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D（其他三项都是生物钟调控的某些具体方面）

2、B（这是生物钟发挥作用控制的两个方面）

3、C（自由改变这一说法夸大）

4、C 【解析】此处“竟”应该是表示结果的副词“终于”“最终”“终究” 而并不表示出

乎意料 因此不可能是“竟然”。

5、A 【解析】D两个“舍”都是动词“收容”“安置”的意思。C两个“然”都是转折连

词“然而”“但是”。B两个“为”都是表被动的介词“被”。A前“以”是表反问的“何以„

„为”结构的一部分“ 何以报为”就是“要回报干什么呢”的意思 后“以”表修饰。尽

管前“以”不好翻译 但后“以”用法比较明确 用代入比较法即可知道两“以”不同。

6、D 【解析】文中说“不取其报”是说李疑不要这个妇人报答 不是“此人不知感恩”

7

8、远行客子的思乡之情。（“远行客子”1 分，写“离人”“行人”“旅人”均可，“思乡”2

分，共 3 分）

9、①“候馆梅残，溪桥柳细”中的“残”“细”可谓炼字精品，既写出了时令特点，又把满

眼春光写得凄楚动人。②“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用比喻手法把抽象的感情

变成了具体的形象，让人更容易感受到行人因路程加长、时间变久而产生的离愁；③“寸寸

柔肠，盈盈粉泪”，用叠字渲染出女性居者对男性行者的思念之深，离愁无限；④“平芜近

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用对比、衬托手法，写出春山已远，而行人更在春山之外，

将情景融为一体，景在想象中扩大了范围，情也在想象中增加了容量，层层深入，增加了情

感的震撼力量。

10、
11、

（1）AC（ A. 应是紧张心情 C. 重情守信）

（2）○1 第一次，烘托环境，展开情节；○2第二次，渲染气氛，转换情节。每答对一点给

3分。意思答对即可。

（3）○1重视友情，信守诺言；○2乐观开朗，心直口快；○3企图逃避法律。

（4）1 鲍勃值得同情，因为他重情守信；2 鲍勃罪有应得，因为他是通缉犯；3 吉米忠于职

守，因为他不徇私情；4吉米背叛了友谊，因为他抓捕了朋友。不要求面面俱到，只要能就

以上四点中的任何一点或其他观点进行探究，即可根据观点是否明确、论述是否合理酌情给

分。观点明确给 2 分，论述合理给 6 分。

12、B
13、C
14、B
15、D
16、

李疑，居住在通济门外，同乡的年轻人去他家接受学业，他得到一些粮食来生活，本来

自己十分贫困，但特别喜欢周济别人的急难。金华人范景淳在吏部当差，得了病，没有别的

亲人。人们对他很冷漠，不收留他。范景淳拄着拐杖走到李疑门口，告诉李疑说：“我不幸

患病，人们不收留我。听说您品德很高尚，希望能借给我一张床养病。”李疑答应了他，邀

请他就座，打扫房间，安置了床褥炉灶，让他在里面休息。李疑找来医生给他把脉，亲自给

他煮粥熬药。从早到晚拉着他的手，问他的痛苦。不久范景淳病情加重，不能起床，屎尿弄

脏了床被，又脏又臭让人难以接近。李疑每天给他擦洗，没有一点厌恶的神情。范景淳流着

眼泪说：“我连累你了。我恐怕活不下去了，没有办法报答您的大恩，行囊中有黄金白银四

十多两，在过去住过的旅店里，希望你自己取来。”李疑说：“患难中互相救助，人情事理



上应该如此，还要回报干什么?”范景淳说：“如果你不去取，我死后，恐怕被他人取走，

这有什么好处呢?”李疑于是请邻人一起去，提着回来了。李疑当面打开行囊，记下数目封

存起来作了标记。几天后范景淳最终死了，李疑拿自己的钱买棺材，把范景淳埋在城南聚宝

山。将所有封存好的装有财物的行囊，存放到了他的邻人家里。李疑写信让他两个儿子来。

等他的两个儿子来了，李疑取出行囊按帐册归还给他们。他们用米馈赠他，李疑推辞不接受，

反而用财物送给他们，让他们回去了。

平阳的耿子廉被抓捕的人用兵刃架着押解到了京城。此时，他的老婆怀孕即将生产，亲

友却都关上大门不肯收容。他的妻子卧在草中大声哭泣。李疑见到了这一幕，问清楚了原委

后，回到家中对妻子说：“没有人能随身带着自家的房子四处行走，谁没有个困难的时候呢？

况且人命关天，如果在生育的时候受到了风寒，就很容易造成母子丧命。我宁可冒着连坐的

风险收留他们，也不忍心眼看着她们母子死去。”于是，李疑让妻子将耿子廉的老婆带回家

中，结果顺利地产下一个男婴。李疑让妻子照顾耿子廉的老婆就像疑自己范景淳一样。过了

一个多月，耿子廉的老婆才拜别他家。他不要耿子廉老婆的任何报酬。

因为这些事，大家都称赞李疑，名士大夫都喜欢与疑结交。凡是认识疑的人都称道：“好

人啊，好人！”。李疑读了一些书籍，文章也写的很好。李疑曾经凭借很好的儒学造诣中举

却推辞不去做官。然而高尚的品行最为人们所称道。 宋学士说：“我和李疑有交往，了解

他的为人。李疑没有魁伟雄壮的外表。可是他所做的事，却有真挚纯朴的仁义之风。《论语》

上说：整个社会污浊，清廉的君子才显现出来。我为贪财好利的流俗而痛心，记载他的事迹

来规劝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