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语文风向卷（二）·答案精解

一、现代文阅读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

【答案】

1．A

2．B

3．B

【详解】

1．A项，“不是追求表面形似”曲解文意。原文第 1段说的是“我国文人画的长处就在于不单纯追求表面的

形似，而重于表现作者对自然的主观情感和印象”，并未完全否认对表面形似的追求；且原文说“我国文人

画的长处就在于……重于表现……”，不能等同于“文人画家都是……”。

2．A项，“意在表明这种美的法则是中华文化的独特产物”错误。根据原文第 1段可知，引用苏轼的艺术主

张是为了证明我国文人画的长处在于不单纯追求表面的形似。C项，“论述文人画借书入画的用笔多以书法

化线条为主”错误。根据原文第 6段“此外……从而使画面更加完整、平衡，更加丰富、耐看”可知，文章分

析的应是“书法还是画面布局上的有机构成”“书法中字体的位置、长短、大小都随着作品的不同题材和画面

而被安排”。D项，“还运用了比喻论证”无中生有，原文第 7段并没有运用比喻论证。

3． B项，“若无题诗则无法拓展作品的美学境界”错误。原文第 3段指出了题诗对于王冕《墨梅图》的影

响，但这并不能说明如果没有题诗就无法拓展作品的美学境界。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

【答案】

4．B

5．B

6．①世界各国：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同舟共济，团结合作，为世界粮食安全

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②国家：结合国情，制定科学政策措施，并严格落实；推动科技发展；在倡

导节能减排时，不断增强本国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③个人：树立环保理念，主动学习相应的灾难自救知

识，增强突发灾害应对能力。(每点 2分)

【详解】

4．B项，张冠李戴。根据材料一第 2段“发达国家应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粮食生产、收储、减损的

能力和韧性”可知，这些并不是主要粮食生产与出口国应对全球 性粮食危机的措施，而是发达国家的应



对措施

5．B B项，根据材料三图表可知，干旱面积增加的原因共两个：温度升高＋降水波动 。荒漠化及

生态退化等生态问题的原因共两个：干旱面积增加＋人类活动 。B选项在表述时都只表述了其中一个

原因，无法构成正确的因果关系。

6． 根据材料一“世界各国需要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

系……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推动人类文明迈向全球生态文明新时代”“世界各国应该充分落实……这

对于缓解世界粮食危机意义重大”可概括出世界层面的应对措施；根据材料二“政府部门还应该同等地强调

适应气候变化”及材料四“建立无缝隙全覆盖、智能数字气象预报业务体系，防灾减灾的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可概括出国家层面的应对措施；结合生活实际，可概括出个人层面日常生活节能减排的具体做法。据此整

合信息，分条作答即可。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

【答案】

7．A

8．本文以大火燃烧大地为喻，由自然界毁灭新生的规律联想到人类，人类世界也有消亡，但消亡之后会

迎来新生，消亡的旧事物会成为新生事物成长发展的营养。(3分)人类社会必将一代代生生不息，不断繁

衍发展。(3分)

9．①前文大篇幅描写“烧油菜秆”，与后文“二十年前那个少年”“擎着火奔跑”形成照应，表现人生命题的沉

重，以及二十年来作者思考的连续性。②“我”在上海默想的场景两次出现，相互照应，那“牛血样的暗红的

火苗”虚虚实实，从故乡到异乡，象征着萦绕在作者脑海中的思索从未消失。③文章第 9段提到“把剩下的

几堆油菜秆烧了”可以肥田，对应文末“‘浅灰黑色的灰尘’，正作了大地的营养”，由实入虚，解释了消亡与

新生的矛盾统一。④爷爷的坟多次出现，每次出现都启发“我”思考生与死的关系。(每点 3分，任答两点即

可)

【详解】

7．A项，“首段运用排比”错误。排比手法至少要由意义相关或相近、结构相同

或相似的三个短语或句子连缀在一起 。文章首段写在野外看到的情景时没有运用排比。

8．本文以大火燃烧大地贯串全文，从“烧油菜秆”为下一季的庄稼肥田，再到萨缪尔的《终局》里提到的“这

大地熄灭了”，非常自然地由自然界联想至人类社会。文章结尾，作者说“这大地熄灭了，但我是见过它燃

烧的，且相信大地是不会烧尽的，‘浅灰黑色的灰尘’，正作了大地的营养。几场雨过后，灰烬融入泥土，

土里长满水稻的新苗，水稻成熟、收获，稻草晒干，又会生出新的火苗”，作者用此标题意在表明，消亡

的旧事物会成为新生事物成长发展的营养，正如被烧掉了的油菜秆将使土地更加肥沃。大地是烧不尽的，

人类社会也必将一代代生生不息，不断繁衍发展。



9．本文看似文笔流动随意，实则主题突出，文中多处前后照应。从燃烧场景来看，前文大篇幅描写“烧油

菜秆”，与后文“二十年前那个少年”“擎着火奔跑”的场景形成照应，表现二十年来“少年”虽已变成“中年”，

但对于宏大人生命题的思考从未间断，一直深深刻在脑海里。“我”在上海默想的场景两次出现，从故乡到

异乡，那“牛血样的暗红的火苗”跨越千里，象征着萦绕在作者脑海中的思索从未消失。从燃烧结果来看，

文章第 9段提到“把剩下的几堆油菜秆烧了”可以肥田，对应文末“‘浅灰黑色的灰尘’，正作了大地的营养”，

由实入虚，解释了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严格遵循着消亡与新生的矛盾统一。此外，爷爷的坟多

次出现，“坟”作为死亡的象征，每次出现也都会启发“我”思考生与死的关系。

二、古代诗文阅读

(一)文言文阅读

【答案】

10．D

11．A

12．C

13．(1)将军接连多年抵抗敌军，虽然众军退却，又独率部属(御敌)，功勋卓著。(译出大意给 3分；“却”“烂

然”两处，每译对一处给 1分)

(2)光武帝乘坐车驾、身穿丧服前往吊唁，远望城门放声哀哭，于是哭得非常悲痛。(译出大意给 3分；“素”“恸”

两处，每译对一处给 1分)

【详解】

10．解答此类题宜用排除法。“军市令”为官名，“为军市令”句意完整；“上”在语段中指光武帝，是“舍中儿”

的定语(下文中有“吾舍中儿”，意义相近，可作提示)，不能在“舍中儿”前断开，据此排除 A、B两项。第二

个“遵”作“收”(逮捕)的宾语；“时”意为“当时”，“主簿”是光武帝帐中主管文书簿籍及印鉴的官员，不是祭遵

手下的官员，故应在“时”前断开，据此排除 C项。故选 D。

11．A项，“含义相同”错误，前者是动词，表示“徇私”的意思，后者虽然也是动词，但是是“偏爱、喜爱”

的意思。二者语境含义不同。

12．C项，“吴汉等将见敌人势大，不战而还”错误，于文无据。原文说的是“公孙述遣兵救隗嚣，吴汉、耿

弇等悉奔还”，并未细说吴汉等将慑于敌威，不战而还。

13．关键点拨(1)却：退却，后退。烂然：显明、耀眼的样子，可意译为“卓著”。(2)素：白色，此处指丧服。

恸：极度悲哀。

【刷有所得·拓展】《论语·先进》：“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

谁为？’”“哭之恸”即哭得极度悲哀，后人文章中常化用此说法。

【参考译文】



光武帝经过颍阳，祭遵凭借县吏身份多次进见，光武帝喜爱他的容貌仪表，让他暂代门下吏。(祭遵)跟随(光

武帝)征讨河北，担任军市令。光武帝的亲随触犯法律，祭遵按照法律将他斩首。光武帝发怒，命令逮捕祭

遵。当时主簿陈副进谏说：“英明的君主常常希望众军队军纪优良，如今祭遵执法不阿不避忌，这说明您

的教令已经大行于军中了。”光武帝于是赦免了他，并任命他为刺奸将军。(光武帝)告诫众将说：“对祭遵

要多加小心，我的亲随犯法尚且被杀，(他)一定不会对诸位徇私的。”祭遵担任征虏将军，率兵向北进入箕

关，与弘农、厌新、柏华聚、蛮中贼寇交战，被箭矢射中，(箭)从嘴部穿过，(他)举起袖子遮住嘴巴，鲜血

流到袖中。众人见祭遵受伤，纷纷后退。祭遵呵斥将士，将士(继续)进军作战，都以一当十，(于是)大破敌

军。祭遵派遣护军王忠都拿着刀斧砍伐树木开辟道路。(进军)到略阳，袭击隗嚣。隗嚣被击败后，光武帝

从长安东归经过汧县，亲临祭遵军营，慰劳将士。当时祭遵有病在身，(光武帝)下诏赐予双层坐卧垫褥，

用黄罗伞盖给他遮阴。公孙述派兵援救隗嚣，吴汉、耿弇等人都逃奔而回，唯独祭遵留驻汧县。(光武帝)

下诏说：“将军接连多年抵抗敌军，虽然众军退却，又独率部属(御敌)，功勋卓著。兵退未曾事先警戒，粮

食未曾预先备足，如今才安排调遣，恐怕力量不能承当。国家深知将军不易，并且不遗余力。现今送缣千

匹，用来赏赐将士。”祭遵奉公守法，君主的赏赐都分给士卒，家中没有私人财物，(他)身穿布衣韦裤，终

身只盖布被，夫人的衣裳不加纹彩，士人因此而看重他。祭遵因病去世，灵柩到达河南，(光武帝)下诏命

百官都到治丧场所。光武帝乘坐车驾、身穿丧服前往吊唁，远望城门放声哀哭，于是哭得非常悲痛。回经

城门，看见运载灵柩的车子，(又)远望哭泣。光武帝亲自来到，以太牢之礼祭祀(祭遵)，仪式按照汉宣帝亲

自祭祀霍光大将军的旧例。博士范升上奏章说：“祭遵身为将军，选用人才都用儒家之术，对酒设乐，一

定吟唱雅诗、投壶游戏。又建议为孔子立后，上奏设置五经大夫。虽然身在军旅之中，不忘朝廷，可以说

是以生命保全道的完善之人啊。”(光武帝)于是(下令)追赠(祭遵)为将军，给予侯爵印信，命校尉派遣骑兵

四百人，身着铁甲，头戴兜鍪，乘坐兵车，排成军阵为祭遵送葬。祭遵死后，每到诸侯、臣属朝见君主之

时，光武帝常常感叹道：“怎能再得到像祭征虏那样心忧国事、奉公守法的臣子啊！”

(二)古代诗歌阅读

【答案】

14．C

15．这样写并不偏题。①首联和颔联交代了访友的内因：春天之美好想要与友人分享；自己的思念需要友

人慰藉。②颈联和尾联虚写访友：想象友人的现状并表现了要去寻友的愉悦心情。③虽然全诗并未直接写

到访友的情形，但与之紧密关联，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每点 2分)

【详解】

14．C项，“诗人身体多病且仕途不顺，沉沦下僚……怀乡之思油然而生”错误。诗歌的结构清晰严谨，前

两联写己方之现状，因春起兴，写怀人之意；颈联设想叶天经和洪 智长老的

情况，所以“多病”和“固穷”并不是指作者现状，也未见“羁旅漂泊之感”“怀乡之思”。



15．这首诗的题目是“怀天、经智老，因访之”，按常理诗歌的内容应该围绕访友展开，或写访友时的自然

环境，或记叙访友经过，或写访友后对好友的思念……此诗诗题虽有“访之”，全诗却并没有写见到友人后

的情形，但句句未离访友。首联和颔联写了春之生机和诗人对友人的思念之情，虽未写访友，但交代了访

友的内在原因；颈联和尾联亦没有直接写到访友之实，而是虚写二友之困顿，想象自己驾舟寻访二人的快

意心情。全诗虽然没有从正面直接描写访友的情形，但是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意味无穷，访友之

趣自溢。

(三)名篇名句默写

【答案】(1)扪参历井仰胁息 以手抚膺坐长叹 (2)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3)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

烟柳满皇都

【考点】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

【详解】关键点拨易错字：(1)扪，膺；(2)抵；(3)满。

三、语言文字运用

(一)语言文字运用 I

【答案】

17．【示例】①源远流长 ②束之高阁 ③不伦不类(每处 1分)

18．【示例】作为文明的重要载体，蕴含着经济社会、自然环境与历史人文等鲜明特质的城市空间，在文

脉传承中起着关键作用。(4分)

19．该句子本体为“城市”，喻体为“有机的生命体”，(1分)说明城市的构建需要追求内外交融、整体和谐，

城市改造牵一发而动全身，盲目开展将会破坏整体的美和神韵。(2分)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将专业深奥

的建筑知识变得具体可感，易于理解。(1分)

【详解】

17．①处，由前后文“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历史人文”可知，此处需填一个与文明传承有关且与“博大精深”

意义相近的成语，如“源远流长”等。②处，由“简单粗暴地把建筑等城市文化遗产当文物保护起来”及前文“文

化不是简单的形式和表征”可知，此处是说不要只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做到表面，应填强调不加利

用之意的成语，如“束之高阁”等。③处，前文“在北方参观一个大院子”“却设计了徽派建筑特有的马头墙”，

是指建筑设计没有融入当地，让人感觉很不规范，故此处可填“不伦不类”等形容不成样子或不规范的成语。

18．解答此类题目应首先根据语段的中心确定主要陈述对象，进而确定句子的主干。文中主要陈述对象为

“城市空间”，应将其确定为句子的主语，并将“在文脉传承中起着关键作用”作为谓语，将“蕴含着……历史

人文等鲜明特质”作为定语放在“城市空间”之前。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一个条件状语，

是这个长单句的一个重要成分，而非一个分句。

19．比喻是根据事物的相似点，用具体、简明、为人所熟知的事物来说明抽象、深奥、 陌生的事物。



本题中“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采用暗喻手法，将人们较为熟悉的事物引入专业晦涩的建筑领域中进行

说理，使建筑知识更加亲切具体。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

【答案】

20．【示例】①蒸发量大 ②这就是“返盐”季节 ③所处的地形(每处 2分)

21．B

【详解】

20．①处，根据后文可知，要填的内容和“降水量小”是导致“溶解在水中的盐分容易在土壤表层积聚”的两

个原因，同时根据下文中提及的“夏季雨水多而集中”和“春季地表水分蒸发强烈”可知，主要因素是降水和

蒸发，故此处应填“蒸发量大”之类的语句。②处，根据前文“这就是‘脱盐’季节”和其后的分号可知，两句

是并列关系，故此处应填“这就是‘返盐’季节”之类的语句。③处，根据后文的主要内容可知，要填的内容

即影响盐碱上形成的因素与地形有关，故可填“所处的地形”之类的语句。

21.“哪儿”是疑问代词，可以表示在几个人或事物中确定的一部分；也可以任指，

表示任何一个。原文和 B项中的“哪儿”，表示“问什么处所”。A、C、D项中的“哪儿”则是任指。

四、写作

【答案】写作指津：本题是材料作文，材料以中国古典文艺中评画术语——逸品作为切入点，引发学生对

于人生的感悟与思考。从材料内容来看，主要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廖雨天、廖天叶的观点，他们认为逸品

是无法使人楷模的，是“奇思异想”加上“妙手偶得”的结果，此种观点着眼于逸品的技巧层面；二是吴冠中

的观点，他认为“逸”含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不迁就世俗”的特点，逸品应该摆脱客观利害的约束，

以澄澈之心去创作，此种观点着眼于逸品的思想层面；三同样是吴冠中的观点，他认为逸品可以追求各种

表现形式，此种观点着眼于逸品技巧对作品内容的补充。材料内容虽然以绘画品评中“逸品”的评价为主，

但是写作范畴要宽得多。可先归纳“逸品”的特点，比较三种观点的异同与内在联系，确定写作方向，并将

其与文化发展或社会现实相关联。写作时，学生首先必须将“逸品”精神关联社会人生，其次必须找到材料

中对“逸品”评价的辩证关系，最后要注意综合立意。

【参考立意】①看淡名利，精益求精；②思想与形式并进，推动文艺发展；③笃定心志，精雕细琢。

【素材集锦】

[名人说]

1．在科学上进步而道义上落后的人，不是前进，而是后退。——[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2．放得功名富贵之心下，便可脱凡。——《菜根谭》

3．艺术不是技艺，它是艺术家所体验了的感情的传达。——[俄]列夫·托尔斯泰

4．当艺术穿着破旧衣衫时，最容易让人认出它是艺术。——[德]尼采



[人物志]

武凌云出身梨园之家，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一生坚守晋剧艺术。“前山之路是戏，教我以使命，教我在

社会人格中自我实现，以身践行；后山之路是信仰，假我以羽翼，教我在自然人格中超越，心灵在戏剧天

地里遨游。”四十多年的戏剧生涯中，武凌云始终坚持“演戏不演人”的艺术信仰，不让自己成为“戏奴”。他

演关羽，为了让观众感受到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关公真正走上了晋剧舞台，他不辞辛苦，做足了功课，每到

一个关帝庙都要细心揣摩关公塑像的神态和动作，每当看到关于关公的书画，他都仔细观察，细细品味，

精心设计一招一式。他塑造的关公形象，既具有英雄之奇，又具有世人之俗，演活了中国民众心目中忠义

神勇的“关老爷”，赢得了“中国晋剧活关公”的美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