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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学年度上学期

教学质量期末检测高一

1~3

从琢磨生活到表现生活

⑴从根本上说，文艺家就是用心琢磨生活，并用心表现生活的人。作家、画家、音乐家、舞

蹈家等都是在用心琢磨生活的基础上，分别用语言文字、画面形象、节奏旋律、身段造型等

表现生活。可以说，文艺创作的前提是琢磨生活。只有先把生活琢磨深、琢磨透了，才能谈

得上将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表现出来。

⑵每个人本来就身处生活之中，每日所遭际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都是我们体验生活、感

悟生活、琢磨生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因此，文艺家凭借自己惯常的生活感受及读

书体悟等，也能创作出文艺作品，包括一些优秀作品。可是，由于社会不断发展而导致的分

工越来越细化，我们每个文艺家个人生活圈之外，还有无比广阔、无比丰富的各行各业千差

万别的生活，如果我们不去接触、不去深入体验，就无法琢磨出它的复杂滋味、无法领悟到

它的丰厚意蕴。文艺家必须走出个人的“小生活”，走向社会的“大生活”，在下基层和扎

根基层过程中，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更加真切地感受人民的快乐和疾苦，只有

这样，创作才易接地气、贴民心，才易产生激荡时代风云、散发泥土芳香的精品佳作。

⑶就文学创作而言，如果说，琢磨生活是“炼意”，那么，表现生活就是“炼句”。用《文

学概论》里的公共话语表达，琢磨生活的“炼意”，就是对思想性的深广开拓，而表现生活

的“炼句”，则是在艺术性上精益求精。

⑷反观这些年来的文学创作，当然也有黄钟大吕，启人心智的绕梁之音，但瓦釜雷鸣，混淆

视听的刺耳杂音，却时常摇唇鼓舌，招摇过市。在琢磨生活的“炼意”方面，不仅一些作品

是非不分，良莠不辨，自觉或不自觉地摈弃和动摇主流价值观，解构崇高、颠覆忠诚、戏

说历史、调侃现实，把文学降格为简单娱乐或传达消极颓废思想的工具；而且一些颇获佳评

的上乘之作，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缺乏思想对现实的穿透力，缺乏对历史的深刻反思，缺乏对

人性的直面审视，缺乏对灵魂的严肃考问等种种遗憾和不足。在表现生活的“炼句”方面，

等而下之者粗制滥造，胡编乱侃，叙事上的漏洞、情节上的破绽、人物形象的扁平呆板、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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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字的直白浅陋等等，可谓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至于等而上之者，虽然在结构技巧、叙

述方式、语言锤炼等艺术追求上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也照样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如有的作

家吸收外国文学影响，没有很好咀嚼消化，作品明显留有福克纳、马尔克斯等叙述模式的痕

迹；有的作家守不住创作应有的定力和追求，时常陷入简单重复自己乃至炒冷饭的泥沼等。

还值得一说的是，如今许多作家普遍采用的间接叙述方法，即人物对话不用打引号的原话表

达，而是改用作者叙述代替——这固然有助于加快叙述节奏，也便于作家轻松描述，却有

损于刻画人物个性（对话是展示人物个性的重要环节），有损于文本叙述的丰富多彩和语言

的必要张力。可以说，这种讨巧叙述方式的流行和泛滥，凸显了我们作家拈轻怕重的叙事惰

性。

⑸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文艺创作“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

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

费的问题”。这些弊病的产生，主要是我们既没有下功夫深入生活和琢磨生活，也没有在如

何表现生活上锲而不舍地孜孜以求。正如登高才能望远一样，要在琢磨生活中独具慧眼地发

掘出新意和深意，也与卑琐心灵、短浅眼光和浮躁心态无缘，它只青睐那些襟怀高远、思想

深邃、目光敏锐者的探求和追寻。而要在表现生活上杜绝平庸，追求卓越，直至做到像杜甫

那样“语不惊人死不休”，则必须舍弃熙熙攘攘、平坦易行、轻车熟路的大道，踏上荒草没

膝、陡峭险峻、崎岖坎坷的小路，在艺术的崇山峻岭和语言的密林深处探幽揽胜，突围前行。

这需要我们摈弃马虎草率、得过且过的敷衍成篇，像曹雪芹写《红楼梦》那样，“披阅十载，

增删五次”，殚精竭虑，字斟句酌，直至炼石成丹，孕沙成珠。

⑹生活节奏的加快已将当今社会送入浮光掠影、行色匆匆的快车道。物质欲望的膨胀更把许

多人引向心浮气躁、追名逐利的名利场。但文学艺术作为编织人类心灵五彩云霞的手工活，

不宜抄袭模仿、千篇一律，不宜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它需要我们立足大地而仰望星空，

正心笃志琢磨生活的奥义，匠心独运表现生活的斑斓，从而创作出真正“传得开、留得下”

的精品力作。 （节选于《光明日报》，有删改）

(1) 下列关于琢磨生活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 文艺家创作的前提是琢磨生活，只要把生活琢磨深、琢磨透了，就能谈得上将生活的丰

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表现出来。

B. 文艺家在创作中，要走出个人的“小生活”，走向社会的“大生活”，把生活琢磨好了，

才能更好地创作出精品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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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文学上琢磨生活的“炼意”，深入广泛地开拓文章的思想性，就是为了表现生活的“炼

句”，为了在艺术性上精益求精。

D. 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殚精竭虑，字斟句酌，直至炼石成丹，

孕沙成珠，就是琢磨生活的典型。

(2) 下列关于这些年的文学创作的现状，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黄钟大吕、启人心智的优秀作品少之又少，瓦釜雷鸣、混淆视听的作品招摇过市。

B. 在琢磨生活方面，一些作品自觉或不自觉地摈弃和动摇主流价值观，把文学降格为简单

娱乐或传达消极颓废思想的工具。

C. 在表现生活方面，一些作品存在粗制滥造，胡编乱侃，叙事上、情节上有漏洞与破绽、

人物形象扁平呆板、语言文字直白浅陋等问题。



D. 有的作家受外国文学影响，但没有很好的吸收消化，作品带有明显模仿的痕迹。

(3) 结合全文内容，下列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艺家要想在艺术上取得成就，用心地去琢磨生活和表现生活，这必不可少。

B. 文艺家除了自己生活圈之外，还有广阔而丰富的社会“大生活”，只有深入地体验，认

真地琢磨，才能创作出把握脉搏、反应人民欢乐与疾苦的作品。

C. 在表现生活上，文艺家要杜绝平庸，追求卓越，必须舍弃轻车熟路的大道，敢于走崎岖

坎坷的小路，在艺术上不断创新，探幽揽胜。

D. 在物欲膨胀的今天，文艺家要正心笃志琢磨生活的奥义，匠心独运表现生活的斑斓，拒

绝浮躁，拒绝名利，创作的作品都能成为“传得开、留得下”的精品。

知识点：

第 1 题： 现代文阅读>>论述类文本阅读>>把握文中重要概念的含义

第 2 题： 现代文阅读>>论述类文本阅读>>把握文章的内容要点

第 3 题： 现代文阅读>>论述类文本阅读>>把握文章的内容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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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重要概念的能力。做此类题目，一定要立足文本，把各个选项与原文

进行细致比对，找出选项中的错误。  A.把“只要……就”换成“只有……才”；C.“就是

为了表现生活的‘炼句’，为了在艺术性上精益求精”错，琢磨生活和表现生活不是目的关

系；D.是表现生活的典型。故选 B。

此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做此类题目，一定要立足文本，把各个选项与原文进行

细致比对，找出选项中的错误。A.“少之又少”错，文中无依据，原文有“当然也有黄钟大

吕，启人心智的绕梁之音”句，并不一定指少之又少。故选 A。

此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做此类题目，一定要立足文本，把各个选项与原文进行

细致比对，找出选项中的错误。D.“都能成为”绝对化，“拒绝名利”说法欠妥，应该为“不

受名利影响”。故选 D。

4~6

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见秦且灭六国，兵以临易水，恐其祸至，太子丹患之。谓其太傅鞫

武曰：“燕、秦不两立，愿太傅幸而图之。”武对曰：“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

则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见陵之怨，欲批其逆鳞哉?”太子曰：“然则何由?”太傅

曰：“请入，图之。”

……鞫武曰：“燕有 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与之谋也。”太子曰：愿因太傅交 于

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诺。”出见田光，道太子曰：“愿图国事于先生。”田光曰：

“敬奉教。”乃造焉。

太子跪而逢迎，却行为道，跪地拂席。 田先生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

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也，驽

马先之。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乏国事也。所善荆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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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也。”太子曰：“愿因先生得交于荆轲，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

子送之至门，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俯而笑曰：

“诺。”

偻行见荆轲，曰：“光与子相善，燕国莫不知。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形已不逮也，

幸而教之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光窃不自外，言足下于太子，愿足下过太

子于宫。”荆轲曰：“谨奉教。”田光曰：“光闻长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约光曰：

‘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使人疑之，非节侠士也。”

欲自杀以激荆轲，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刭而死。

（节选自《战国策·燕策三》）

(1) 下列句子中，加下划线字词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愿 因太傅交于田先生 因：通过、经由。

B. 太子 避席而请曰 避席：离开座席。

C. 幸而教之曰 幸：希望。

D. 愿足下急 过太子 过：拜访。

(2) 下列对文中加下划线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太傅，古代的官职名，和太师、太保一起，位列“三公”，文中的“太傅”是太子太傅，

太子太傅一般认为就是太子的老师。

B. 文中“韩、赵、魏”与燕、齐、秦、楚,历史上称为“战国七雄”。韩、赵、魏是春秋末

期“三家分晋”而来，这里的“晋”，就是《烛之武退秦师》中的晋国。

C. “左右”有多种含义，可以是方位词，指左和右两边；也可以是名词，指身边跟随的人。

文中是后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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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战国策》是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课文《荆轲刺秦王》就节选自《战国策》。

(3) 下列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 分）

A. 本文描写了太子丹力图国事，亲自去拜访鞠武、田光和荆轲等贤人侠士的故事。

B. 鞠武向太子举荐田光，田光向太子举荐荆轲，鞠武和田光都举荐别人，但原因却相同。

C. 文段中的太子丹是一个以国事为重，礼贤下士，而行事又有些多虑的人物。

D. 田光自杀全是因为太子的叮嘱——“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

【解析】

知识点：

第 4 题： 古诗文阅读>>文言文阅读>>文言实词>>一词多义

第 5 题： 基础知识及语言表达>>文学常识>>作家作品>>中国古代作家作品 基础知识及

语言表达>>文化常识

第 6 题： 古诗文阅读>>文言文阅读>>把握文章的内容要点

此题考查文言实词在文中含义的理解能力。解答此类题要靠平时对课文知识的积累，在课外

文言文阅读当中，辨析重要词语的含义正确与否，有时就需要结合具体的语境，根据上下文

推断出其词义。C 项，幸：有幸。故选 C。

本题考查识记古文化、文学常识的能力。解答此类古代文化、文学常识题，要根据在课本和

课堂上以及自己平时所借类的文化常识进行判断。D 项，“《战国策》是一部叙事详尽的编

年体史书”错误，《战国策》属于国别体史书。故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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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查概括归纳文章内容的能力。解题时，要在准确把握文意的基础上，带着选项回到原

文，从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的混淆和关键词语的误译等角度进行比较分析，作出判定。

A 项应该是询问鞠武，田光和荆轲都是受人举荐；B 项鞠武举荐田光,是因为“其智深，其

勇沉”（也就是田光的能力），田光举荐荆轲，是因为自己年衰，不敢“以乏国事”；D 项

自杀原因还有“以激荆轲”之意。故选 C。

13 、

下列各句中，加下划线成语使用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 山区农村建造房屋应尽可能避开山脚，因为一旦突发泥石流灾害，山脚下的房屋将 首当

其冲。

B. 他是当今少数几位声名卓著的电视剧编剧之一，这不光是因为他善于编故事，更重要的

原因是他写的剧本 声情并茂，情节曲折。

C. 为了不让下一代输在起跑线上，年轻的父母纷纷送孩子去练钢琴，学围棋，上英语兴趣

班，真是费尽心思， 无所不为。

D. 《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先生着意描述的刘和珍等爱国学生在“三一八”惨案中

的遇难经过和遇害事实，真是 耸人听闻。

【解析】

知识点：

基础知识及语言表达>>词语>>成语（熟语）

此题考查学生辨析成语的能力。解答成语题要注意：不能望文生义、注意成语潜在的感情色

彩和语体色彩、注意成语使用范围、注意搭配的对象。A.首当其冲：比喻最先受到攻击或遭

到灾难；B.用错对象，声情并茂：（演唱、朗诵等）声音优美、感情丰富；C.感情色彩不当，

无所不为：没有什么不干的，指什么坏事都干；D.望文生义，耸人听闻：故意说夸大或惊奇

的话，使人震惊。故选 A。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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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3 分）

A. “唯有除贪，才能安民心”——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接受越南通讯社采访时表示，越南

反腐工作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这些成绩仍不足以完全根除贪污腐败与浪费现象的发生。

B. 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获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

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为全人类找到了对抗疟疾的新武器。

C. 《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长城谣》……这些经典的抗战歌曲曾响彻中华大地。激

昂的歌声、慷慨的歌词，不仅在唱响着当今的时代主旋律，同样也在述说着昨天的故事。

D. 中国梦赋予了当代青年新的历史使命。当代青年是中国梦的寄托者、助跑者和实现者，

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托起中国梦。

【解析】

知识点：

基础知识及语言表达>>句子>>辨析并修改病句>>搭配不当 基础知识及语言表达>>句

子>>辨析并修改病句>>语序不当 基础知识及语言表达>>句子>>辨析并修改病句>>成

分残缺或赘余 基础知识及语言表达>>句子>>辨析并修改病句>>不合逻辑

本题考查辨析并修改病句的能力。此类题目要在理解句意的基础上，仔细分析病句的类型，

如语序不当、搭配不当、成分残缺或赘余、结构混乱、表意不明、不合逻辑等。A 项“根除”

与“发生”搭配不当，将“的发生”删除，另外，“完全”与“根除”意义上重复赘余；B

项偷换主语，应改为“这项发现(或她)为全人类找到了对抗疟疾的新武器”或“成为为全人

类对抗疟疾的新武器”；C 项逻辑语序不当，“不仅”和“同样也”后的内容互换。故选 D。

15 、

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组是(3 分)

唐代安史之乱后， ， ， ， 。 ， ，从而有对本地方的

饮食习俗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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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此形成了长达两百多年的北民南移浪潮 ②而此时的四川总体来说是和平繁荣的 ③

四川自然也就成为了吸纳北方移民最多的地区之一 ④由于黄河流域地区饱受政治动荡、战

乱频仍、经济残破、民不聊生之苦 ⑤大量的北方移民迁入四川 ⑥自然也将北方的饮食文

化习俗、传统烹饪技巧带到了四川

A. ④②①③⑤⑥ B. ④①②③⑤⑥

C. ④①②⑤③⑥ D. ④②①⑤③⑥

【解析】

知识点：

基础知识及语言表达>>语言表达与运用>>连贯

此题考查学生语言的连贯能力。做此类题目要注意：1.话题要保持统一；2.角度要一致；3.

思路要鲜明且连续不断；4.语言的衔接要紧密；5.语言的节奏和音韵要和谐。④②并列原因，

共同形成①这一结果，因此是④②①；易知⑥排最后，由⑥“自然也将北方……带到……”，

主语应该是“北方移民”而非“四川”，所以是③⑤⑥。所以顺序为④②①③⑤⑥。故选 A。

7 、

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见秦且灭六国，兵以临易水，恐其祸至，太子丹患之。谓其太傅鞫

武曰：“燕、秦不两立，愿太傅幸而图之。”武对曰：“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

则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见陵之怨，欲批其逆鳞哉?”太子曰：“然则何由?”太傅

曰：“请入，图之。”

……鞫武曰：“燕有 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与之谋也。”太子曰：愿因太傅交 于

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诺。”出见田光，道太子曰：“愿图国事于先生。”田光曰：

“敬奉教。”乃造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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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跪而逢迎，却行为道，跪地拂席。 田先生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

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也，驽

马先之。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乏国事也。所善荆轲，

可使也。”太子曰：“愿因先生得交于荆轲，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

子送之至门，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俯而笑曰：

“诺。”

偻行见荆轲，曰：“光与子相善，燕国莫不知。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形已不逮也，

幸而教之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光窃不自外，言足下于太子，愿足下过太

子于宫。”荆轲曰：“谨奉教。”田光曰：“光闻长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约光曰：

‘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使人疑之，非节侠士也。”

欲自杀以激荆轲，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刭而死。

（节选自《战国策·燕策三》）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 分)

⑴见秦且灭六国，兵以临易水，恐其祸至，太子丹患之。（5 分）

⑵太子跪而逢迎，却行为道，跪地拂席。（5 分）

【解析】

知识点：

古诗文阅读>>文言文阅读>>文言文的断句及翻译

此题考查学生翻译句子的能力。文言文翻译有两种基本方法：直译和意译。所谓直译，是指

用现代汉语的词语对原文进行逐字逐句的翻译，做到实词、虚词与文意相对；所谓意译，则

是根据语句的意思进行翻译，做到尽量符合原文意思，语句尽可能照顾原文词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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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将要）、患（担心）、逢迎（迎接）、却（后退）、道（引路）、拂席（拂拭座席）。

（1）眼见秦国将要吞并六国，军队已经逼近易水，担心燕国的灾祸将至，太子丹为此感到

忧患。

（2）太子跪着迎接田光，退着行走为他引路，又跪下来替田光拂拭座席。

8~9 、

巫山一段云·秣陵①感旧 [来源:Zxxk.Com]

田茂遇②

白下经行处，凝眸钟岭③东。旧时花月杳无踪，千叠紫云空。

耕犊迷芳草，虬枝暗老松。江城莫忆景阳宫④，暮雨湿寒钟⑤。

[注释]①秣陵、白下、江城：均指六朝故都南京。②田茂遇：清代词人，由明入清，目

触南京之变异，感于故国旧事，写下此词。③钟岭：钟山，即今南京的紫金山。④景阳宫：

即南朝陈景阳殿。⑤钟：指南朝刘宋帝为催促宫人早起公妆而置于景阳楼上的景阳钟。

(1) 词人“凝眸钟岭东”，看到的是怎样一幅图景呢？请简要作答。（5 分）

(2) 词句“耕犊迷芳草，虬枝暗老松”在词中有何作用？（6 分）

【解析】

知识点：

第 8 题： 古诗文阅读>>古代诗歌鉴赏>>把握诗歌的形象（人、事、物、景等）

第 9 题： 古诗文阅读>>古代诗歌鉴赏>>把握诗歌中词、句的含义 古诗文阅读>>古代诗歌鉴

赏>>鉴赏诗歌的语言和表达技巧

本题考查诗歌中的意境，解答时要注意找出诗中所写景物（意象），指出景物特点，描绘出

所写画面，然后概括出画面特点来。“凝眸钟岭东”领取后三联，我们只要把后三联的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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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概括并总结出画面即可。“旧时花月杳无踪，千叠紫云空”，旧日那春花秋月的美好景

象全无踪影，只有那层叠钟山之上的紫云（暗指所谓王都紫气）空在。这两句，以总括之笔，

写出昔日故都繁华美景全然失却。“耕犊迷芳草，虬枝暗老松”，续写随处可见这一荒凉：

耕田的牛犊迷失于芳草之内，虬龙状的老松阴暗森森。“迷”“暗”二字，绘景着色，更突

出南京之荒芜。江城莫忆景阳宫，莫雨湿寒钟”，是写往事不堪，沧海桑田之悲。“江城”，

仍是指南京，因其滨临长江，故曰“江城”。“景阳宫”，即南朝陈景阳殿。“钟”，指南

刘宋帝置于景阳楼上之景阳钟。这两句是说：再莫回忆江城的景阳宫了，那曾经促使宫人早

起公妆的景阳楼钟声，如今在暮雨中听来，是那样沉闷，潮湿，令人寒冷。作者所看之景荒

芜凄凉的。

本题考查鉴赏诗歌的语言及其作用的能力。颔联以总括之笔，写出昔日故都繁华美景全然失

却。颈联续写随处可见这一荒凉：耕田的牛犊迷失于芳草之内，虬龙状的老松阴暗森森。

“迷”“暗”二字，绘景着色，更突出南京之荒芜。这样就写出了此地的荒凉之景，根据题

目和注释①可知，这是一首怀古诗，写出了昔日的繁华和今日的荒芜，寄托了深沉的历史沧

桑感和沉痛的故国之思。

【答案】

【小题 1】

南京城旧日那春花秋月的美好景象全无踪影，只有那层叠钟山之上的紫云（暗指所谓王都紫

气）空在。耕田的牛犊迷失于芳草之内，虬龙状的老松阴暗森森。那曾经促使宫人早起梳妆

的景阳楼钟声，如今在暮雨中听来，是那样沉闷，潮湿，令人寒冷。

【小题 2】

（1）紧承上片末两句，起过渡作用：由写昔日故都繁华美景全然消失，过渡到写现在随处

可见的荒凉景象。（2）耕田的牛犊迷失于芳草之内，虬龙状的老松阴暗森森。“迷”“暗”

二字，绘景着色，形象地写出了南京之荒芜，突出了故国之思、易代之悲的主题。

10 、

补写出下列各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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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诗经·卫风·氓》中表现女子在恋爱中痴情落泪的句子

是： ， 。

⑵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看穿生死和生命长短的两句

是： ， 。

⑶苏轼在《赤壁赋》中感喟人生的短暂以及渺小的两句

是： ， 。

【解析】

知识点：

基础知识及语言表达>>名篇名句

此题考查学生名句默写的能力。在默写名句名篇时，要做到“三清”“三不”：“三清”就

是卷面清洁，字迹清楚，笔画清晰；“三不”就是不添字，不漏字，不误写。这三个小题都

是理解性名句默写，注意：涟涟、固、彭殇、蜉蝣、粟。

【答案】

（1）不见复关 泣涕涟涟

（2）固知一死生为虚诞 齐彭殇为妄作

（3）寄蜉蝣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粟

11~1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⑴～⑷题。（25 分) [来源:Zxx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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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绿记

陆 蠡

⑴这是去年夏间的事情。

⑵我住在北平的一家公寓里。我占据着高广不过一丈的小房间，砖铺的潮湿的地面，纸糊的

墙壁和天花板，两扇木格子嵌玻璃的窗，窗上有很灵巧的纸卷帘，这在南方是少见的。

⑶窗是朝东的。北方的夏季天亮得快，早晨五点钟左右太阳便照进我的小屋，把可畏的光线

射个满室，直到十一点半才退出，令人感到炎热。这公寓里还有几间空房子，我原有选择的

自由的，但我终于选定了这朝东房间，我怀着喜悦而满足的心情占有它，那是有一个小小理

由的。

⑷这房间靠南的墙壁上，有一个小圆窗，直径一尺左右。窗是圆的，却嵌着一块六角形的玻

璃，并且左下角是打碎了，留下一个大孔隙，手可以随意伸出。圆窗外面长着常春藤。当太

阳照过它繁密的枝叶，透至我房里来的时候，便有一片绿影。我便是欢喜这片绿影才选定这

房间的。

⑸绿色是多宝贵的啊！它是生命，它是希望，它是慰安，它是快乐。我疲累于灰暗的都市的

天空和黄漠的平原，我怀念着绿色，如同涸辙的鱼盼等着雨水！当我在这小房中安顿下来，

我移徙小台子到圆窗下，让我面朝墙壁和小窗。门虽是常开着，可没人来打扰我，因为在这

古城中我是孤独而陌生的。但我并不感到孤独。我望着这小圆洞，绿叶和我对语。我了解自

然无声的语言，正如它了解我的语言一样。

⑹我快活地坐在我的窗前。度过了一个月，两个月，我留恋于这片绿色。我开始了解渡越沙

漠者望见绿州的欢喜，我开始了解航海的冒险家望见海面飘来花草的茎叶的欢喜。人是在自

然中生长的，绿是自然的颜色。

⑺我天天望着窗口常春藤的生长。看它怎样伸开柔软的卷须，攀住一根缘引它的绳索，或一

茎枯枝；看它怎样舒开折叠的嫩叶，渐渐变青，渐渐变老。我细细观赏它纤细的脉胳、嫩芽，

我以揠苗助长的心情，巴不得它长得快，长得茂绿。下雨的时候，我爱它淅沥的声音，婆娑

的摆舞。

⑻忽然有一种自私的念头触动了我。我从破碎的窗口伸出手去，把两枝浆液丰富的柔条牵进

我的屋子里来，教它伸长到我的书案上，让绿色和我更接近，更亲密。我拿绿色来装饰我这

简陋的房间，装饰我过于抑郁的心情。我要借绿色来比喻葱笼的爱和幸福，我要借绿色来比

喻猗郁的年华，我囚住这绿色如同幽囚一只小鸟，要它为我作无声的歌唱。

⑼绿的枝条悬垂在我的案前了，它依旧伸长，依旧攀绿，依旧舒放，并且比在外边长得更快。

我好像发现了一种“生的欢喜”，超过了任何种的喜悦。从前我有个时候，住在乡间的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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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屋里，地面是新铺的泥土，未除净的草根在我的床下茁出嫩绿的芽苗。蕈菌在地角上生长，

我不忍加以剪除。后来一个友人一边说一边笑，替我拔去这些野草，我心里还引为可惜，倒

怪他多事似的。

⑽可是每天早晨，我起来观看这被幽囚的“绿友”时，它的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甚至于

一枚细叶，一茎卷须，都朝原来的方向。植物是多固执啊！它不了解我对它的爱抚，我对它

的善意。我为了这永远向着阳光生长的植物不快，因为它损害了我的自尊心。可是我囚系住

它，仍旧让柔弱的枝叶垂在我的案前。

⑾它渐渐失去了青苍的颜色，变成柔绿，变成嫩黄；枝条变成细瘦，变成娇弱，好像病了的

孩子。我渐渐不能原谅我自己的过失，把天空底下的植物移锁到暗黑的室内；我渐渐为这病

损的枝叶可怜，虽则我恼怒它的固执、无亲热，我仍旧不放走它。魔念在我心中生长了。

⑿我原是打算七月尾就回南方去的。我计算着我的归期，计算这“绿囚”出牢的日子。在我

离开的时候，便是它恢复自由的时候。

⒀芦沟桥事件发生了。担心我的朋友电催我赶速南归。我不得不变更我的计划，在七月中旬，

不能再留连于烽烟四逼中的旧都，火车已经断了数天，我每日须得留心开车的消息。终于在

一天早晨候到了。临行时我珍重地开释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我把瘦黄的枝叶放在原

来的位置上，向它致诚意的祝福，愿它繁茂苍绿。

⒁离开北平一年了，我怀念着我的圆窗和绿友。有一天，得重和它们见面的时候，会和我面

生么？

（有删改）

（1） 下列对这篇散文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分析和鉴赏，最恰当的两项是（5 分）

A. 第⑴段用“这是去年夏间的事情”这一句话单独成段，突出交代了事情发生的时间，说

明这事让作者难忘，起到强调作用，同时自然引出文章的主要内容。

B. 第⑼段写我从前住乡下时对于一位友人剪除了我自己不忍剪除的野草的行为引以为可

惜，意在说明我对那剪去的野草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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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文运用了拟人、比喻、借代、排比、对比、象征等多种修辞手法，描写一株常春藤的

生命状态和“性格特点”，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D. 文中写我的“魔念”——“我渐渐为这病损的枝叶可怜，虽则我恼怒它的固执、无亲热，

我仍旧不放走它”，反映了我的自私、偏执的心理。由此可见作者是一个狭隘、阴暗的人。

E. “绿”是全文刻意描写的客观对象，作者围绕“绿”展开思路，既写实景“寻绿”“观

绿”“囚绿”“放绿”“怀绿”，也伴着写心理，写情感，表现了作者从观绿囚绿时的喜欢，

到发现枝条抗争后执意囚之的既怜又怒，到最终放绿后的怀念等情感变化过程。

（2） 文章第⑵⑶段着力描写了“小房间”怎样的特点？有什么作用？（6 分）

（3）在作者眼里，这刻意描写的绿色的常春藤有着怎样的性格特点，请简要分析。（6 分）

（4）常春藤到底是象征自己，还是象征整个中华民族？文章是表达自己的“不畏强暴，追

求光明”，还是表达“渴求民族解放的执着的爱国主义情怀”？对本文主题的理解有不完全

一致的说法，请你谈谈你的理解与看法。(8 分)

12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⑴～⑷题。（25 分）

金岳霖的魏晋风度 [来源:学|科|网]

王开林

⑴有些人城府深，门禁严，大门之内还有二门，二门之内还有三门。金岳霖特别单纯，他不

功利，也不势利，是著名的老顽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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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少年时，赶上辛亥革命，他兴冲冲地剪掉辫子，意犹未尽，又仿照崔颢的《黄鹤楼》作打

油诗一首：“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谐

诗流出，立刻传为闾巷笑谈。

⑶金岳霖终身未婚，朋友们的孩子都叫他“金爸”。他喜欢搜罗大个头水果，比如雪花梨、

苹果、橙、柚、石榴，将它们摆在书案上，或拿去跟孩子们比赛，这种较量往往要拉锯多个

回合。好一位独孤求败，输了比赢了更开心。在书房里他收藏着“水果状元”，谁能吃到它，

谁就是得意门生。 [来源:学,科,网]

⑷金岳霖对中国的大种鸡了如指掌，他养过大黑狼山鸡，还养过大斗鸡。房屋一隅他摆放

长排蛐蛐罐，只为在寂静的夜晚倾听它们的“瞿瞿奏鸣曲”。吃饭时，大斗鸡跳上餐桌，伸

长脖颈啄食荤素，他不驱不赶，待若家人。在《世说新语》中，阮氏兄弟与猪崽共用大瓮饮

酒，已属一奇，金岳霖不遑多让。

⑸金岳霖有个规矩和习惯：上午不见客，不干其他事务，集中精力读书写字。构思时，他静

坐冥想，仿佛老僧入定，红尘俗务不复萦怀。有一次，那群“惊弓之鸟”都因空袭警报跑出

去了，他却窝在宿舍里，浑然未觉，岿然不动。待警报解除，大家奔回废墟寻人，竟发现他

提笔而立，呆若木鸡，浑身都是尘土。

⑹金岳霖讲课，不带讲义，只带粉笔，但十有八九黑板上不著一字。他的课学生爱听，大教

室座无虚席。他喜欢提问，西南联大没有点名册，他就想出奇招：“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

学回答问题。”将令一下，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都会深呼吸，既忐忑，又光荣。

⑺沈从文教语体文写作，主动为青年弟子开“小灶”，将金岳霖拉去讲“小说和哲学”。

大家仰颈翘盼 金先生讲出一番精深的道理来。不料他迂回曲折地讲了半天，结论仍是“小

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纳闷，问道：“《红楼梦》算不算一个例外？”他说：“红楼梦

里的哲学不是哲学。”说话间，他突然停顿下来，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只跳蚤，捏在

指间，细细打量，那神情比京城名捕逮住钦犯还要得意。

⑻ 钱端升教授的夫人陈公蕙有一句趣谈：“那个老金呀，早年的事情是近代史，现在的事

情是古代史。”金岳霖能够将昆明大观楼的长联倒背如流，却经常忘记自己的姓名。有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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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老友陶孟和打电话，接通后，陶家佣人问道：“您哪儿？”金岳霖答不上来，就回答：

“你别管我是谁，找 陶先生说话就行。”不料陶家佣人跟他较真，不报姓名不通融。金岳

霖无奈，只好回头问自己的车夫王喜，王喜摸了摸后脑勺，替他理出头绪来：“只听见人 家

叫金博士。”一个“金”字点醒梦中人，他又恍然记起了自己的名字。

⑼金岳霖是单身汉，拿着一级教授的高工资，他乐得资助学生和朋友。乔冠华到德国留学，

金岳霖资助几百块大洋，乔冠华至死都感念他的再造之恩。抗战期间，米珠薪桂，“教授教

授，越教越瘦”。某日清晨，张 奚若的夫人发现椅子上放着一叠钞票，她很惊讶，这么多

钱是哪位客人不小心遗落的？张奚若回想之后，立刻断定“这是老金干的好事”。

⑽晚年，金岳霖体弱多病，常赴协和就医。革命小将不准他乘坐汽车，他就屈就平板三轮

车，自携小马扎，身穿长棉袍，任人慢慢悠悠一路蹬过去。他觉得蛮好玩，并不感到憋屈和

难受。

⑾多年后，冯友兰在《怀念 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写道：“ 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

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

赏艺术，审美感高。…… 金先生的著作，我们可以继续研究，金先生的风度是不能再见了。”

⑿赤子和名士，在金岳霖身上实现了无缝结合，他的可爱是公认的。

（1） 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 分）

A. 金岳霖先生是著名的老顽童，他喜欢收罗个头大的水果，就是为了跟小孩子比赛大小，

而且孤独求败，输了比赢更让他开心。

B. “那个老金呀，早年的事情是近代史，现在的事情是古代史”，这句话运用了比喻和对

比的手法，形象地描绘了金岳霖先生对学问知识记忆深刻却对眼前琐事健忘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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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文章开头描写“有些人城府深，门禁严，大门之内还有二门，二门之内还有三门”，突

出了“有些人”的心机多而难测，复杂而功利，对于刻画主人公金先生来说属于“闲笔”，

删去无大碍。

D. 金先生堪称真赤子、真名士，不论是外在的功名利禄，还是所谓的为师之尊，甚至是姓

名与性命，倘若与心灵的自由背离，她都可以统统抛下，去寻求快乐的相处之道。

E. 本文描写金先生的事迹，就是为了抨击现实生活中追逐物质、崇尚功利的行为，倡导一

种像魏晋阮籍与嵇康等名士一样的纵情山水、超然物外的精神风范。

（2）文章是通过哪些典型的生活片段来体现金岳霖先生作为赤子与名士的魏晋风度的？请

分点概括。（6 分）

（3） 本文在刻画人物上主要运用了哪些表现手法？请简要分析。（6 分）

（4） 读过本文以后，你认为金岳霖先生身上的“魏晋风度”应该包括哪些主要的精神特

质？请结合文中的材料谈谈你的理解。(8 分）

【答案】

（1）AE（选 A 给 3 分，选 E 给 2 分，选 C 给 1 分；选 BD 给 0 分）

（2）①特点：狭小，潮湿，简陋，炎热；②作用：自然引出下文对我选定这小房间的理由

的描述，并进而引出爱绿囚绿的主题（结构上），衬托出我对绿的喜爱（内容上）。

（3）①具有美的特点。“伸开柔软的卷须”“舒开折叠的嫩叶”，下雨时带着“淅沥的声

音，婆娑的摆舞”。②是青春与生命、爱与幸福的象征。就像作者所说的，“我要借绿色来

比喻葱笼的爱和幸福，我要借绿色来比喻猗郁的年华”。③柔弱。离开阳光就“失去了青苍

的颜色，变成柔绿，变成嫩黄；枝条变成细瘦，变成娇弱，好像病了的孩子”。④倔强，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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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它的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甚至于一枚细叶，一茎卷须，都朝原来的方向。植物是

多固执啊！”它是“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⑤追求光明与自由。“永远向着阳光生长”，

被作者囚禁，离开阳光它就“好像病了的孩子”。（答对任意 3 点即可，每点 2 分，必须

有分析。）

（4）观点一：我认为本文的主题是表达作者自己“不畏强暴，追求光明”的情怀。被“囚”

之前的绿自由地“伸开柔软的卷须”“舒开折叠的嫩叶”，在雨中有“淅沥的声音，婆娑的

摆舞”；被“囚”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渐渐失去了青苍的颜色，变成柔绿，变成嫩

黄；枝条变成细瘦，变成娇弱，好像病了的孩子”。作者刻意描写绿“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

向”“都朝原来的方向”“永远向着阳光生长” “永不屈服于黑暗”，赋予绿以“性格”

和“精神”，通过对绿的赞美，托物言志，表达自己不屈服黑暗与禁锢、渴望自由、追求光

明的人生志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本文的主题应该是表达自己的情怀。

观点二：我认为本文的主题是抒写渴求民族解放的执着的爱国主义情怀。作者写作本文的

时候，中华民族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沦为殖民地，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然

而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从未停止过在折磨与痛苦中顽强抗争，就像文中描写的常春藤一样

“永不屈服于黑暗”“永远向着阳光生长”。文中的常青藤无疑是我们多灾多难而又坚忍不

拔的中华民族及其气节的象征。作者期待“有一天”能重见常春藤，祈祝沦陷的祖国早日获

得解放，表达忠于祖国、渴望民族解放的爱国主义情怀。

观点三：略（可以将以上两种并不矛盾、丝毫不排除的观点综合起来分析。）

16 、

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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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意蕴具有隐蔽性，要更好地理解它， ① 。想象是一种高级的思维方式，既不脱离感性

认识， ② 。在阅读中，它以感知、理解为基础，同时又对感知、理解起强化和深化作用。

读者正是在作者的暗示、诱导下借助于丰富的想象， ③ 。 [来源:Zxxk.Com]

【答案】

①就需要借助于想象；

②又具有理性认识的因素；

③理解文章的意蕴。

17 、

以下是巴黎遭受恐怖袭击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向全国发布讲话的部分内容，请用一句话概括

其主要内容，不超过 40 字。(6 分)

在这艰难的时刻，想起那么多无辜遇难者、他们的家人还有那些受伤的人，我们一定要给予

同情并团结起来。但是，我们也要表现出冷静。面对恐怖袭击，法国必须强大，它一定是伟

大的，国家当局也一定能够保持坚定。我们一定会！我们必须呼吁每一个人担起责任来。恐

怖分子所要的是恐吓我们，让我们充满恐惧。确实有理由害怕，也确实有恐惧，但是面对这

些恐惧，整个国家知道如何去捍卫自己，知道如何去调动军队，必将再一次打败恐怖分子。

【答案】

面对恐怖袭击，我们要团结、冷静，担起责任，坚决打击，捍卫国家安全。

18 、

阅读下面的材料，按要求作文。（60 分）

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面对“三一八”

惨案中英勇就义的学生刘和珍，他说自己是“苟活到现在的我”。巴金面对小狗包弟说：“为

了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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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位著名文学家的话引发了你怎样的思考？请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选好角度，确定立

意，自拟标题，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议论文。

【解析】

知识点：

写作>>材料作文

此题通过材料考查学生的分析、整合、写作、表达能力。材料作文一方面要求学生整体感知

材料，从材料中提炼出主旨；另一方面要求学生根据主旨，自选角度进行写作，切不可偏题。

鲁迅和巴金的话都在围绕“解剖自己”“不能原谅自己”来自我检讨的。因此可立意为：拷

问灵魂；解剖自己；自我反省，忏悔；正视自己的错误；严于律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