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原市2017 年髙三年级模拟试题(三） 

语  文 试 卷 

(考试时间:上午9:00——11:30)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分第Ⅰ卷（阅读题）和第Ⅱ卷（表达题）两部分，第Ⅰ卷 1 至 8 页，第Ⅱ卷 9 至 10 页。 

2.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本试题与答题卡相应的位置。 

3.全部答案在答题卡上完成，答在本试题上无效。 
4.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第I 卷   阅读题 
现代阅读（35 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 (9分,每小题 3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1~3题。 

        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汉代儒家，都积极肯定“现世”生活的正面价值，主张在“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生命格局中，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总的来说，此两阶段儒学关注的重心皆在社会的政

治伦理方面，而非个人的心性修养方面。 

众所周知，源于印度的佛教本是一种“出世型”定教，其思想性格与儒学强烈的“入世”倾向是

格格不入的。在佛教传入前，儒学作为一种本土思想在中国已很发达且根深蒂固，这使得佛教必须做

出一定程度的“性格调适”，否则很难在中国扎根立足。印度的大乘佛教本有中观、瑜伽行和如来藏三

大学派，后来只有如来藏一系在中国生根并祓发杨光大，正是因为如来藏强调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成

佛的思想与儒家主流的“性善论”“人皆可为尧舜”等说法较为接近。而由唐代高僧慧能创立的禅宗，

宣扬“心即是佛”“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把大乘佛教不舍世间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使得佛教日

益世俗化、人间化。佛教的这种中国化，拉近了它与中国人的心理距离，禅宗也因此得到快速传播与

发展。 

然而，佛教与儒学毕竞有着无法逾越的价值鸿沟：宋代的“尚文”政治，大大促进了士大夫经世

精神的复苏；加之异族欺凌所激起的民族意识高涨，一批儒者举起韩愈的“辟佛”旗帜，掀起了新一

轮的排佛浪潮。文坛领袖欧阳修称佛教为“魔教”，呼吁儒者要“修其本而胜之”。儒家的批判使得一

些禅门大师极力弥缝儒、释二教之异，为佛教辩诬。如云门宗禅师契嵩作《辅教篇》认为儒、佛二教

皆出自“荃人之心”。他以佛教的“五戒”“十善”比附儒家的“五常”，强调 僧人必须对父母尽孝，

力陈佛教符合“王道”，在“正人心”“兴善止恶”等方面可辅助儒教治理天下。诚如学者所言，《中庸》

《大学》等著作之所以恰恰在宋代被“发掘”出来，并一跃成为承载“道德性命”奥义的儒家经典，

主要不是新儒家“返之六经而后得之”的结果，而是契嵩等高僧大德儒者化、士大夫化的结果。 

       “熙宁变法”之前，宋儒大体上还保持着内圣外王的义理格局。但到了南宋，新儒学已经逐步占据

思想界的主流地位,很多儒者对佛道心性理论自觉不自觉地吸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儒学的精神

面貌。这一变异的突出特征是儒家的“内圣”压倒了“外王”。尽管“得君行道”仍是后来大多数儒者

高悬的人生理想,但从思想重心看，如何安顿身心性命則成了他们关切的焦点。这一变异，对于儒家道

德人格的挺立、审美意境的提升、生命体验的深化，乃至“了生死”都有重大意义,但儒学原来强烈的

经世致用品格反而因此有所减弱。至明代阳明心学的出现，这一趋向更加明显，其修养工夫论尤其到了

“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的地步。儒学至此，可算在思想战场上对禅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这一“胜



 

利”,恰恰是以对禅宗心性智慧的深度吸纳为前提的。 

(摘编自孙海燕《儒学与禅宗的思想史“恩怨”》）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先秦和汉代两个阶段的儒学都特别关注社会的政治伦理,主张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实现“内

圣外王”的理想。 

B.在佛教传入前,儒学作为一种本土思想，已在中国根深蒂固。所以，佛教要想跻身中国需要将“出世”

转化为“入世”思想。 

C.如来藏强调的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的思想与儒家主流学说基本接近，因而如来藏系得以在中国生

根并发扬光大。 

D．慧能创立的禅宗使得佛教日益世俗化、人间化，这样就拉近了佛教与中国人的心理距离,因此能得到

快速传播与发展。 

 

答案：B 

解析：“需要将‘出世’转化为‘入世’思想”错。原文为佛教做出“性格调试”。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宋代社会崇尚文治,再加上受到异族的欺侮,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大批儒者掀起

了排佛浪潮。 

B.为了弥合儒佛二教之间的差别,云门宗禅师契嵩作《辅教篇》，寻求儒佛二教之间的共同之处,认为佛

教可帮助儒教治理天下。 

C.《中庸》《大学》等著作能够在宋代成为儒家经典,与这一时期一些高僧大德儒者化、士大夫化,极力

弥合佛教与儒学之间的鸿沟有密切关系。 

D.南宋时期,很多儒者对佛道心性理论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使得他们越来越关注修身齐家、安顿身心，

并将之作为他们的人生理想。 

答案：D 

解析：“将修身齐家作为人生理想”理解错误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儒学与禅宗的渊源,是在排斥中又彼此吸纳的思想史。比如佛教吸收儒家的人间伦理，再如儒家开拓

出“援禅入儒”的宋明新儒学。 

B.韩愈上书《论佛骨表》高举排佛旗帜,体现了儒学与佛教的价值鸿沟，这种排佛思想直到宋代仍被一

些儒者所接续。 

C.到了南宋，由于儒学原来强调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有所减弱,所以，儒家将关注的$心转移到内在品德的

自我提升上。 

D.宋代很多儒者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佛道心性理论而阐发出新儒学，这一过程也是宋代多种思想合流的一

种体现。 

答案：C 

解析：强加因果 

 

（二）文学类文本阅读（14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 题。 

                                      农家乐 

岑燮钧 

杨大爷是骂骂咧咧搬进小区的。 



 

孩子们劝他，锄头什么的，扔掉算了。他舍不得，只好塞在架空层的用落里。 

“万一有个用呢。”他总是这么说。 

当初拆迁时，杨大爷是最后一个签约的。满地瓦砾堆里，他家像一座碉堡。屋前面的菜地里，蚕豆

开花，豇豆上架，芋艿临河而立，叶子像一把把伞，随风摇曳。杨大爷不慌不忙，拾掇着自己的菜地。 

“打我从娘胎里出来，就住在这里，他们能把我怎的！” 

街道书记一次次来做思想工作，杨大爷就是不答应。 

“这块地是我的，我前面临河，还怕你们遮着？” 

这样僵持了半年有余，眼看黑云压城，杨大爷终于松了口：他家这么多地，可以分到好几套房，儿

孙们选哪里随他去，他必须住在底楼，底楼接地气，必须住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才是他家的，别人家

住过的地方，他不安生！ 

书记考虑了一下，打了几通电话，答应了。 

搬进来时，小区里还七零八落的。树刚刚移种，支着护架；只广场中心，移植了草皮；路边河滩，

还荒草杂生。 

好在，大家都是同一村的，仍是邻居。大妈们洗衣都到井口来，东家长西家短，煞是热闲；大爷们

在物业场壁的老年室里搓麻将，喷云吐雾，随地吐痰，跟在村里一样。 

杨大爷不喜欢搓麻将。当初，他在自家园子里种菜，一年四季，从不让地闲着，就是河边都舍不得

荒掉，还种了一道茭白。一大早，他就去菜场卖掉。有了钱，手头就活络，要喝点酒就喝点酒，要抽点

烟就抽点烟，还身子骨灵活。可是，如今，在这里住了十天半月，就仿佛住了三年五载似的——这日子

实在太长了。 

“你踱来踱去，干吗呀！”老伴责怪他。 

“这自家的房子,住着咋像是客店似的！” 

“不是已依了你吗，我们以前也是住在这里的啊。” 

“味道就是不一样！” 

杨大爷走在小区的路上，手没处放。靠在后面吧，像村长，可是自己从没做过村长；放在前面吧，

像娘们，又没个毛线篮。他的手，是拔草的手，是提锄头拎簸萁的手。他的手像松树皮，开裂的。 

杨大爷在河边踟蹰了会儿，蹲坐在一块乱石上，抽闷烟。 

“杨大爷，你这是钓鱼吗？” 

“啊，没啊，我闲着……”杨大爷转过身来，回应道。他猛抽了几口烟，呛着了，直咳得眼泪鼻涕

直流，只得用糙手揩了一把鼻梁口。 

忽地，他有了主意。对呀，这地不是我家的吗？ 

“杨大爷，你这是干吗呀？” 

“我整地啊，种点青菜萝卜什么的，荒着多可惜……”杨大爷柱着锄头，笑着与人搭话。 

都是村里人，见怪不怪。自然也有风言风语：这老头子，有福不会享，宁愿做阿乡！ 

不几天，菜畦里长出了菜秧。菜秧像娃娃，见风就长，又没几天，一片绿汪汪。 

杨大爷侍候这些菜秧更精细了。才这么一小块地,往日担水要肩挑,如今只须拾几桶水就够了。 

杨大爷每天都有活干。今儿个,拔一会儿草；明儿个，翻一会儿地；真没事千了，他拣几块瓦砾，

扔到角落里。 

菜一天一个样，他看着喜欢。 

他种了一茬又一茬。人们看他种茄子，种土豆，种西红柿。虽然，私心里嘀咕，这地又不是你的，

凭什么占着；可是，毕竞是同一村的，又不碍着谁，何必把话挑明呢？何况，自古来，此树是我栽，此

路是我开，谁种谁收益。 

“老杨，你的番茄种得真好,你看，把枝都压歪了。” 



 

“这排豇豆，长得真多！” 

杨大爷听人夸他，就让人拿去些。现在，他不去菜市卖了。 

看着这块菜地都长得好好的，真没事干了，杨大爷跟老伴去了几天女儿家。回来的路上，杨大爷想

着该给菜地施点肥了，河边的一畦芋艿快能收了，先试着挖一株看看。谁知，一到河边，看到的竞都是

草坪，刚刚贴上的，还半死不活。他不由得大怒，声如滚當，大骂起来： 

“哪个天打雷劈的，趁我不在，把我的菜地毀了，你种草吃草去吧，畜生要吃草，人要吃菜， 吃

饭……” 

他拿来锄头铁铲，把草皮都扔到了河里。物业的人赴紧出来劝阻他。 

“谁来栏我，我跟谁急，这地本来就是我家的，谁也轮不到说话！” 

物业主任说：“这是小区的公共绿地，你怎么能毁坏公共绿地呢！” 

“谁让你们把我的菜地毀了 ！ ”杨大爷依然掀个不停，物业报了警。 

警察来了，杨大爷挺身而出：“把我抓去吧！ ” 

这事就犯难了，都是乡里乡邻的，犯得着上纲上线吗？ 

“你跟街道书记说,这房我不住了，把地还给我，娘的，种点菜都看我不顺眼！ ” 

书记得悉后，摇摇头，笑笑：这老头子！ 

这天夜里，物业主任来到杨大爷家里，让杨大爷消消气，扔掉的草皮算了，种菜就种菜呗， 别的

地方的草皮千万别再掀了。他好声好气地说，杨大爷的气也消了。 

“就当我这茬庄稼白种了吧。” 

杨大爷重新拾掇这一小块菜地。第二年，这块菜地里，又是蚕豆开花，豇豆上架，芋艿临河而立，

叶子像一把把伞，随风摇曳。 

人说，这是小区里的“农家乐”，不比草坪差。 

                                             (选自 2016 年 12 月 9 日〈宁波日报〉） 

4.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最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小说开头说杨大爷舍不得扔掉锄头,“只好塞在架空层的角落里”“万一有个用呢”为后文杨大爷整地

种菜埋下伏笔。 

B.老伴责怪杨大爷“不是已依了你吗”,还“踱来踱去”,说明老伴还是喜欢住新式楼房,对杨大爷不愿

搬迁心怀不满。 

C.虽然都是村里人，但杨大爷种小区的地还是招来了风言风语。大家不愿说,但都怪杨大爷抢占了小区

里不多的土地,导致他们无地可种。 

D.小说通过叙述城市拆迁中的一个小故事,表现了要维护农民的利益,反对城市拆迁，回归传统生活方式

的主题。 

参考答案：A  

解析：B.老伴的形象理解错误；C.村里人并不是“怪抢占了小区里不多的土地，导致他们无地可种”，

而是觉得杨大爷有福不会享；D.主题概括错误 

 

5.结合全文,简要分析杨大爷的形象特点。（5 分） 

参考答案： ○1 热爱土地。开始不愿搬迁，搬迁后闲不住，在小区里种菜。 

           ○2 耿直倔强。骂骂咧咧进小区，坚决不搬家，铲草坪，跟警察叫板等 

           ○3 勤劳善良。整地种菜闲不住，种了菜不卖送人，物业好声好气就消了气等。 

（答出一点，2 分，两点 4 分，三点 5 分） 

 

6.小说两次描写“蚕豆开花，豇豆上架，芋艿临河而立,叶子像一把把伞，随风摇曳”的菜园景 象,谙



 

结合全文，简要分析两处描写的作用。（6 分） 

参考答案：○1 第一次，生机勃勃的菜地与满地瓦砾对比，写出杨大爷对土地的热爱和不愿搬迁的坚决

态度。 

          ○2 第二次描写与第一次描写照应。暗示杨大爷重新获得菜地后的喜悦心情。 

          ○3 两次描写菜园景象，突出了呼吁城市化过程中要合理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尊重农民

意愿的主题。 

          （每点 2 分） 

(三)实用类文本阅读(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7〜9 题。 

 

他擎着民族精神的火把 

    王富仁 

   毫无疑义，李何林先生是一个学者，一个教授,但我渐渐感到，李何林先生却不是以一个教授、一个

学者的形象来塑造自己的。甚至他的学术著作，也不带有展示自己学术风采的味道。那么，我们怎能通

过所谓学术成就的论述表达出我们对李何林先生的真实感受和感情呢？ 

在这时，我想到了高尔基笔下的丹柯的形象。丹柯把自己的手，伸到自己的胸膛里，掏出了他那颗燃烧

的心，当作火把举起来。他是举着他的心灵走路的人。李何林先生举着鲁迅，举着鲁迅的作品，实际上

就是举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心灵。我们跟着他的心灵的火把走出了思想的黑暗。但他的身影也就隐在

了他所举着的火把的光芒里，因为他不愿用自己的身影遮住他的心灵的光芒——鲁迅的光芒。 

   李何林先生是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诞生在中国社会的，他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家庭里，靠着一个偶

然的机缘才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我也出身在一个农民的家庭里。我知道，像这样 一个从底层走出来

的知识分子，首先怀抱的不是一个当学者的愿望，实标上，我们在获得受教育的机会的时候，还不知道

学者和教授为何物——而是一个能为社会做更多的事的愿望。文化首先使我们看到的是社会的不公正，

是下层社会群众的苦难，是改变社会这种不公正现象的愿望和要求。但也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想象里，

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耶些我们十分敬仰 的大学者、名教授，都是一些充满社会正义感的知识分子，

都是代表着中华民族光辉未来的社会精英。我认为，大概正是这样的心理原因，使李何林先生首先成了

一个革命者，一个社会黑暗的反抗者。但他作为一个革命者，并不是要领导一场革命，并不是要自己成

为革命的领袖，也不是为了革命胜利后的飞黄腾达。他的革命，实际就是反抗黑暗的意思，就是要担当

社会正义的意思。这就使他有了与鲁迅更接近的思想和灵魂。 

    李何林先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和自己家乡的“文字暴动”，受到当地政府的镇压后逃离家乡，来

到北京，避居于未名社。在这时，他开始搜集整理析文学论争的史料。我认为，正是在 这种更切近地

了解中国新文学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李何林先生发现了鲁迅，发现了鲁迅的独立价值，同时

也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真正所希冀的。鲁迅——就是他的心灵，就 是他的心灵所渴望的思忽和人

格的表现。 

   李何林先生热爱鲁迅及其作品，尊敬鲁迅的为人,但李何林先生似乎又疏远着现实中的鲁迅。他没有

像很多爱好文学的青年那样给鲁迅写信，向他表示尊敬和爱戴，他也没有拿着他编的《鲁迅论》去拜访

鲁迅，并且向鲁迅解释他编辑《鲁迅论》的真正原因。他一生没有见过鲁迅，没有接受过鲁迅的馈贈也

没有馈贈过鲁迅什么礼品和鲜花。他与鲁迅活在同一个世界上而又各自走着自己的路。他对鲁迅的冷淡

也正像鲁迅对他的冷淡。当鲁迅看到李何林先生编的鲁迅论》的时候，分明是把李何林先生等同于那些

依靠名人而出名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但李何林先生从未主动向鲁迅表白自己的心迹，即使在多年之后看

到鲁迅的有关文字时,也没有愤慨于鲁迅的“多疑”和“猜忌”。李何林先生与鲁迅的关系，并不是中国

人通常很在意的人情关系，李何林先生心目中的鲁迅，并不是现实生活中那个作为文化名人的鲁迅，不



 

是一个他需要讨好和崇拜的鲁迅，而是一种思想，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风格，它们活在鲁迅的作

品中，而不仅仅活在鲁迅这个人的肉休中。李先生对鲁迅的崇拜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个人崇拜，权力

崇拜，而是一种思想信仰。这信仰属于鲁迅，也属于李何林先生自己。 

    这才是李何林先生，是我们感受和理解中的李何林先生。 

                                                 (摘编自王富仁《他擎着民族精神的火把》） 

 

相关链接： 
(1)在鲁迅研究的历史长河中，后来的研究者也许永远也忘不了一个正直而有风骨的研究专家，他就是

李何林先生。……李何林先生的鲁迅研究是从文本出发，注重实证的。凡接近李何林先生的人或者是熟

读了他的著作的人，都会深有感触。他经常倡导学生读原著、查 字典、找资料，并身体力行。（张铁荣

《鲁迅研究史上实证派的旗帜》） 

(2)李何林自始至终是把自己卷入到现代思潮的论辩里的，参与性的结果，就是放弃了问题意识打量的

可能，使学问变成人生搏斗的一部分。长达半个世纪的风雨，他从未以局外人的角度梳理文学史。（孙

郁《布道者李何林》) 

 
7.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 分) 

  A.李何林先生并未以学者的形象来塑造自己,却最终成为一名学者，并受到同行的推崇，说明真正的

学者不是靠自己包装自己就可以打造出来的。 

  B.李何林先生举着民族精神的火把带很多读者走出了心灵的黑暗,他为了能让鲁迅的思想照亮更多人，

在研究中主动将自己的思想隐藏在鲁迅的光芒后。 

  C.李何林先生首先成为一个革命者，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和“文字暴动”，这样的经历使其研究能够

若眼于鲁迅的思想。  

  D．李何林先生的研究注重实证，倡导从作品和资料中获得思考和结论,同时,他投身于现代思潮的论

辩里，将人生与做学问紧紧交织在一起。 

答案：B 

解析：“主动”错，李何林先生与鲁迅的思想是一致的，不存在主动隐藏的问题。 

 

8.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 分） 

A.学术成就向我们展现出的李何林先生的形象并不真实,于是作者想到了高尔基笔下的人物丹柯,因为

丹柯与李先生有较大相似性。 

B.正是因为作者和李何林先生同样出身于底层的家庭，他才更理解李先生做出的选择，认为像李先生这

样的知识分子首先是怀抱反抗黑暗、担当正义的愿望。 

C.文章强调“在我们的想象里”那些大学者、名教授都充满社会正义感,说明实际并非如此, 意在借此

讽刺那些学者、教授的虚伪。 

D.文中多次将李何林先生与备迅进行对比，分析二人的相通与不同之处,并借鲁迅的“多 疑”与“猜忌”

反衬李先生的形象。 

E.李何林先生对现实中的鲁迅持疏远态度,却有一颗火热的心，他挚爱着这个民族，践行着—位学者应

有的道义。 

答案：E3 分，B2 分。 

解析：A.“学术成就向我们展现出的李何林先生的形象并不真实”错；C.作者主要意图是说明李何林

先生首先成为一个革命者、反抗者的原因，而不是“借此讽刺那些学者、教授的虚伪”；D.“对比”

“反衬”错 



 

 

9. 作为一位抒迅研究者，李何林先生“正直而有风骨”。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4 分） 

答案：○1 社会担当。作为革命者，李何林曾参加南昌起义和“文字暴动”；作为学者，李何林发现了鲁

迅反抗黑暗、担当社会正义的思想人格。 

      ○2 人格独立。李何林热爱鲁迅作品及其为人，但又疏远着现实中的鲁迅，他对鲁迅的崇拜，不是

个人的崇拜、权力崇拜，而是思想信仰。 

        （每点 2 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19 分） 

阋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3 题。 

郑孝穆，字道和，荥阳开封人。孝穆幼而谨厚，以清约自居。年未弱冠，涉猎经史。父叔四人并早

殁，昆季．．之中，孝穆居长。抚训诸弟，有如同生，闺庭之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参军，

转七徒主簿。大统五年，行武功郡事，迁使持节、本将军，行岐州刺史、当州都督。在任未几，有能名。

就加通直散骑常侍。王罴时为雍州刺史,钦其善政,遣使贻书，盛相称述。先是，所部百姓，久遭离乱，

饥馑相仍.逃散殆尽。孝穆下车．．之日，户止三千。留情绥抚，远近咸至，数年之内，有四万家。每岁考

绩，为天下最。太祖嘉之，賜书曰：“知卿莅职近畿留心治术凋弊之俗礼教兴行厌乱之民襁负而至昔郭

伋政成并部贾琮誉重冀方以古方今彼有惭德。”于是征拜京兆尹。十五年，梁雍州刺史、岳阳王萧鮞称

藩，来附，时议欲遣使，慎选行人。太祖历观内外，无逾孝穆者。十六年，太祖总戎东讨，除大丞相府

右长史，封金乡县男，邑二百户。军次潼关，命孝穆与左长史长孙俭、司马杨宽、尚书苏亮、谘议刘孟

良等分掌众务。仍令孝穆引接关东归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孝穆抚纳铨叙，咸得其宜。孝闵帝

践祚．． ,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子，增邑通一千户。晋公护为雍州牧，辟为别驾，又以疾

固辞。武成二年， 征拜御伯中大夫，徙授御正。保定三年，出为宜州刺史，转华州刺史。五年，除虞

州刺史，转陕州刺史。頻历数州，皆有政績。复以疾笃，屡乞骸骨。入为少司空。卒于位，时年六十。

贈本官，加郑梁北豫三州刺史。谥曰贞。 

(节选自〈周书•列传•卷三十五〉） 

10.下列对文中划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知卿莅职近畿/留心治术/凋弊之俗/礼教兴行/厌乱之民/襁负而至/昔郭伋政成并部贾琮/誉重冀方/

以古方今/彼有惭德 

B. 知卿莅职/近畿留心治术/凋弊之俗/礼教兴行/厌乱之民/襁负而至/昔郭/伋政成并部贾琮/誉冀方/以

古方今/彼有惭德 

C. 知卿莅职/近畿留心治术/凋弊之俗/礼教兴行/厌乱之民/襁负而至/昔郭/伋政成并部/ 贾琮誉蜇冀方

/以古方今/彼有惭德 

D. 知卿莅职近畿/留心治术/凋弊之俗/礼教兴行/厌乱之民/襁负而至/昔郭伋政成并部/ 贾琮誉冀方/以

古方今/彼有惭德 

答案： D 

11. 下列对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昆季,即兄弟,与手足、昆仲近义，长为昆,幼为季。 

B.解褐,就是指脱去粗布衣服,代指入任为官。 

C.下车,原义是古代作殉葬用的粗陋的木制车。后指官吏退休。 

D.践阼,亦作“践胙”、“践祚”,特指皇帝登临皇位。 



 

答案： C 

解析：应为“官吏到任”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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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穆自幼为人宽厚。因为父辈去世早，兄弟之间,孝穆居长，他亲自抚养教育自己的几个弟弟，兄

弟之间和睦友爱。 

B.郑孝穆很有治政才能。他任通直散骑常侍时，安抚百姓,招纳流民，每年政绩考核都是最好，受到了

皇帝的嘉奖与提拔。 

C.郑孝穆颇具领导才干。军队驻扎潼关时,他独自处理军队的各项事务;对归附朝廷的人士,处理得非常

妥当。 

D.郑孝穆深得皇帝赏识。他多次受到嘉奖和加封,最终死于任上。朝廷给予了他很隆重的追封与褒奖的

谥号。 

答案： C 

解析：“独自处理各项事务”错，应该是与其他人“分掌众物” 

 

13.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 分） 

(1）先是,所部百姓,久遭离乱，饥馑相仍,逃散殆尽。（5 分） 

在这之前，所属的州境内的百姓，久遭战乱，饥荒连续不断，几乎全都逃散。 

（“所部”“相仍”“殆”准确翻译 3 分，句子大意 2 分。） 

(2) )仍令孝穆引接关东归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5 分） 

又命令郑孝穆接见函谷关以东的归附人士，品评鉴定他们的品行才能并予以任用。 

（“引接”“关东”“品藻”准确翻译 2 分,句子大意 2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11 分） 

阅读下面诗词,完成 14〜15 题。 

菩萨蛮® 

李晔 

登楼遥望秦宫殿，茫茫只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            远烟黾碧树，陌上行 

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②中。 

【注】①李晔,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攻入长安,李晔逃奔华州，心绪烦乱郁闷。“七

月甲戌,帝与学士、亲王登齐云楼,西望长安,令乐工唱御制(菩萨蛮)词,奏毕，皆泣下沾裳。”（《旧唐书•

昭宗纪》) 

②大内:皇帝殿宇。 

14. 下列对诗歌的理解与分析，不恰当的两项是(5 分） 

A.“秦宫殿”实指唐宫殿。借秦说唐,以此掩盖身为皇帝却不得不仓皇逃窜的难言之隐。 

B.诗人虚写“双飞燕”,既表达了诗人奔逃在外的孤单,也写出了对妻子的思念之情。 

C.“千山万丘”既是蔽掩阻挡作者视线的大景近景,也是诗人内心高低起伏的深刻写照。 

D.最后两句，是望景后所发感慨,将庙昭宗祈求天下英雄相助而不得的失意之情推向极致。 

E.本词有一种极为真切自然的有我之境,言情处动人心志，写景处豁人耳目。情真语真，浑朴苍凉。 

答案：B3 分；C2 分 

解析：B.“双飞燕”不是虚写，而是登楼所见实景；“写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理解错误；C.不是近景，

是远景。 

15.请从情景关系的角度,简要赏析本词上片。（6 分） 

答案： ○1 乐景衬哀情。（1 分）词人登上齐云楼，遥望长安的宫室，目力不及，只见燕子快乐双飞。词



 

人用燕的快乐反衬自己的失意和痛苦（2 分） 

       ○2 寓情于景（1 分）遥望远方，渭水长流，千山阻隔，表达了词人思念旧日宫殿却欲归不能的

忧愤之情。（2 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5 分） 

16.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5 分） 

(1) 苏轼在《赤壁赋》中从侧面表现箫声感染力强的两句是：“ ， ” 

(2)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用动静结合的手法,描写洞庭湖月夜美景的句子是“浮光跃金， 

” 

(3) 李白在〈蜀道难〉中写蜀道中水石相激、山谷轰呜的惊险景象的两句是“ ， 

”。 

 

答案：（1）舞幽壑之潜蛟   泣孤舟之嫠妇 

     （2）静影沉璧 

     （3）飞湍瀑流争喧豗   砯崖转石万壑雷 

     （每空 1 分） 

 

第Ⅱ卷 表达题 
三、语言文字运用（14 分） 

17. 下列各句中加点成语的使用,全都正确的一项是(3 分） 

①朴槿惠"闺蜜门”亊件石破天惊．．．．，引起韩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应,使朴槿惠陷入了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

困境中。 

②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为了研究治疗疟疾的药物,一生心劳日拙．．．．，,终于研制出青蒿素,给人类的健康带来

了福音。 

③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干劲儿白手起家,从身无长物．．．．的打工仔变成了拥有自己商业

帝国的企业家。  

④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多次发表针对中国的过激言论，他这种危言危行．．．．将会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 

⑤楚汉之争让我们看到了领导的艺术,刘邦从善如流．．．．，,身边人才济济；项羽刚愎自用，最终走向失败。 

A.①④ B.②③ C.③④ D.③⑤ 

 

 

参考答案： D（石破天惊： 原形容箜篌的声音，忽而高亢，忽而低沉，出人意外，有能以形容的奇境。

后多比喻文章议论新奇惊人。心劳日拙：多指做坏事的人，虽然使尽坏心眼，到头来不但捞不到好处，

处境反而一天比一天糟。身无长物：除自身外再没有多余的东西。形容贫穷。危言危行：说正直的话，

做正直的事。从善如流：形容能迅速地接受别人的好意见。 



 

18.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3 分） 

A.“一带一路”“亚投行”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中国提出的这些倡议不仅对全球和区域发展都有利,

而且对中国自身发展有利。 

B.给学区房降温，关键在于教育公平起决定作用，要深入推进教育改革,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优化学校布

局,缩小学校之间教育质量和理念的差距。 

C.《记住乡愁》以浓厚的文化内涵、丰富而平实的情感、感人的中国故事，受到海内外观众的一致好评，

被誉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接地气的精品力作”。  

D.经过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人们的诉求实现了从生存到生态、从温饱到环保，“会呼吸的痛”让人们渴

望干净的空气和水。 

 
19. 填入下面文段空白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3 分) 

《狂人日记》是写“吃人”的小说，①           从艺术上来说，这个经典小说有不成熟之处。     
②            什么样的小说，③ 算是完成了“吃人”主題呢?我觉得是《祝福》。④        在《祝

福》中没有“吃人”这样的字眼，但是，祥林嫂的形象显示，她是被封建礼教的观念，对女人、对寡妇

的成见“吃”掉的。⑤           她的悲剧的特点是没有凶手：⑥        说有凶手，就是一种观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 可是 / 可以 即使 因此 假如 

B / 所以 应该 因而 尽管 但 

C 但是 那么 才能 虽然 / 如果 

D 然而 因此 —定 / 因为 —旦 

 

参考答案： C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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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宇。（5 分） 
很多人认为他们可以消除自己的情绪，所以当有情绪时， ①        。实标上，情绪是一种能

量，不会因压抑而消失，只能释放和转化。面对情绪， ②   。因为当人们能看到自己的情绪，

并坦诚地说出困扰他们的情绪时，情绪就得以释放。当然，当别人向我们宣泄情绪时，③     。正是

这种倾听的态度，才促成人们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参考答案：○1 人们往往选择抑制它○2 我们要直面并且敢于说出情绪○3 我们要耐心倾听 

     （写出一句 1 分，两句 3 分，三句 5 分） 

参考答案：C 

解析：（A..语序不当；B.结构混乱；D.成分残缺） 



 

 

21. 华人互助联合会成立于 2013 年，通过组织和团结各方面力开展公益活动及商业互助交流活动。下

面是华人互助联合会的徽标设计，图案主色为红色。请说明主体部分的图形寓意。要求语意简明,句子

通顺。（6 分） 

      

 

  

 

 

 

 

 

 

 

参考答案：○1 图案是圆和方的结合体，遵循中国文化天圆地方（或刚柔并济）、财富汇聚之意。 

          ○2 红色象征爱心、热情 

          ○3 中间为心与心的交融（或中国结），体现了“互助、互爱、互益”的意义。 

          （每点 2 分） 

 

四、写作（60 分） 

2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60 分） 

    

一教授在课堂上问：世界第一高峰是哪座？大家脱口而出：珠穆朗玛峰。又问：世界第二高峰呢？台下

一片沉默。教授面带愠色，说：“这种‘记得第一，遗忘第二’的现象，乃至由此衍生的‘只认第一，

不认第二’的心理，在我们的社会上还较为广泛地存在着。”一位学生反驳道‘记得第一，遗忘第二’，

应该成为我们的追求。”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 不要套作,

不得抄袭。 

 

参考答案：立意角度围绕教授倡导“关注第二”和学生“争做最好”均可。其他参考高考作文评价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