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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联盟学校 2023—2024 学年度第一学期学情调研 

高三年级语文试卷 

考试时间：150 分钟 

本试卷共四大题  满分 150 分    2023.10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部分共 5 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 题。 

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糖史上的蔗浆时代》，讨论唐代以及唐以前的时期，蔗糖的主要形式是“蔗浆”，但是，当时我误以为

进入宋代以后，固体的砂糖便成为主流。直到读到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里的一则材料，我才意识到，以为宋

人消费以固体蔗糖为主，这是一个普遍流传的误会。这里有必要提及《糖霜谱》。宋人王灼的《糖霜谱》是一部

严谨惊人的科学史著作，由之后人知道，在北宋时代，固体的糖已经出现了。但是，很多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

进而望文生义，对这一著作有很多误解，包括以为“糖霜”   指的是我们今天生活中看到的砂糖，即细粒状的糖粉。其实，王

灼讲解得非常清楚：糖霜之称，是指这种产品经历结晶的过程，近似自然界中的结霜现象。至于糖霜的形态，则是大大

小小的不规则团块，所以宋人亦称之为“糖冰”或“冰糖”。 

当时甘蔗种植在宋朝的境内非常普遍，质量也很好，然而掌握了糖霜技术的地方却不多，仅仅局限在福唐（位

于福建）、四明（浙江）、番禺（广东）以及广汉、遂宁（二者皆在四川），可是前四个地方都   产量小，质量也

逊色，因此实际上只有遂宁一处为主力。即使在遂宁，也只是集中在伞山周围，这里制糖霜的家庭作坊称为“糖霜

户”，其中大致有三百家的出品为优等货，大户每年能动用三百多只缸制糖，而小户不过只有一两缸。另外还有将近

百家制糖作坊，但是只能生产中下等的产品。附近虽然也有很多甘蔗田，那里的农户们却没有掌握做糖霜的技术，只能

把甘蔗汁加工成糖水，作为原料卖给伞山前的制糖坊。 

这些糖霜户所掌握的技术相当简单，无法完全控制生产过程，导致每年的产量不稳定。从耕田到晒霜，   历时长达

一年半，最终可能一缸出几十斤乃至上百斤糖霜，也可能完全没有任何糖霜形成。 

宣和初年，北宋朝廷要求遂宁每年进贡数千斤糖霜，结果当地将近半数产家破产，到王灼写《糖霜谱》   时还没有恢复

元气。在最大的生产地遂宁，尚且无法承受一年多出几千斤固体糖的负担，那么其他四个地方只会更弱。另外，《糖霜

谱》介绍，当时边境以外的很多地区都出产好甘蔗，但却没听说有糖霜的生产，   连王灼都觉得奇怪。 

《糖霜谱》记录了当时糖霜与沙糖的制作工艺。前者的生产过程辛苦漫长，而且出品率很低，大致是把甘蔗

榨出的汁在火上熬，熬到类似麦芽饭的黏稠度，然后把若干竹条插在大缸里，再将熬好的蔗浆倒入，   以竹藤编的盖子罩

合。接下来，便是等着蔗浆析出结晶，附着在竹条以及缸壁上。到农历五月，把这些结晶取出，这个程序称为“沥缸”。

“沥”出的糖晶再经阳光下暴晒，才得到最终的糖霜。不过，一缸糖浆不会全部结晶成霜，会留下相当比例的“糖

水”，也就是余浆。这些糖水有两种去处，直接卖掉，“或自熬沙糖”。很清楚，在王灼时代的制糖体系里，沙糖与糖

霜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商品。 

实际上，王灼非常了不起，在卷二清楚地勾勒了中国古人在蔗糖消费上的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蔗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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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甘蔗压榨成的汁。第二个阶段为“蔗饷”，即经过初步简单加工的甘蔗饴浆，很可能是把甘蔗榨汁在阳光下

晒，蒸发掉水分，由此形成浓缩稠浆。第三个阶段，则是加入了把蔗浆汁在火上熬炼的程序。 

文献记载，唐太宗派人从印度的摩接陀国学会了“熬糖法”，很多后代学者误以为，这次引入的新技术是直接制作固体

糖，但事实绝非如此。王灼推测，熬糖法是“熬糖渖作剂，似是今之沙糖也”，接下来他明确道：“蔗之技尽于此，不言作

霜，然则糖霜非古也。”他指出，三个阶段里都没有提到固体糖的制作工艺，所以糖霜的历史并不长。同时，他认为，唐

初从印度引入的熬糖法，制成的产品就是沙糖。所以，在王灼那里，沙糖不是固体糖，尤其不是今天的砂糖。 

《糖霜谱》指出，沙糖是用甘蔗浆熬就，元代官修的《农桑辑要》收编了详细的“煎熬法”，其工艺说来相当简

单： 

把甘蔗汁于大锅内温火熬煮，熬到变为黑枣合（疑通“褐”）色；在一只大盆的底部凿一个小眼，然后把大盆

架在一只罐子上，将煮好的稠浆倒入盆内，任其从小孔内一点点滴落，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澄清，分离糖蜜。最终，落入

罐底的糖蜜在品质上比较差，只能用于制作“渴水”这类饮料。留在盆内的部分才是质量好的沙糖，贮存起来，供

随时食用。 

《农桑辑要》中很明确地展示了“熬沙糖”的技术过程，也清楚地告诉我们，简单分离过糖蜜的稠浆就是沙糖

的最终形态，并没有进一步晒干等更多步骤，因此成品是流质的胶饴。贺威、刘伟荣在《宋元时代福建制糖技术

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宋代限于技术条件，主要生产“液态糖”，而福建的液态糖产量极大，“仙游县田耗于蔗糖，

岁运入浙淮者，不知其几万坛”，这一繁荣一直持续到元代。从《糖霜谱》可知，不仅福建，同时期的其他蔗糖产地也

是如此，这就显示了宋人消费蔗糖的情况。如此重要的历史情况，   却在糖史研究中常受忽略。同样受到忽略的是，有一个非

常漫长的时期，作为糖制品主力的液态糖，拥有一个指定专用名称——沙糖。 

季羡林先生《蔗糖史》中关于唐代的一章让我们明白，宋代并非沙糖的起点，唐人对这种形式的蔗糖颇为了解，

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各种应用。真正惊人的是，如《演繁录》指出，早在东汉时，张衡《七辩》里已然提到：“沙饧石蜜，

远国储珍。”原来，至晚在公元一世纪时，就出现了沙糖（饧）这个专称，它来自远方，稀少而昂贵，很显然只有

上层社会才有机会接触到。赋中与沙糖并列的尚有“石蜜”，这是汉唐时代对异国所产固体糖的叫法。 

（摘编自孟晖《宋人的沙糖》）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宋代的“糖霜”在形态上呈现为不规则的团块，与今天生活中看到的砂糖并不相同。   

B．宋代遂宁的伞山周围集中了许多糖霜户，他们的“糖霜”的生产能力并不是相同的。   

C．中国古人对蔗糖的消费进入第三个阶段，与摩接陀国“熬糖法”的传入有密切关系。   

D．作者孟晖经过详细的考证，认为宋代流行的是液态糖，唐代之前并没有出现固体糖。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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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及唐以前消费蔗糖的主要形式是“蔗浆”，这属于王灼提出的中国古人蔗糖消费上的第一阶段。   

B．宋人生产“糖霜”，存在“沥缸”和“晒霜”这两道程序。前者是指在农历的五月将蔗浆析出的结晶取出。 

C．较之糖霜，宋代熬制沙糖的工艺相当简单，因其使用的原材料主要来自糖霜生产后遗留下来的糖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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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若研究中国蔗糖史，学者可参考《糖霜谱》《农桑辑要》等古籍，也可参考季羡林先生的《蔗糖史》。  

3．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 在宋代，掌握了制作糖霜技术的有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这说明宋代的甘蔗种植只集中在   

这五个地方。 

B. 宋代的“糖霜户”运用所掌握的技术生产“糖霜”，但并不能完全控制生产过程，这可推断出他们所掌握的

技术存在一定的缺陷。 

C. 南宋医学家寇宗奭《本草衍义》的记载“甘蔗……石蜜、沙糖、糖霜皆自此出”可以佐证宋代的“沙糖”与

“糖霜”不是同一种商品。 

D. “仙游县田耗于蔗糖，岁运入浙淮者，不知其几万坛”，由此可以推断出宋代浙淮地区对沙糖的消费量是

巨大的。 

4. 文中哪些证据可以推翻“进入宋代以后，固体的砂糖便成为主流”“宋人消费以固体蔗糖为主”的结论？请

结合材料加以说明。（4 分） 

5. 孟晖对宋人所消费的蔗糖的研究，能给从事相关学术研究的学者哪些启示？请简要说明。（6 分）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部分共 4 小题，1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 题。 

扁担那头的父亲 

卞毓方 

①人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那么，父亲身高一米八，我该长到一米八五，甚至一米九，才对得起达尔文的

进化论。遗憾啊遗憾，我最终只蹿到一米七三，其余二兄一弟，还不如我，两个姐姐，更甭提了。 

②我为什么不能青出于蓝？家人一致认为，首先是先天不足。母亲大人生得过于玲珑，也就一米五出头，正应了俗

谚“爹矬矬一个，娘矬矬一窝”，我的一米七三已属佼天之幸。其次是后天营养匮乏。正在高速成长的当日，碰上了三

年困难时期，果腹都成了头等难题，还长什么长。 

③父亲有顶礼帽，深灰色，冠高而圆，顶部呈三角形凹陷，底部系以黑色缎带，帽檐宽大而略微翘起。听母亲讲是早先闯

荡上海时置的，上海人讲究行头，出客必须穿戴入时。我懂事后，偶见父亲戴过一次， 是去兴化出席二哥婚礼时。其余

日子，礼帽一直放在纸盒里，搁在竹棚上。说不清从哪一天起，我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宏愿：将来，这顶礼帽归我。 

④将来是什么时候？喏，就是等我长得和父亲一样高时。小学期间，我曾无数次偷着试戴，那礼帽拿在手里，温如玉，

软如绒，阔绰而又帅气。唉唉，可惜帽冠太大，我的脑瓜又太小，往头上一套，帽檐一 直滑溜到眼睛，然不住想起成

语“沐猴而冠”。没关系，我还小，有的是长高长壮的机会。 

⑤到了高三，悲哉，我的身高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定格，再次试戴，仍然嫌大。散场敲锣——没戏了。从此只能

仰望父亲高大的背影兴叹，那顶礼帽或许在竹棚窃笑，是的，它属于魁梧，属于伟岸。 

⑥小时候，没人说我长得像父亲。除了身高不及，脸型也不像，父亲的脸明显偏长，我的近似于圆； 父

亲五官的线条是儒家的，外柔而内刚，我的线条却是粗糙的；脾性也不像，父亲诙谐、幽默，我则木讷、无趣。夏日晚

间，一帮小孩捉迷藏，夜深了也不归宿。这时，各家大人就会出来找。找着了，还赖着不肯回，大人出手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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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疯！让你疯！”父亲也会出来找我，他号准我的脉，料定我会往哪儿躲，一下子就逮个正着。见了面，老

远扬起右手，作狠抽狠揍状。我晓得，那是唱戏的胡子——假生气，父亲的巴掌不会落下，吓唬而已。父亲在

家里，从来不发脾气；对外人，更是笑颜相对。四弟元气足，疯劲大，拳头硬，诨名“四乱子”，与小朋友玩

耍，常常话不投机就“看家伙”。有的家长就找上门来，向我父亲告状。父亲总是千赔礼，万道歉，答应等“四乱

子”回来，好生收拾收拾。四弟察知有人告状，蹑手蹑脚踅回，躲在屋角，等着挨训。然而父亲故作视而不见

状，仿佛啥事也没有发生。 

⑦是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吗？非也。“行要好伴，住要好邻”“恼个邻居瞎只眼”是他的口头禅。事后见了那曾被四弟

欺负的小朋友，他总会好言抚慰。父亲对四弟的“劣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非放任自流，而是他晓得四弟只是顽童

意气，骨子里还是个仁义的孩子。父亲有句挂在嘴边的话是“牛大自耕田”，因此，对一时过错无须责打，重在以身作则，

言传身救。果然，四弟上学后，各方面表现皆优。 

⑧为人处世，父亲常讲，宰相肚里能撑船，小肚鸡肠成不了大事。他跟我讲过两个故事，特别强调，是祖上传

下来的。 

⑨其一，“秦穆饮盗马”。秦穆公丢了几匹马，官员发现马被三百多个农夫杀了分吃后，欲抓农夫治罪。秦穆公不愿因

几匹马而伤害百姓，且担心百姓食马肉伤身，让他们喝了酒，放他们回家。后来秦穆公在战场上重伤被围，那三百个农

夫赶了来，舍命将秦穆公救出。 

⑩其二，“楚客报绝缨”。楚庄王大宴群臣时，有人趁乱酒后失礼，拽了楚庄王爱妃许姬的衣袖。许姬扯断对方的帽

缨，以此为记，请求庄王查处。庄王认为情有可原，下令在座者都把帽缨摘下来，尽情欢饮，失礼之人得以逃过一劫。七

年后，楚庄王陷入绝境之时，当年那个非礼许姬的楚军副将冲入重围，救出了庄王。 

⑪这两个故事，令我想到祖父的待人接物，原来这是“家学”。 

⑫竹棚上，在礼帽盒的旁边，还搁着一根扁担。这也是文物级的古董，串联着父亲前半生的许多故事。 这扁担是曾祖父留

下的，祖父用过。父亲说，他去上海打工，在码头上装货卸货，用的也是它。船与码头之间，搭着一尺宽的跳板，挑着

担子走在上面，没经验的，腿会发抖，一不小心，就会栽下河。经验从哪里来？练呀。巷子里放几条长板凳，连

在一起，权当跳板，徒手走，挑着担子走，闭了眼睛走，练腿劲，练胆量。 

⑬1964 年，我去北京念大学，上学时因直言贾祸，陷入困扰。我惶惑，写信给父亲，说不想念书了， 干脆回家种

田。父亲回信：“人都有七灾八难，捆起来经住打，牙打碎了往肚子里咽，挺一挺就过去了。大丈夫要能伸能屈，一根扁

担能睡三个人，天无绝人之路。” 

⑭“一根扁担能睡三个人”，这句话给了我力量。我后来遇到过更大的苦境、逆境，也都是凭了这种信念，咬牙

度过。 

⑮晚岁揽镜，发现我和父亲竟然有几分相像，而且是愈老愈挂相。当初为什么觉得不像呢？这是因为， 那时我面对的是父

亲的不惑之年或天命之秋，以我之稚嫩，去比照岁月的沧桑，当然是合不上辙的。如今我已迈入耄耋，五官逐渐向父亲趋

同，基因相承，血浓于水，繁华落尽，露了本色。 

⑯偶尔玄想，岁月是一根长长的扁担，父亲在那头，我在这头。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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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如玉”“如绒”体现礼帽的昂贵精致，戴上它会显得阔绰帅气，因此“我”迫切想得到这顶礼帽。 

B.父亲寻到晚归的“我”后只扬起手作吓唬状，对犯错的四弟故意视而不见，这些都能看出父亲的教育智慧。 

C.“一根扁担能睡三个人”是父辈年轻时艰辛生活的真实再现，也激励“我”在困难惶惑时咬牙支撑。  

D.小时候“我”的外貌与父亲并不相像，晚年却越长越像，是因为“我”的性格浸润了父亲的脾性、思想。    

7.下列对本文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 开头部分使用精确的数字描述自己和父母的身高，流露出“我”对自己不如父亲魁梧、伟岸的遗憾之情。 

B. “蹑手蹑脚踅回，躲在屋角，等着挨训”，用一连串的动词，生动细致地写出四弟被小朋友家长告状后惶恐不

安的心理。 

C. 文章语言既诙谐风趣又庄重典雅。回忆儿时往事时，多用富有生活情趣的口语；写成年后的经历，多用简洁

凝练的书面语。 

D. 文章结尾化用余光中《乡愁》的诗句，将情感寄寓在寻常事物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出与父亲阴阳相隔的

痛苦之情。 

8. 文章写“我”在父亲的影响下成长，却写父亲留下来的“礼帽”，写祖辈传下来的“扁担”，这样写有什么好

处？（4 分） 

9. 这篇散文讲述了作者在父亲言传身教影响下，形成自己的涵养，学会待人处世，到晚年觉得自己越来越像自己

的父亲，并醒悟到“家学”对人成长的重要意义。请结合全文分析，作者在父亲身上学到哪些“家学”？（6 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4 题。 

材料一： 

亡国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则过无道闻，而善无自至矣。无自至则壅。齐攻宋，宋王使人候齐寇之所

至。使者还，曰：“齐寇近矣，国人恐矣。”左右皆谓宋王曰：“以宋之强，齐兵之弱，恶．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诎杀之。

又使人往视齐寇，使者报如前，宋王又怒诎杀之。如此者三，其后又使人往视。 

使者遇其兄，曰：“国危甚矣，若将安适．？”其弟曰：“为王视齐寇。不意其近而国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乡

之先视齐寇者，皆以寇之近也报而死；今也报其情，死，不报其情，又恐死。将若何？”其兄曰： “如报其情，有

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于是报于王曰：“殊不知齐寇之所在，国人甚安。”王大喜，赐之金。寇至，王自投

车上，驰而走。齐宣王好射，说人之谓已能用强弓也。其尝所用不过三石以示左右左左右皆试引之中关而止。皆曰：

“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过三石，而终 身自以为用九石，岂不悲哉！乱国之主，患

存乎用三石为九石也。 

(节选自《吕氏春秋·壅塞》) 

材料二： 

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是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是故

贤者尽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泽兼覆而不偏，群臣劝务而不怠。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已之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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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故假舆马者，足不劳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绝江海。夫人主之情，莫不欲总海内之智，尽众人之力，然

而群臣志达效忠者，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虽在褐夫刍荛．．，犹不可弃也；使言之而非也，虽在卿相人君，揄策于

庙堂之上，未必可用。明主之听于群臣，其计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责．其辩。暗主则不然，疏远卑

贱者，竭力尽忠，不能知也。 

(节选自《淮南子·主术训》) 10.材料一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

置的答案标号涂黑，每涂对一处给 1 分，涂黑超过三处不给分。(3 分) 

其尝 A 所用 B 不过 C 三石 D 以示 E 左右 F 左右皆试 G 引之 H 中关 I 而止。 

11.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恶，疑问代词“怎么”,与“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的“恶”用法相同。  

B.适，到……去，与《谏逐客书》“适观而已矣”中的“适”词义不同。 

C.刍荛，“刍”指割草，“荛”指采薪，它们相连，在文中指割草采薪之人。   

D.责，责备，与现代汉语中“引咎自责”中的“责”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

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 齐军越来越近，宋人越来越怕，但如实报告情况的人都被宋王杀掉了，最后一个被派去探听情况的人害怕也

被杀掉，就报告说齐军还很远，国人并不怕。 

B. 齐宣王喜好射箭，所用的弓根本不超过三石之力，但因为他受骗于左右侍从，又没有自知之明，所以他一辈

子都认为自己用的弓有九石之力。 

C. 真正的明君，其命令能够向下贯彻，其恩泽能够普遍施予，其臣子能够勤奋工作，而且能如实反映情况， 这是因

为明君善于用人，不单单凭借个人之智。 

D. 材料二的作者认为，对于人们提出的策略，不必考虑提出者地位是高是低、身份是贵是贱，只要策略优   

秀就可以实行，不然，即使卿相提出的策略也不必采用。 

13. 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不可以直言，则过无道闻，而善无自至矣。 

(2)暗主则不然，疏远卑贱者，竭力尽忠，不能知也。 

 

14. 两则材料的论点有何相同之处？主要论证方法有何不同？(3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词，完成 15-16 题 

 

甘州遍· 秋风紧 

毛文锡 

秋风紧，平碛雁行低，阵云齐。萧萧飒飒，边声四起，愁闻戍角与征鼙。 青冢北，黑山西。沙飞聚

散无定，往往路人迷。铁衣冷，战马血沾蹄，破蕃奚
①
。凤皇诏下，步步蹑丹梯

②
。 

https://guoxue.baike.so.com/query/index?type=poem&page=1&author_poem=%E6%AF%9B%E6%96%87%E9%94%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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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蕃奚：多指西北少数民族②丹梯：又称“丹墀”，古代宫殿前石阶以红色涂饰，故称“丹梯”。 

15.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词的上片“平碛雁行低”中的“低”，与“野旷天低树”的“低”有异曲同工之妙。 

B．词人听到号角、战鼓声四起，万端愁绪油然而生，尤其是报国无门之愁怨更为明显。 

C．词人运用了视觉、听觉、触觉，生动地描写了边塞恶劣环境，让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 

D．词的下片通过描写飞沙迷路、马蹄沾血等景象，极力渲染了悲壮气氛，突出了战争的惨烈。 

16. 清人陈廷焯评价这首词的结尾说“结以功名，鼓战士之气”，结合全词，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6   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 小题，6 分）  

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 分） 

（1）《谏太宗十思疏》中，魏征用河流和树木做比，反面申述国君德行不深厚，是不能让国家长治久

安的两句是：“  ▲ ，  ▲ 。” 

（2）《赤壁赋》在写到赤壁之战古战场时，指出此地可以远望夏口和武昌，接着以“ ▲ ，▲ ”两

句描绘其景色。 

（3）仁而爱人始终是守天下的关键，正如杜牧《阿房宫赋》指出的“  ▲ ，  ▲ ”，秦国就不会迅

速灭亡。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 I(本题共 2 小题，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宛成 18-19 题。 

有我之境，是把读书当作人生的避风港。作家毛姆曾说过，养成读书的习惯，就如给你自己建造了一   座逃避人生

几乎所有不幸的避难所。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面对坎坷、遇到挫折，①马不停蹄、一往无前是一种态度，掩卷沉

思、反思自己也是一种态度。前者的精神是雄健的，（ a ）。通过读书，在历史中寻找借鉴，从他人那里汲取经验，

未尝不是②以守为攻、站在问题之外看问题的大智慧。不仅如此，以读   书修身正己，能让人少几分“卷帷望月空长叹”的

烦恼纠结，多一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淡定从容，反   而有助于我们迈过这些坎。 

无我之境，是把读书（ b ）。有人说，读一本好书，是一次精神的修行，是一次灵魂的洗礼。确实， 阅读

和思考是每个人都不会虚度的旅程。它能让人放慢原本急匆匆的步伐，撤掉③火急火燎，摆脱内心浮躁，在流连

字里行间的风景里，找到一个安静的精神角落。苏州有一家大型书店，一个特点就是拥有非常长的楼梯，其意图就

是为了让每个来到书店的人在④拾级而上的过程中，能够放慢脚步，感受书香，从容沉淀。在这个意义上，读书绝不仅

仅是一种放松身心的休闲，更是一种拯救灵魂的生活方式。 

18. 文中加方框的四个成语中有两处使用错误，请标明序号并修改。（4 分） 

 

19. 请在文中括号处补写恰当语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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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4 分）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3 小题，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0-22 题。 

每当回家，我便有一种踏实的感觉，那感觉牢牢．．地贴在心口。家里的门是一种呵护。记得幼时，妈妈 

就常常．．唠叨，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时难。当时，对这话总是似懂非懂，也就不屑一顾。现在想来，真是年少不识

愁滋味。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踏实感，坚守了几十年的精神依偎，却在偶然之间，被一缕细风轻轻．．颠覆。 

风从窗口吹进，礼貌而轻柔。风是无意的，不应该对我有敌意，也不会给我带来什么痛苦，只是一种习惯。风一吹，

我就掉过头，顺着那一习凉，把目光聚焦窗口。我不仅发现了窗外的一切，还看到了一种悬空。树枝轻轻地向我招手，

晃动的只是它纤细的指尖。 

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悬空在这个城市中。一幢楼房，撑起双臂，轻轻地把我高高举起。然后悬空放

置，身不由己。两脚之下，华丽的实木地板，还有地板上的荼几、沙发、电视，都与我一样悬空着。我的心空荡

荡的，仿佛一艘无法泊岸的船，飘忽在浩瀚的海面。天再蓝，离我太远，托起我的是我唯一的依 靠——飘忽不定的

水。在这个城市生存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悬空的，面对黑洞洞的窗口， 我找不到答案，孤独的身

影，幻化成小孩的柔弱的手。 

20.下列语句中，与其他三项的修辞手法不同的一项是（ ）（3 分） 

 A.风从窗口吹进，礼貌而轻柔。 

B.树枝轻轻地向我招手，晃动的只是它纤细的指尖。 

C.一幢楼房，撑起双臂，轻轻地把我高高举起。 

D.孤独的身影，幻化成小孩的柔弱的手。 

21. 下列句子中破折号的用法与画线句子的破折号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3 分）  

A.他用林业收入资助每户村民买了一台电视机——他还有宏伟的设想；还要栽树……   

B.让人留恋的歌声响起，标志着这是一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大年夜。 

C.到山上打柴的记忆，至今都是幸福而快乐的——尽管那是童年时期一种十分辛苦的劳作。 

D.这位选评者把“含香之署”讲成“有香味的房子”；把“怀刺”讲成“怀抱着有刺的东西”---都是全无根据地乱说

一通。 

22. 文中有三个加点的重叠形式“牢牢”“常常”“轻轻”，说说它们和“牢”“常”“轻”相比，语意上各有什么不同。

（6 分） 

四、作文（60 分） 

23.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参考答案仅供参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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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