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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年级（国际部）语文试卷

考试时间 150 分钟 试题满分 150 分

Ⅰ卷

一、现代文阅读（24分）

阅读下面的短文，完成 1—3题。（每小题 4分）

京剧，城市的一条文化经脉

尚长荣

京剧艺术，其诞生至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了。1790 年，江南安徽戏班应召进京为乾

隆皇帝祝寿，从此在北京、天津安顿下来。经过十几年的演变，成为一个由汉剧、徽剧、

秦腔、昆曲、京腔和民间曲艺综合而成的崭新剧种。它以西皮、二黄为主，字正腔圆，当

时人们根据这一新兴剧种的唱腔，直呼其名为：西皮二黄。

西皮二黄第一次进入上海是在 1867 年，当时引得全城轰动，市民争相观看，一睹为

快。京剧这一称谓也正是来自上海，1876 年，上海《申报》正式刊出京剧之名，意思是来

自北京的戏剧剧种，从此这一称谓取代了“西皮二黄”而一直沿用到今天。随着京津名家

谭鑫培、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相继到上海演出，上海本地同样涌现出大量的名角。其中周

信芳先生成为当仁不让的领军人物。正是他使上海成为海派京剧的发祥地，与北方京剧形

成双峰并立的良性竞争局面。北京、上海南北呼应，开启了长达近百年的京剧鼎盛时期。

与许多戏剧剧种相比，京剧的历史并不长，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它成为国剧、国粹呢?成为

民族文化的代表性艺术，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呢?

首先，京剧吸收、汇聚、熔铸了众多地方戏曲乃至其他各类艺术的精华，可谓融众家

之长于一身，集中华艺术之大成，拥有博大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这种兼收并蓄、

融汇创造的精神正是京剧始终保持活力、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基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京

剧既由多个地方剧种升华而来，又以深厚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回馈地方剧种，使许多

地方剧种得到滋养和提高。从而推动了整个中华民族戏曲艺术的多样化进步和繁荣。其次，

京剧云集了众多大师级人物以及他们用心血浇铸的大量经典作品，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其

他剧种。其三，由于京剧的艺术语汇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于是能够通行全国。凭借精湛的

演艺和优秀的剧目，拥有最广泛的观众群体和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其四，京剧得到了城市

的有力支撑和推动，它发源、酝酿于农村，诞生、成熟于北京，兴盛、繁荣于上海。正是

城市强大的辐射性与集中性，使京剧得以极大地拓展生存的空间，赢得上升的高度，获得

长足的发展。仅以上海而言，这座城市不但为京剧定了名，更为京剧的舞台艺术、演出市

场、评论理论等诸多方面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从未进过大型都市的剧种，其艺术能够得到长足的提升，其市场能

够得到充分的拓展，其影响能具有如此广博的知名度和深远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京剧的

繁荣也使城市文化得到极大的丰富，使城市精神得到了足够的升华，城市的力量推动了京

剧的成长，京剧的魅力塑造了城市的文化。因此，京剧与城市的关系是血脉相连、无法拆

解的。



如果将城市比做一个健康的、不断成长的人，那么建筑便是它的骨骼和身躯，版图便

是它的肌肉，科学技术、生产水平和市民社会生活水平便是它的血液。而支持、承载它的

则是一条条文化经脉。京剧艺术正是一条永恒跳动的经脉，它的搏动牵动了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文学、中国的各类艺术，它与其它千万经脉一起构成了整个城市、整个民族强大的

精神网络。没有京剧的精神网络，没有文化的经脉，一个城市再怎么高耸，再怎么庞大，

也只能是一个缺乏智慧、没有活力的躯壳。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1.关于“京剧”的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京剧原名叫西皮二黄，因为它以西皮、二黄唱腔为主，字正腔圆；一到上海便改被称为

京剧，意思是来自北京的戏剧剧种。

B. 京剧 200 多年前发源于北京，经过十几年的演变，成为一个由徽剧、汉剧、昆曲、秦

腔、京腔和民间曲艺综合而成的崭新的剧种。

C. 京剧诞生、成熟于北京，兴盛、繁荣于上海。北京、上海南北呼应，开启了中国长达

近百年的京剧鼎盛时期。

D.京剧是中国的国剧、国粹，虽然它的历史并不长，但却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文化的

代表性艺术。

2.对于京剧和城市的关系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城市强大的辐射性与集中性，使京剧得以极大地拓展生存的空间，赢得上升的高度，获

得长足的发展。

B.首先京剧的繁荣极大地丰富了城市文化，升华了城市精神，其次城市的力量推动了京剧

的成长，它们是血脉相连、无法拆解的。

C.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京剧的精神网络，没有文化的经脉，无论它再怎么高耸，再怎么庞大，

也只能是一个缺乏智慧、没有活力的躯壳。

D. 京剧艺术同其它艺术一起形成了永恒跳动的经脉、构成了整个民族强大的精神网络。

3.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兼收并蓄、融汇创造的精神是京剧这一拥有博大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的剧种始终

保持活力，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基因。

B.京剧超过了其它剧种成为国粹，是因为京剧历史上云集了众多大师级人物用自己的心血

浇铸了大量的经典作品。

C.京剧是多个地方剧种的升华，又以深厚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回馈地方剧种，从而推

动了整个中华民族戏曲艺术的多样化进步和繁荣。

D.突破地域限制的艺术词汇，精湛的演艺和优秀的剧目，使京剧拥有了最广泛的观众群体

和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因而能够在全国通行。

阅读下面的短文，完成 4—6题。（每小题 4分）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但仔细比较却也发现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明

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大成

至圣能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与这种态

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



孔子没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之中，“仁”字出现了 66 次，没有两

个地方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

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

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曾斩钉截铁的说出：“人性之善也，犹水

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 70岁才能随心所

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孔

子对“礼”非常尊重。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

的原则反对颜渊厚葬；虽不屑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

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

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

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春秋

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但战事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孔

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

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然认为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以恢复，表现

一腔复古的热忱。孟子被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已经大大超过春秋

时期竞技式的战争，这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宣王问他

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

另立族中贤人。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

格规矩了。

宋朝以后，《孟子》既为各朝经筵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被奉为经典，对

中国思想史有巨大的影响。

——节选自黄仁宇《孔孟》

4．孔子和孟子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根据文意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人生态度方面，孔子“轻松愉快”“坦荡”“悠闲”，孟子则忧患、紧张。

B．在人性善恶方面，孔子内心存在性恶论，孟子则明确主张性善论。

C．在“礼”方面，孔子非常重视“礼”，孟子对“礼”则不大重视。

D．宋朝以后，《孟子》地位高于《论语》，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二者地位不同了。

5．孔子和孟子思想言行不同的最主要原因是

A．孔子和孟子二人的个性不同。

B．《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

C．从孔子到孟子，中国的局势起了很大的变化。

D．孟子所说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6． 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孔子说他一生学习，到 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这说明，孔子对自己所坚持的“仁”，

并不很自信，而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

B．孔子认为要实现“仁”，既要靠经常警惕防范不仁，又要靠由内外观察而产生的纠正错

误并促使自己行善的能力；但是孟子却认为道德纯粹是由本性产生的。



C．春秋时期的战争是属于竞技式的，虽然也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但这种不稳定不很严

重；而战国时期的战争则是剧烈的，给社会造成了全面性的动荡。

D．孔子的闲雅代表着当时还相当宁静的社会，他提倡“克己复礼”，显然认为过去的社会

秩序仍有恢复的希望，这表现了他一腔复古的热忱。

二、文言文阅读（12分）

阅读下面一段文言文，完成 7—9题。（每小题 4分）

胡大海，字通甫，虹人。长身、铁面，智力过人。太祖初起，大海走谒滁阳，命为前

锋。从渡江，与诸将略地，以功授右翼统军元帅，宿卫帐下。从破宁国，副院判邓愈戍之。

遂拔徽州，略定其境内。元将杨完者，以十万众来攻，大海战城下，大破走之。遂与邓愈、

李文忠自昱岭关攻建德。败元师于淳安，遂克建德。再败杨完者，降溪洞兵三万人。进枢

密院判官。克兰溪，从取婺州，迁佥枢密院事。下诸暨，守将宵遁。万户沈胜既降复叛，

大海击败之，生擒四千余人。改诸暨为诸全州。移兵攻绍兴，再破张士诚兵。太祖以宁、

越重地，召大海使守之。士诚将吕珍围诸全，大海救之。珍堰水灌城，大海夺堰，反灌珍

营。珍势蹙，于马上折矢誓，请各解兵。许之。郎中王恺曰：“珍猾贼，不可信，不如因

击之。”大海曰：“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纵而击之，不武。”师还，人皆服其威信。寻攻

处州，走元将石抹宜孙，遂定处州七邑。

初，严州既下，苗将蒋英、刘震、李福皆自桐庐来归。大海喜其骁勇，留置麾下。至

是，三人者谋作乱，晨入分省署，请大海观弩于八咏楼。大海出，英遣其党跪马前，诈诉

英过。大海未及答，反顾英。英出袖中槌击大海，中脑仆地。并其子关住、郎中王恺皆遇

害。英等大掠城中，奔于吴。其后，李文忠攻杭州，杭人执英以降。太祖命诛英，刺其血

以祭大海。

大海善用兵，每自诵曰：“吾武人，不知书，惟知三事而已：不杀人，不掠妇女，不

焚毁庐舍。”以是军行远近争附。及死，闻者无不流涕。又好士，所至辄访求豪隽。刘基、

宋濂、叶琛、章溢之见聘也，大海实荐之。追封越国公，谥武庄。

（节选自《明史》三百三十二卷）

7．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大海走谒滁阳，命为前锋 谒：拜见

B．败元师于淳安，遂克建德 克：攻克

C．英遣其党跪马前，诈诉英过 过：路过

D．刘基、宋濂、叶琛、章溢之见聘也 见：被

8．以下各组句子中，全都表明胡大海善用兵的一组是

①遂拔徽州，略定其境内 ②再破张士诚兵

③不杀人，不掠妇女，不焚毁庐舍 ④所至辄访求豪隽

⑤大掠城中，奔于吴 ⑥克兰溪，从取婺州

A．①②④ B．①⑤⑥ C．①③④ D．①②⑥

9．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蒋英拿出袖中的槌击打胡大海，击中脑部仆倒在地，连同他的儿子胡关住、郎中王恺

都遇害。后来太祖命令诛杀蒋英，刺其血来祭奠胡大海。



B．当初，苗将蒋英、刘震、李福都从桐庐前来归降。胡大海爱惜人才，留用于部下，结

果三人谋反作乱，胡大海反受其害。

C．胡大海跟从太祖攻破宁国，又同邓愈、李文忠从昱岭关攻打建德，并在淳安击败元军，

活捉了四千余人。

D．胡大海的军队行进，远近的人争相归附。等到死去，听到消息的人无不流泪。他被追

封为越国公，谧号为武庄。

三、古代诗歌阅读（8分）

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 10—11题。（每小题 4分）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辛弃疾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0.对这首词内容理解不当的一项是

A．上阕中“八百里分麾下炙”一句描绘了将士们饱餐烤牛肉的热闹场面。

B．下阕中“马作的卢飞快”一句表现了将士们勇往直前、势不可挡的锐气。

C．全词刻画了一个虽人近暮年，仍雄姿英发，亲自领兵上阵杀敌的英雄形象。

D．全词反映了作者渴望完成抗金大业却壮志难酬的现实。

11.对这首词赏析不当的一项是

A．“沙场秋点兵”一句写阅兵场景，“秋”字为阅兵场景增添了悲凉之气。

B．“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一句呼应题目，是作者与陈同甫的共勉之词。

C．词的上下阕一般会“换意”，但这首词却突破传统，词意上下贯通，展现了一幅战争场

景，甚为独特。

D．“可怜”两字凸显词中人物的情感变化，从前九句的壮怀激烈陡然变为末句的黯然伤神，

波澜起伏，言近意远，实为大家手笔。

四、语言文字运用。（每小题 4分）

12.下列各句中，加点的成语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A．一股不可名状．．．．的滋味在我心头翻滚着，耳畔久久地回想着那怯怯的细细的声音。

B．平时成绩很差的他居然在这次月考中取得了班级第一的好成绩，真让人匪夷所思．．．．。

C.危险发生的一瞬间，王新冲了过去，伸手去搀扶的时候，徐华岿然不动．．．．。

D．改革开放，就某种意义说，就是要冲破传统，打破思维定势，能够别出机杼．．．．。

14.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A.国庆长假的第二天，对于故宫保卫处而言，是整个国庆长假保安压力最大的一项工作。

上午 11时，规定的 8万限流人数就已突破，故宫已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了。

B．如何避免农民工不要“老无所依”，不要在城市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后“悄然离去”，是

所有有良知、对公平正义心怀向往的人无法漠视的问题。

C.草原医生王万青，一个曾经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在苍茫草原上默默度过了他不寻常的

四十多个春秋，任岁月雕刻成了沧桑的西北老者。

D.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要为工作时间上网聊天、炒股、玩电脑游戏等“付出代价”，这一政



令有利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渗入到党政机关工作的各个方面。

13.下列各句中，加点的成语使用恰当的一项是

A．由于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作基础，中学毕业的他下车伊始．．．．，就写出了一部在文坛上占据

重要地位的作品，迅速跻身大师的行列。

B．尽管姚明受伤，但火箭队在麦迪的带领下以摧枯拉朽之势连胜 22场．球迷们纷纷惊叹：

人们喜闻乐见．．．．的麦迪又回来了。

C．喜欢周杰伦的歌迷大多数会爱屋及乌．．．．地喜欢上超级作词人方文山，很多人都评价他是

“周杰伦成功背后的男人”。

D．专家认为，写读书笔记、摘抄段落等都是好习惯，但是一定要读经典，而不能为了方

便去读别人的注释，这种道听途说．．．．是不可取的。

15．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A．随着大学生报考村官人数的日渐增多，人们开始揣测：大学生当“村官”，究竟是为了

寻求前进的跳板，还是真正怀着一颗服务乡村的心?
B．近期，袁隆平院士为老伴选车得到了网民的支持，大家普遍认为凭自己的劳动成果致

富的人，像袁隆平这样的人，应该受到尊重。

C．7月 10日，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工商总局公布了“限塑令”的相关补充意见，

明确禁止不要把手撕袋当作购物袋使用。

D．今年 7月，当“凤凰”台风袭来的时候，他冒着狂风暴雨沿着小铁梯爬上了没有护栏

的房顶，接通了信号线。

Ⅱ卷

五、名篇名句默写（20分）

16.默写《锦瑟》一诗中对仗的两联（中间的两联）

六、写作（70 分）

17.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古往今来，立志做“一品大员”、“一品高官”的比比皆是，而立志要做“一品百姓”

的却寥若晨星，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却做了天下第一人。半个多世纪以前，陶行知从提高全

民族素质的高度出发，提出做人要做“一品百姓”的口号。他毕生以此自勉，“想老百姓，

做老百姓，学老百姓”，是光彩照人，彪炳史册，比那些一品大员、一品高官都要高大得

多的“一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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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国际部 语文答题纸

选择题：

默写：

作文：

1--5

6—10

1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