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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高二年级期中质量监测 
语 文 试 卷 

一、现代文阅读（19 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题，6 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

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经济的运行模式发

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也对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提出了更高要求。放眼未来，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显

得尤为迫切。 

对于经济增长来说，科技创新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提升供给能力和潜在增长率。经历了改革开放以

来数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技术革新，带来了资源配置效率快速提升的可能性，并催生了新

的经济形态。进行持续的科技创新，并将其积极地运用到解决现实问题中，是我国宏观经济能实现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必要条件。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如何提升有限资源的配置效率，使得有限的资源能够催生更多的产出。

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与劳动边际效率的下降，是初始生产要素红利逐渐见顶的显现，

而科技创新是阻止这一下降最有效的手段。与历次工业革命的关键要素一样，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

科学技术具有极强的通用性特征。因其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协同性，数字技术能深刻地影响参与生产的各

种要素，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以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方式提高经济总产出。 

科技创新高度依赖于深厚的基础科学积累。只有在基础科学上产生的核心技术发明、新产业和新理念，

才能保证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边际产出保持在高位水平。将经济发展模式转向科技创新驱动是一个长期过

程，需要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持之以恒的投入。现在，我国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跑、领跑阶段，科技实

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尤其需要重视和培养基础研究和应用基

础研究人才。 

以科技创新为第一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一大批既具有科研和原创能力，也能深刻理解、准确把握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复合型人才。科硏实践是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根本途径，而管理

实践是将科技创新实践与中国经济发展相结合的重要抓手，复合型人才的孕育需要复合培养体系。坚持面

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既要对科学葆有好奇心，也要

有“把需求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的敏感性，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才能有更高水平的原创成果，

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 

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创新要持续为经济注入动力，需要科技人才保持知识的更新频率，从而延长人

才的创新生命周期。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应积极提供人才持续学习的机会，将基础理论学习和应用实践学

习体系相结合，利用一流学术研究帮助创新人才维持理论前沿高度，并助力其将基础理论研究更好地应用

到经济发展中。把更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才能更好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选自张影《科技创新是赢得未来的关键》)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促进了我国经济运行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科技

创新的不断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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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能够让资源配置效率快速提升，并催生新的经济形态，使中国经济从

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C.数字技术能够提高经济总产出，主要是因为它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协调性，能对参与生产的各种要

素产生深刻影响。 

D.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的复合型人才应该将科研和原创能力与国家和人民的需求结合起来，让需求成

为科技创新的动力。 

1．B（原文说“带来了资源配置效率快速提升的可能性”）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引用习总书记的话意在论证现阶段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迫切需要科技创新的驱动。 

B.第三段通过介绍数字技术的特性论证了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C.四、五两段分别从加强基础科学积累、培养复合型人才方面论述了如何进行科技创新。 

D.文章从第二段开始论述了科技创新的必要性和如何进行科技创新，尾段对全文进行总结。 

2．D（尾段论述科技创新需要保持人才的持续创新能力，仍然属于如何进行科技创新的范畴）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经济发展转型是长期过程，因而培养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人才也应持之以恒。 

B.科技创新可以阻止资本与劳动边际效率的下降，从而有效改变经济增速的下降。 

C.科技人才终身学习才能保持知识的不断更新，从而延长自己的创新生命周期。 

D.帮助创新人才维持理论前沿高度，才能助力其将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到经济发展中。 

3．D（原文中，帮助创新人才维持理论前沿高度和助力其将基础理论研究更好地应用到经济发展中是并列

关系，不是条件关系） 

 

（二）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13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 题。 

暮鼓 

铁凝 
日落之后,天黑以前,她要出去走路。一天的时光里,她尤其喜欢这个段落。 

黄昏的光线让她心情放松,四下里的景物尚能清晰可辨,却已不那么咄咄逼人。她穿上薄绒衣和哈伦裤,

换上走路的鞋,出了家门,把脸伸到黄昏里去,好像黄昏是一个有形的、硕大无朋的器皿,正承接着她的投入。

风来了,是秋风,这风抚上脸去,短促,利索,皮肤立刻就紧绷起来。她这个年纪的人,正需要皮肤的紧绷。她

相信运动,只有运动才能使人年轻。好比六十岁的她,走起来是弹性大步,步幅均匀,不喘不吁，腰还柔韧,背

也挺直,加上她那坚持每五个月才染一次的深栗色“包包头”,看上去怎么也超不过五十岁,不止一个人这样

评价过她。 

迎面偶尔过来几个遛狗的人,邻居或者邻居的保姆,她避免和他们的眼光相遇,也就避免了和他们打招

呼,还避免了他们对她的搭讪。她在这里走路走了十年,从来没和一个业主讲过话。只有一次,她在小区会所

门前的林阴道上差点被一条狗扑倒。 

她从十年前就提早退休了,她为之服务了三十多年的单位是个区级卫生防疫站。同事们以为她要给自家

的公司去打工,她没这么做。她去了地产界的女友开办的一间农民工子弟学校充当志愿者。在她的建议下,

女友把“农民工子弟学”改成了“新工人子弟学校”,这样听起来没有歧视感。在此期间,她没有觉得累,也

没有觉得不累,满足和疲惫兼而有之。有一天早晨醒来她奔进卫生间,惊恐地看见镜子里有一张旧报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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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她意识到这是严重睡眠不足,她缺觉了。女人是不能缺觉的,志愿者是有前提的,所有的“志愿”都必须

首先让位给她的睡眠。于是她不再去那学校。 

她恢复了以往的生活和健身,穿着哈伦裤在黄昏里走路。有一阵子她喜欢往小区东北角走,那儿有一片

柿子林。这个黄昏,她走上柿子林边如同“巨蟒”潜行的小马路时,发现马路对面,一个老者几乎正和她齐头

并进。老者拖着一把平头铁锨,那刺拉、刺拉的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噪音就来自铁锨和柏油路面的摩擦。绕过

柿子林就是会所,会所正在挖地下网球馆,说不定这位老者就属于那个工地。他为什么不把铁锨扛在肩上呢?

摩擦的噪音让她心里有点抱怨,由不得偏过脸扫了一眼老者—这老头!她心说。 

路灯亮起来,老头停住脚,从衣兜里摸出一包烟和火柴,仿佛是路灯提醒了他的抽烟。借着路灯和老头点

烟的那一忽儿光亮,她看见老头的齐耳短发是灰白色的中分缝,皱纹深刻的没有表情的脸木刻一般。他吸着

烟接着走路,被烟呛得一阵阵咳嗽不止。 

到了丁字路口,老头向左拐去。她闻见一股子花椒油炝锅的白菜汤味儿,网球馆工地正在开饭。一个体型

壮实的工人正朝她和老头这边张望,当他和他们相距两三米的时候,她看出这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只听

他急切地高喊起来:“妈!妈!”他喊着“妈”说,快点儿!菜汤都凉了! 

她下意识地扭头向后看,路上没有别人。他是在喊她吗?他错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妈?或者她竟然很像这位

施工队成员的妈? 

她疑惑着,只见这个端着空饭盆的年轻工人很确定地走到老头跟前,从他手里接过铁锨,又叫了一声

“妈”。她一路以为的老头并不是个老头,而是个老太太,是—妈。 

母子二人走到送饭的“三马子”前,舀了菜汤,每人又各拿两个大白馒头,找了个暗处,先把汤盆放在地

上,两人就并排站在路边吃起晚饭。过分雪白的馒头衬着他们黧黑的手,泛着可疑的白光。 

她佯装在近处溜达,观察着从容、安静地嚼着馒头的这对母子,怎么看也更像是一对父子。这时母子二人

把饭后的空碗放到地上,妈从肥大中山式上衣的肥大口袋里掏出两只壮硕的胡萝卜,递给儿子一只,另一只

留给自己,好比是饭后的奖赏。 

她看不清他们的表情,也许他们并无特别的表情。她只看见儿子拿着萝卜,和妈稍做争执,要把手中大些

的萝卜塞给妈。妈伸出举着萝卜的手挡了挡儿子,便抢先咬下一大口,很响地嚼起来。儿子也就咬着手中那

大些的萝卜,很响地嚼起来。在路灯照不到的暗处,那两根在他们手中晃动的胡萝卜格外显出小火把似的新

鲜光亮,和一股脆生生的精神劲儿,让她想起在她的少年时代。她还发现,在他们吃饭的这段时间里,妈一声

也没咳嗽,好似铁了心不让咳嗽和喘息败坏这片刻的安宁。 

会所传来一阵鼓声,是某个庆典或者某场欢宴开始了。她对会所的鼓声并不陌生,她和家人都在会所举

办或者参加过这种仪式。她望望那路边的母子,他们仍然站在黑暗中专注地嚼着胡萝卜,对这近切的鼓声充

耳不闻。 

她迎着鼓声往回家的路上走,尽可能不把自己的心绪形容成无聊的踏实。 

（有删改） 
4.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起伏不喜平,主人公“她”一直以为的“老头”竟然是个老太太,是“妈”,前后的反差使小说情节

曲折动人,产生了一定的戏剧性效果。 

 B.小说用插叙的手法交代了“她”的身份和以前的经历,说明了“她”恢复以往生活和健身的原因是保持

身体健康,延缓衰老。 

 C.小说善用细节表现人物,母子争让胡萝卜的情节运用“掏出”递给”“挡”“抢”等动词,细腻传神地表

现了母亲对儿子的深情。 

 D.小说结尾写“她”迎着鼓声向家中走去时心绪有些无聊,但“她”尽量压抑着这种无聊,让自己变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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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踏实。 
4. D（此时“她”的心绪应该是“踏实”） 

5.贯串小说首尾的女主人公“她”是怎样一个人?请简要分析“她”的形象。(5分) 

5. 

（1）富裕：她有自家的公司，生活安逸，参加过会所活动； 

（2）爱美（焦虑）：六十岁的她保持姣好的容颜，她不想老、害怕老； 

（3）有公益心：退休之后，到女友开办的一间农民工学校充当志愿者，并帮助女友把带有歧视的校名

改为“新工人子弟学校”； 

（4）不善交往：她懒得搭理人，十年了，从来没有和一位业主讲过话，唯一的一次，是她差点被邻居

的狗扑倒； 

（答出一点给 1 分，答出两点给 3 分，答出三点给 5分；其他答案只要有道理就可酌情给分） 

6.小说开头对黄昏景象的描写和结尾对暮鼓声的描写分别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6分） 

6． 

（1）对黄昏景象的描写：既交代了人物活动的时间，又交代了主人公喜欢黄昏的原因，为下文写见到母

子俩后的感受做铺垫。 

（2）对暮鼓声的描写：反衬出这对母子的“充耳不闻”，表现出平凡人安然乐观的精神状态，暗示对女主

人公的激励作用。 

（每点 3 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29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4 小题，16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7～10题。 

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书仆射。父恕，幽州刺史。预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初，

其父与宣帝不相能，故预久不得调。文帝嗣立，预尚．帝妹高陆公主。钟会伐蜀，以预为镇西长史。及会反，

僚佐并遇害，唯预以智获免，增邑千一百五十户。是时朝廷皆以预明于筹略，会匈奴帅刘猛举兵反，诏预以

散侯定计省．闼．，俄拜度支尚书。预乃奏立藉田，建安边，论处军国之要。又作人排新器，兴常平仓，定谷价，

较盐运，制课调，内以利国外以救边者五十余条，皆纳焉。石鉴自军还，论功不实，为预所纠。遂相仇恨，

言论喧哗，并坐免官，以侯兼本职。数年，复拜度支尚书。元皇后梓宫将迁于峻阳陵。旧制，既葬，帝及群

臣即吉[注]。尚书奏，皇太子亦宜释服．．。从之。预以时历差舛，不应晷度，奏上《二元乾度历》，行于世。预

又以孟津渡险，有覆没之患，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议者以为殷周所都，历圣贤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预

曰：＂‘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及桥成，帝从百僚临会，举觞属预曰：“非君，此桥不立也。”时帝密

有灭吴之计，而朝议多违，唯预、羊祜、张华与帝意合。祜病，举预自代，及祜卒，拜镇南大将军、都督荆

州诸军事。孙皓既平振旅凯入以功进爵当阳县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户预既还镇累陈家世吏职武非其功请退

不许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时王济解相马，又甚爱之，而和峤颇

聚敛，预常称“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武帝闻之，谓预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其

后征为司隶校尉，加位特进，行次邓县而卒，时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谥曰成。 
（节选自《晋书·杜预传》） 

【注】吉，除去丧服。 

7.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孙皓既平/振旅凯入/以功进爵/当阳县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户/预既还镇累陈家世/吏职武非其功/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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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不许/ 

B.孙皓既平振旅/凯入以功进爵/当阳县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户/预既还镇/累陈家世吏职/ 武非其功/

请退/不许/ 

C.孙皓既平/振旅凯入/以功进爵当阳县侯/增邑并前九于六百户/预既还镇/累陈家世吏职/武非其功/请

退/不许/ 

D.孙皓既平振旅/凯入以功/进爵当阳县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户/预既还镇/累陈家世/吏职武非其功/请

退/不许/ 

7．C 

8.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   ） 

A.尚，指男方在婚姻上的高攀行为，避讳言娶，古代专指匹配皇家的女儿。 

B.省闼，又称禁闼。晋代中央政府诸省设于禁中，后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称。 

C.释服，是一种祭祀先人的礼节，指在居丧期间要脱去朝服，换上丧服以表悼念。 

D.《左传》，是一部阐释《春秋》思想、叙事较为详备的编年体史书。 

8．C（应为脱去丧服，改换为朝服。根据注释和“亦宜”的语境可推知） 

9.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杜预出身仕宦，凭借智谋免难。祖、父均为高官，因为父亲与皇帝的矛盾他长期得不到重用；后来随

钟会伐蜀，遭逢叛乱，凭借机智逃脱灾难。 

B.杜预谋略出众，治国卓有成效。匈奴统帅刘猛发兵反叛，由于杜预善于筹略规划，朝廷调他入宫参与

谋划，他提出一系列对内对外政策，取得突出效果。 

C.杜预功勋卓著，帮助皇帝灭吴。皇帝秘密制定灭吴之计，但并未获得朝廷一致支持，杜预支持灭吴战

争，接替羊祜后不负厚望，统兵助帝攻灭吴国。 

D.杜预钻研经典，历法建筑皆通。他制订的《二元乾度历》通行于世；建桥梁以排险患，得到皇帝赞赏；

撰写《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自称有＂《左传》癖＂。 

9．B（杜预的措施只是停留在建议的环节，虽“皆纳焉”，但未表明“突出效果”） 

10.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遂相仇恨，言论喧哗，并坐免官，以侯兼本职。(4分） 

(2)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4分） 

(3)行年四岁，舅夺母志。（李密《陈情表》）（2分） 

10. 

（1）二人于是（就）互相仇恨，有时公开争吵，为此两人都免了官，杜预以侯爵身份兼任原来的职务。 

（“遂”“喧哗”“坐”各 1分，大意 1分） 

（2）立功之后，闲暇无事，即沉溺钻研经籍，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从容”“耽”“为”各 1分，大意 1分） 

（3）年龄到了四岁，舅父改变了母亲守节的志向。 

（“夺”1分，大意 1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小题，7分）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 11～12 题。 

野老歌 

张籍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 

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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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 

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 

11.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一、二句直接说明老农家境贫寒，并交代了老农的住地和耕田的数量。 

B.三句以＂苗疏税多”写出老农家“不得食”的原因，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C.五、六句写岁暮农闲时老农携子登山采橡实的情景，表现出老农的乐观态度。 

D.这首新乐府诗篇幅不长而韵脚屡换，语言平易近人，好像与人娓娓倾诉一般。 

11．C（“乐观态度”错） 

12.全诗看似只是罗列现象，但思想倾向十分鲜明。诗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请简要分析。(5分） 

12． 

（1）三、四句以农家饥饿无食和官家视粮为土做对比，写出了对不公平社会的不满。 

（2）五、六句以锄犁闲傍反衬“登山收橡实”之忙（对比亦可），写出了面对生活窘迫的无奈。 

（3）最后两句虽只写“西江贾客”生活的豪奢，实际是与山农的生活作对比，将不满情绪推向更强。 

（答出一点给 1 分，答出两点给 3 分，答出三点给 5分。若总提对比，然后分别举例也可以，评分标准

备课组自定。其他答案只要有道理就可酌情给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小题，6 分） 

13.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 分) 

(1)庄子在《逍遥游》中以“                      ，                      ” 两句赞扬宋荣子能认

清物与我的分际，辨明荣与辱的界限。 

(2)白居易在《观刈麦》中以“                    ，                    ”两句写了婆婆、儿媳和小

孙儿给地里干活儿的男人们送饭的情景。 

(3)李贺在《雁门太守行》中抒发誓死报国忠心的诗句是“                    ，                ”。 

13．（1）定乎内外之分   辩乎荣辱之境 

（2）妇姑荷箪食       童稚携壶浆 

（3）报君黄金台上意   提携玉龙为君死 

(每空 1 分) 

 

三、语言文字运用（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4～16 题。 

    《清明上河图》以北宋都城汴梁汴河两岸清明时节景象为题材，表现了北宋末年承平日久、繁荣昌盛的

社会生活。从《清明上河图》中，使我们可看到两个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第一、内容丰富。画家张择端用散点透视的多视点原理，生动地         了汴河两岸的繁荣景象。观

看画卷,令人           。市郊茅檐低伏，阡陌纵横。城中房屋           ， 

行人摩肩接踵，车马轿驼络绎不绝。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百货俱陈。聚焦汴河，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

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工人正紧张地卸货。(    )城门巍峨高大,

虹桥结构精巧,楼台屋宇层峦叠嶂。除了体现建筑之美外,作者在环境气氛和建筑布局上精心渲染安排,把诗

情画意也体现在其中。 

第二、结构严谨。作者在构图上           ,使得画面繁而不乱,长而不冗,段落分明。可贵的是,如此

丰富多彩的内容,主体突出,首尾呼应,全卷浑然一体。画中每个人物、景象、细节,都安排得合情合理,疏密、

繁简、动静、聚散等画面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繁而不杂,多而不乱,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

察力和对大场面宏观把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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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 

A.再现    目不暇接     鳞次栉比     用心良苦 

B.表现    应接不暇     星罗棋布     处心积虑 

C.再现    目不暇接     鳞次栉比     处心积虑 

D.表现    应接不暇     星罗棋布     用心良苦 

14．A 

15.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清明上河图》中，使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B.《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到两个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C.从《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D.我们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到了非常鲜明的两个艺术特色 

15．C 

16.下列填入文中括号内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项(   ) 

A.作者不仅画出了汴京的市井图景,而且描绘了当时的各种建筑和建筑的风格和特点。 

B.作者不仅画出了汴京的市井图景,而且描绘了当时的各种建筑,这些建筑体现出北宋建筑的风格和特

点。 

C.作者不仅描绘了当时的各种建筑,这些建筑体现出北宋建筑的风格和特点,而且画出了汴京的市井图

景。 

D.作者不仅描绘了当时的各种建筑,使这些建筑体现出北宋建筑的风格和特点,还画出了汴京的市井图

景。 

16．B 

 

17.概括下面这段文字的文意,字数不超过 15字。(2 分) 

    从人才需求看,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发的报告显示,未来 5 年,全国农业经理人需求 150 万人左

右,无人机驾驶员需求 100 万人。从人才带来的社会效益看,每个创业主体平均能带动 6个农民就业。因此,

鼓励更多人才返乡在乡创业,投身现代农业发展,带动乡亲们一起致富,才能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强劲的

新动能。 

17．参考一：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 

参考二：人才返乡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 

 

18.《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有“煮酒论英雄”的故事,请简述这个故事的情节。(4分) 

18．参考：一日，曹操青梅煮酒宴请刘备，想借此试探刘备心机。曹操问刘备天下谁是英雄，刘备答了许

多人的名字，曹操只是摇头。最后刘备只得问曹操认为谁是英雄。曹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刘备闻言一惊，匙箸不觉落于地下。幸好当时雷声乍起，刘备巧借惊雷加以掩饰，打消了曹操的疑虑。 

 

四、写作（40分） 

19.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劝他把“推”字改为“敲字。这段文

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古今人都赞赏“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

上的分别。“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今他推,足见寺里只

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自有一副胸襟

气度。“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就显得寺里有人应门。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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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些。 

    上面是朱光潜先生的看法。生活中类似这种认却未必合理的认识有很多,你对此有怎样的联想或感受?

请结合材料内容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角度自选,立意自定,标题自拟。 

②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不得抄袭套作。 

③不少于 800字。 

参考高考作文评分标准。 

参考立意： 

1.要敢于质疑权威。 

2.公认的未必就合理。 

3.符合实际才能产生正确认识。 

 

【参考译文】  

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祖父杜畿，是魏尚书仆射。父亲杜恕，是幽州刺史。杜预博学多所通晓，

明于国家兴废之道。当初，杜预的父亲与宣帝司马懿不和，所以杜预长久不得调升。文帝嗣位，杜预娶文

帝的妹妹高陆公主为夫人。钟会伐蜀，以杜预为镇西长史。钟会谋反，他的僚属官佐都被害，只有杜预靠

他的智慧得免于祸，增加封邑一千一百五十户。当时朝廷上下都认为杜预精于筹划策略，又值匈奴统帅刘

猛举兵反晋，皇帝下诏让杜预以散侯的身份在宫中出谋划策，不久又拜为度支尚书。杜预上奏建议籍田和

安边政策，讨论处理军国要事。又作人排新器，兴常平仓，定谷价，计算盐运，制订租税制度。类似这样

内可以有利国家外可以安定边疆的建议有五十多条，都被皇帝采纳。石鉴从军中回京师，报功不合实际，

为杜预所弹劾，二人遂互相仇恨，有时大吵大闹，为此两人都免了官，杜预保留侯爵，兼原来的职务。几

年之后，又拜为度支尚书。元皇后的陵墓将迁到峻阳陵。按旧丧制，安葬以后，皇帝和群臣即可以脱孝

服。尚书上奏，认为皇太子也应脱孝服。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杜预以为时历有差错，与晷度不合，制订

了《二元乾度历》上奏皇帝，推行于世。杜预又以为孟津渡口不安全，渡船常有翻没的危险，请求在富平

津建桥。议论此事的人以为殷和周的都城都靠近孟津，历代圣贤都不曾在此建桥，必然是这里不可建桥。

杜预说：“造舟为梁，就是建河桥。”桥建成以后，武帝带着百官到桥边举行宴会，举杯向杜预祝酒说：“不

是你，此桥是不能建成的。”当时武帝秘密制订了灭吴计划，而朝臣议论多有不同意见，只有杜预、羊祜、

张华与武帝意见相合。羊祜病重时推荐杜预代替自己的职务，羊祜死后，杜预拜为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

诸军事。孙皓平定以后，杜预率师凯旋而归，因功晋爵为当阳县侯，增加封邑连以前的共九千六百户。杜

预回镇以后，屡次向皇帝陈述自己家世所任官职，以为武将不是自己所长，请求退职。皇帝不许。立功之

后，闲暇无事，即专心钻研经籍，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当时王济懂得相马，又很爱马，而和峤喜欢

聚敛财物，杜预常称“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武帝听到后对杜预说：“卿有何癖？”杜预回答说：“臣

有《左传》癖。”后来征召到京城作司隶校尉，加封特进官职，行至邓县而死，终年六十三岁。武帝很悲

悼，谥号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