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衡水中学 2020届高三下学期第五次调研考试语文试卷 

（考试时间：140 分钟  满分：150 分  考查范围：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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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绘画传统这一体系，以笔墨为其最核心的成就。中国绘画传统有别于西方美

术传统，笔墨就是最大的结构性差异所在，这也是整个东方视觉艺术传统最有价值的地

方。对笔墨的分析与理解，重在把笔墨典范视作人格理想的表征系统。 

所谓“笔墨典范”，强调的是历史上的大家作品所具有的典范性。在这里，笔墨

绝不仅仅是用笔和墨在宣纸上画出笔道，渗化墨象，而是比这种工具材料组合运用复杂

得多的文化表征系统。它在结构上具有一个表层、一个里层和一个核心。表层是“可视

之迹”，也就是中国画的画面痕迹；里层是“可感之心”，也就是通过画面痕迹可以感

受到的画家的情绪、状态和心境；核心则是“可信之道”，指向痕迹、心境之后的人格

理想，是隐藏在表层、里层之下的理想性的人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理想是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是历代文人学士、士大夫的

精神理想，这一精神理想具有群体性，不是一人、一时、一地的观念与情绪，而是代代

积累的公认方向与共同诉求。中国士人画的最高境界是借山川自然之形，运用笔墨语言

来书写自己，图绘自己，尤其写出自己对天地万物的体悟，以此塑造、更新自己。而这

个“自己”，一定是走在追慕典范人格理想的自修之路上，是希贤希圣、法道法自然的

践行者，因而不可能局限于小我。这样的人、这样的作品，才真正具有典范意义。 

这种人格理想的表征系统通过动作性的心理同构把表层、里层和核心相互关联起

来，这一心理运作机制是一种想象中的内摹仿。中国古人习书有“力透纸背”之说，这

当然不仅是字面说的笔锋穿透纸面，更是以这种笔力贯注的意象来比喻难以传达的内心

感受，这是一种带有动作性的肌体感受。以内摹仿作为生命修炼的有效手段与操作过程，

可以更好地体会、领悟理想人格的深度与广度，同时也就有助于自身人格的丰富与完善。

在此意义上，锻炼笔墨就成为人格磨砺、境界参悟的过程，笔墨与心性通过不断琢磨、

锻炼，构成互动互证的关系。这样一种卓有成效的修为，在历史上已为无数典范所反复

验证。 

基于动作性同构的内摹仿，关系到审美，也关系到求真与致善。中国文艺自古以

来所追求的，正是以文艺作品来唤起人的内摹仿能力，经由长时间的气质变化、生命修

炼，完成自我塑造、自我实现，一步步趋近于典范的理想人格。以艺树人，是中国文艺

的宗旨。更进一步说，中国画的笔墨不仅在将来仍能提供独一无二的审美愉悦，仍然具

有必不可少的文化价值，而且以其对于人格理想、人格信仰的重要作用，还有可能参与

未来社会精神价值的重树，从而产生重大、深远的社会意义。 

（摘编自潘公凯《论笔墨典范：人格理想的一种表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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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之迹、可感之心、可信之道，共同构成中国绘画笔墨典范的文化表征系统。 

B．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格理想的群体性，使中国画家及其绘画作品具有了典范意义。 

C．内摹仿是一种心理运作机制，通过动作性的心理同构使得笔墨与心性互动互证。 

D．笔墨典范对人格理想和信仰具有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未来社会精神价值的重树。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文章先强调笔墨的价值，再具体阐释笔墨典范及其实现的路径，将论证推向深

入。 

B．文章以士人画的最高境界对应笔墨典范作为文化表征系统的三层结构，行文缜

密。 

C．文章援引古人“力透纸背”之说，旨在解说笔墨典范的内摹仿这一心理运作机

制。 



 

D．文章以中西绘画比较为立论前提，论述笔墨与人格养成、笔墨与社会精神的关

系。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欣赏中国绘画的笔道墨象，就能感受画家的心境，进而体会画家所追求的理想

人格。 

B．中国绘画历史上的笔墨典范，都是作者在自修的过程中追求大我、希贤希圣的

产物。 

C．内摹仿可以丰富完善画家的人格，所以成为中国画家提升自身人格境界的唯一

选择。 

D．中国画的笔墨如果给人提供独一无二的审美愉悦，就能够体现以艺树人的文艺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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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里孔子被描写成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如此。他期望

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

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

《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缘故。不过这

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

予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种古老的

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

语·阳货》换句话说，儿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

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

《诗》，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论

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

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学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

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

成的。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第一位教师》) 

材料二： 

“述”的内涵非常丰富。《说文解字》将“述”解释为“循”;在现代汉语中，“述”

可以理解为“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等。 

在《中庸》中，儒家德性“孝”的定义和“述”是相关的。《中庸》：“夫孝者，

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如果我们将“孝”的这种解释和孔子在《论语·述而》

第一章中的自我描述联系起来，“述”的深层含义便跃然纸上，也就是“述”表达了“孝”

的德性。 

孔子践履“孝”这种德性的对象是天。《论语·八佾》讲到，“天下之无道也久

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道德追寻的是天的使命。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工作就是

传天道，兴天道。在《论语·阳货》第十八章中，孔子说他不想再说话，但是他的弟子

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孔子述的是天道，天是最终的创造者;

第二，孔子认为自己是天道的述者，子贡则将自己看作是孔子思想的述者。孔子践履德

性的活动表达了对天的“孝”，而子贡践履德性的活动则表达了对孔子的“孝”。 

因此，孔子将他对经典的传承比作一个孝子做的事情。儿子对父亲最大的孝是对

父亲志向、事业、梦想的继承、实现和发扬光大。同样孔子述的天道也是对天的孝。对

于孔子而言，他的智力活动是恢复天道，这就是对天尽孝。在孔子那里，“孝”的含义

涉及了延续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的义务。 



 

孔子不是唯一把哲学活动与“孝”联结起来的人。孔子与柏拉图早期的作品《游

叙弗伦》对“孝”的定义殊途同归。苏格拉底的诘问对象游叙弗伦得出“孝”是公正的

一部分，“孝”是人类对上帝的侍奉。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哲学活动就是对神灵的侍奉，

自己的问答法就是对神灵的侍奉。基于苏格拉底对上帝侍奉的论证，苏格拉底提供的答

案就是进行哲学活动是对上帝真正的“孝”。对哲学活动与孝的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

也有所表述。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孝”要求更加尊重真理而不是尊重你的

朋友。他认为“孝”的对象是真理，而不是上帝。践行“孝”这一德性活动是追求哲学

的严肃义务，因为追寻哲学是为了探寻真理。 

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学活动和“孝”联结起来，尽管每

一个人对“孝”的理解不同，这也反映了他们做哲学的方法不同。苏格拉底通过诘问的

方式审查人的信念;亚里士多德更多地是通过对前人理论的考察、批判发现真理;孔子则

认为从事“孝”的活动就是对天道的传承。 

(摘编自余纪元金小燕韩燕丽《“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材料三： 

“述而不作”的信条影响深远，达两千年之久，成为风气。自孔子以后，儒家教

育多遵从这一原则，以传授、注解经典为己任。要从事这一学问，必然熟记经文才能言

而有据。因而，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 

孔子教育弟子是为了让他们从政，用子夏的话说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隋唐以后，科举盛行，官方明确规定了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为官一途。学校成为向科举

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科举使用八股文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以儒家经典考学生，答

案阐释以经典为准，不允许有超出范围的见解。 

可以说，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使得他在教学中有偏重继承、轻视创新的倾

向;伦理关系与师生关系的结合，造成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这使人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

减少或部分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兴趣。这样使得传统教育以教师解释、学生背诵为基本方

式，因循以往，缺乏创新精神。 

(摘编自李杨《“述而不作”与传统教育》) 

4.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论语》中虽然记录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其实孔子在传述文化遗产的同

时，也“作”了一些新的东西，后孔子时代的儒学都长期传承并发展着这种精神。 

B.“述而不作”中的“述”内涵非常丰富，在古代辞书中解释为“循”，但在现

代汉语中这一含义被“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含义所取代。 

C.在儒家经典著作《中庸》一书中，认为“孝”应包括“善述人之事也”，也就

是说，“述而不作”中的“述”与“孝”是统一的，这种理解恰好切合孔子的观点。 

D.“述而不作”的信条，后来成为儒学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熟记经典成为学生

的基本功，这一传统一直影响到后来的科举考试，并且命题答案均以四书五经为限。 

5.下列说法中，可以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主要观点的一项是（    ）（3 分） 

A.“上帝为每个人灵魂提供了选择机会：或是拥有真理，或是得到安宁。你可以

任选其一，但不能兼而有之。” 

B.“倘若没有天地，哪里会有人类生存发展的空间。因此，敬天祈福正是对天地

自然献上的一份崇高敬意。” 

C.“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

断了精神命脉。” 

D.“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

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6.对影响两千年之久的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你是如何看待的？请结合材料

谈谈你的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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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铁盒里的秘密 

朱士元 

（一） 

雪停了，大阳露出了久违的笑脸。路面被一层薄冰覆盖着，车子行驶在上面发出

“咔咔“的响声。 

真是不巧啊，刚到淮阴就一连下了几天雪，今天终究可以出门啦。坐在轮椅上的

华伟老人显得很兴奋。 

爷爷，我们还得等一等，路面现在有点滑，车子不能开。孙子华振不打算急于现

在就开车走。 

孙子啊，我真的有点等不及了。 

您别急，我们到了这里不就是等于到了卫爷爷的家了吗？ 

不是还有 20 里的行程吗？ 

20 里转眼间就到了。 

好，好，那就再等一会儿吧。这个雪，和我们那年在战场上一样，一下就是好几

天啦，雪停了以后，地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 

（二） 

华伟是 1949 年 2 月参军的，那年他刚满 20 岁。到了部队，他认识的第一个人就

是班长卫国。 

解放家乡的战斗打得很激烈，捷报也频频传来。华伟跟在比自己大两岁的卫国身

后，学会了很多打仗的本领。 

战斗休息期间，卫国教华伟识字，还教他打枪扔手榴弹，还为他补衣服。很快，

华伟视卫国为亲哥哥，卫国也视华伟为亲弟弟。 

要去海南了。部队离开家乡的前一天晚上，华伟的母亲煮了 20 个鸡蛋送了过来，

她要儿子不要饿着。华伟无法面对母亲，劝她连夜回去了。 

华伟把 20 个鸡蛋分给了全班人，班长让他留着自己吃，华伟一个也没留。 

那么多的战斗，华伟经历了。他看着好多战友离开了他，心里想起来就会难受。 

（三） 

华伟，我们马上要去朝鲜参加抗美援朝的战斗了。你怎么想？卫国问。 

保家卫国，这是七尺男儿的担当，我一定去！华伟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高望山战斗是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进行的。战士们已经断粮两天了，粮食还是送

不上来，雪是他们唯一充饥的来源。 

敌人再一次反扑过来，战士们怒目圆睁，等待敌人靠近些，再靠近些。 

打！首长一声令下，敌人倒下了一片，余下的缩着头拼命往回逃窜。 

轰！一颗炮弹落在华伟身旁炸响。班长卫国掸了掸身上的泥土和雪花，睁眼看了

看，只剩下他一个人能够站起来了。他看了看华伟正在向他招手，已不能说话。 

班长卫国走到华伟身边一看，伤情十分严重。他立即叫来担架，要他们立即将华

伟送到战地医院。 

雪还在下着。雪花打得人眼睛睁不开。 

华伟对卫国说，你也负伤了，要去，你去，我在这里守着。 

你在这里已无意义了，得赶快走，有我在，敌人就别想上来。卫国坚定地说。 

哥哥，我是舍不得你啊！华伟流泪了。 

弟弟，有军人在战场上流泪的吗？ 

我委托你一件事，把我这枚军功章送到我淮阴老家，也好让爹娘高兴一回。卫国

说。 

接了卫国的军功章，华伟便被担架队抬走了。 

（四） 

卫国在那场战斗中牺牲的消息是连长告诉华伟的。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刚

刚开始的那一年。 



 

华伟离休以后，写了无数封信去查询卫国的家乡，可一个回音也没有。 

66 年过去了、老人的心愿一直没有了却，这早已成了他心头的一块病。 

华伟的叹息声，唤起了孙子的一种想法。孙子对爷爷说，爷爷，我上网给您查询，

再请志题者们帮忙，一定能带来希望的。 

孙子，这有可能吗？华伟用疑感的目光看着孙子。 

试试吧！ 

好！ 

3 个月过去了，华伟老人的孙子收到一条信息，上面显示的与老人要找的卫国的家

乡和家人完全吻合。 

（五） 

路面上的冰雪融化了。老人坐的车启动了 

卫国的侄儿已是年近 80 的老人了，见到华伟老人后泣不成声，说，叔叔有下落了，

叔叔有下落了。 

华伟老人从小包中取出一个小铁盒递到卫国侄儿的手中，说，这是一枚军功章。 

卫国的侄儿用手轻轻地打开小铁盒一看，只见那枚军功章熠熠生辉。 

爷爷，这么多年，您一直不让我们看这个小铁盒，原来藏的是这么大的秘密啊。

华伟老人的孙子既惊讶又感慨地说。 

是的，这个秘密可以洗清我叔叔那些传说中的不白之冤啦。卫国的侄儿用颤抖的

手抚摸着那枚军功章。 

这么多年了，真的难为你们啦。华伟老人把卫国侄儿的手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中。 

谢谢您啊，华叔！您的小铁盒藏了我叔叔的一生啊。卫国的侄儿忍不住流下泪来。 

坐在轮椅上的华伟老人郑重地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卫国的侄儿向华伟老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

2018 年第 12 期） 

7.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小说以“小铁盒里的秘密”为标题，既设置了悬念，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又

推动情节发展，到最后真相大白，更升华了小说的主旨。 

B．班长卫国教华伟打仗、识字，华伟把母亲煮的 20 个鸡蛋分给全班的人吃，突

出表现了在战争年代战士们所结下的浓厚战友情与兄弟情。 

C．小说采用明暗两条线索行文，其实卫国的家人也一直在寻找华伟老人，他们要

用军功章洗清卫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不白之宽。 

D．小说站在第三人称的角度叙述，中间插叙回忆内容，娓娓道来，质朴的语言中

透露着对革命友谊和华伟一生信守承诺的举动的赞美。 

8.小说中华伟老人在送军功章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变化？请结合小说内容

简要分析。（6 分） 

9.文中有三处对雪的描写，请结合小说内容分别分析其作用。（6 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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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唐者，其大父赵人。父徙代。汉兴徙安陵。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事文帝．．。

文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唐具以实对。文帝曰：“吾居代时，

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

知之乎？”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

父在赵时，为官率将，善李牧。臣父故为代相，善赵将李齐，知其为人也。”上既闻廉

颇、李牧为人，良说，而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



 

哉！”唐曰：“主臣！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

唐让曰：“公奈何众辱我，独无间处乎？”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 

当是之时，匈奴新大入朝那，杀北地都尉印。上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曰：“公

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日阃

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

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委任而责成功故

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遣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

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其后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

王迁立，乃用郭开谗，卒诛李牧，令颜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为秦所禽灭。今臣窃闻

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出私养钱，五日一椎牛，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

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尽家人子，起

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

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魏尚

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

弗能用也。臣诚愚，触忌讳，死罪死罪！”文帝说。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

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七年，景帝立，以唐为楚相，免。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馀，不

能复为官。 

（节选自《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10. 下列对文中面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 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

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 

B. 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

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 

C. 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

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 

D. 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

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 

11. 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 文帝，指汉文帝刘恒，因为他擅长于政治经济的治理，所以庙号被尊为“文”。 

B. 匈奴，汉朝时活跃于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屡次进犯边境，对西汉政权造成强

大威胁。 

C. 尺籍伍符，指记载军令、军功簿籍和军士中各伍互相作保、不容奸诈的守则。 

D. 持节，节即符节，缀有牦牛尾的竹竿，古代使臣奉命出使时，必执符节以为凭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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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唐回答文帝疑问，直言冒犯龙颜。文帝向他询问李齐的情况，他认为李齐不

如廉颇和李牧，直言文帝即使得到像廉李一样的大将，也不能重用，文帝大怒。 

B. 冯唐谈论将帅，借古制劝谏君王。他告诉文帝，古代帝王派遣将帅，礼节隆重；

国内大事由帝王决断，因功封爵赏赐之事由将军在外裁定上奏，朝廷不从中干预。 

C. 冯唐性格耿直，论魏尚出于公义。魏尚厚待军吏，威慑东胡，因报功有误被削

去爵位；他直言文帝法律严苛，赏轻罚重，文帝采纳了他的劝谏，赦免魏尚。 

D. 冯唐被推举为官，却年事已高。汉景帝即位，任命他为楚国丞相，不久被免职；

汉武帝即位时，征诏贤良之士，大家举荐他，但他已九十多岁，不能再做官了。 

13.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 分） 

(l)良久，召唐让日：“公奈何众辱我，独无间处乎？”唐谢日：“鄙人不知忌讳。”

（5 分） 



 

(2)王迁立，乃用郭开谗，卒诛李牧，令颜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为秦所禽灭。

（5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 14～15 题。 

登尉佗楼 

许浑 

刘项持兵鹿未穷，自乘黄屋岛夷中。 

南来作尉任嚣力，北向称臣陆贾功。 

箫鼓尚陈今世庙，旌旗犹镇昔时宫。 

越人未必知虞舜，一奏薰弦万古风。 

[注]黄屋：古代帝王专用的黄缯车盖。颔联的意思是，秦二世时，尉佗受南海尉

任嚣所托，行南海尉事。秦亡后，尉佗自立为南越王。公元前 196 年，汉高祖派大夫陆

贾出使招抚尉佗，尉佗接受诏封，汉朝实现统一。薰弦：指虞舜创作的《南风歌》。 

14. 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 第一二句写刘项相争，战祸连年，尉佗偏守一隅，在岭南自立为王，场面宏大，

起笔不凡。 

B. 任嚣力主分裂，陆贾功在统一，两者相互对照，诗人对不同历史人物的褒贬之

意溢于言表。 

C. 第五句与“箫鼓追随春社近”都出现的“箫鼓”一词，取意虽相近，但一为名

词一为动词。 

D. 第七八句运用虞舜和薰弦的典故，站在南越百姓的角度，对尉佗的历史功绩给

予高度评价。 

15. 有人认为，“本诗以登楼为题，却没有依循登高揽胜、即景抒怀的寻常思路，

可谓匠心独运。”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请结合诗句说明你的理由。（6 分） 

（三）名句名篇默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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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借“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的景象，表达了自己对百姓忘却国耻，安于异族统治的沉痛之情。 

（2）苏轼在《赤壁赋》中慨叹“人生短促，人很渺小”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3）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

表明自己在同学中虽然穿着破旧，但并不羡慕他们。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7～19 题。（本题共 3 小题，9 分） 

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的垃提总量也在不断加大。

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大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大量餐厨垃圾与其

他垃圾混合填理或焚烧，产生有毒物质，威胁着居民健康，这种现象正在向农村地区 

______。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分类收集不仅

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能使资源得到 

_____利用。有人将垃圾称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据保守估计，我国城市每年丢弃

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 300 亿元左右。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调

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有效果。  

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分了类，环卫车辆却混在一起运走了，分类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现象可以说是 ______，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各个环节必须配套衔

接，才能高效运行。（  ）分类投放的参与率和准确率较低，会影响垃圾分类制度的

实施效果；而分类的目标和途径不十分清晰，后端分类处理不到位、不完善，又影响前

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不按要求扔垃圾，并不只是“把资源放错了地方”而已，实际上，



 

那就是随意丢弃污染物、危害环境的行为。拉圾分类是我们作为“污染者”的基本责任，

_____。 

17.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3 分） 

A．曼延   重复   层出不穷   责无旁贷 

B．漫延   重复   屡见不鲜   责无旁贷 

C．曼延   反复   屡见不鲜   义不容辞 

D．漫延   反复   层出不穷   义不容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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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投放是居民的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  

B．居民的责任是分类投放，政府的责任是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  

C．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分类投放是居民的责任。  

D．政府的责任是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居民的责任是分类投放。 

19.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3 分） 

A．我国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总量也在不

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大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  

B．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的垃圾总量也在不

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大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  

C．我国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的垃圾总量也在不

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大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  

D．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总量也在不

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大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 

20.在下面一段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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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个字。（5 分） 

抑郁症并非伤春悲秋者的专利，它是____________，不分男女老幼，不管地位高

低。目前，抑郁症这种心理疾病的成因并无定论，一般人都觉得抑郁症只是心理原因造

成的，哈佛医学专家则认为，____________，包括大脑对于心境的错误调节、基因易损

性、生活中的压力事件、药物和药物使用问题等。我国的一些学者也认为，抑郁症不单

纯是____________，还和某些人体器官、组织结构发生病理性改变有关。 

2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6 分）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原《离骚》）    

（魏晋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所做注释中指出）从圆内接正六边形开始割

圆，”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周合体而无所失矣”。（《辞海》”割圆术”

条） 

两则材料从不同角度给人以教益和启示，请就此谈谈你的认识。 

四、写作（60 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议论文。 

朋友圈流传着一个“稻草定律”：路边的一根稻草如果没人理会，它永远只是一

根稻草。但如果卖白莱的人用它捆绑白菜，它的价值就与白菜一样；卖螃蟹的人拿它去

掴绑螃蟹，它就与螃蟹的价值一样了。人的价值有时也像一根稻草，与自身无关，就看

你与谁在一起。但也有人觉得“稻草定律”并非人生宝典，稻草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稻

草，螃蟹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螃蟹。螃蟹的美味是稻草永远不会具有的。稻草不应通过

攀附他人来提升自己的价值，稻草的价值在于它是稻米成长的母体，而它孕育的稻米的

价值也是螃蟹所不具备的。 

要求：根据材料内容及范围立意，自选角度，自拟题目，不得套作和抄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