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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学年高二（上）期末语文试卷

一、基础检测

1．下列加点字的注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A．霰．雪（xiàn） 剡．溪（shàn） 扃．牖（jiōng） 反间．计（jiān） 尘泥渗

漉．（lù）

B．沙汀．（tīng） 先妣．（bǐ） 栏楯．（shǔn） 谢公屐．（jī） 辍飧．劳吏

（sūn）

C．瀛．洲（yíng） 欢谑．（xuè） 莳．稻（shì） 捣衣砧．（zhēn） 洎．牧谗

诛（zì）

D．碣．石（jié） 象笏．（hù） 远剽．掠（biāo） 扁．舟子（piān） 妃嫔媵．嫱

（yìng）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潇湘 戎马 凯旋 瓜州渡 廊腰缦回

B．宛转 寒霄 窥伺 青枫浦 泣下沾襟

C．栖隐 迤逦 聘望 宴平乐 瞻顾遗迹

D．青冥 肯綮 鼓瑟 弃草芥 凭几学书

3．下列各句中加点成语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

A．几代学人筚路蓝缕．．．．，艰难开拓，使中国经济思维史的研讨获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但至今仍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发展状况

B．面对即将到来的高三，他踌躇满志．．．．，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全力以赴攻坚克难，

为自己的高中生活画一个完美的句号

C．当成绩退步时，有的学生并不选择大量“刷题”，而是抱薪救火．．．．，回归基础，

紧抓错题，在“慢”中透彻理解，扭转了局面

D．阅读经典名著时，他喜欢咬文嚼字，欣赏每一个动人的细节，体悟佳词妙句

的深刻内涵，但是这种目无全牛．．．．的方法值得商榷

4．下列关于文学常识的表述，正确的一项（ ）

A．《楚辞》收集了战国时期楚国屈原、宋玉、贾谊等人的诗赋，其诗歌具有浓厚

的楚地色彩，后世称这种诗体为“楚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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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是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世有“老庄”之

称，他一人创作的《庄子》现存 33篇．

C．柳宗元的散文创作以寓言、山水游记和传记成就最大，他与韩愈共同倡导了

晚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影响深远．

D．苏洵，北宋眉山人，散文家，后人将他与其子苏轼、苏辙并称为“三苏”，《权

书》评论政治和历史，包括十篇文章．

5．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A．根拳而土易．（更换） 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趋向）

B．始速．祸焉（招致）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对待）

C．后五年，吾妻来归．（回来） 独夫之心，日益骄固．（顽固）

D．其制．稍异于前（形式，规制）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前进）

6．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

A．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赵尝五战于．秦

B．矗不知其．几千万落 而其．无忘乃父之志

C．方其系燕父子以．组 娘以．手扣门扉

D．杳不知其所之．也 儿之．成，则可待乎

7．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语的活用情况相同的一项是（ ）

A．燕赵之收藏．． 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

B．函．梁君臣之首 乳．二世，先妣抚之甚厚

C．族庖月．更刀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D．非有能硕茂．．之也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8．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语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相同的一项是（ ）

A．不抑耗其实．．而已 B．导大窾，因其固然．．

C．覆压．．三百余里 D．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

9．下列各组句子中，句式与例句相同的一组是（ ）

例句：洎牧以谗诛。

A．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B．妪，先大母婢也

C．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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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二、课内积累

10．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中的空缺部分。

（1） ，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湘夫人》）

（2） ，两朝开济老臣心。（杜甫《蜀相》）

（3）塞上长城空自许， 。（陆游《书愤》）

（4） ，江月年年望相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5） ，鱼龙潜跃水成文。（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6） ，惟有幽人自来去。（孟浩然《夜归鹿门歌》）

（7）谢公宿处今尚在，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8） ，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9） ，月涌大江流。 （杜甫《旅夜书怀》）

（10） ，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将进酒》）

（11）五更鼓角声悲壮， 。（杜甫《阁夜》）

（12） ，流入宫墙。 （杜牧《阿房宫赋》）

（13）使秦复爱六国之人， ，谁得而族灭也？（杜牧《阿房宫赋》）

（14）有如此之势， ，日削月割，以趋于亡。（苏洵《六国论》）

（15）三五之夜， ，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归有光《项脊轩志》）

11．翻译下面的句子。

（1）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

（2）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3）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

三、课外阅读

12．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后面的题目。

登岳阳楼

[唐]杜甫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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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登岳阳楼

[南宋]萧德藻

不作苍茫去，真成浪荡游。三年夜郎客，一柁洞庭秋。

得句鹭飞处，看山天尽头。犹嫌未奇绝，更上岳阳楼。

（1）下面对这两首诗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杜诗的“孤舟”句和萧诗的“一柁”句写出了两位诗人乘船在湖上漂泊的生活。

B．杜诗的“凭轩”句和萧诗的“看山”句，都抒写了诗人由无限美景引起的感慨之

情。

C．这两首诗同题而作，都借登楼抒发了诗人“不以己悲”、关注社稷安危的豪壮

之情。

D．杜诗以登楼始，以感慨家国多难作结，萧诗以浪迹江湖始，以登楼揽胜收尾。

（2）“得句鹭飞处，看山天尽头”运用了什么表现手法？请简要分析。

（3）“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一句中“坼”和“浮”有何妙处？请简要赏析。

13．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后面的题目。

何荣祖，字继先，其先太原人。何氏世业吏，荣祖尤所通习，遂以吏累迁中

书省掾，擢御史台都事。始折节．．读书，日记数千言。阿合马方用事，置总库于其

家，以收四方之利，号曰和市。监察御史范方等斥其非，论甚力。阿合马知荣祖

主其谋，奏为左右司都事以隶己。未几．．，御史台除治书侍御史，升侍御史，又出

为山东按察使，而阿合马莫逞其志矣。

有帖木剌思者，以贪墨．．为佥事李唐卿所劾。帖木剌思计无所出，适济南有上

变告者，唐卿察其妄，取讼牒．．焚之。帖木剌思乃摭取为辞，告唐卿纵反者，逮系

数十人。狱久不决，诏荣祖与左丞郝祯、参政耿仁杰鞫之。荣祖得其情，欲抵告

者罪。祯、仁杰议以失口乱言之罪坐之，荣祖不可。俄迁河南按察使，二执政竟

以失口乱言杖其人，而株连者俱得释，唐卿之诬遂白。平凉府言有南人二十余辈

叛归江南，安西行省欲上闻，会荣祖来为参政，止之曰：“何必上闻朝廷，此辈

去者皆人奴耳，今闻江南平，遁往求其家，移文召捕之可也。”已而逃者俱获，

果人奴也，治以本罪，而付其主。时桑哥专权，亟于理算钱谷，人受其害。荣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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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请罢之，帝不从，屡恳请不已，乃稍缓之。而畿内民苦尤甚，荣祖每以为辞。

同僚曰：“上既为免诸路，惟未及在京，可少止勿言也。”荣祖执愈坚至于忤旨不

少屈竟不署其牍未逾月而害民之弊皆闻帝乃思荣祖言召问所宜。荣祖奉旨定《大

德律令》，书成已久，至是乃得请于上，诏元老大臣聚听之。未及颁行，适子秘

书少监惠没，遂归广平，卒，年七十九。 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赵

国公，谥文宪。

（节选自《元史•何荣祖传》，有删改）

（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始折节．．读书 折节：虚心

B．未几．．，御史台除治书侍御史 未几：不久

C．以贪墨．．为佥事李唐卿所劾 贪墨：贪污

D．取讼牒．．焚之 讼牒：诉状

（2）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A．荣祖执愈坚/至于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牍/未逾月/而害民之弊皆闻/帝乃思荣

祖/言召问所宜/

B．荣祖执愈坚/至于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牍/未逾月/而害民之弊/皆闻帝/乃思荣

祖言/召问所宜/

C．荣祖执愈坚/至于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牍未逾月/而害民之弊皆闻/帝乃思荣

祖言/召问所宜/

D．荣祖执愈坚/至于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牍/未逾月/而害民之弊皆闻/帝乃思荣

祖言/召问所宜/

（3）下列对文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元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

述了蒙古族兴起到元朝建立和灭亡的历史。

B．“株连”是古代的一种连坐刑罚，非常残酷，一旦被株连，就意味着一个人的

死罪扩展成了九代人的死罪。

C．“累迁”也可说是“迁累”，都指多次升迁，在古代多指变动官职，一般不涉及

贬职、降职等官位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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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谥”即“谥号”，多指古代君主、大臣等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后，根据其生平事

迹、品德而给予的称号。

（4）下列对原文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何荣祖勇于和牟私利者做斗争。阿合马当权，设置和市，收四方之利，何荣

祖主使监察御史范方等人极力斥责其罪行。

B．何荣祖为官清明。李唐卿被人诬告，何荣祖查明实情，据理力争，最终为李

唐卿昭雪，并使诬告的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C．何荣祖有见识。有南人叛逃，安西行省要上奏皇帝，何荣祖阻止，认为这不

过是奴隶逃跑，不必小题大做，最终果然如此。

D．何荣祖心系百姓。桑哥专权时，理算谷钱，百姓深受其害，畿内之民尤其困

苦。何荣祖执意抗争，不惜冒犯皇帝。

（5）把文中划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何必上闻朝廷，此辈去者皆人奴耳，今闻江南平，遁往求其家，移文召捕之可

也。

②荣祖数请罢之，帝不从，屡恳请不已，乃稍缓之。

四、作文

14．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800字的文章。

过去我们熟悉的是信封信纸，现在熟悉的是飞信微信；过去熟悉的是笔墨纸

砚，现在熟悉的是鼠标键盘；过去熟悉的是书香墨宝，现在熟悉的是手机电脑。

现在与过去对比，会引起我们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据此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诗歌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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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透露个人相关信息；书写规范，

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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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学年高二（上）期末语文试卷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基础检测

1．下列加点字的注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A．霰．雪（xiàn） 剡．溪（shàn） 扃．牖（jiōng） 反间．计（jiān） 尘泥渗

漉．（lù）

B．沙汀．（tīng） 先妣．（bǐ） 栏楯．（shǔn） 谢公屐．（jī） 辍飧．劳吏

（sūn）

C．瀛．洲（yíng） 欢谑．（xuè） 莳．稻（shì） 捣衣砧．（zhēn） 洎．牧谗

诛（zì）

D．碣．石（jié） 象笏．（hù） 远剽．掠（biāo） 扁．舟子（piān） 妃嫔媵．嫱

（yìng）

【考点】11：字音．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字音的辨识，而且是对常用字的易错音考查得比较

多．所以，平时一定要注意对一些常用字的不常见读音的识记．答题时可以根据

词义来辨别，也可以根据词性来辨别．

【解答】A、“间”的正确读音为 jiàn；

B、正确；

C、“洎”的正确读音为 jì；

D、“剽”的正确读音为 piāo．

答案：B．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潇湘 戎马 凯旋 瓜州渡 廊腰缦回

B．宛转 寒霄 窥伺 青枫浦 泣下沾襟

C．栖隐 迤逦 聘望 宴平乐 瞻顾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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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青冥 肯綮 鼓瑟 弃草芥 凭几学书

【考点】12：字形．

【分析】解答本题首先要明确题目要求，然后认真分析每个选项，根据每个选项

中中词语的含义确定字形，最后根据题目要求选出恰当的答案．

【解答】A．“瓜州渡 ”应写作“瓜洲渡”；

B．“宛转”应写作“婉转”；

C．“聘望”应写作“骋望”；

D．没有错别字；

故选 D．

3．下列各句中加点成语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

A．几代学人筚路蓝缕．．．．，艰难开拓，使中国经济思维史的研讨获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但至今仍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发展状况

B．面对即将到来的高三，他踌躇满志．．．．，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全力以赴攻坚克难，

为自己的高中生活画一个完美的句号

C．当成绩退步时，有的学生并不选择大量“刷题”，而是抱薪救火．．．．，回归基础，

紧抓错题，在“慢”中透彻理解，扭转了局面

D．阅读经典名著时，他喜欢咬文嚼字，欣赏每一个动人的细节，体悟佳词妙句

的深刻内涵，但是这种目无全牛．．．．的方法值得商榷

【考点】18：成语．

【分析】本题考查的是成语掌握及运用的情况．此类题要在理解句意的基础上，

结合具体语境及词语的意思来辨识，然后做出判断．

【解答】A．正确，筚路蓝缕：驾着简陋的柴车，穿着破烂的衣服去开辟山林道

路．形容创业的艰苦．符合语境；

B．不合语境，踌躇满志：形容对自己取得的成就非常得意．句中的他还没有取

得成就；

C．感情色彩不当，抱薪救火：比喻用错误的方法去消灭祸害，结果反而使祸害

扩大．贬义词，这里误用作褒义词；

D．望文生义，目无全牛：眼中没有完整的牛，只有牛的筋骨结构．指人的技艺



第 9页（共 27页）

高超，得心应手．形容技艺已经到达非常纯熟的地步．这里误以为“不能整体欣

赏上作品”；

故选：A．

4．下列关于文学常识的表述，正确的一项（ ）

A．《楚辞》收集了战国时期楚国屈原、宋玉、贾谊等人的诗赋，其诗歌具有浓厚

的楚地色彩，后世称这种诗体为“楚辞体”．

B．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是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世有“老庄”之

称，他一人创作的《庄子》现存 33篇．

C．柳宗元的散文创作以寓言、山水游记和传记成就最大，他与韩愈共同倡导了

晚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影响深远．

D．苏洵，北宋眉山人，散文家，后人将他与其子苏轼、苏辙并称为“三苏”，《权

书》评论政治和历史，包括十篇文章．

【考点】2E：文学常识．

【分析】此题考查了学生对文学常识的识记．

【解答】A、贾谊不是战国时期的人，是西汉的文学家；

B、他一人创作的《庄子》错，《庄子》分“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一

般认为“内篇”的七篇文字肯定是庄子所写的，“外篇”十五篇一般认为是庄子的弟

子们所写，或者说是庄子与他的弟子一起合作写成的；

C、晚唐时期，错，韩愈和柳宗元应是中唐时期的文学家；

故选：D．

5．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A．根拳而土易．（更换） 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趋向）

B．始速．祸焉（招致）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对待）

C．后五年，吾妻来归．（回来） 独夫之心，日益骄固．（顽固）

D．其制．稍异于前（形式，规制）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前进）

【考点】31：文言实词．

【分析】本题考查文言实词的意义用法，学生应重视课本所学，加强识记和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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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掌握 120个常见实词，重点关注多义实词古今差别大的义项，以提高自己的

文言阅读能力．

【解答】A．译文：树根拳曲又更换了生土；从骊山北边建起折而向西，一直通

到咸阳；

B．遇：接触；译文：这才招致了（灭亡的）祸患；我用精神接触牛的身体，而

不必用眼睛去看；

C．归：旧指女子出嫁；译文：过了五年，我的妻子嫁到我家来；这暴君（秦始

皇）的心却日益骄横顽固；

D．进：超过；译文：南阁子的形式比以前稍有不同；臣下所喜好的是事物的规

律，已经超过了对于宰牛技术的追求；

故选：A．

6．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

A．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赵尝五战于．秦

B．矗不知其．几千万落 而其．无忘乃父之志

C．方其系燕父子以．组 娘以．手扣门扉

D．杳不知其所之．也 儿之．成，则可待乎

【考点】32：文言虚词．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文言虚词的用法，解答本题主要掌握文言虚词的用法，只

有明确不同虚词的用法，然后多加练习，提高对文言虚词的运用的能力，提高阅

读文言文的能力．

【解答】A．介词，在；介词，和；

B．代词，他；语气词，表命令，一定；

C．均为介词，用；

D．动词，到；助词，主谓间取消句子独立性；

故选：C．

7．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语的活用情况相同的一项是（ ）

A．燕赵之收藏．． 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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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函．梁君臣之首 乳．二世，先妣抚之甚厚

C．族庖月．更刀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D．非有能硕茂．．之也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考点】33：词类活用．

【分析】解答本题首先明确题目要求，然后分析例句中加点文言词语的用法，然

后在分析选项中加点文言词语的用法，根据要求找出和例句相同的选项．

【 解 答 】 A ． 收 藏 ： 动 词 用 作 名 词 ， 翻 译 ： 燕 赵 收 藏 的 珍 宝 ；

原：形容词用作动词，推究，翻译：分析庄宗取得天下的原因，

B．函：名词用作动词，用匣子装，翻译：用匣子装着两君臣的首级； 乳：

名词用作动词；翻译：在我家做过两代人的乳母，母亲在世时待她很好．

C．月：名词用作状语，每月，翻译：庖丁说一般的厨子一个月换一次刀；族：

名词用作动词，灭族，翻译：使秦国灭族的是天下人；

D．硕茂：形容词用作动词，长得高大茂盛，翻译：并不是有能使它长得高大茂

盛的办法； 鉴：动词的意动用法，以…为鉴，后世的人哀叹它却不以它为戒；

故选 B．

8．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语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相同的一项是（ ）

A．不抑耗其实．．而已 B．导大窾，因其固然．．

C．覆压．．三百余里 D．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

【考点】34：古今异义．

【分析】本题考查理解辨析古今异义词的能力．

【解答】A．其实：古义：它的果实；今义：实际情况；

B．固然：古义：牛的生理上的天然结构；今义：表示承认某个事实；引起下文

转折；

C．覆压：古今义均为遮盖；

D．故事：古义：旧例；今义：文学体裁的一种；

故选：C．

9．下列各组句子中，句式与例句相同的一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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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洎牧以谗诛。

A．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B．妪，先大母婢也

C．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

D．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考点】37：文言句式．

【分析】本题考查学生正确辨析文言句式的能力．解答本题，要结合古文中常见

的特殊句式的类型及特点进行分析．学生要牢记课文中的特殊句式，做到举一反

三．

【解答】例句：被动句，语意被动，译文为：等到李牧因为谗言被诛杀；

A．状语后置句，“刀刃若新发于硎”状语后置，译文为：所以十九年了我的刀刃

还好像是刚在磨刀石上磨过一样；

B．判断句，“也”表判断，译文为：老婆婆，是我死去的祖母的仆人；

C．定语后置句，“为观游及卖果者”定语后置，译文为：凡是长安城里经营园林

游览和做水果买卖的豪富人；

D．被动句，“为”表被动，译文为：自己被杀，国家败亡，被天下人耻笑；

故选：D．

二、课内积累

10．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中的空缺部分。

（1）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湘夫人》）

（2）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杜甫《蜀相》）

（3）塞上长城空自许， 镜中衰鬓已先斑 。（陆游《书愤》）

（4） 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望相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5） 鸿雁长飞光不度 ，鱼龙潜跃水成文。（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6） 岩扉松径长寂寥 ，惟有幽人自来去。（孟浩然《夜归鹿门歌》）

（7）谢公宿处今尚在， 渌水荡漾清猿啼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8）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9） 星垂平野阔 ，月涌大江流。 （杜甫《旅夜书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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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将进酒》）

（11）五更鼓角声悲壮， 三峡星河影动摇 。（杜甫《阁夜》）

（12） 二川溶溶 ，流入宫墙。 （杜牧《阿房宫赋》）

（13）使秦复爱六国之人， 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 ，谁得而族灭也？（杜

牧《阿房宫赋》）

（14）有如此之势， 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 ，日削月割，以趋于亡。（苏洵《六

国论》）

（15）三五之夜， 明月半墙，桂影斑驳 ，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归有光

《项脊轩志》）

【考点】39：名篇名句默写．

【分析】本题考查记忆并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的能力．解答本题，只要根据给出

的句子，并且结合平时的积累进行解答即可．注意字形，写完后要检查．

【解答】（1）袅袅兮秋风（重点字：袅）

（2）三顾频烦天下计（重点字：频）

（3）镜中衰鬓已先斑（重点字：鬓）

（4）人生代代无穷已（重点字：已）

（5）鸿雁长飞光不度（重点字：鸿）

（6）岩扉松径长寂寥（重点字：寂、寥）

（7）渌水荡漾清猿啼（重点字：漾）

（8）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重点字：摧）

（9）星垂平野阔（重点字：阔）

（10）天生我材必有用（重点字：材）

（11）三峡星河影动摇（重点字：摇）

（12）二川溶溶（重点字：溶）

（13）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重点字：递）

（14）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重点字：劫）

（15）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重点字：斑）

11．翻译下面的句子。



第 14页（共 27页）

（1）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

（2）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3）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

【考点】38：翻译句子．

【分析】文言文翻译有两种方法，一是直译，直译一般要求和现代汉语对照着翻

译，直接把文中的大音节翻译成双音节或多音节，但要注意语句中的句式、词类

活用、通假字、古今异义词、重点的是虚词，二是意译，就是翻译大体意思．

【解答】参考答案：

（1）

翻译需要注意的文言词语：或：有的人，互：相互，率：全都，赂：贿赂；

翻译：有人说“六个国家彼此（都）灭亡，全都是（因为）贿赂秦国”；

（2）

需要注意的文言词语：常：常常，困：困住，溺：溺爱，文言虚词：于：介词，

从，而：连词，表递进；文言句式；岂…哉？译为“难道…吗？”；

翻译：祸与患常常是从微小的事情积累起来的，并且智勇的人大多被他们所溺爱

的事物困住，难道仅仅是伶人吗？

（3）翻译需要注意的文言词语：爪：指甲，验：检验，观察，文言虚词：以：

介词，用，之：主谓之间去取消句子独立性；

翻译：（用）指甲划破树皮来看它是死了还是活着，（用）手摇动树干来观察它长

的稀疏还是茂盛．

三、课外阅读

12．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后面的题目。

登岳阳楼

[唐]杜甫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登岳阳楼

[南宋]萧德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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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苍茫去，真成浪荡游。三年夜郎客，一柁洞庭秋。

得句鹭飞处，看山天尽头。犹嫌未奇绝，更上岳阳楼。

（1）下面对这两首诗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C

A．杜诗的“孤舟”句和萧诗的“一柁”句写出了两位诗人乘船在湖上漂泊的生活。

B．杜诗的“凭轩”句和萧诗的“看山”句，都抒写了诗人由无限美景引起的感慨之

情。

C．这两首诗同题而作，都借登楼抒发了诗人“不以己悲”、关注社稷安危的豪壮

之情。

D．杜诗以登楼始，以感慨家国多难作结，萧诗以浪迹江湖始，以登楼揽胜收尾。

（2）“得句鹭飞处，看山天尽头”运用了什么表现手法？请简要分析。

（3）“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一句中“坼”和“浮”有何妙处？请简要赏析。

【考点】52：古诗词阅读．

【分析】《登岳阳楼》是唐代诗人杜甫于大历三年创作的一首五律．这首诗是一

首即景抒情之作，诗人在作品中描绘了岳阳楼的壮观景象，反映了诗人晚年生活

的不幸，抒发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全诗表现了杜甫得偿多年夙愿，即登楼赏

美景，同时仍牵挂着国家的百感交集之情．

《登岳阳楼》是宋代诗人萧德藻的作品．此诗首联抒写感慨，颔联写诗人的行踪，

颈联写游赏洞庭，尾联化用前人诗意而有新趣．全诗对仗工整，自然浑成，以深

沉的感慨写出八百里洞庭的阔大气象，诗中全无迁客骚人满目萧然的伤感，倒表

现出诗人无比宽广的胸怀和对美的孜孜不怠的追求．

【解答】（1）C “关注社稷安危的豪壮之情”错，萧德藻的《登岳阳楼》无此意，

表现出诗人无比宽广的胸怀和对美的孜孜不怠的追求．

（2）分析诗歌的表现手法，作答时先指出手法，然后结合诗句内容具体分析手

法的运用，最后点明效果及情感．作答本题抓住两个主要意象“鹭”“山”，很明显

“鹭飞”属于动景，“山”属于静景．手法上是动静结合，答题时先指明手法，在结

合诗句分析即可．

（3）此题考查了“炼字”．答题模式：解释该字在句中的语表义和语里义；展开

联想和想像，把这个你认为“好”的字还原句中描摹景象；点出该字表达了什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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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或烘托了怎样的意境．“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意思是“吴楚被大至分为东

南两地，浩荡的水波吞吐昼夜不息”．很明显，“坼”字显示出洞庭湖的磅礴气势；

“浮”字，具有十分鲜明的动态感，写出洞庭湖包容整个天地万物．

答案：

（1）C

（2）动静结合．诗人的眼光也上上下下、远远近近地搜寻着美景，忽而在白鹭

翩翩起飞处，他捕捉到了美，从而激起了灵感，吟出了诗句；忽而又在那遥远的

天尽头，他看到了隐隐青山，动静结合，描绘了一幅开阔的画面．

（3）一“坼”一“浮”，将洞庭湖的气象描绘得壮阔而又生动．“坼”字，诗人写得有

力，仿佛洞庭湖水把吴、楚两地的广袤地域冲开、分裂，显示出洞庭湖的磅礴气

势；“浮”字，具有十分鲜明的动态感，洞庭湖几乎包容了整个天地万物，并且主

宰着它们的沉浮，日月星辰都随着湖水的波动而飘荡起来，将壮阔的图景展现在

读者眼前．

参考译文：

早早就闻知洞庭湖的盛名，今天终于登上了岳阳楼观看．

吴楚被大至分为东南两地，浩荡的水波吞吐昼夜不息．

亲朋好友个个都音信全无，我年老多病仿佛一叶孤舟．

北边的关山战火不曾停息，我扶窗远眺不禁涕泪交流．

不能插翅飞向寥远苍茫的太空，却违心地在湘黔来去浪游．

三年来客居在荒僻的夜郎地，今秋有幸到洞庭湖上泛一叶小舟．

翩飞的白鹭激起了诗的灵感，又见青山隐现在天的尽头．

但我仍嫌未能饱览奇绝的景色，于是舍舟泊岸登上岳阳楼．

赏析：

首联“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诗人对洞庭湖向往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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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叙事写景的行文中，自然地流露出来的感情．但这毕竟是过去的向往，登

上了岳阳楼，其感情似乎应当是高兴．因为多年的向往实现了，一定高兴．但仔

细品味，句中又见不到高兴的字眼，抽不出如愿以偿的情思．联系下文更是如

此．实际上在这两句中“昔”与“今”之间，是一段漫长的时间距离，作者把这段距

离拉开，没有用简单的“喜”“悲”之词来填充它，而是留给读者去想象、回味．古

人说“律诗之妙全在无字处”，这里就是无字处．“昔”与“今”之间，天在变，地在

变，国在变，人也在变．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人民的深重灾难，杜甫个

人的悲惨遭遇，这一切都凝聚在一起，凝聚在杜甫的心头，并随着诗人﹣起登上

了岳阳楼．他高兴不起来．应当说“今上岳阳楼”是向往了多年不得登，如今才算

是登上来了，这是一声长叹，长叹的内里是一团忧国忧民、伤时伤世的感慨．这

一声长叹，就像那咏叹调的引子，开启了下面一个个乐章．这里还要注意到一个

“水”字，题目是“登岳阳楼”，头一句却先写洞庭湖，第二句才写岳阳楼，而且是

“洞庭水”不是洞庭湖．这个“水”字显然是要突出的，这是抓住了洞庭风光的主要

特点，说明了下文主要是在“水”上做文章．

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两句紧扣上联的“水”字，虽没出现水字，却

是专门写洞庭水．诗人站在岳阳楼上，向东南方向极目眺望，只见洞庭湖水茫茫

一片，一眼望不到头，而吴地则被挤向了远远的东边，楚地则被远远地挤向了西

边、南边．这景象，就好像洞庭湖水向东南伸展，把本来连在一起的吴地和楚地，

一下子分裂成为两块．“坼”字用的很好，有动态感．仿佛湖水在延伸，大地被切

割开．后一句“乾坤”就是天地，包括天地万物．“乾坤日夜浮”是说诗人站在岳阳

楼上，四面眺望，到处都是无边无际的洞庭水，仿佛整个天地万物都被湖水漂浮

起来，仿佛天地万物都日日夜夜地在洞庭湖水上浮动漂游．“浮”字也有动态感．使

人想到整个苍穹都被湖水托住的﹣个半球，而万物的运动，都是湖水荡动的结

果．这两句都是写洞庭水，境界宏阔．一是极写水面的宽阔，二是极写水的力量．能

够割裂大地，能够浮动乾坤，这是极写它的力量．而被割裂、被浮动东西之庞大，

则显示出湖水的宽阔．这不是简单的夸张手法，这里有个视觉、感觉和想象的问

题．由于地球是圆的，人的视觉是有限的，面对茫茫的湖水可能看不到岸边，即

使看到了，远远望去也只是一条线，这就造成了湖水无限大，而远地十分狭小的

感觉．诗人准确、真实地抓住了这视觉和感觉上的错觉，就把湖水描写成了四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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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垠，仿佛大地四处都是水乡泽国，这是视觉感觉的真实．但诗人又借助想象，

把本来看不到的吴楚大地和整个乾坤四际，也融进了这个视觉和感觉的画面．从

而构成了一个想象的吴地楚地被裂开，整个乾坤被浮动的广阔无垠的画面．这就

是借助想象而形成的意象．这是将想象中的更广阔的景象纳进了视觉画面的结

果．这是说“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是视觉错觉加上想象的产物，这是一个很

成功的宏观意象．它的主要特点是境界广阔、气魄宏大．像这样大的宏观意象、

气魄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是很少见的．如孟浩然也有咏叹洞庭湖的诗句“气蒸云梦

泽，波撼岳阳城”，但没有杜诗境界更为高远．这两句是写景，但不能看成是纯

写景，写景中渗透着诗人的胸怀．“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透露唐王朝的分裂

衰败和国势的不安定．

颈联“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这两句是写诗人自己的处境．“无一字”指的是没

有一点消息，一点音信．“亲朋无一字”写出了诗人的孤苦，但主要是音信断绝，

自己不了解朝里和地方上的情况，即整个国家的情况．这对一个念念不忘君王，

不忘国家，不忘人民的诗人来说，是一种被社会忘记的孤独感，他在精神上无疑

是很痛苦的．“孤舟”是指诗人全家挤在一条小船上飘泊度日，消息断绝，年老多

病，孤舟漂泊，其精神上、生活上的惨苦可以想见．理解这两句应与前两句联系

起来看，前两句是远望，随着湖水向四际望去，水天相接，联想到吴楚，联想到

整个乾坤．这两句近看，看到了孤舟，孤舟是近景中映入眼帘最能触动他的东

西．于是使他联想到自己的身世、遭遇和处境．可以说这两联都是由观景引出，

只不过前两句以写观景所见为主，后两句以写观望所见而引起的联想为主．这两

联在内涵上也是一脉相通的．表面看起来毫无联系，实际上是一脉相通的．既然

这后两句是写他的孤苦悲惨处境，由此应推想到前两句也绝非是单单写景，实际

上前两句是借写远景象征性地、比拟性地暗示国势的动荡不安．这里包含着安史

之乱的后遗症：唐王朝的衰败，人民的痛苦，外族的侵扰，国家的四分五裂和社

会的不安定，栋梁之臣的缺乏等等，这一切都是杜甫飘泊中念念不忘的大事．正

是由于诗人心中牵挂着国事民事，才牵肠挂肚．所以当他看到广阔无垠洞庭湖水

时，也会想到仿佛大地裂开了，乾坤在日夜不停地浮动．从杜甫一贯的优国忧民

的思想境界来看，他登上岳阳楼极目远眺，也必定会想到这些．可以说没想到这

些就不是杜甫．也正是由于诗人胸中翻腾着叫人牵肠挂肚的国事民事，所以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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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勾起了自己不能再施展抱负的痛心．于是这孤舟飘泊，老弱多病，消息也

听不到的可悲处境，也就顺理成章地涌上心头．这两联中，上联境界极大，下联

境界却很小，大小相映成趣，其间也包孕着诗人的无限感慨．就景象来说，上联

展现的是浩瀚的洞庭湖水，下联则画出了水面上的一点孤舟．湖水动荡，孤舟飘

浮，虽然大小悬殊，却统一在一幅画中．如果将洞庭湖水比作整个国家，那么那

一点孤舟就是诗人杜甫自己．这里是象征，这鲜明对照的谐调之中，既包含着诗

人对自己终身遭遇的痛心和不平，也体现了诗人将自己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紧紧

地联系在一起．诗人站在岳阳楼上，望望湖水，看看孤舟，想到国家，想到自己，

万种感慨，萦绕心头．“不阔则狭处不苦，能狭则阔境愈空”，“乾坤”与“孤舟”对

比，阔大者更为浩渺，狭小者更显落寞．

尾联“戎马关山北．”“戎马”，就是战马、兵马，指战争．“关山”，泛指，并非专

指那道关，那座山．“关山北”，指打仗的地方．从诗人来说，从洞庭湖向长安望

去，隔着一道道关，一座座山，而战火就在北面燃烧．“戎马关山北”，具体指的

是当时吐蕃入侵，威胁长安，战争不息，国家不得安宁．“凭轩涕泗流”是说杜甫

倚靠岳阳楼的窗户，向北眺望，虽然隔着道道关山，他看不到长安，也看不到战

火，但在他心中却呈现出吐蕃入侵，长安危急，人民遭难的情景，于是他就禁不

住伤心的老泪纵横了．这两句是两个景象：一个是西北长安附近的战火，一个是

岳阳楼上倚窗眺望的老诗人．两者构成了一幅画，前者是诗人心中想到的，后者

是诗人自身实景．长安与岳阳楼相距千里，但在诗人心中却没有这个距离．这真

是身在洞庭，心在长安．孤舟虽小却装着整个天下．衰老多病的躯体中，仍然跳

动着﹣颗忧国忧民的志诚之心．同时“戎马关山北”一句，明确写出了诗人在登岳

阳楼时心中想的是国家的不安宁．这就更可以说明了第二联绝非仅仅是写景．第

三联也决不只是写自己的孤苦无依．“凭轩涕泗流” 一句中，则凝聚着诗人对国

家时局、自己孤苦处境比照后，感到无可奈何，感到万分压抑的感情，非常形象

而深刻地显示出杜甫晚年时的精神痛苦．精神痛苦主要是无可奈何．

题写岳阳楼的诗文很多，萧德藻虽与与杜甫之作同题，但他避开了原有名篇的格

局，写登临前所见所感，最后采用了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篇末点题法来题写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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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楼．这样写算是比较聪明的．

首联便发感慨：“不作苍茫去，真成浪荡游．”“苍茫”原意指旷远无边的样子，“浪

荡”则指放浪游荡，这里相对而言，乃是别有含义，不妨说是诗人抒发这样的感

慨：可叹不能像范蠡那样，乘扁舟到遥远的五湖去，在那海阔天空处尽情遨游，

却违背着心愿，被拘在湖南游来荡去．

颔联承上，叙述自己几年来的“浪荡游”．诗人的慨然是不无道理的．他三年夜郎

为客，今秋今日又泛一叶扁舟在洞庭湖上，的确是不曾挪离湖南一步的浪荡游．关

于萧德藻的生平，资料很少，不过根据此联所写，倒可略知一二．

颈联写游洞庭．身置八百里洞庭之上，目接湖光山色，诗人不由得兴致勃勃．随

着船身的一颠一簸，他的眼光也上上下下、远远近近地搜寻着美景，忽而在白鹭

翩翩起飞处，他捕捉到了美，从而激起了灵感，吟出了诗句；忽而又在那遥远的

天尽头，他看到了隐隐青山．“得句鹭飞处”颇有诗味，与下句动静结合得妙，很

有情趣，虽无“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气势，也算诗中较好的一联．白鹭、

远山，画面开阔；一动一静，境界多变．然而诗人意犹未足，于是引出下一联．

尾联上句说“犹嫌未奇绝”，意犹未足；下句说“更上岳阳楼”，干脆弃周登岸，他

要高瞻远瞩，在更开阔的视野中，去发现“奇绝”的景色．这里化用王之涣的“欲

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虽然不能别创新境，也做不到更深刻，更尖锐，更集

中凝炼，更激动人心，却也换了一种说法，有些新趣．

13．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后面的题目。

何荣祖，字继先，其先太原人。何氏世业吏，荣祖尤所通习，遂以吏累迁中

书省掾，擢御史台都事。始折节．．读书，日记数千言。阿合马方用事，置总库于其

家，以收四方之利，号曰和市。监察御史范方等斥其非，论甚力。阿合马知荣祖

主其谋，奏为左右司都事以隶己。未几．．，御史台除治书侍御史，升侍御史，又出

为山东按察使，而阿合马莫逞其志矣。

有帖木剌思者，以贪墨．．为佥事李唐卿所劾。帖木剌思计无所出，适济南有上

变告者，唐卿察其妄，取讼牒．．焚之。帖木剌思乃摭取为辞，告唐卿纵反者，逮系

数十人。狱久不决，诏荣祖与左丞郝祯、参政耿仁杰鞫之。荣祖得其情，欲抵告

者罪。祯、仁杰议以失口乱言之罪坐之，荣祖不可。俄迁河南按察使，二执政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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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失口乱言杖其人，而株连者俱得释，唐卿之诬遂白。平凉府言有南人二十余辈

叛归江南，安西行省欲上闻，会荣祖来为参政，止之曰：“何必上闻朝廷，此辈

去者皆人奴耳，今闻江南平，遁往求其家，移文召捕之可也。”已而逃者俱获，

果人奴也，治以本罪，而付其主。时桑哥专权，亟于理算钱谷，人受其害。荣祖

数请罢之，帝不从，屡恳请不已，乃稍缓之。而畿内民苦尤甚，荣祖每以为辞。

同僚曰：“上既为免诸路，惟未及在京，可少止勿言也。”荣祖执愈坚至于忤旨不

少屈竟不署其牍未逾月而害民之弊皆闻帝乃思荣祖言召问所宜。荣祖奉旨定《大

德律令》，书成已久，至是乃得请于上，诏元老大臣聚听之。未及颁行，适子秘

书少监惠没，遂归广平，卒，年七十九。 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赵

国公，谥文宪。

（节选自《元史•何荣祖传》，有删改）

（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

A．始折节．．读书 折节：虚心

B．未几．．，御史台除治书侍御史 未几：不久

C．以贪墨．．为佥事李唐卿所劾 贪墨：贪污

D．取讼牒．．焚之 讼牒：诉状

（2）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D

A．荣祖执愈坚/至于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牍/未逾月/而害民之弊皆闻/帝乃思荣

祖/言召问所宜/

B．荣祖执愈坚/至于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牍/未逾月/而害民之弊/皆闻帝/乃思荣

祖言/召问所宜/

C．荣祖执愈坚/至于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牍未逾月/而害民之弊皆闻/帝乃思荣

祖言/召问所宜/

D．荣祖执愈坚/至于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牍/未逾月/而害民之弊皆闻/帝乃思荣

祖言/召问所宜/

（3）下列对文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B

A．《元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

述了蒙古族兴起到元朝建立和灭亡的历史。



第 22页（共 27页）

B．“株连”是古代的一种连坐刑罚，非常残酷，一旦被株连，就意味着一个人的

死罪扩展成了九代人的死罪。

C．“累迁”也可说是“迁累”，都指多次升迁，在古代多指变动官职，一般不涉及

贬职、降职等官位变化情况。

D．“谥”即“谥号”，多指古代君主、大臣等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后，根据其生平事

迹、品德而给予的称号。

（4）下列对原文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B

A．何荣祖勇于和牟私利者做斗争。阿合马当权，设置和市，收四方之利，何荣

祖主使监察御史范方等人极力斥责其罪行。

B．何荣祖为官清明。李唐卿被人诬告，何荣祖查明实情，据理力争，最终为李

唐卿昭雪，并使诬告的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C．何荣祖有见识。有南人叛逃，安西行省要上奏皇帝，何荣祖阻止，认为这不

过是奴隶逃跑，不必小题大做，最终果然如此。

D．何荣祖心系百姓。桑哥专权时，理算谷钱，百姓深受其害，畿内之民尤其困

苦。何荣祖执意抗争，不惜冒犯皇帝。

（5）把文中划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何必上闻朝廷，此辈去者皆人奴耳，今闻江南平，遁往求其家，移文召捕之可

也。

②荣祖数请罢之，帝不从，屡恳请不已，乃稍缓之。

【考点】51：文言文阅读．

【分析】（1）本题考查实词的意义．解答此类题可用“代入法”，即将各选项意义

代入原文，考察其与上下文语境是否相符．

（2）本题考查文言断句．解答该题可以根据句意、虚词和结构判断．

（3）本题考查识记古代文化常识，答题关键在于平时的积累与识记．

（4）本题考查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注意将选项和原文进行比较．

（5）本题考查文言文翻译的能力，解答时一定要先回到语境中，根据语境读懂

句子的整体意思，然后思考命题者可能确定的赋分点，首先要找出关键实词、虚

词，查看有无特殊句式，运用“留”“删”“调”“换”“补”的方法，直译为主，意译为

辅．并按现代汉语的规范，将翻译过来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达到词达句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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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1）A 折节：改变志趣行为．译文为：何荣祖开始改变志向开始读书．

（2）“至于”做为连词关联到“忤旨不少屈”，“忤旨不少屈”后面停顿，排除 A；“竟”

意思是“最终”，一般用于句首，前面停顿，排除 C；“帝乃思荣祖言”完整主谓宾

结构，前后停顿，排除 B；故选：D．译文为：何荣祖执议更坚定，甚至忤犯圣

旨一点不屈服，最终不肯在文书上签字．不出一个月，祸害百姓的弊端皇上都听

说了，皇上才想起何荣祖的建议，召见他并询问该怎么办．

（3）B“株连”虽是连坐的一种，但是并不是意味着“族”是灭九代人，“九”只是虚

指的数字．

（4）B“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错，“以失口乱言杖其人”并非何荣祖的本意．原文为

“祯、仁杰议以失口乱言之罪坐之，荣祖不可”

（5）①上闻，上报；去，逃跑；求，找；移文，发文书．译文为：何必上报朝

廷，这些逃跑的都是家奴罢了，现在他们听说江南平定了，逃回去找他们的家，

发文书逮捕就行了．

②数，屡次；罢之，免征；屡，屡次；已，停止；乃，才．译文为：何荣祖屡次

请求免征，皇上不听从，何荣祖屡次恳求不止，朝廷才稍微放缓征收．

答案：

（1）A

（2）D

（3）B

（4）B

（5）①何必上报朝廷，这些逃跑的都是家奴罢了，现在他们听说江南平定了，

逃回去找他们的家，发文书逮捕就行了．

②何荣祖屡次请求免征，皇上不听从，何荣祖屡次恳求不止，朝廷才稍微放缓征

收．

参考译文；

何荣祖，字继先，他的祖先是太原人．何氏世代做小吏，何荣祖尤其精通吏事，

于是从小吏逐步升任中书省掾，被提拔为御史台都事．何荣祖开始改变志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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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每天记几千字．阿合马正掌权，在自己家中设总库，来收聚天下钱财，称

作“和市”．监察御史范方等人指责他的罪行，议论得很厉害．阿合马得知何荣祖

是这事的 主谋，上奏皇上使左右司都事都归自己管．不久，御史台任命治书侍

御史，何荣祖升任侍御史，又出京做山东按察使，而阿合马的意愿不能实现了．

有个叫帖木刺思的，因为贪污被佥事李唐卿弹劾．帖木刺思没有办法，恰逢济南

有呈上地方叛乱的报告，李唐卿察觉报告不实，拿出讼辞烧了．帖木刺思于是 抓

住这件事捏造罪名，诬告李唐卿放纵反叛的人，立刻逮捕了几十个人．案子长时

间定不了，朝廷下诏让何荣祖与左丞郝祯、参政耿仁杰审案．何荣祖得知实情，

要 判告发人的罪．郝祯、耿仁杰建议以信口胡说的罪名判罪，何荣祖不同意．不

久，何荣祖改任河南按察使，郝祯、耿仁杰最终以信口胡说的罪名对那个人行杖

刑罪， 而受牵连的人都获释放，李唐卿所受诬告终于得以昭雪．平凉府报告有

二十多个南人叛逃回江南，安西行省要报告朝廷，适逢何荣祖来做参政，制止说：

“何必上报 朝廷，这些逃跑的都是家奴罢了，现在他们听说江南平定了，逃回去

找他们的家，发文书逮捕就行了．”不久逃跑的人全被捕获，果真是家奴，按所

犯的罪行判罪并 交还他们的主人．当时桑哥专权，急于理算钱粮，百姓都受他

祸害．何荣祖屡次请求免征，皇上不听从，何荣祖屡次恳求不止，朝廷才稍稍放

缓征收．但京郊百姓的 苦难尤其严重，何荣祖常把这当说辞，同僚说：“皇上已

免征各路钱粮，只是没顾上京城，你可稍微停一下，别再说了．”何荣祖执议更

坚定，甚至忤犯圣旨一点不 屈服，最终不肯在文书上签字．不出一个月，祸害

百姓的弊端皇上都听说了，皇上才想起何荣祖的建议，召见他并询问该怎么办．何

荣祖奉皇上命令修订《大德律 令》，书写成很长时间，到这时才得以请皇帝审定，

皇上下诏元老大臣集合来听．还没有等到颁布实行，适逢他儿子秘书少监何惠去

世，何荣祖就回到广平，何荣祖 去世时，享年七十九．皇上追赠他为光禄大夫、

大司徒、柱国，追封为赵国公，谥号文宪．

四、作文

14．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800字的文章。

过去我们熟悉的是信封信纸，现在熟悉的是飞信微信；过去熟悉的是笔墨纸

砚，现在熟悉的是鼠标键盘；过去熟悉的是书香墨宝，现在熟悉的是手机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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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与过去对比，会引起我们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据此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诗歌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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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透露个人相关信息；书写规范，

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考点】91：材料作文．

【分析】信封信纸、笔墨纸砚、书香墨宝，代表的是传统文化；飞信微信、鼠标

键盘、手机电脑是现代科技．这则材料实际上引导我们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可

以从“守住传统文化”的角度立意．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是

我们的精神家园．看来，传统文化不能丢，应该坚守．可以从“没有发展便没有

一切”的角度立意．如果一味抓住传统文化而不知变通，势必会造成畏步不前的

情况．因此，要注重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可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来谈，既要注

重传统文化，又要重视科技发展，两者并不是水火不容，矛盾对立的．

参考立意：

1、守住传统文化；

2、没有发展便没有一切；

3、发展才是硬道理．

【解答】

守住民族文化的根脉

如果说经济的主体是物质丰富的创造，政治的主体是根本利益的保障，那

么文化的主体则是精神家园的耕耘．文化，是民族延续的重要标志，是国民素质

和科技水平的重要保障；传统文化则是民族的认同与归属．然而，在一个人心愈

发浮躁功利化的社会，文化俨然成为一种奢侈品，似乎给人以可望而不可及的感

觉．因此，我们应该重建文化家园，解决精神的归宿与寄托问题，守住民族文化

的根脉，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须要求．

文化传承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精神的寄托和灵魂的归宿．泱泱大国，

不曾断代，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在这曲折迂回但又不曾

断流的文化潮流中，我们有着无可比拟的传统建筑，我们有着引以为傲的传统文

化，我们有着修身养性的史书典籍．我们可以游故宫，览皇家王室之恢宏；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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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观群山环抱之雄伟；赏园林，品江南水乡之柔情；我们可以包饺子，盼游子

归家之团圆；赛龙舟，思爱国屈原之情怀；插茱萸，念异乡亲友之安危；我们可

以吟唐诗，赞平仄音韵之美妙；诵宋词，叹国家兴亡之苍茫；读小说，慨人生命

运之起伏…在中华文化的长河里徜徉，我们乐此不疲，流连忘返．传承悠悠大国

之风范，继承光辉文明之伟大，不断地从经典中汲取营养，才能不断地焕发出生

机与活力．

文化虚无，是对民族文化的否定，是信仰的坍塌时代的悲哀．大文豪鲁

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曾批判过对文化的不正确做法．我们处在一个急剧变革

的时代，这是一个既充满梦想又不乏困惑的时代；这是一个抛弃传统，丢掉根本，

一味奉行“民族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时代；这是一个崇洋媚外，一切都

是外国的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正在割断自己的精神血脉，努力把自己打扮成老外

的时代，这种虚无主义盛行、缺乏信仰的时代，它正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

为方式．所以，研究生考试出现的问题，就能理解．中华文化强调以德治国，以

文化人、强调“仁者爱人”等等思想．这些思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

族特色，它是滋养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血脉，深深融入每个炎黄子孙的

精神基因中，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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