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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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Ⅰ

【答案】

1．C

2．B

3．A

4．①文章采用层进式结构。(1分)②首先，作者引用比尔·德维尔和乔治·塞欣斯所总结的深层生态学八大

基本原则中的第一条引出“内在价值”的概念；(1分)③接着，作者采用对比论证和举例论证证明深层生态学

的“内在价值”与道家思想的“天之道”有相似的观点；(1分)④最后，作者指出在“内在价值”的成因上道家思

想要比深层生态学有更深入的诠释。(1分)

5．①自然界的价值是独立于非人类世界对于人类目的性的功用的，人类并不能控制整个自然界，而是与

自然共生，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2分)②现代社会中，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和对技术的滥用造成了

各种生态灾难，许多生态灾难正在反噬人类，威胁人类的生存。(2分)③人类应该遵天道以促进自然万物

的生命潜能，使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存，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2分)

【解析】

1．A项，“在总结八大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创立的”错误，根据材料一第 1段“比尔·德维尔和乔治·塞欣

斯总结了深层生态学的八大基本原则”可知，是比尔·德维尔和乔治·塞欣斯总结了深层生态学的八大原则，

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创立了深层生态学。B项，“相互吻合”错误，根据材料一第 3段“但是如果细论这种‘内

在价值’的成因，深层生态学却有明显的不足，在这一议题上，道家思想可以为深层生态学提供哲学依据”

可知，两者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吻合，且原文指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内在价值”与“天之道”。D

项，“纯粹逻辑构造”错误，根据材料二第 2段“通过‘道法自然’的审美观照来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和

第 1段“这种追求不可能是纯粹的逻辑构造”可知，东方哲学的审美观照不是“纯粹的逻辑构造”。

2．A项，“只要……就……” 错误，表述过于绝对。C项，“这是中国哲学优于西方哲学的具体体现”无

中生有，根据材料二第 1段“西方哲学的最高目标在于建立一种既普遍又必然的纯粹原理……中国哲学则

强调在‘道’的旗帜下……而是需要一种审美的情趣”可知，原文只是指出不同点，并没有比较二者的优劣 。

D项，“所以人类做出的行为都将导致动物和自然的灾难”错误，说法过于绝对，根据材料一第 2段“‘天之

道’就是顺应自然，顺应万物的本性，以自然无为的态度对待万物……‘人之道’就是违背自然，违背万物的

本性……最终必然导致‘死者过半’的动物生存状况”可知，如果实行“天之道”就不会导致动物和自然的灾难。



3．深层生态学的“内在价值”是指“地球上的人类和非人类生物的福祉和繁荣有

其自身价值，这些价值独立于非人类世界对于人类目的性的功用”。B项，表达的是如何被人类使用更能物

尽其用、各尽其才的意思，与“内在价值”的观点不符。C项，表达的是人类要善于借助工具达到目的，与“内

在价值”的观点不符。D项，表达的是借助他人或者他物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的，类似于材料中的“工具价

值论”，和“内在价值”的观点相悖。

4．材料一共三段，第 1段作者用引用论证的方式引出“内在价值”的概念，即“地球上的人类和非人类生物

的福祉和繁荣有其自身价值，这些价值独立于非人类世界对于人类目的性的功用”；接着以对比论证的方

式对举“工具价值论”的特征。第 2段用对比论证、举例论证的方式，分析何为“天之道”和“人之道”，说明

了“内在价值”和“天之道”有相似之处。第 3段总结道家思想和深层生态学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且指出在

“内在价值”成因的解释上道家思想更加完善。这是采用层进式结构展开对论题的论述。

5．《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主旨思想是我们要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推

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根据材料一第 1段给出的“内在价值”的概念及对举的“工具价值论”可得

出认识①。材料一第 2段论述了道家思想历史悠久的“天之道”，以及当今世界违背“天之道”所造成的后果，

由“而顺应动物‘真性’的’天之道’则认识到了动物自身不依赖于人类而独立存在的‘内在价值’”“在庄子的眼

中……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和对技术的滥用造成了各种生态灾难和无数物种的灭绝”可得出认识②。材料一

第 3段论述了道家思想和深层生态学之间的异同，肯定了道家思想的意义，“道家思想从本体论上解决了

这一理论问题，道家的‘天之道’版的‘内在价值论’是建立在‘道’这一道家核心概念上的”和材料二第 3段“人

类应该遵天道……平等与和谐能够充分展现”等内容提示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为现在如何正确面对

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人类应该遵天道以促进自然万物的生命潜能，使万物和谐共存，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二) 现代文阅读Ⅱ

【答案】

6．B

7．B

8．①本文的“神”是红色的革命精神。(1分)②本文的“形”，一是红色革命标语，文章通过标语形式、内容

及其在革命年代起到的作用，突出其中蕴含的红色革命精神；二是红色歌谣，通过对记忆中的红歌和唱红

歌的人的描述，体现人民对红军的赞扬和纪念，感受伟大的红色革命精神。(3分)

9．【示例一】不可删去。①最后一段照应题目，总结收束全文，使文章浑然一体；②将山与红军融为一体，

凸显井冈山精神的伟大和永恒，深化文章主题；③表达了作者的期待，留给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每点 2

分)

【示例二】可以删去。①删去后文章以歌声结尾，巧妙地照应题目中的“聆听”，令人回味悠长；②“映山红”



的形象与红色精神相互映衬，暗示了文章的主旨；③含蓄地表达作者的期待，言有尽而意无穷。(每点 2

分)

【解析】

6．B项，“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也体现出当地丰厚的历史文化对战士的影响”错误。写标语是因为革

命需要鼓动，没有体现当地历史文化对战士的影响。

7．B项，“同时交代井冈山标语口号的来源”错误。根据“毛泽东曾说：中国这个国家，离开农民休想干出

什么事情来。这应该是他有感而发的肺腑之言。摩尔说过的话，应算是一种站在世界高度的评断：在中国，

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他们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药”可知，他们的话没有交代标语

口号的来源。

8．“形散”，主要指散文取材十分广泛自由，不受时空的限制，表现方法不拘一格，组织材料、结构成篇比

较自由。“神聚”主要是说散文表述的中心思想明确而集中。本文通过描写红色革命标语，突出文中蕴含的

红色革命精神；通过写红色歌谣，来让读者感受伟大的红色革命精神，主题明确。文章通过列举红色革命

标语和红色歌谣来凸显中心思想——红色革命精神。

9．解答本题首先需要注意散文结尾段落的作用。散文中最后一段的作用一般有照应题目、总结全文、深

化文章主题等作用。其次需要审清题目要求。这是一道开放性的题目，持肯定或者否定态度都可以，只要

言之有理即可。结合最后一段的作用作答即可。

二、古代诗文阅读

(一)文言文阅读

【答案】

10．D

11．C

12．B

13．(1)陛下一定要改立皇后，我恭请遴选天下世家望族，为何一定要立武氏。(译出大意给 2分；“易”“令

族”两处，每译对一处给 1分)

(2)皇后作为天下妇女的仪范，(她们的)善恶举止因皇后而生。希望陛下详细考虑这件事情，不要让后人嘲

笑。(译出大意给 1分；“母仪”“详”“为……所”三处，每译对一处给 1分)

14．①褚遂良等人深知武氏品行，心忧国事，因而坚持反对；②李 等人或为保持自身禄位，或为觊觎更

高官位，因而曲意逢迎。(每点 1分，答出两点给 3分)

【解析】

10．解答此类题宜用排除法。“皇后名家”句意完整，“先帝”是“为陛下所娶”的主语，中间不能断开，据此

排除 A、B两项。“执陛下手”作“谓臣曰”的状语，中间不能断开，据此排除 C项。故选 D。



11．C项，前一个“间”指机会、时机，后一个“间”指秘密地。A项，前一个“逆”指忤逆、违背，后一个“逆”

指预料、想到将来。B项，前一个“当”指应当、应该，后一个“当”指相抵。D项，前一个“闻”指使……听

见，后一个“闻”指上报。

12．B项，“高宗因触及痛处而勃然大怒”错误，于文无据。原文中高宗是在褚遂良“解巾叩头流血”，请求“放

归田里”之后才大怒的。高宗之所以大怒，应是认为褚遂良此举有胁迫皇帝之意。

13．关键点拨(1)易：改变，改换。令族：世家望族，名门世族。(2)母仪：人母的典范，此处指作为天下妇

女的仪范。详：详细考虑。为……所……：表被动，可译为“被”“让”。

14．褚遂良、韩瑗坚持反对改立武昭仪为皇后，根本原因是他们通过武昭仪平时的言行，看清了她狠毒的

内心，担忧她被立为皇后会祸害国家，荼毒生灵。李 、许敬宗私心极重，不直接表明态度或赞成改立皇

后并非他们不知武氏为人，而是希望通过此举博得高宗与武氏的欢心，从而维护自己的权势，谋求更高的

职位。

【栏目：参考译文】

一天，高宗退朝后，召见长孙无忌、李 (jì)、于志宁、褚(chǔ)遂良进入内殿。褚遂良说：“今日皇帝

召见，多半是为立后之事，皇上主意已定，违抗他必死无疑。太尉(长孙无忌)是皇上的长舅，司空(李 )

是开国的功臣，(我)不能让皇上背负杀害长舅与功臣的恶名。我褚遂良起自平民，也没有立下汗马功劳，

官位到了今日这个地步，而且受到先帝的顾惜和重托，(如果)不以死相争，(今后)死后如何去见先帝。”

李 称病没有进宫。长孙无忌等人到了内殿，高宗看着长孙无忌说：“皇后没有儿子，武昭仪生了儿子，

如今(我)想立武昭仪为皇后，怎么样？”褚遂良回答说：“皇后出身名家，是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终

之时，拉着陛下的手对我说：‘我的好儿子好儿媳，如今托付给你了。’这些话都是陛下亲耳听到的，太

宗的话好像还在耳边。未曾听说皇后有何过错，怎能轻易废掉呢！我不敢曲意顺从陛下(的心意)，对上违

背先帝的遗命。”高宗不高兴而作罢。第二天又言及此事，褚遂良说：“陛下一定要改立皇后，我恭请遴

选天下世家望族，为何一定要立武氏。武氏曾经侍奉先帝，众所周知，天下人的耳目，怎么能遮掩得住呢。

千秋万代之后，(人们)该怎样评说陛下呢？希望陛下三思！我今日忤逆陛下的意愿，该当死罪。”于是把

朝笏放在大殿的台阶上，解下头巾磕头直至流血，说：“还给陛下朝笏，乞求放我回到故乡。”高宗大怒，

命人将他拉出去。武昭仪在帘内大声说：“为什么不杀了这个家伙！”长孙无忌说：“褚遂良是先帝顾命

抚子的大臣，(即使)有罪(也)不可受刑。”于志宁不敢说话。韩瑗(yuàn)找到时机上奏，流着泪极力劝

谏，高宗不予采纳。第二天又劝谏，悲伤得不能控制自己，高宗命人将他拉出去。韩瑗又上疏劝谏说：“(即

便)是平民百姓结为夫妇，还要相互选择，何况是天子呢？皇后作为天下妇女的仪范，(她们的)善恶举止

因皇后而生。希望陛下详细考虑这件事情，不要让后人嘲笑。我担心世人因此而失望，宫廷内长出野草荆

棘，皇室宗庙不能享受祭祀，这样的日子为期不远了。”高宗没有采纳(谏言)。一天，李 入宫觐见，高

宗问他道：“我想要立武昭仪为皇后，褚遂良坚持己见认为不可以。褚遂良既然是顾命大臣，事情是不是



应当暂时中止呢？”(李 )回答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又去问外人。”高宗于是打定了主意。许敬

宗在朝中扬言说：“庄稼老汉多收了十斛(hú)麦子，尚且想换个老婆，何况天子想立一个皇后，为何要

干涉人之常情的事而乱发议论呢。”武昭仪让身边人把这话传到(高宗耳中)。庚午日，贬褚遂良为潭州都

督。

(二)古代诗歌阅读

【答案】

15．C

16．①赋(或“铺叙”)。(2分)②诗歌详细叙述了吴宫高大华美的建筑，宫内陈设的种种乐器、罗列的绫罗绸

缎，宫女舞伎醉生梦死的生活，(1分)从多个角度描写了吴主的骄奢淫逸，(1分)为下文“玉座成荒垒”这种

结局的必然出现做了有力的铺垫。(2分)

【解析】

15．C项，“吴宫随即成为荒台”错误。“玉座”本指御座，在诗中代指吴宫，孙皓归降称臣后，被俘北上，

吴宫因之废弃，但成为“荒垒”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故“随即”表述不正确。

16．《诗经》中的重要艺术手法主要是赋、比、兴三种。按照朱熹的解释，其含义分别是：“赋者，敷陈其

事而直言之者也”，即较为详细的叙述和描写；“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即打比方；“兴者，先言他物以

引起所咏之词也”，即起兴。由此观之，本诗所用的艺术手法主要是“赋”。确定主要艺术手法后，结合诗歌

内容简要分析即可。

(三)名篇名句默写

【答案】

(1)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2)榆柳荫后檐 桃李罗堂前 鸡鸣桑树颠(选取两句即可)

(3) 【示例一】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清沙白鸟飞回 【示例二】其间旦暮闻何物 杜鹃啼血猿哀鸣 【示

例三】想见读书头已白 隔溪猿哭瘴溪藤

【解析】

关键点拨易错字：(1)己；(2)荫，颠。

三、语言文字运用

(一)语言文字运用Ⅰ

【答案】

18．【示例】①居高临下 ②超然物外 ③怅然若失(每处 1分)

19．【示例】①文人们通过月亮这一意象，表达“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乡土之情，“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的人生之思……将自己的感慨思考蕴含其中，倾吐说不尽的诗意。(2分)

②文人们通过菊这一意象，表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之情，“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



清”的孤高之志……将自己的情趣志向融入其中，表露说不尽的诗意。(2分)

【解析】

18．①处，结合“这个视角是……的俯视”和“这就意味着：必须将自己安放于一个极高的地方”可知，此处

可填写表示从高处向下看、所处地势非常高的成语，如“居高临下”等。②处，结合前文“高得远离尘世”可

知，此处可填写与“远离尘世”意义相近的成语，如“超然物外”等。③处，根据前文“看不清的地方，一片苍

茫”及后文“我们好像什么都经历了，又好像什么也没有经历”可知，此处可填写表示心情失落意义的成语，

如“怅然若失”等。

19．首先分析画波浪线句子的特点。句式特点：文人们通过……这一意象，表达“……”的……之……，“……”

的……之……将自己的……其中，……说不尽的诗意。内容特点：引用两个与栏杆这一意象相关的诗句，

体现意象的内涵。接着分析仿写要求。题目要求“句式相近，内容贴切”，可联系古诗文中的常见意象展开

仿写，如“月亮”及相关的句子“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露

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等，这些句子中蕴含着古代文人的乡土之情、人生之思，联系这些拟写即可。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

【答案】

20．【示例】雪是庄稼的“护身符”，不仅可杀死一些在表层越冬的害虫，而且雪水中氮化物的含量高，融化

后能增加土壤的养分，供作物生长。(3分)

21．【示例】冬季是进补的好时节，因为冬季进补能提高人体免疫功能，调节体内的物质代谢。冬季食补

应供给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易于消化的食物。(5分)

【解析】

20．文中画横线句子有两处语病：一是语序不当，“杀死”的宾语应是“害虫”，应改为“杀死一些在表层越冬

的害虫”；二是搭配不当，应将“增长”改为“增加”。

21．解答本题可以分层进行概括。第 3段共分为三层：第一层(第一句)，总述“冬季也是进补的好时节”；

第二层(第二句至第四句)，讲冬季进补的作用，主要信息有“能提高人体免疫功能”“能调节体内的物质代谢”；

第三层(五、六句)，介绍冬季进补的食物，主要信息有“冬季食补应供给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易于消化的

食物”。据此整合信息，用上一个表示因果关系的句子即可。

四、整本书阅读

【答案】

中国乡土社会是以“己”为中心向外推伸的差序格局，群己、人己界限可伸可缩；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

实则是自我主义。(2分)贾探春的措施之所以能得到“老妈妈”们的拥护，正是因为“老妈妈”们从这些措施中

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可以形成以“己”为中心的一个团体；而在这个团体中，可以根据和自己发生社会关

系的亲疏影响其他人收益的多少，因而这个提议受“老妈妈”们拥护。(3分)



【解析】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 ，在这种关系格局中，自己总是

这种关系的中心，一切价值以“己”作为中心 。在这种关系格局中，站在任何一个圈中，向内看可以说

是公，是群；向外看就可以说是私，是己，二者之间无清楚的界限。依据文本一“不如在园子里所有老妈

妈中，拣出几个本分老诚能知园圃的事，派准他们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只问他们一年可以

孝敬些什么”可知，贾探春的改革措施是找出几个老实本分、懂得园艺的“老妈妈”来料理大观园，她们不需

要交租，只需要一年孝敬一些什么就可以了；依据文本一“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年日在园中辛苦”“亦

可以省了……工费”可知，贾探春这样做，既可以节省开支，也可以让那些“老妈妈”们得到利益；依据文本

二“那不得管地的听了每年终又无故得分钱”可知，那些离“己”远些的也可多少分得一点利益。那些“老妈妈”

们由“己”出发觉得有利可图，就十分拥护贾探春的改革。

五、写作

【答案】这是一则考查哲思的材料作文题。材料由两段组成，第 1段以得与失、成与败的关系引出有格局

的人面对生活种种时的人生态度，突出看淡成败得失，保持平和心境。第 2段则列举了“有格局的人”具体

的生活状态，每一种状态都表现出对“有格局的人”的胸怀境界的认识，归纳起来仍然是第 1段总结的内容：

看淡成败得失，保持心境平和。整体看，材料中的内容具有鲜明的哲理思辨色彩，需要站在客观的角度分

析，并能够在对立统一中引申出具有深度的思想认识。读懂了材料内容，立意时就可以围绕“看淡成败得

失，保持心境平和”这一核心进行阐发和拓展，从不同角度表达对人生的思考。

【参考立意】①格局大小决定人生质量；②学会看淡，才能平和；③经营自己，活出从容。

【素材集锦】

[名人说]

1.众人以顺境为乐，而君子乐自逆境中来。——《菜根谭》

2.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3.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法]罗曼·罗兰

4.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

我仍在狱中。——[南非]曼德拉

5.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叶燮

[时文选]

一个人心中有大抱负，才能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来做事，才不会锱铢必较只注重眼前得失，才能矢志不

渝地坚守自己的理想。人的一生是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过程。不同的认知层次，形成了不同的人生

格局。它决定了你能看到怎样的风景。

我们常常抱怨命运不公，抱怨生活没有诗和远方，那可能正是因为我们高度还不够，格局也还太小。当你



见过天地，见过众生，打开格局开始去见自己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当你想

明白了这一点，你的人生便可能从此不同。

拥有大格局的人，在人群中会自然散发不一样的气质，谦恭而有内涵，温和而有力量。他们会讲究，也能

将就；能享受最好的，也能承受最坏的。他们从读过的书、走过的路、见过的人中提升自己思想的深度、

眼界的宽度以及胸怀的广度。

正如有句话所说：“人的生命格局一大，就不会在生活琐碎中沉陷。真正自信的人，总能够简单得铿锵有

力。”人生这盘棋局，有时由格局决定。

[人物志]

宋朝哲学家张载 27岁时带书童进京赶考，二人走到一座土地庙，便在土地庙的走廊里歇脚，不知不觉中

都睡着了。

睡梦中，张载被人推醒，一个年约七旬的农夫对张载说：“这里是土地庙，你们光着膀子睡觉，亵渎了神

灵，还有没有教养？”书童睡梦中听见了农夫的呵斥，心里很不平，指着庙里几个乘凉的乞丐说：“我们只

是在走廊里睡一下，你看他们，还睡在大殿里呢。要说亵渎神灵，他们岂不是比我们更甚？”

此时，张载连忙站起身来，朝农夫躬身施礼：“您说得没错，的确是我们不对，我向您道歉。”说完，又对

书童说：“做一件事，首先要看做得对不对，而不是看有没有人做过。如果今天我们以‘乞丐也是这么干的’

为由替自己开脱，那就是降低了自己的底线。”张载的一番话，消除了书童的不平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