将风浪的气势夸张地形

容为能横压三江五湖；生动形象地写出风浪的威势。 

 

9．（6 分）答案：①“恶风”“黄流”寓示作者生活环境的险恶，借此表达出作者被罢职后的愤懑之

情； 

②“空荒”“待残更”则表达出归家途中的孤寂落寞之感； 

③借“今头白”、情“不尽”表达出韶光已逝、壮志未酬的悲辛。 

 

10. （1）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2）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3）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4）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 



 

11.（1）B,A  答 B 项给 3 分，答 A 项给 2 分，答 E 项给 1 分。其他选项不得分。  

【解析】C 项，原文说的是梁启超始终成不了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

使然 ”，选项中将政局的影响夸大了；D 项，为梁启超因多变而学问不能精深感到惋惜的不是郑振

铎，张冠李戴；E 项，原文中没有神态描写。 

 

（2）①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著述颇丰。 

②在劝龙济光反袁时，面对险境急中生智，力挽危局。 

③通达人生智慧，认为人要生活于趣味之中，这样的生活才有价值。 

④梁启超虽然一生多变，但他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绝不望风转舵。（答出任意三点即可） 

 

（3）①表现了梁启超勇敢无畏、重人生趣味的特点； 

②有助于读者从多个角度了解梁启超的精神特质； 

③使传记的内容更加真实可信。（意对即可） 

 

（4）“这种生活”指的是梁启超充满趣味的生活。主要体现为他兴趣广泛，学问涉及面广。 

看法一、我提倡像梁启超一样趣味生活。 

原因是：①这种生活有助于积极思考探索，有所成就； 

②这种生活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发现生活的可爱之处； 

③这种生活能够正确地看待成败，有不竭的奋斗动力。 

看法二、梁启超的这种生活值得商榷。因为这种生活有局限或不足： 

①在学问上，可能有多方面的收获，但难以精深； 

②在立身处世上，容易多变化，少常态，人们难以明晓他的宗旨和原则。（意思对即可） 

 

12. D 

试题分析：不堪卒读：指文章粗劣，使人不肯读下去。不忍卒读：形容文章内容悲惨动人。①中的

故事是悲惨的，应选“不忍卒读”。 

俯拾即是：形容多而易得。  信手拈来：指写文章时能自由纯熟地选用词语或应用典故。  ②句陈

述的不是写文章，应选“俯拾即是”。 

荡气回肠：形容音乐或文辞婉转动人，也形容感情充沛而强烈。 



扣人心弦：形容事物能深深地牵动人心。用“荡气回肠”形容“民族史诗风范和气派”更为贴切。 

13. A 

14. D 

试题分析：画线句子的前面是“饱满了……”，“宏大了……”，根据句式一致的原则，此处应选“淘

尽了……”，所以排除 AC 两项。B 和 D 的区别在于句子的主语不同，根据前文句子以“大观园内”

和“三国争霸”开头，判定画线句应以“水泊梁山”开头，所以排除 B 项。 

15．（4 分，每点 1 分） 

①技艺精湛；②敬畏职业；③关注细节；④追求完美（极致）  

（“态度”1 分，“追求”1 分，精神内涵 1 分，句式 1 分） 

 

16．(5 分)【答案】示例： 

  ①而且还影响着人类的活动 

  ②气候对人类也有不利的一面 

  ③使它向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参考译文】 

于休烈，河南人。天性忠诚,机警聪慧。自幼好学，善做文章，考中进士，授秘书省正字。调任

比部员外郎、郎中。杨国忠任宰相时，排挤不依附自己的人，于休烈被调出京师任中部郡太守。时

值安禄山叛乱，肃宗即位，于休烈调任太常少卿，掌管朝会礼仪之事，兼管编修国史。 

肃宗自凤翔回到京，振作精神，听纳谏议，曾对于休烈说:“君主的一举一动必定记录，是杰出

的史官。如果朕有过失，卿是否要记录？”于休烈回答:“大禹、商汤归罪自己，他们能够蓬勃兴起。

有道德的君王，不忘改正过错，我深表庆贺。”此时中原动荡颠覆，典章、制度丧失殆尽，没有历史

典籍文献可供检寻。《国史》、《实录》是圣朝重大典籍，编撰已久，如今并无刻本。祈请下诏御史台

查勘史馆藏书之来源，令府县征收寻访。有人从别处收得《国史》、《实录》，如送交官府，重金收购

并赏赐。前任编修史官工部侍郎韦述陷入贼中，滞留东京，到这时便将其家国所藏《国史》一百一

十三卷呈送官府。于休烈随即调任工部侍郎、修国史，进献《五代帝王论》，,皇上甚为称赞。 

宰相李揆恃才自夸而嫉妒贤能，因于休烈修撰国史与自己平列，便嫉恨他，奏请他任国子祭酒，

暂且留在史馆从事修撰以贬低他。于休烈安然自处，毫不介意。代宗即位，审察鉴定官员之优者，

宰臣元载称赞于休烈，于是拜授于休烈右散骑常侍，仍旧兼管修撰国史，加封金紫光禄大夫。在朝

为官共三十余年,历任清要之职，家中没有些微积蓄。为人恭俭温良仁慈，从未以喜怒形于颜色。而



亲近贤才，屈身交接士人，荐举后辈，虽然位尊年高，一点倦怠的神色都没有。一心沉浸于研习古

代典籍，手不释卷，直至生命终结。 

大历七年(772)去世，年八十一。这年的春天，于休烈之妻韦氏去世。皇上特别降诏追赠韦氏为

国夫人，下葬那天提供仪仗鼓吹。及至听说于休烈去世，追思痛悼许久，褒奖追赠尚书左仆射，赐

给助丧用绢百匹，布五十段，派遣谒者内常侍吴承倩去宅第宣旨慰问。儒者所受之恩宠，少有能与

之相比的。 

17. 【作文范文】 

要面子，更要底子 

   对于中国人而言，有没有面子似乎是鉴别一个人社会地位高低、造诣成就多少的不二标准。然而

殊不知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是坚实厚重的底子在支撑的。所以，我们行于世，不仅要面子，更需好

底子，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然而今日有些人所谓的面子却变了味，就文化艺术界来说，不再以清遒的文字抑或绝伦的表演受

人敬重，反而由金钱堆砌而成或通过其他的歪门邪道投机钻营。在金钱至上，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引

领下，人们重面子轻底子，好做表面文章，务虚不务实，然而这样的追求却往往以惨淡结局或自食

其果收场。 

这样的例子当然绝非偶然。面子和底子，本身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底子是面子的内涵和底蕴，

有时底子也需要靠面子来表达；面子是底子的外在表现形式，靠底子来支撑。没有不断夯实的底子

的量变，是不可能达到有面子的质变。古人常道：“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正是我们年复一年在学

习中不断累积的底子，厚积薄发，以其特有的印记贯穿于我们的思维、行动与表达之上，这种学习

既决定了修养与品性，也框定了成就和未来。唯有拥有厚实的底子，我们才能在生活与工作中拥有

信手拈来、妙笔生花的自信，才会拥有更为绚烂的面子与成绩。 

而为了达到真正的“有面子”，我们必须不断夯实底子。这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

唯一途径在于我们拥有厚实的传统文化的积淀。钻研五千年的精华，将其与时代的潮流加以有机结

合，充实人生的同时，也丰富阅历，于万卷书中静心沉思，脚踏实地地努力积累，内化的能力和素

养会使你成为一个有味道的人，又何愁没有面子？ 

在当今社会来说，难能可贵的是：在喧嚣的时代环境中去聆听寂静，做一个潜心打底的“隐者”。

当我们专注于一件事时，方能得到最大的回报。以贾岛“十年磨一剑”的耐心，效仿梅花“香自苦

寒来”的韧劲，如此坚持，哪怕未来再喧嚣，拥有厚实底子的人也必能脱颖而出。 

打好底子，不仅是坚持，更是一种态度。是对事业的热爱，个人价值的肯定，更是对时代的忠

诚。敷衍潦草的准备是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的。徒有面子者只是借助时代的东风，讨得一些便宜。而



真有底子的人，他的面子是无法被时代的洪流所抹去的。我们这一代，生于嘈杂，更应静心打底，

成为真正有底子有面子的人。 

我们追求金玉其外，更注重镶玉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