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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 宁 市 高中 20 2 4 届 零 诊考 试 

语  文 

本试卷分第Ⅰ卷（阅读题）和第Ⅱ卷（表达题）两部分。全卷满分 150 分，

考试时间 150 分钟。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班级、考号用 0.5 毫米的黑色墨水签字笔填写在答题卡

上，并检查条形码粘贴是否正确。 

2．选择题使用 2B 铅笔填涂在答题卡对应题目标号的位置上，填空题和解答题必须用 0.5 毫

米黑色墨水签字笔书写在答题卡对应框内，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草稿纸、试

题卷上答题无效。 

3．试卷中横线及框内注有“▲”的地方，是需要你在答题卡上作答。 

4．考试结束后，将答题卡收回。 

 

 

第Ⅰ卷  阅读题（70分） 

 
一、现代文阅读（36 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 题。 

“文本细读”是被普遍使用的批评方法。往久远了追溯，中国古代的诗文评

话语系统大都可以算作“文本细读”。从批评模式上看，这些批评实践虽然有着

不同的文本聚焦点，但都可以统称为“文本批评”。王先需、胡亚敏主编的《文

学批评导引》中写道：“‘文本批评’指一种立足文本、分析和阐释文学文本各要

素的批评方法，文本成为这一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受这一批评范式的影响，

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在总体上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型：在此之前，文学批评主要奉

行的是社会历史批评，批评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与社会人生的关系、作品蕴藏的

现实意义。后来，批评家越来越关注文本内部研究。作品被看作独立存在的世界。

对文本全部内容的阅读、阐释、评判，才是批评的首要职责。这一转型是一场“静

悄悄的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本批评”模式及其所采用的细读法经常遭受的质疑是：割裂文本与外部

的联系是不合理的。美国文论家韦勒克作为英美新批评的后期代表人物，对此亦

有反思。他在《批评的诸种概念》中写道：“我曾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称为

‘内部的’研究，将对作品同作者思想、社会等等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称为‘外部

的’研究。但是，这种区分并不意味着应忽略甚至是蔑视渊源关系的研究，也并

不是说内在的研究不过是形式主义或不相干的唯美主义。”这就是说，韦勒克把

文学研究与批评分成“内部的”研究与“外部的”研究两种形态，而二者又是潜

在地、深刻地联系着的，内部研究要顾及外部关系，外部研究要隐含内在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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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文本是作家在特定的时代、环境、心理下创造出来的，必然带上写作者的主

体性特点，与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有着或隐或现的联系。尽管“文如其人”未

必是绝对真理，也常常有“文”与“人”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时候，但“以文证人”

或“以人证文”，依然是有效的文学研究路径。在细读式批评中，联系作家本人、

社会背景，对深入、准确地理解文本，是有益而无害的。 

事物的发展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人们意识到“文本批评”模式

存在的问题之后，就纷纷跑到接受美学、意识形态批评、文化批评的怀抱中去。

他们在分析文学作品时，不太关注文本自身的内在逻辑，而是更加关注其中暗含

的“倾向性”。这时候，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对作品自身逻辑的细读，在批评实

践中受到忽略了。这是我们在当下呼吁重建文学性、加强文本细读的一个重要背

景。因此，在批评实践中，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需要双向运动，形成一种互动、

互生的立体运行。只有这样，批评家才可能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作品。 

文本细读以文本研究为基础，又融入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分析学等方法，

似乎更吻合读者的口味。它以“内部批评”为中心，又承袭了既往的社会历史批

评，成为一种兼容并蓄的细读式批评。这正如陈晓明所说：“试图从小说艺术、

思想特质以及历史语境三个维度来展开对文本的解读，由此来突显当代中国小说

的艺术变革所创造的新型的文学经验。”细读法首先对文本内部研究有用，但也

适用于外部研究。之所以我们关注外部的某个因素，是因为文本内部有一定的“触

发点”，正是这一点引导评论家去进行相关的外部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细读

法可以很好地连起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因此，好的文学批评，对于解读对象，既要“入乎其内”——精读作品，又

要“出乎其外”——跳出作品，即从个别、特殊走向普遍、共性。坚持以作品为

本体、为核心、为“属地”，批评可以引入社会、人生，引入作家、读者等维度，

但须在文本相关的范畴内，不能话题无边、“喧宾夺主”。理想的做法是，在解读

文本的进程中，渗透或者暗示出外在的部分和必要的背景来，而不损害对文本的

关注和解读。优秀的、杰出的文学作品往往是对世界与人的隐喻、象征，要通过

细读找到文本内外诸多因素的复杂关联。因此，文本解读要跳出作品中的有形时

空，努力进入文本中蕴含的无形境界——形而上王国。 

这其实需要批评家有更丰富的知识、学养和出色的感觉、才华。一个批评家

要懂得多种文体的艺术规律。当下很多评论家介入文学创作，这是很好的事情。

这样的评论家在细读、批评作品时，才容易深入肌理、细部、空白处，进而达到

对整个作品的宏观把握。由于打通了创作与批评，他们的思维也不局限于作品，

他们往往更关注广阔的社会人生。这其实也有助于推动文学批评的发展。在批评

实践中，还需要评论家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细读式批评，着力的是对文本的

剖析、阐释，批评家的判断、评价，就包含在述评中。你不能把一般作品说成是

优秀作品，把优秀作品拔高到伟大作品，坚持艺术标准是至关重要的。这使人想

到马克思、恩格斯对斐·拉萨尔历史剧本《济金根》的评价。他们一方面充分肯

定了剧本，认为故事情节让人“惊叹不已”“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另一

方面坚持“最坦率”的批评，指出了剧中人物身上的“席勒式”的概念化倾向。

由此，他们还升华出一系列文学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对经典作家的批评实践，

值得我们很好地研习与借鉴。 

(摘编自段崇轩《用细读法贯通文学的内外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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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文本细读”也都可称为“文本批评”，是被普遍使用的批评方法，可追 

溯到中国古代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B.把批评的首要职责放在对文本全部内容的阅读、阐释和评判上，这种做法 

被质疑为割裂了文本与外部的联系。 

C.文学文本是作家在特定背景下创作的，研究作品同作者思想、社会等等

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理解文本。 

D.文学作品是对世界与人的隐喻、象征，因而我们在解读文本时，要努力

进入文本中蕴含的无形境界。 

2. 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文章引用《文学批评导引》的内容，阐述了文本批评的概念，指出该概

念对我国文学批评的影响之大。 

B.文章末段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对《济金根》的评价，是为了论证批评家

要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C.文章阐述了“文本细读”这一方法在文学批评中的发展过程，按照时间

的先后顺序进行论述。 

D.文章结构严谨，采用提出观点、分析观点、提出方法和要求的方式展开

论证，在逻辑上也是逐层递进的。 

3. 下列对文本的解读，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用细读法贯通文学的内外部研

究”的观点的一项是(3 分) 

A.对《再别康桥》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一句，有同学提出“梦”是无形、

无重量的，怎么可以沉淀？这显然是矛盾的。 

B.《荷塘月色》的标题是偏正结构还是并列结构？学完课文后，同学们认

为把标题理解为并列结构更为适宜。 

C.《芙蓉楼送辛渐》中“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一句不仅表

达诗人对友人的嘱托和品格之美，还有对自己因遭受污陷被贬的不屈精神。 

D.《林黛玉进贾府》中，黛玉对“念了什么书”前后的回答完全相反，从

中可看出黛玉的聪慧和小心谨慎。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 题。 

大多数植物的种子需要借助外力来进行传播，在风、水、动物等几种传播

媒介中，动物的传播成功率是最高的。而动物中最主要的“传播员”为鸟类，因

为它们能飞，可将种子传播得较远，所以，很多植物都倾向与它们建立合作关系。

但鸟类的饭量不小，且进食频率又较高，对于大多数木本植物来说，只能每年“宴

请”一次。于是，许多植物将眼光投向了蚂蚁。 

蚂蚁个体虽然小，但它们的力量从来不是以单个个体来衡量的，它们是社

会性生活群体，一个蚂蚁家族凝聚起来的力量，可使比其大数十倍的动物都闻风

丧胆。另外，一只蚂蚁可能跑不了多远，但地球上的蚂蚁分布非常广泛，在陆地

上几乎随处可见。那么，植物究竟是如何将蚂蚁“发展”为心甘情愿的“种子传

播员”呢？ 

许多植物针对蚂蚁专门产生出了极富特色的种子，它们通常数量较多，个

体较小，且会在脐部附近形成一至两坨（或片）肉质的油脂体，其富含营养，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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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含有蚁类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多种氨基酸，是蚂蚁喜欢吃的食物，靠它吸引蚂蚁

来传播种子。 

植物常常用鲜艳的色彩，大多为红色的果实或种子，来让鸟类发现它们的

存在，但是大部分蚂蚁的视力较差，植物该如何告诉蚂蚁们“上门取货”？ 

蚂蚁的嗅觉非常灵敏，植物就把重点转向了化学信号，且专门针对蚂蚁“投

其所好”。 

大多数蚂蚁有两个喜好，一是糖类，二是蛋白和脂类，前者可用于补充成

年工蚁日常活动消耗的能量，后者是蚁后生产和幼虫发育所需的营养，且在自然

界中主要来源为昆虫，故蚂蚁对于昆虫血淋巴（体液）的气味异常敏感。基于此，

植物让油脂体变成了一个富含小分子蛋白和脂类的营养包，非常适于蚂蚁幼虫吸

收和利用，且散发着诱人的昆虫血淋巴气味，让蚂蚁难以抗拒，一闻到就急不可

待地蜂拥而来。 

油脂体为蚁播种子所独有，它的作用不只是蚂蚁的劳动报酬，还可用作蚂

蚁搬运种子的重要结构。为了保护种子不受损伤，蚁播种子的种皮通常较为光滑，

蚁颚不易咬住，而油脂体则可轻易被蚂蚁咬住，从而顺利实现搬运。 

蚂蚁啃咬油脂体时会咬伤种子吗？答案是不会，因为油脂体与种子的结合

并非牢不可破，只要蚂蚁啃咬到一定位置，油脂体就会从种子上脱落下来，且蚁

播种子的种皮通常较厚，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被蚂蚁咬伤。 

一只虫子被蚂蚁吃掉体液后，剩下的坚硬外骨骼是没法再利用的，于是就

被蚂蚁当作垃圾丢出了蚁巢。由于视力的原因，一粒种子也自始至终被蚂蚁当成

了一只“虫子”，油脂体就是它们的“体液”，而种子本身就是那个啃不动的“外

骨骼”，于是被啃完油脂体后的种子自然也被蚂蚁当作垃圾丢出了巢穴。幸好如

此，不然种子发芽形成的小苗将会破坏蚁巢结构，并耗费其中的氧气，威胁蚁群

的生存。 

既然油脂体已被啃光，那蚂蚁又怎样将种子搬出蚁巢，丢到垃圾堆呢？对

此，植物也有考虑，它们在种子上形成了一些精巧的构造。紫堇属的种类非常丰

富，它们的种子大小形态各异，小型种子大多比较光滑，如石生黄堇；而稍大的

种子，比如紫堇的种子上就有凹点；异果黄堇或阜平黄堇的种子上，有凸起的尖

齿或凹点，它们都能增加摩擦，方便搬运。 

细辛属和马蹄香属的种子腹面中央，具有一条长而宽的沟槽，油脂体就长

在里面，待蚂蚁把油脂体吃掉后，叼着凹槽边缘的裙边就能轻松将其丢出蚁巢了。 

在蚂蚁的垃圾堆中，除了种子，还有其他的垃圾，如蚂蚁的排泄物、动物

尸体，以及建筑废料——挖掘出来的土粒。种子待在这样一个肥力充足的地下安

全室内，一旦等到适合萌发的季节到来，便会冲破种皮，顶开土壤，在阳光雨露

的滋养下茁壮生长。 

全世界蚁播植物约有 2800 多种，大部分为多年生草本，少数为小灌木，多

出现于贫瘠的区域，通过与蚂蚁合作，它们就顺利实现了物种的繁衍。 

（摘编自叶峥嵘《蚂蚁竟然是“种子传播员”》） 

4. 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在几种传播媒介中，鸟类能将种子传播得较远，传播成功率最高，所以鸟 

类就成了自然界最主要的“传播员”。 

B.蚁播种子通常个体较小，种皮比较光滑，且会在脐部附近形成独有的油



 
 

高三语文零诊试题第5页（共 11 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脂体，这些都能吸引蚂蚁来传播种子。 

C.油脂体可以作为蚂蚁搬运种子的重要结构，其与种子并非牢不可破的结

合形式还可以防止蚂蚁咬伤种子。 

D.蚂蚁视力较差，味觉灵敏，这一特点被植物有效利用，既吸引它们来搬

运种子，又促使它们把种子当垃圾扔掉。 

5. 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作者从植物的角度来介绍蚂蚁这一特殊的“种子传播员”，有种反客为主

的意味，令人感觉新颖而有趣。 

B.蚂蚁的垃圾堆成了种子的“地下安全室”，一粒种子被蚂蚁当成一只“虫

子”，都用到了打比方的手法。 

C.为了说明种子便于被搬出蚁巢，作者详细介绍了紫堇属的不同种子的精

巧构造，举例翔实，研究细致。 

D.文章先后使用多个问句，既能激发阅读兴趣，引人思考，又可以引起下

文，使文章结构严谨而有逻辑。 

6. 蚂蚁是如何进行种子传播的？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6 分） 

▲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7～9 题。 

文本一：                           麻鞋之歌 

叶梓 

天水谣曰：秦安褐子清水麻。 

清水，多美妙的名字，多美妙的地方！这样的地方，的确如其所名，有一条

碧波荡漾的河，曰牛头河;这样的地方，因为有清清的河水，自然就有上好的麻

——如果说清水是深藏于秦州大地东北角的一块绿松石，那遍及四野的麻就是这

块绿松石上一簇簇鲜嫩的绒毛。其实，早在久远的《诗经》年代，麻作为一种传

统种植作物，就已经成为人们衣着的原料了。这种远至《诗经》年代的植物，至

今还在清水一带广泛种植，想想，这是一件多么诗意的事。 

就像小麦呀玉米呀洋芋呀一样，麻乃生灵饮食之需。而麻鞋，显然是饮食之

需的一次延伸了，但亦隐隐显现出沉淀在天水人身上深沉的文化情趣。几乎每年

夏天，天一热起来，就能看到天水人会穿一双精致的麻鞋出门。当然，那些所谓

的爱美的女子，已经不穿了，宁愿去穿一双走起来咣当作响的高跟鞋。你穿你的

高跟鞋，我穿我的清水麻鞋——盛载着时光痕迹的麻鞋，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年代

里大抵属于那些老年人和中年人了。像我这种刚过而立之年却喜欢穿麻鞋的人，

常常被别人视为神经质。其实，燠热的夏天，穿一双麻鞋，有什么不好呢！防潮

防滑又透气，脚下风声习习，医学上有按摩之功效，美学上还有鞋帮上的种种变

化万千的图案。 

况且，一双麻鞋的诞生，是真正来自于双手，不似流水线上出来的皮鞋、运

动鞋那么枯燥和乏味。它沉浸着手艺的光芒，是农业文明的一则注脚，是一段固

定下来的美好时光。 

有一年夏天，我在清水县草川乡的一户贫寒人家，见到了麻成为一双麻鞋的

漫长过程。主人五十开外，憨厚，本分。他每年都种麻，不是为了食麻籽油，而

是为了穿麻鞋。秋天的阳光照在他家的院落里，安静，美好。他在门外大树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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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点点阳光里，埋头，认真地做一双麻鞋。先把早就编成的麻辫置于一平案上，

盘成底，复用麻绳左右穿紧。这时，他抬头，有点木讷地说：“这就叫千层底。

这样，走的路长，脚也舒服。”然后，像栽秧苗一样，在鞋底的边上栽上稍粗一

些的麻绳，做成鞋帮，一一串起来，再做成鼻梁。这时，就得用一种清水人名曰

楦头的工具，把鞋鼓起来——一只麻鞋的雏形，大抵就出来了——但还远远不够，

如同一件精美的艺术品需要不断地打磨一样，麻鞋亦然。老人找出一种专门用来

编织的钩针，钩出麻花辫鞋面和鞋耳，做工前备染。鞋遂成。 

老人老了，但眼睛不花。有着和女人一样的精巧的手。他说，做惯了，手哪

会生呢！那双有着刀刻般纹理的双手，一挑一钩地完成这些动作时，额角都流出

点点汗水。他用袖口一擦，讪讪一笑：“太紧张啦！” 

平常，他一定是一个人在院落里做的。那一定会更加自如，得心应手。 

他还拿出家里攒下来的几双麻鞋。有脚尖顶端是红色麻穗的“慈母思亲”，

有“单鞭救主”。每种样式，各有寓意，有的甚至还藏着一个远古的故事或者传

说呢。想想，古人真含蓄，把所思所想，都隐藏在一双鞋里。这时候，再看它，

就会发现，最伟大的文化常常深藏在遥远僻深的民间。我不知道，公元 759 年流

落在天水且留下“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之佳句的大诗人杜甫，到底是穿一

双什么样的麻鞋踟蹰在秦州大地上的。但在他诗句的背后，我看出了一个诗人的

伤感和无奈。莫非，正是一双产自清水的麻鞋，陪着他从天水到陇南，从陇南再

南下成都。 

我想，古人既有“革皮之良，莫贵于麻”之说，就是对麻的一种尊重，是对

一种手艺的尊重，更是对大地恩情的尊重。我们善于忘记的现代人，真应该学会

尊重手艺和大地。所幸的是，至今，在夏天的清水，尚能看到一双双走在大街上

的麻鞋，散发着自然的本质之美，如同一场大自然移动的展览。 

但我更想穿上一双清水麻鞋，流浪在祖国西北的土地上。 

文本二：                  胡同文化(节选) 

汪曾祺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千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

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

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

分。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

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

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

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

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已、逆来顺受。老舍《茶馆》里的王

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 

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一点事，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我们都很

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我跟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他们是“搬迁户”，

原来是住在胡同里的)说，大家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

二位同志说：“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

着眯着’！”“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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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真有你的！  

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

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柱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

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

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

凉，毫无生气。 

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

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

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 

再见吧，胡同。 

7.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和艺术特点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文本一中，作者把清水种麻延绵至今说成是一件“诗意的事”，与下文写 

麻的实用价值形成了对比。 

B.文本二中，作者用生活琐事表现北京人善于忍耐，一句“北京人，真有

你的”，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C.文本一中，作者细致描绘麻鞋制作过程，突出传统手艺的光芒，引出伟

大的文化常深藏于僻远民间的感慨。 

D.文本二中，画线句子渲染了胡同衰败没落后的凄惨景象，自然而然地引

出了下文作者怀旧伤感的情绪。 

8. 如何理解“最伟大的文化常常深藏在遥远僻深的民间”这句话？请结合文本

一的内容简要分析。(6 分) 

▲ 

9. 两则文本都写了文化载体的没落，但两位作者对此的态度不尽相同，请结合

文本作简要评析。(6 分) 

▲ 

二、古代诗文阅读 (35 分) 

(一) 文言文阅读 (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3 题。 

冯异字公孙，颍川父城人也。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汉兵起，

异以郡掾监五县，与父城长苗萌共城守，为王莽拒汉。光武略地颍川，攻父城不

下，屯兵巾车乡。异间出行属县，为汉兵所执，时从兄孝从光武，因荐异。得召

见。异曰：“有老母在城中，愿归据五城，以效功报德。”光武曰：“善”。异归，

谓苗萌曰：“今诸将多暴横，独有刘将军所到不虏掠。观其言语举止，非庸人也，

可以归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从子计。”即开门奉牛酒迎。光武署异为主

簿，苗萌为从事。光武自蓟东南驰，及至南宫，遇大风雨，入道傍空舍，异进麦

饭。因复度呼沱河，从破王郎，封应侯。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

车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

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及破邯郸，乃更部分诸将，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

光武以此多之。从平河北，诸将并劝光武即帝位，异遂与诸将定议上尊号。时赤

眉暴乱三辅，乃遣异讨之。拜为征西大将军，与邓禹共攻赤眉。异使壮士变服与

赤眉同，伏于道侧。伏兵卒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追击，大

破之。异久在外，人有章言异专制关中，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帝使以章示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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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上书谢曰：“臣充备行伍，过蒙恩私，位大将，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

见所示臣章，战果怖惧。”诏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

疑，而有惧意？”赐以珍宝衣帛。异稽首．．谢曰：“臣闻管仲谓桓公曰愿君无忘射

钩臣无忘槛车齐国赖之。今臣亦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

后数引宴见，定议图蜀。留十余日，令异妻子．．随异还西。明年夏，与诸将攻落门，

未拔，病发，薨于军，谥曰节侯。 

    （节选自《后汉书·冯异传》） 

10.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加句读，请将要加句读处的字母顺序填写到

答题卡上的横线处。（3 分） 

臣闻管仲 A 谓桓公 B 曰 C 愿君无忘 D 射钩 E 臣无忘 F 槛车 G 齐国赖之 

11.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 

  B.伐，夸耀，与《屈原列传》中“平伐其功”意思不同。 

  C.稽首，古代跪拜礼，头触碰在地上且停留片刻，为九拜中最隆重的一种

礼节。 

  D.妻子，是古今异义词，在文中与《桃花源记》中“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意思相同。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冯异慧眼独具，投身明主。他赞赏刘秀不虏掠的行为，为其风采气度所 

折服，认定此人值得托付，苗萌深表认同，和他一起归顺了刘秀。 

B.冯异为人谦让，不矜己功。路上遇到其他将领，他主动避让；诸将聚在 

一起评议功劳，他没有参与而选择独处树下，被誉为“大树将军”。 

C.冯异忠心为主，获得信任。有人构陷冯异，冯异得知此事后，上书向皇 

上表明忠心并且主动认罪，最终刘秀顾念旧日的恩情而宽恕了他。 

D.冯异领兵有方，鞠躬尽瘁。他带领的队伍，进退有度，军容严整；他为 

刘秀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惜在攻打落门时，出师未捷便病死军中。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 分） 

(1)异间出行属县，为汉兵所执，时从兄孝从光武，因荐异。 

  ▲ 

(2)及破邯郸，乃更部分诸将，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光武以此多之。 

  ▲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两首宋诗，完成 14～15 题。 

明发西馆晨炊蔼冈四首（其一） 

杨万里 

何须名苑看春风，一路山花不负侬。 

日日锦江呈锦样，清溪倒照映山红。 

晓行道旁杜鹃花 

杨万里 

泣露啼红作么生，开时偏值杜鹃声。 

杜鹃口血能多少，不是征人泪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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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下列对这两首诗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前诗运用拟人的修辞，写一路杜鹃花“不负”人，赏心悦目，美不胜收。  

B.“锦样”即锦绣的模样，用比喻手法描绘出倒映着杜鹃花的江水的红艳。  

C.“泣露啼红”描写杜鹃花带露开放的姿态，杜鹃啼鸣衬托了拂晓的宁静。  

D.后诗多用口语，如“作么生”“能多少”，语言晓畅明白，情感蕴藉深沉。  

15.两首诗同为描写杜鹃花，诗人表达的情感有什么不同？请简要分析。（6 分） 

▲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 小题，6 分)  

16.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 分) 

（1）古代婚俗礼仪“六礼”中的“亲迎”环节，就是今天的迎亲，场面热烈隆

重。《诗经·氓》中的“    ▲    ，    ▲   ”正是婚礼“六礼”中的“亲

迎”之礼。 

（2）建设美好乡村，需要传承乡土文化。陆游在《游山西村》中的“    ▲    ， 

    ▲   ”两句描摹山村社日迎神祭祀的热闹风俗，表达对古老乡土文化

的赞美之情。 

（3）“桃花”被誉为花中的“妖客”，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特征，是古代

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意象之一，如“    ▲    ，    ▲   ”。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 3 小题，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7～19 题。 

日影稍稍．．西斜了，光辉却仍旧不减，在一天之中，我往往偏爱这一刻。我

知道有人歌颂朝云，有人爱恋晚霞，至于耀眼的日升和幽邃的黑夜都惯受人们的

钟爱。唯有这样平凡的下午，没有一点彩色和光芒的时刻，常常．．会被人遗忘。但

我却不能自禁地喜爱并且瞻仰这份宁静、恬淡和收敛。我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茫茫草原，就只交付给我和那看羊的孩子吗？叫我们如何消受得完呢？偶抬头，

只见微云掠空，斜斜地排着，像一首短诗，像一阙不规则的小令。看着看着．．．．，就

忍不住发出许多奇想。正在痴想之间，发现不但云朵的形状变幻着，连它的颜色

也奇异地转换了。半天朱霞，粲然如焚，映着草地也有三分红意了。不仔细分辨，

就像莽原尽处烧着一片野火似的。牧羊的孩子不知何时已把他的羊聚拢了，村落

里炊烟袅升，他也就隐向一片暮霭中去了。 

17.文中有三个重叠形式的词语“稍稍”“常常”“看着看着”，说说它们和“稍”

“常”“看着”相比，语意上各自有什么不同。（3 分） 

▲ 

18.对文学作品来说，相同的标点符号有时具有不同的表达作用。文中画横线语

句中的两个问号分别具有怎样的表达效果？请简要分析。（4 分） 

▲ 

19.文中画波浪线部分，如果改写成“半天晚霞把草地照红了”，表达效果有什么

不同？（5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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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卷  表达题（80分）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2 小题，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0～21 题。 

第 19 届亚运会将于 2023 年 9 月 23 日在浙江杭州拉开帷幕，这不仅是一次

重大的体育赛事，也是展示中华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 

无论是“大莲花”“小莲花”“大玉琮”“杭州伞”等场馆造型，还是取材自

钱江湖的“潮涌”会徽、融入良渚玉琮元素的“薪火”火炬、呈现杭州湖山景观

的“湖山”奖牌和“青花瓷”礼服， 在杭州亚运会已经释出的诸多设计理念中，

①             。尽管尚未开幕，杭州亚运会就已经展现出文化盛会的风采。 

杭州亚运会将“智能”首次纳入办赛理念，亚组委以数字化改革作为牵引，

将科技创新融入到亚运的全流程、各环节。不论是向全球首创推出的“亚运数字

火炬手”，还是打造了亚运会史上首个一站式数字观赛服务平台“智能亚运一站

通”，或是基于数字孪生技术建设的亚运统一网管系统，通过多维度全方位打造

“智能亚运”服务体系，能够擦亮“智能亚运”金名片， 向世界充分展现“数

字中国”建设的最新成效和最佳实践。 

杭州亚运会不仅是运动员的盛会，②              。亚组委乘持“还馆于

民”的理念，例如杭州亚运会 56 个竞赛场馆、31 个训练场馆陆续向社会惠民开

放，目前，海报、会徽和吉祥物等各类亚运元素已经“铺满”浙江各地，处处涌

动着全民运动热潮。我们相信，在“亚运惠”的加持下，“全民健身”运动定将

跃上新台阶，掀起新高潮！ 

20.请在文中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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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处不超过 15 个字。(4 分)   

▲ 

21.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语病，请进行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可增删少

量词语，但不得改变原意。(4 分) 

▲ 

四、写作(60 分)  

2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不蒸馒头争口气。”面对美国强势的芯片制裁，华为化压力为动力，披荆

斩棘，突破封锁，研制出“中国芯”，突破了“卡脖子”困境，华为 Mate60 系列

成为媒体及网友纷纷点赞的“争气机”。 

“退一步海阔天空。”杨绛先生曾翻译兰德的诗曰：“我和谁都不争，和谁

争我都不屑。”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