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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启用前　　【考试时间：３月３日 ９：００—１１：３０】

银川一中、昆明一中高三联合考试一模
语 文 试 卷

命题人：银川一中高三语文命题组　 　审题人：昆明一中高三语文审题组

注意事项：

１答题前，考生务必用黑色碳素笔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考场号、座位号在答题卡上填写清
楚，并请认真填涂准考证号。

２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２Ｂ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擦
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答在试卷上的答案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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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史家风”这一概念，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史学传统时提出来的。他在《文史通义》中

评价创作了《通志》的宋代史学家郑樵：“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

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

司马迁著《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历史是在变化中进行的，

《史记》就呈现出了这种变化。《汉书》作者班固对司马迁多有微辞，但也肯定“其涉猎广博，贯穿经传，

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在班固之后，《汉纪》的作者荀悦和《后汉纪》的作者袁宏，都

把“通古今”作为历史撰述的宗旨或原则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班固的《汉书》是纪传体皇朝史，荀悦的

《汉纪》、袁宏的《后汉纪》是编年体皇朝史，它们都不是《史记》那样贯通的历史著作。他们强调“通古

今”的必要性，一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宗旨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二是“通古今”也是当时思想家

所关注的问题。王充指出：“‘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

者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背景下，荀悦等史家所倡言的“通古今”并非一定是体现著作内容上的“通

古今”，更要注重对现实的关注。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最全面的通史撰述，梁武帝的《通史》则是最早以“通史”名

书的通史撰述，它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史学上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南宋史学家郑樵是阐发

史学之追求———“通”的名家，《通志》是其名作。首先，郑樵强调“会通之义大矣哉”，他继承了司马迁

“通古今之变”的撰述宗旨并在书志领域有重大发展。其次，郑樵批评班固，认为其“全无学术”“断代

为史”，“会通之道，自此失矣”。应当指出，郑樵把“会通”与“断代”对立起来的看法，在史学发展上

是不能成立的。

要理解“通史家风”的核心内涵，必须回到古代史学家对“通史”的理论认识中。“纵通”，即贯通古

今，追源溯流，杜佑的《通典》上起黄帝，下迄唐天宝之末，是典制体通史的代表作。“纵通”的特点非

常鲜明，即“原始察终”“通古今之变”。“会通”是郑樵极力提倡的作史方法，其“会通”观主要包含两

个方面：一是文献资料的“会”，广搜材料；二是古今历史的“通”。“横通”则在“通古今之变”的基础

上，增加了对社会历史各个方面内容的考量与论述。

其实，当我们以“断代为史”为参照审视“纵通”“会通”和“横通”，就会发现，文献资料上的“会

通”和历史内容上的“横通”都不足以反映“通史家风”的主旨，因为断代史家也完全可以做到这两点。

在中国史学史上，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只要是优秀的史著，都需要广泛占有文献资料以及反映丰

富多彩的历史内容，这样才能流传后世。可见，“通史家风”是围绕“通古今之变”而形成的别具一格的

理论体系，“通古今之变”是“通史家风”的真正精神内涵，是真正的通史精神。

历史上对一些史事的记述常有曲直、是非之分，只有在通史编纂中才能做到“衡鉴至公，庶几笔削

平允，而折衷定矣”。历史上对同一史事的记述也存在详略不同，以致“首尾交错，互有出入”而产生

“抵牾”，这种情况也只有在通史的编纂中“统合为编”，定其去取，以提出一个合理的说法。从史学史

上考察，某些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往往是通史著作提出来的，并在学术史上具

有长久的生命力。

（摘编自瞿林东《中国史学史上的“通史家风”笔谈》）

１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历史是在变化中进行的，司马迁写《史记》的宗旨，就是要探究天人关系，呈现古今的变化。
Ｂ虽然班固、荀悦、袁宏的书不是贯通的历史著作，但他们都把“通古今”作为历史撰述的宗旨。
Ｃ优秀的历史著作，需要广泛占有文献资料并且反映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这样才能流传后世。
Ｄ历史上对一些史事的记述常有曲直、是非、详略的不同，而在通史编纂中可以做到公允合理。

２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文章开篇提出了“通史家风”这一概念，接着引用章学诚评价宋代史学家郑樵的一段话作为印证。
Ｂ文章第二段引用王充对“五经”的一段评语，意在表明“通古今”不是指内容，而是要关注现实。
Ｃ文章摆事实，讲道理，说明“通古今之变”是“通史家风”的真正精神内涵，是真正的通史精神。
Ｄ文章第四段展开分类论述，从“纵通”“会通”“横通”三个角度论述了“通史家风”的核心内涵。

３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司马迁的《史记》与梁武帝的《通史》，这两本书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最全面的通史撰述。
Ｂ史学家强调“通古今”的必要性，是因为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Ｃ作《通志》的南宋史学家郑樵把“会通”与“断代”对立起来的看法，不被后代史学界认可。
Ｄ从史学史上考察，通史著作提出的某些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在学术史上
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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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建筑中，亭台楼阁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亭”的历史很早。最早的亭，与边防和军事有关，是边塞哨所一类的建筑。战国时期，在国与国

的边境上都设有这种亭，置亭长，任务是侦察敌情，防备敌人。到秦汉时，这种亭演变为一级行政机

构的所在，在乡村每十里设一亭，十亭为一乡，亭设亭长一人，管理当地治安和民事纠纷。刘邦起义

前就是“泗水亭”的亭长。大约在秦汉以后，这种十里一亭的政治作用消失了，亭成为人们远行送别的

休息场所，出现了“十里长亭，五里短亭”。

再看“台”：《尔雅》曰：“四方高而台。”实际上，把高出平地的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方也叫“台”。传

说中的黄帝住在“轩辕台”。三国时曹操所建的“铜雀台”，名噪古今，算得上中国第一名台。另外，还

有“越王台”“戏马台”“歌风台”和“拜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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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看“楼阁”：二者并无多大区别，都是指两层以上的房屋建筑。它们的区别在于，“阁”通常在四

周开窗，或设置栏杆回廊，而“楼”则三面为墙，一面开窗。旧时皇宫里常把楼阁建于台上，作为宰相

等人办公处，因而有“内阁”之称。

（选编自《中国古代的亭台楼阁》）

材料二：

把亭台楼阁修在山上，登高而望远，从上往下看，山，高低起伏，水，蜿蜒曲折，此情此景还暗

示着想象中君临天下俯瞰大地的一种视觉效果。登高使人心旷，临流使人意远；读书于雨雪之夜，使

人神清；舒啸于丘阜之巅，使人性迈。闭眼沉思也好，举目观望也罢，同样进入的是登临送目的境界，

思绪自然信马由缰。那山高水远的意境与怡悦古人体会甚深。

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妆；山水与楼台，又须文字留。古人留下的亭台楼阁，总是文化历史高度

的意象，这些去处，往往点缀名人名文，则相得益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

君。这种忧患意识让人热血沸腾，只可惜历代的统治者并不领情，豪杰的抱负也就屡屡落空，“睹物兴

情”，登高远望，面对亘古不变的山川河流和浩淼无穷的宇宙苍穹，人的力量显得微弱渺小，不值一

提；面对自然，人的弱点和不足暴露无遗，人在自然力量面前是那样的相形见绌。这样一来，人生的

短暂感、自我的渺小感等种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在人的内心便自然产生，所以说，亭台楼阁中也饱含了

文人墨客一种怀才不遇的情感，这种情感内涵丰富，里面蕴藏的忧国忧民、哀时伤世的思想主题对中

国文化人和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选编自《亭台楼阁分析》）

材料三：

古亭台楼阁是共同的社会财富，其保护工作应当由社会群众共同参与。地方政府要综合利用多种

途径，开展亭台楼阁的保护宣传工作，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全民参与”的保护意识。例如，利用地方电

视台或当地报纸、广播，宣传地方文物古建筑的保护意义，激发人们的参与意识，从而降低甚至杜绝

破坏古亭台楼阁的行为。

古亭台楼阁之所以屡遭破坏，一方面与环境影响、城市建设等因素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也与破

坏成本偏低有间接联系。例如，在城镇化建设中，一些建筑企业为了降低工程成本，不愿意花费资金

迁移古亭台楼阁，而是违规直接拆除。但是这种违法行为并没有得到当地有关部门的依法惩处，导致

许多建筑企业纷纷效仿。因此，地方政府应当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尽快出台内容科学、执行到位的古

亭台楼阁保护法规，对于违法破坏古亭台楼阁的必须依法给予惩罚。另外，对于古亭台楼阁保护工作

突出的个人或单位，也应当给予一定的物质或精神奖励，形成带动和示范效应。

对古亭台楼阁修葺的本质就是对古建筑遗迹的保护，但是在修葺和保护过程中要注意既有所保留

又有所割舍，尽可能在小规模改造的前提下对古亭台楼阁进行修葺，以确保它们能够一代又一代的保

存下来，让后人能够有幸目睹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同时实现古亭台楼阁在现代社会的新生。

古亭台楼阁作为非物质文化的载体，一旦失去将不复存在。因此，如何保护我国的古亭台楼阁尤

为重要。面对现代城市建设和古建筑保护之间的矛盾，我们应当积极寻找解决办法，在保证对古亭台

楼阁进行保护的同时又能科学合理地开发它们的潜在价值，促进经济的发展。

（选编自《浅谈中国古建筑的保护与修缮》）

４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梳理，不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５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最早的亭与边防和军事有关，后来成为人们远行送别的休息场所，台是指高出平地的一块较为
平坦的地方。

Ｂ古人登临亭台楼阁，极目远望，往往进入山高水远的境界，睹物兴怀，油然而生个人和家国的复
杂情感。

Ｃ楼阁都是指两层以上房屋建筑。但是“阁”的使用价值比“楼”大得多，宰相的办公处就称为“内
阁”。

Ｄ古人留下的亭台楼阁为江山增色，名人触景生情的名文为名胜添彩，这种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６对古亭台楼阁应该如何保护？请根据材料简要概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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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与浪漫

张　炜
后人常常追述那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产生了空前光辉灿烂的文

化的时代。一个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发展和学术思想都深受这三百年的影响。它具有真正的划时代的

意义。这就是从春秋后期到战国。

这片土地上何时出现过这么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杰出的学者？他们来自各个阶层、各

个阶级、各个社会集团。“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到处游说讲学，弘扬自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相

互论战，派别林立，即所谓“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他们是一个时期人类才华的全面凸显，是人类所

具有的巨大关怀能力的全面展现。他们留下的深邃的思想、灿烂的辞章，像山河日月一样永恒。这些

辞章有的雍容和顺、纡徐含蓄；有的灵活善譬、气势充沛；有的奇气袭人、想象丰富；有的层次清晰、

论断缜密；有的锋利峭刻、说理透辟，阅其文如闻其声，如观其貌。

我们相信那种巨大的激情，不可淹没的理性，正为朴实而开阔的一个时代所独有。他们更为自信，

更拥有抱负和畅想力。为了实现这抱负，他们可以跋山涉水，宣示自己的主张。

我们仿佛可以看到茫茫大地上往复奔走的诸子，忍让、屈辱、思念、离异，都不能使其志向有一

丝改变。当时，无论是出身卑微者还是高贵者，都可以在同一场合辩论，都可以展放自己的一腔豪迈。

他们试图使自己洪亮的声音直达耳郭与心灵，进而化作日常具体，恩泽于民众。他们可以同时是一个

时期一个民族的智慧之星、才子、学人，又是武士、重臣和旅人；今日直言于庙堂，明日浪迹于天涯。

只有那些从不苟且偷安者才有这样的潇洒、气魄。一个充分掌握了自己生命意义的人，才有如此的坦

然和果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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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片土地到另一片土地，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不倦地寻找、说服、宣示、辩论，目标和

信念不可更移。这样的人生充满理性，这样的行迹又浸透了浪漫。诸子的足迹经纬罗织了丰饶的大地，

绚烂的言辞写就了纸帛和历史。从历史上看，只有在一个民族处于竞争和发展的生气勃勃的时代，才

会窥见这一类身影。

应该研究滋生这些奇特生命的土地。土地与土地之间尚存在着差异。当时严酷竞争的现实是，无

理性则丧失，则毁灭。正是这样一种规定性的力量在左右和驱使，诸子百家也就各言一家之理，各展

一技之长。没有统一的理法，没有不变的规范。各种约束都消失了，远退了。在共同的机缘面前，它

们生长、交替和更迭。

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记录很可能只是当时繁华绚烂当中的短短数页，还远不能再现那个盛况空前

的时代。可即便如此，也让我们得以窥见盛大的历史舞台上，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

艺术的精彩演示。

一个时代逝去了，再不复见那汪洋恣肆、风谲云诡；也不见了辩难的哲理、朴素的辞章、透彻的

思想……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它像一朵鲜花一样灿烂地开放过，然后凋落了。旷阔苍茫的大地，再

也没有了他们的身影———诸子的身影。而且他们的气质、才情、行为，都无法效仿。

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对他们的模仿会落下不可思议的笑柄。但当年也就是这样一些“不合时宜”的

人物，创造了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就人性、政治和生活的本质意义而言，都达到了难以言喻的高度。

大概今天再没有一个人能像他们那样，将一己的生命、情趣和利益与宏伟的抱负、开阔的山河融为一

体；既不能像他们那样潇洒练达，也不能像他们一样真实勇敢。

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结识这样一批人


。他们用自己的言行把“人”字写在了山川大地上。当代人的浪

漫，比起他们来就要大打折扣了。这个火箭和电子集成块的时代已经使诸多事物改变了质地和颜色。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了诗。我们生活在一个丧失了诗情的世界上。因此我们也将逐渐

丧失理性和浪漫。这种估价是非常悲哀的，可是这种悲哀由于并非夸张，而显得愈加沉重和不幸。

我们于是开始怀念那些行色匆匆、口沫飞溅的辩士们，未敢嘲笑。我们将好好倾听几千年前的声

音，窥视那些陌生的身影。

为什么真正的诗意和浪漫常常是凝聚在青铜和生铁时代？为什么当我们人类具有了更大的发射力、

倾听力，即拥有更为现代的科学技能的今天，反而丧失了那种率直、真切和伟大的力量了呢？

我们正在遗失和忘记。尽管我们有着更为详尽的、了不起的记载能力，但我们正在遗失和忘记。

这种不幸将不仅属于一代或两代，而是属于未来。这种不幸属于整个的人类。

７下列对文章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第二自然段运用比喻、排比、引用等多种修辞手法，突出诸子精神影响长远，增强了文章的气
势和情感表达。

Ｂ“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结识这样一批人”是过渡句，既承接上文，对先秦诸子形象特点做出高度概
括，也引出下文写今人。

Ｃ先秦诸子的气质、才情、行为都是后人无法效仿的，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达到了一个今人难以到达
的高度。

Ｄ科学技术的发达并不必然带来一个辉煌的时代，反而可能会使诸多事物改变了质地和颜色，削
减时代的诗情。

８这篇散文标题的作用是什么？作者的写作思路是什么？请结合作品简要概括。（６分）
９作者最后提问“为什么当我们人类具有了更大的发射力、倾听力，即拥有更为现代的科学技能的今
天，反而丧失了那种率直、真切和伟大的力量了呢？”你认为应该如何回答？请结合文章内容分析。

（６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３４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４小题，１９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１０～１３题。

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

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

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
獉
也。夫以楚之强与大王之贤，天下莫能当

獉
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楚，楚强则

秦弱，楚弱则秦强，此其势不两立。故为王至计，莫如从亲以孤秦。大王不从亲，秦必起两军：一军

出武关，一军下黔中。

若此则鄢郢动矣臣闻治之其未乱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故愿大王


之早计之大王诚

獉
能听臣，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

獉獉
宗庙，练士厉兵，

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诚能听臣之愚计，则韩、魏、齐、燕、赵、卫之妙音美人，必充后宫矣。赵、

代良马囊驼，必实于外厩。故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今释霸王之业，而有事人之名，臣窃为大王

不取也。

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雠也。横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

仇而奉雠者也。夫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夫外

挟强秦之威，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无过此者。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横合，则

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有亿兆之数。两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

明约，在大王命之。”

楚王曰：“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

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未

见胜焉。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昧，心摇摇然如悬旌，而无所终薄。今主君

欲一天下，安诸侯，存危国，寡人谨奉社稷以从。”

（节选自《战国策·楚策一》）

１０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若此／则鄢郢动矣／臣闻治之／其未乱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故愿大王之早计之／

Ｂ若此／则鄢郢动矣／臣闻治之其未乱／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故愿大王之早计之／

Ｃ若此／则鄢郢动矣／臣闻治之其未乱／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故愿大王之早计之／

Ｄ若此／则鄢郢动矣／臣闻治之／其未乱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故愿大王之早计之／

１１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此霸王之资”中的“资”与“持千金之资币物”（刘向《战国策·荆轲刺秦王》中的“资”含义相同。

Ｂ文中“天下莫能当也”和“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司马迁《史记·鸿门宴》）中的“当”含义

不同。

Ｃ文中“大王诚能听臣”中的“诚”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诚”含义

不同。

Ｄ“社稷”是指土地神和谷神，古时君王都要祭祀土地神、谷神。后来就代指国家，如“民为贵，

社稷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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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３分）
Ａ苏秦告诉楚威王，楚国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秦国的盛衰；楚国强盛了秦国就被削弱，楚国变弱秦
国就变强大。

Ｂ苏秦希望楚王及早谋划合纵之事，如果采纳这个建议，就可以让崤山以东各国都来进贡朝拜，
奉行楚王诏令。

Ｃ苏秦告诉楚王，主张连横的人是割让自己侍奉的国主的领土讨好秦国，来结交强秦侵略诸侯，
最终会招来祸患。

Ｄ楚威王认为，秦国贪婪暴虐如虎狼，山东诸国又迫于秦威，不敢与楚国深入谋划，所以合纵联
盟必将大祸临头。

１３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１０分，每句５分）
（１）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
（２）寡人自料，以楚当秦，未见胜焉。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２小题，９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１４～１５题。

行香子·述怀

苏　轼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①。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②、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注】①十分：古代的盛酒器，形如船，内藏风帆十幅，酒满一分则一帆举，十分为全满。②陶陶：和
乐、无忧无虑貌。

１４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该词开篇描绘出一幅月夜饮酒图，意境清幽恬静闲逸，用仙境般的世界引出苏轼对争名夺利俗
世的厌弃，自然而然。

Ｂ“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兼用比喻、排比的修辞，感慨时光易逝、人生如梦。“梦”“虚”“浮”
语意互相呼应。

Ｃ下阕既有对现实处境的不满，又充满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从“几时归去”看，苏轼已经有了确定
的退隐计划和安排。

Ｄ词人清心寡欲，“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便足矣，与“浮名浮利，虚苦劳神”的俗人形成了对
比，褒贬非常鲜明。

１５词中“作个闲人”中的“闲人”有怎样的内涵？请结合全词简要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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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的《虞美人》中用比喻、夸张、设问手法写出愁思的多与深广的句子是：“　　　　　　　　，
　　　　　　　　。”

（２）《赤壁赋》中，苏轼与友人最后在精神上到达了豁达而又超脱的境界，从而忘记了空间也忘记了
时间的句子是“　　　　　　　　　，　　　　　　　　　”。

（３）曹操《观沧海》中“　　　　　　　　　，　　　　　　　　　”两句描写了海水荡漾、峰峦矗
立的景象。

三、语言文字运用（２０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小题共３小题，１０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１７～１９题。

数字藏品可以创新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助力优质文化内容以轻盈姿态示人。今年４月，中国青
年报推出了一套“中华民族读书典故”数字藏品。藏品以电子书签的形式呈现，通过使用国潮、插画等

青少年　　①　　的现代元素，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风格。“囊萤映雪”“高山流水”等文化典故，
今天的青少年可能并不熟悉。当它们由史书上枯燥的文字变成　　②　　的藏品，并以数字化的形式
呈现在青少年面前，其承载的传统文化也变得生动活泼起来。

传播推广传统文化，（　　　　）。如果只注重对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的挖掘，而忽视对用户深层
心理和情感的满足，传统文化很可能陷入　　③　　的尴尬。数字藏品同时具有收藏属性、观赏属性
和社交属性，为传统文化搭建起一条进入数字空间的桥梁，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播推广。无论是河南

博物院的“妇好尊”数字藏品、湖北省博物馆的“越王勾践剑”数字藏品，还是凤翔木版年画《天河配》

数字藏品、舞剧《只此青绿》数字藏品，推出后都受到普遍欢迎。这些数字藏品既像放大器一样，


又抓

住了人们的兴趣点，大大增强了文物和文艺作品的知名度


。

１７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３分）
１８下列填入文中括号内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３分）
Ａ“思想引领”比“双向奔赴”更重要
Ｂ“双向奔赴”比“思想引领”更重要
Ｃ不仅要做到“双向奔赴”，还应追求“思想引领”
Ｄ既要重视“思想引领”，又要讲求“双向奔赴”

１９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有语病，请进行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可少量增删词语，不得改变原
意。（４分）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２小题，１０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骨质疏松也被称为“静悄悄的疾病


”。在骨质疏松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的外在表现，容易被人忽

视。很多人在骨折发生之后，才惊觉自己已经存在骨质疏松的问题。

生活中，我们的一些不良习惯会增加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一是　　①　　，日常饮食如缺乏钙、
蛋白质、新鲜蔬菜水果，将不利于骨骼健康。二是很少晒太阳，维生素 Ｄ缺乏，在骨质疏松人群中，
低维生素Ｄ水平的情况很常见，尤其是不常去户外活动的老年人。因此，　　②　　。三是身体活动
不足。缺乏身体活动会导致骨骼和肌肉中钙的流失，不爱运动的人会更容易发生髋部骨折。加强体育

锻炼，以抗阻力和有氧运动为主并长期坚持，将对骨骼有益。四是经常跌倒、有跌倒倾向的人骨折的

风险更高。　　③　　。老年人群可以参加一些改善平衡、协调能力和肌肉力量的运动，此外，还应
在专业机构进行骨骼健康检测，确保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以获得更好的健康收益。

２０在上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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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分）

２１《辞海》中对移就修辞格的解释是，“甲乙两项相关联，就把原属于形容甲事物的修饰语移属于乙事
物，叫移就。”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运用了这一修辞，请结合原文分析其表达效果。（４分）

四、写作（６０分）
２２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６０分）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拳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

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

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张岱《夜航传序》

张岱说，“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所以，他用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余所记载，皆眼

前极肤浅之事，吾辈聊且记取，但勿使僧人伸脚则亦已。故命其曰《夜航船》”。

读圣贤书的书生，竟不知道尧舜这样的两个圣人，亦不知道澹台是复姓。从这个故事中你读出了

什么？请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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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８０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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