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学年第一学期浙江省名校协作体参考答案
高三年级语文学科

首命题：湖州中学 次命题：温岭中学 审核：丽水中学

1.C（A过于绝对，原文为“似乎都是”；B是为了说明“新的文明形式不是原封不动地吸纳另一种文化的全

套形式和规章制度，而是吸纳可以转移、可以移植的某些片断”；D作者并未否认发明家的作用。）

2.A（“打乱了四季的节律”错。）

3.B（一项单独的技术不可能改变一个时代。）

4.（4 分）①欧洲当时还没有确立自身的文明形式，更有利于接纳新的文明形式；②欧洲自身古希腊文明、

立足国情，消化吸收西方文明成果，（措施）这样可以促进技术变革和文化创新（分析）。（每点 2分）

6.D（小环不是线索人物，也不是小说的叙述者。）

7.A（“只是”表现了小环内心的无助。）

8.（6 分

基督教等文明更有利于机械文明的发展；③中国传统文明更强调伦理和礼仪，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技术的

发展。（一点 1分，两点 2分，三点 4分）

5.（4 分）①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绝不关闭国门，（措施）因为任何文明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分析）；②

）

牛群和羊群：以牛群和羊群的无忧无虑反衬底层劳苦大众的艰辛忙碌；

猫：以猫来暗示小环的命运变迁，从有所依傍到孤苦无依；

虫子：以虫子的鸣叫衬托人间的悲苦，虫子的叫声是王阿嫂母女内心悲痛的外化。

（每点 2分）

9.（6 分）

①《祝福》主要呈现封建礼教和迷信，束缚摧残人的社会现象，《王阿嫂的死》则重在体现地主阶级对农

民无情剥削、压迫的社会现实；

②《祝福》重在表现民众精神层面的病态，《王阿嫂的死》则突出百姓物质生活的艰难、肉体上的被欺凌；

③《祝福》中的民众是一群自私、冷漠的人，《王阿嫂的死》中的民众是一群无心、无力反抗的人。

（每点 2分，其他言之有理亦可酌情给分）

10.BDF

11.A（“自三公九卿”，表明所有朝臣。）

12.A（对魏晋时期并不认可。）

13.（8 分）（1）谋求利益聚敛资财，必然要先制定种种繁琐的刑罚来残害人民，国家的根本就动摇了。（“烦”

1分，“刑”1分，“贼”1分，语句通顺 1分）

（2）这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不用礼义却用权谋。（“是”1分，“唯”1分，“由”1分，语句通顺 1

分）

14.（3 分）同：都批驳统治者见利忘义，损害民众利益实现个人野心的做法。（答都主张施行仁政也可）（1

分）

异：苏轼侧重宽简刑罚以施行仁政。（关键词“宽简刑罚”）（1分）荀子侧重依照仁义行事，不要滥用权

谋欺诈之术。（关键词“不滥用权谋欺诈之术”）（1分）

15.C（“君”指代菊花。）

16.（6 分）相同点：豪爽豁达、脱俗傲世（2分）；不同点：探春突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独立自主）的品性

与高远的追求（飒爽英姿、男子气概等）（2 分）；湘云还流露出知音难觅、对知音的追求珍惜之感。（2

分）（湘云部分写到“天真浪漫”或“珍惜时光”也可得 1分）



17.（6 分）

（1）履至尊而制六合 并吞八荒之心（答题顺序不影响得分）

（2）偃仰啸歌，冥然兀坐

（3）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18.（4 分）①体型娇小（关键词“体型”“小”）②本土观赏鱼类（关键词“本土”“观赏鱼”）

19.(6 分)

第①句可修改为：然而随着“鱼生”的转折；

第⑤句可修改为：被发现后；

第⑦句可修改为：遭到了人们的大肆捕捞。

评分参考:序号准确，各给 1分，修改正确各给 1分。

20.（2 分）富有生活气息，具有浓浓的人情味。（每点 1分）

21.（4 分）

①原句用短句，将修饰语单独成句，状语后置，更能突出吴冠中对妻子无微不至的呵护；②原句修饰语

使用更恰当，“寸步不离”对应“伴着”，突出陪伴时间之多，“平和而亲昵”对应“搀扶”，突出态

度之亲和。（每点 2分）

23.作文

【作文解析

①“小”是指吴冠中的生活朴素、平易近人，“大”是指吴冠中的艺术造诣之高、声望之大；

②“小”与“大”的对比凸显吴冠中淡泊名利的伟大人格。（每点 2分）

22.（4 分）

】

材料中关键词是两种眼光：历史的眼光、新闻的眼光。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必然会对身边的人、事，

乃至整个社会、时代进行不同程度地观察、思考，作文材料中的“两种眼光”更接近于观察、感受、体悟

现实的两种方式。

新闻的眼光则要求我们紧贴时代的脉搏，与时代保持足够的温度。新闻强调及时性、新鲜性、敏锐性，

因此新闻的眼光往往可以让我们及时了解时代、社会的动态，紧跟时代的步伐，不落伍、不掉队，与时俱

进。正如古人所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思考现实，意味着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其好处可能在于能使我们看

问题更客观、更清晰。如古人所言，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历史的眼光看当下的现实可以具有超越性、前

瞻性、未来性，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当下。回顾历史、着眼于未来，放在一个历史的维度去考量，很多问题

更容易看清楚。

。

作为青年人究竟该以怎样的眼光看待身处其中的时代，可以强调两种眼光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互为

补充，也可以在比较中强调其中一种眼光。

【评分标准】

基准分：44 分。由于联盟校学生基础较好，平均分理应高些，以往阅卷平均分偏低。

第一档（50—60）：能准确理解两种眼光的内涵，辩证地分析出两种眼光之间的关系，在深入分析基础上鲜

明提出观点。观点可以是两种眼光同等重要，不可或缺，也可以在分析两者关系的基础上更强调其中某种

眼光的重要。切合题意，文体鲜明，论述有层次，体现严谨的思考逻辑过程和成果。论证有力。语言表达

准确、流畅。

第二档（44—49）：基本能正确理解两种眼光的内涵，分析出两种眼光之间的关系，且观点明确、合理。文

体特征较明确，论述恰当。

第三档（36—43）：只写其中一种眼光，对另一种眼光没有提及；对两种眼光内涵及关系的理解不是很恰

当。



第四档（35 以下）：离题，字数少于 600 字。

【参考译文】

如今御史台的监察官员，一心只在细细考核文书材料，发现指出其中细微的不足，上自三公九卿，补

救小过错都来不及。任何事情如果在小处过于苛细，势必忽略大的方面，条文过于慎密的，其实际成效必

然会被忽视。所以近年来，水灾旱灾、大小盗贼，各业之民四散流亡，边疆没有安宁之象，都不去问责宰

相，而尚书各部中，文书表格如山之重，一天到晚地批阅，在文件末尾签署意见都忙不过来，这完全是苛

察小事没完没了所造成的，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周易》中说：“圣人治理财货，须端正言辞，禁止他的百

姓做有罪的事，这就叫义。”前代帝王处置财货之事，一定会有相应的理由给人们作出说明，这些理由合

情合理，所以获取财货就不会偏离义。三代时期的君主，不过靠收取赋税来谋衣食而已，所以说话刚正而

百姓悦服。从汉朝以后，盐、铁、酒、茶这些利润高的货物，严禁私下交易赚钱，还要征收专卖的利益，

那些帝王心里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合理的，却还要一意孤行，他们的说辞不在理，因而百姓起而为盗。如

今想要用严酷的刑罚和不合理的奖赏消弭盗贼，不如让利给百姓，百姓衣食丰足，盗贼便会不剿自止

《尚书》中说：“帝王对下面臣子的管束要简约，管理民众要宽松。”这是百代不可改变的大道。当

年汉高祖入关之后，与秦民约法三章；萧何制定律令，不过九篇而已。到了文帝、景帝之时，刑法几乎无

所施用。经过曹魏到了晋代，法律条文越来越多，平民百姓几乎无所措其手足。唐朝和五代只使用律令，

宋朝初年，对律令加以注解疏理，终于使律令情理兼备。如今各种《编敕》接连颁降，条文动辄多如牛毛，

以至人的耳目无法周览，脑子想记也记不过来，于是乎法令出现了大问题。臣愚昧，认为此事应当仔细议

论，稍微放宽一些。

。

谋求利益聚敛钱财，得利的是那些大臣，不是国家社稷之福。节省耗费来蓄养资财，是国家社稷之福，

而不能使臣子们获利。为什么这么说呢？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而刑罚则是百姓最痛恨的罪恶工具。谋求利

益聚敛资财，必然要先制定种种刑罚来残害人民，国家的根本就动摇了。而那些赞成取利于民的臣子，会

最先受到朝廷的奖赏。近年来修造宫室城池的巨大投入，平息南方异族和抵御西夏进犯所用的军队，兵车

服用器械所费资财，粗略地计算一下，也不下五千万缗之多，要求得相应的补足，最终能在什么地方获得？

如果用这些费用囤积粮草，那么沿边州郡都能有九年的储备，西北和契丹，也就只敢远望而不敢靠近了。

汉朝大将赵充国曾经说过：“湟中的谷米每斛才八钱。我购买上三百万斛，西羌人就不敢乱动了。”不需

要靠苛酷的刑法来残害百姓，而边境一派安宁。当然，如果站在臣子的角度考虑，他们就没有什么功劳可

以邀赏了。国君不能细察，竟然用（对）江山社稷的深深忧虑之心，去顺从臣子们的私心，岂不是错得太

厉害了吗？

——苏轼《刑政》

荀子说：“带领全国上下追求功名利禄，不追求申明德义，不修整信义，只追求利益；对内不害怕以

欺诈人民来谋取蝇头小利，对外不害怕以欺诈盟国来寻求大利；在内不治理已有的国土，却常常想着去侵

夺他人的东西，如此，臣下与百姓就没有不心怀欺瞒狡诈而对待自己的君王的。身居上位的欺诈臣下，身

居下位的欺诈君上，于是上下之间关系分崩离析。像这样，敌国对他轻蔑、友邦对他猜疑顾忌，权术诈谋

日益泛滥，于是国家免不了被削弱而变得危险，齐湣王、薛公就是这样。所以齐王拥有国势强盛的齐国，

不修礼义，只是不断地勾结别国，向外扩张。因此治理强大的齐国，向南足以击破楚国，向西能够使秦国

屈服，向北可以战胜燕国，在中原能一举而消灭宋国。等到燕、赵两国联合起兵来讨伐齐国，却如同摧折

枯朽的草木，而齐王身死国灭，成为全天下得奇耻大辱，后世说到坏事总要举他的例子。这没有其他的原

因，只是因为他不遵循礼义却沉溺于权谋之中。”

——《资治通鉴·周纪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