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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学年度第一学期期末考试

高二语文 2017.01

一、文化积累（11 分）

1. 在横线上填写作品原句。（8 分）

①范仲淹有词云：“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其中“衡阳雁”的意象在王勃

的《滕王阁序》“ ， ”中也出现过。

②杜牧《阿房宫赋》：“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 。”借秦朝统治者

骄奢亡国的历史教训，向唐朝统治者发出警告。

③杜甫在《蜀相》中用“________，________。”表达对诸葛亮病死军中、功

业未成的惋惜之情。

④《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表现诗人李白蔑视权贵的句子是“ ， ？”

2. 下列有关文化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阳”在地名中是指“山之南，水之北”，由此可以推断长江边的江阴市在长江南。

B.《滕王阁序》里“家君作宰，路出名区”一句中“家君”的意思是指“你的父亲”。

C.《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中“朔”指农历每月初一，“晦”指农历每月最后一日。

D. 古人自称称名，称人称字，这是基本礼貌。“籍独不愧于心乎”的“籍”是项羽自称。

二、文言文阅读（24 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3-9 题。（24 分）

（一）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

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

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虽有忠臣

硕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

日益亲，则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

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帷闼①，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患已深而觉之，

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虽有圣智不能与谋，

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成。至其甚，则俱伤而两败。故其大者亡国，其次亡身，而使奸豪

得借以为资而起，至抉②其种类，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

非一世也。夫为人主者，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硕士于外，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

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则祸斯及矣；使．其一悟，捽
③
而去之可也。宦者之为祸，虽

欲悔悟，而势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
④
。故曰：深于女祸者，谓此也。可不戒哉！

（节选自欧阳修《新五代史·宦者传》)

[注]①帷闼：帐幕和小门，这里指宫廷之内。②抉：挖出，可译为“搜捕”。 ③捽：揪。④唐昭宗因宦官

专权为祸，与宰相崔胤密谋诛杀宦官，写信请朱温发兵。但事情败露，昭宗被宦官劫持。朱温发兵，

尽杀宦官。后来，崔胤和昭宗也先后为朱温所杀。

（二）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

以知之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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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

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

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

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

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节选自欧阳修《伶官传序》）

3. 下列语句中，加点字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端：开始

B.能以小善中．人之意 中：迎合

C.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 使：假使

D.函．梁君臣之首 函：用木匣子装

4. 下列语句中，加点虚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3分）

A. ①其源深于．女祸 ②入于．太庙

B. ①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 ②方其系燕父子以．组

C. ①而人主之．势日益孤 ②抑本其成败之．迹

D. ①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 ②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

5. 举，“ ”，会意兼形声字，《说文》解释说：“举，对举也，从手與声。” 本义为双手向

上托物，举起；后有多种引申义。下列语句中的“举”字，意义与“举”的本义相同的

一项是 ，与“举国同庆”中“举”的意义相同的是 、 。（3分）（只填序

号）

①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 （《六国论》）

②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阿房宫赋》）

③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 （《伶官传序》）

④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 （《陈情表》）

⑤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 （《逍遥游》）

⑥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琵琶行》）

⑦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 （《鸿门宴》）

6. 翻译文中画横线的句子。（6 分）

①夫为人主者，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硕士于外，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

②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7. 选文(一)“故曰：深于女祸者，谓此也”一句中的“此”指的是 。（用原

文回答）（2分）

8. 选文(二)中的《书》指《尚书》，与 、《春秋》、《礼记》、《周易》四部儒家经典合称

为“五经”。（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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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伶官传序》中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请你结合选文（一）和选文

（二）中的具体内容，并联系现实，谈谈你的看法。（6分）

三、诗歌阅读（11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诗歌，完成 10-12 题。（11 分）

夜泊水村
①

陆游

腰间羽箭久凋零，太息燕然未勒铭。

老子
②
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

③
？

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

记取江湖泊船处，卧闻新雁落寒汀。

[注]①作此诗时，作者正奉祠居家，时年 58岁。②老子：“老夫”之意，指陆游自己。一说指老子李耳。③

泣新亭：东晋初年，从洛阳逃到江东的文士，常到新亭饮酒赋诗，谈到半壁河山沦亡，常相对而泣。

10. 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首联第二句“燕然未勒铭”，运用典故，和范仲淹《渔家傲》中“燕然未勒归无计”

的“燕然未勒”的意思基本相同。

B. 颔联第一句“老子犹堪绝大漠”中“绝”的意思和《劝学》中“假舆马者，非能水

也，而绝江河”的“绝”基本相同。

C. 颔联将诗人奋发的壮怀与达官贵人的怯懦孱弱对照，并用“泣新亭”的典故，表达

对那些面临外寇侵凌却无作为的达官贵人的指斥。

D. 尾联点题，回笔写眼前夜泊水村的景象。汀州凄寒，新雁鸣叫，诗人以新雁暗指入

侵中原的外族人，这两句是借象表意，间接抒情。

11. 从体裁上看，这首诗属于近体诗中的_______；其中颔联和 必须对仗。(2 分)

12. 这首诗和《书愤》表达的情感有何异同？请结合具体诗句，简要分析。(6 分)

书愤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四、现代文阅读（34 分）

（一）阅读下面这篇小说，完成 13-16 题。（17 分）

阿 Q 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

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所

以，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 Q 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闲空，连

阿 Q 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只是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阿 Q 真能做！”

这时阿 Q 赤着膊，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

阿 Q 很喜欢。

阿 Q 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

为不值一笑的神情。赵太爷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钱之外，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

而阿 Q 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加以进了几回城，阿 Q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6253667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049171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6141849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062283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718244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7091241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1022303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567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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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

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

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未庄人真是不

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

阿 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

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他讳说“癞”

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

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 Q 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

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 Q 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

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

谁知道阿 Q采用怒目主义之后，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一见面，他们便假作吃

惊的说：

“哙，亮起来了。”

阿 Q 照例的发了怒，他怒目而视了。

“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他们并不怕。

阿 Q 没有法，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

“你还不配……”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

癞头疮了。

闲人还不完，只撩他，于是终而至于打。阿 Q 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

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 Q 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

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阿 Q 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口来，所以凡是和阿 Q 玩笑的人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

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一着对他说：

“阿 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

阿 Q 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

“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但虽然是虫豸，闲人也并不放，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

足的得胜的走了，他以为阿 Q 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钟，阿 Q 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

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

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阿 Q 以如是等等妙法克服怨敌之后，便愉快的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愉快的回到土谷祠，

放倒头睡着了。假使有钱，他便去押牌宝，一堆人蹲在地面上，阿 Q 即汗流满面的夹在这中

间，声音他最响。

“咳——开——啦！”桩家揭开盒子盖，也是汗流满面的唱。“阿 Q的铜钱拿过来——！”

阿 Q 的钱便在这样的歌吟之下，渐渐的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人物的腰间。他终于只好挤

出堆外，站在后面看，替别人着急，一直到散场，然后恋恋的回到土谷祠，第二天，肿着眼

睛去工作。

但真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罢，阿 Q 不幸而赢了一回，他倒几乎失败了。

这是未庄赛神的晚上。这晚上照例有一台戏，戏台左近，也照例有许多的赌摊。做戏的

锣鼓，在阿 Q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他只听得桩家的歌唱了。他赢而又赢，铜钱变成角洋，

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叠。他兴高采烈得非常。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他才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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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摊不见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几个人

诧．异的对他看。他如有所失的走进土谷祠，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

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

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罢，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

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

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

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他睡着了。

（节选自鲁迅《阿 Q 正传》）

13. 下列选项中，加点字的读音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 土谷祠．(cí) 舂．(chōng)米 B. 鄙薄．(bó) 犯讳．(huì)

C. 口讷．(nà) 虫豸．(zhì) D. 诧．(chà)异 擎．起(qíng)

14.“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一句中“心满意足”指的是 。（2 分）

“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一句中“心满意足”指的是 。（2分）

15. 作者淋漓尽致地描绘了阿 Q 的“精神胜利法”，请你简要概括阿 Q 的“精神胜利法”的

具体表现。（5分）

16. 文中多次写到“闲人”，这些“闲人”还出现在鲁迅的其他作品(《祝福》《孔乙己》《药》……)

中。这些“闲人”有什么特点？请你结合本文和鲁迅的其他作品，简要分析。（6分）

（二）阅读下面这篇文章，完成 17-20 题。（17 分）

又读《边城》

汪曾祺

请许我先抄一点沈先生写给三姐张兆和(我的师母)的信。

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

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人，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我看到小小渔船，

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三三，

我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的这份工作

上来。我会用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三三，我看久

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

人不同了。我觉得怅惘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

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三三，倘若我们这时正是两人同在一处，你瞧我

的眼睛湿到什么样子!……

这是一封家书，是写给三三的“专利读物”，不是宣言，用不着装样子，做假，每一句

话都是真诚的，可信的。

从这封信，可以理解沈先生为什么要写《边城》，为什么会写得这样美。因为他爱世界，

爱人类。

从这里也可以得出对沈从文的全部作品的理解。

为什么这个小说叫做《边城》，这是个值得想一想的问题。

“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说这是个边地的小城。这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

文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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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是大城市的对立面。这是“中国另一地方另外一种事情”(《边城题记》)。沈先

生从乡下跑到大城市，对上流社会的腐烂生活，对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深恶痛绝，

这引发了他的乡愁，使他对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淳朴民风十分怀念。

便是在湘西，这种古朴的民风也正在消失。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1934 年的

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 18 年，一入长河

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

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

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 20 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人生观。”《边城》

所写的那种生活确实存在过，但到《边城》写作时(1933—1934)已经几乎不复存在。《边城》

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

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

《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说：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

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生的人

性形式”。

喔!“人性”，这个倒霉的名词!

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

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

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小说的作者与读者》)。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

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这当然为一些急功近利的理论家所不能接受。

《边城》里最难写，也是写得最成功的人物是翠翠。翠翠难写，因为翠翠太小了(还过

不了 16 吧)。她是那样天真，那样单纯。小说是写翠翠的爱情的。这种爱情是那样纯净，那

样超过一切世俗利害关系，那样的非物质。翠翠的爱情有个成长过程。总体上，是可感的，

坚定的，但是开头是朦朦胧胧的，飘飘忽忽的。翠翠的爱是一串梦。

事情经过许多曲折……

大雷大雨的夜晚，老船夫死了。祖父的朋友杨马兵来和翠翠作伴，“因为两个必谈祖父

以及这一家有关系的事情，后来便说到了老船夫死前的一切，翠翠因此明白了祖父活时所不

提到的许多事，……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如今可都明白了。翠翠把事情弄明后，哭了一个

夜晚”。哭了一夜，翠翠长成大人了。迎面而来的，将是什么？

“我平常最会想象好景致，且会描写好景致”。(《湘行集·泊缆子湾》)沈从文对写景

可算是一个圣手。《边城》写景处皆十分精彩，使人如同目遇。小说里为什么要写景？景是

人物所在的环境，是人物的外化，人物的一部分。景即人。

（有删改）

17.《又读<边城>》这篇文章，作者从哪几个方面对《边城》做了解读和评价。（4 分）

18. 结合选文，说说“边城”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的具体含意。（4 分）

19.“事情经过许多曲折……”，请联系小说《边城》，概述翠翠的爱情经过了哪些曲折。（4分）

20.“景是人物所在的环境，是人物的外化，人物的一部分。景即人。”请联系链接材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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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对这句话的理解。（5分）

【链接材料】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

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

大片石头做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

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

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

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槽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

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船将拢岸时，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

“慢点，慢点”，自己霍地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

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

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

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

五、写作（40 分）

21.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写作。注意：写作时先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上把所

选的题号方框涂黑．．。

(1)楚汉之争以项羽乌江自刎而告终。对于这段历史，有人认为“江东子弟多才俊，卷

土重来未可知。”有人认为“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假如项羽渡过乌江，又

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请你发挥联想和想象，以“假如项羽渡过乌江”为题，续写后面发生的故事。不少于700字。

(2)最近，一篇完全用重庆方言书写，名为《一个重庆崽儿写的日记》的文章在网上热

传。许多年长的重庆人看了觉得亲切，很多词汇都是小时候常说的，而一些年轻的重庆人却

难解其意。一个 90 后的网友说：“看了这个日记，我觉得我都不算重庆人了！很多方言都

没说过。”

这则材料，引发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文体不限（诗

歌除外），不少于 700 字。

2016～2017 学年度第一学期期末

高 二 语 文 参 考 答 案 2017.01

一、文化积累（11 分）

1.（8分。一空 1 分，有错字、漏字，此空不得分。）

①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②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③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2.（3分）B

二、文言文阅读（2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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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分）A

4.（3 分）C

5.（3 分）⑥ ③ ⑤

6.（6分，每句 3 分，意思对即可。）

①那些做人君的，并不想在宫廷里面滋养祸患而把忠臣贤士疏远在外面，因为这是逐渐

积累而且在形势上逼使他这样的。

②祸患常常是从细微的事情积累起来的,人的才智勇气往往被他溺爱的事物困扰,难道

只是溺爱伶人才如此吗？

7. （2分）虽欲悔悟，而势有不得而去也。

8. （1分）《诗经》

9. （6分。语句理解 1 分；结合内容并联系现实，3分，谈看法 2分。 ）

答案示例：“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强调国家兴亡虽然也有“天命”的

因素，但人起了决定作用。正因人君的依赖和宠幸，才使得宦官把持朝政，祸害国家；庄宗

继父遗志、勇猛善战而得天下，又因骄傲自满，宠信伶官而失天下，得失皆因“人事”。现

代社会中，因人为制造的阻碍而难以为继的事情常见，同样通过努力获得成功的事情也比比

皆是。许多事情因“人事”而改变。“岂非人事”强调人的主观性和主动性，“人”才是事

情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

三、诗歌阅读（11 分）

10. （3 分）D“新雁，是指入侵中原的外族人”不妥。

11. （2 分）七言律诗(律诗) 颈联

12. （6 分。相同 3分，不同 3 分。）

相同：《夜泊水村》中“万死报国”“双鬓无再青”和《书愤》中“自许”“塞上长城”

“衰鬓先斑”，都抒发了诗人希望报效国家的爱国之情，表达了陆游功业未成、岁月蹉跎、

壮志难酬的叹息和愤懑。

不同：《夜泊水村》中“诸君何至泣新亭”句谴责了那些空谈报国而无所作为的达官贵

人，表达对他们不满；也有被闲置的苦闷。《书愤》的尾联则表达了对英雄业绩的仰慕之情。

四、现代文阅读（34 分）

（一）

13. （2 分）C

14. （4 分，一空 2 分。） 闲人“心满意足”：揪住阿 Q 辫子，在壁上碰四五个响头，心里

高兴；阿 Q“心满意足”：明明挨打却用“被儿子打了”来自我安慰。

15. （5 分，一点 1分，答出三点得 4分，答出四点得 5分。）

阿 Q 精神胜利法：①妄自尊大：所有未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精神上不格外尊奉赵

http://tool.liuxue86.com/shici_view_9a03d443ac9a03d4/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709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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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爷钱太爷；也很鄙薄“叫条凳”“切葱丝”的城里人；嘲笑未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②

自欺自骗（自我安慰、自轻自贱）：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不许提及；打架时被打，以“被

儿子打”的心理自我安慰；因认为“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而心满意足，在幻想和精

神上消除失败的耻辱。③欺弱怕强：估量对手，比他弱小的就欺负人家，比他强大的只敢怒

目而视。④麻木健忘：被欺负了，以“你算什么东西”等妙法克服自欺，然后便愉快喝酒，

愉快睡觉，极端麻木。

16. （6 分。闲人特点，3 分；联系具体作品分析，3分。）

闲人的特点：生活空虚无聊，愚昧无知，麻木残忍，冷漠无情，自私自利。就如本文中

的“闲人”，以取笑阿 Q 的“癞头疮”这一生理缺陷为乐，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

上。再比如《祝福》中鲁镇的人们，他们咀嚼、赏鉴祥林嫂的痛苦，自觉不自觉地从精神上

摧残着祥林嫂，甚至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迫害祥林嫂的凶手。还有《孔乙己》里的冷漠的喝酒

人……这些“闲人”也是底层弱民，一面受到别人的欺凌和毒害，与受害者有着类似的命运，

一面又欺凌比他们更弱小的底层弱民，他们“被吃”也“吃人”，是那个时代的不幸者和可

卑者。

（二）

17. （4 分，共五点，一点 1分，答出四点即可满分。）

创作的缘起 命名的缘由 表达的主题 翠翠形象的塑造 写景的艺术

18. （4 分。共两个要点，每个要点 2分。）

作者写作时，古朴的民俗民风几乎不复存在，但在作者去乡时的 18 年前却确实存在，

令作者怀念；远离城市，尚未被现代物质文明摧毁的农村社会的淳朴民风和朴素人性。

19. （4 分。一点 1分。）

天保大老和傩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翠翠对二老情有独钟，爷爷不知孙女心事，错点鸳

鸯谱；大老自动退出，离乡远行，淹水而死；顺顺和二老对祖父有误会，顺顺要二老另结亲

事，二老心系翠翠，遂离乡远行；爷爷去世，翠翠孤独等待二老归来。

20. （5 分，语句理解 2分，联系材料分析 3 分。）

小说通过景物描写勾勒人物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所以景与人对应，景物特征衬

托人物表现。边城山清水秀，溪水清澈透明、游鱼来去自如的自然美景，衬托出边城人淳朴

自然的民风；过渡人和管渡船人之间的关爱、谦让，表现了边城人不计利害、互助互爱的和

谐关系，反映了朴素单纯的人性美。在这里，景和人高度契合，景就是人。

五、写作（40 分）

21.评分标准参考北京市会考作文评分标准。

【文言文参考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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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宦官扰乱国家，它的本源比女色造成的祸患还要深远。

女人，不过使人君沉溺于美色罢了；宦官的危害，不仅仅在一个方面。因为他们在人君

身边办事，又亲近又熟悉；他们的心思，又专一又隐忍；能够用小善去迎合人君的心意，用

小信去稳住人君的感情，使得做人君的，一定信任他们，并且亲近他们。等到人君已经信任

他们了，然后用祸与福进行威吓来控制人君。即使朝廷里有忠臣、贤士，可是人君却认为他

们离自己疏远，不如侍奉起居饮食、跟随在前前后后的宦官可靠。所以，身边的宦官一天天

更加亲近，忠臣、贤士就一天天更加疏远，于是人君的地位也一天天更加孤立。人君势力孤

单了，害怕祸患的思想就一天天更加严重，于是控制人君的宦官的地位，一天天更加稳固。

国家的安危由他们的喜怒来决定，人君的祸患就隐藏在宫廷之中。那么先前认为可靠的人，

现在却成了发生祸患的原因。祸患已经很深了才觉察，想要跟疏远的臣子谋划去掉常在身边

的宦官，过于迟缓，就会滋养祸患，使它更加严重；过于急切，他们就会挟持人君作为人质。

这时即使有大圣大智的人，也无法给人君出谋划策。即使谋划了也不能去做，做了也不能成

功。到了事态十分严重的时候，就会两败俱伤。所以祸患大的，就要亡国，次一点的就要丧

身，而且能使奸雄借助这个口实来起事，直到搜捕宦官的同党，把他们全部杀掉，来使天下

人心大快，这样才算了结。以前史书上记载的宦官祸患，常常是这样的，不是一代了！那些

做人君的，并不是想在宫廷里面滋养祸患，把忠臣贤士疏远在外面，这是逐渐积累造成，而

且在形势上逼使他这样的。

对于女色的迷惑，不幸而又不能醒悟，那么祸患就会临头；如果人君一旦醒悟，揪着头

发丢弃她就行了。对于宦官的祸患，虽然想悔悟，可是却有不能够除掉他的形势。唐昭宗的

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比女色造成的祸患还要深远，就是这个缘故，怎么能够不警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