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12

2021 年秋季高三开学摸底考试卷 03

班级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 分数____________

（考试时间：150 分钟 试卷满分：1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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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下面小题。

在艺术创作生产中，接受者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接受者的地位、意义极大彰显，

使创作者必须高度关注接受者及其审美趣味、爱好，并自觉与之保持良好互动。尤其是，基于庞大的数量、

强劲的消费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年轻”受众日益扮演着带动、示范乃至引领的角色，其作用已覆盖艺

术创作、传播、接受等各环节，渗透到题材选择、人物塑造、主题意旨等各层面，成为了艺术创作生产中

举足轻重的要素。

如果说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文化是对以语言文字为代表的印刷文化的超越，那么，以互联网为代

表的数字文化则带来了更剧烈、更深刻的范式转换和嬗变，而“年轻态”恰是数字文化范式中艺术创作生

产的一种鲜明突出的特征和发展趋向，并极大地突显了年轻化、时尚化等在艺术创作生产中的比重与价值。

“年轻态”创作生产有其艺术规律的内在理路和审美判断的价值标准，在近年来一些抗日题材或革命

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生产中，那种将青春偶像剧的叙事逻辑无边界泛化、无辨别同化，乃至假“致敬”之

名、行娱乐之实，或假“年轻态”之名、行违背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实的做法，着实需要我们高度警醒、

深入思考。

在抗日题材或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发挥 IP 效能、翻拍经典没有问题，创新艺术表现方式理所当然，

选用流量明星扮演革命战士也无可厚非。合适、得体的“年轻态”创作生产，既在主流价值叙事的诸多方

面实现了创新发展，还带给人们耳目一新的审美感受。比如，电视剧《隐秘而伟大》将人物置于乱世背景

下，让怀揣“匡扶正义”理想的年轻人在正义与非正义的对峙中做出忠于信仰的选择。

然而，同为“年轻态”创作生产的《雷霆战将》缘何遭多方诟病？在个案所折射的普遍性、反思性意

义上，“雷剧”标签、偶像剧套路等都是症候，依据“症候”，我们可以深究其审美迷误的内在思维和逻

辑。择要说来，有三方面突出表现：

一是对年轻受众审美趣味、爱好的浅表性误判。对年轻受众审美趣味、爱好的鉴别和表达不可想当然，

不可将青春元素标签式粘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审美时尚的当代性和艺术表达更多地在于优秀的创作

者依凭敏锐的感觉，通过对时代生活中诸多片段、瞬间、偶然的捕捉，洞察时代生活的主题，使片段牵挂

着整体、瞬间系缚着时代、生活表层的偶然现象折射生命意蕴的内在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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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历史真实、艺术真实的悬浮式误解。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孕育出了伟大的抗战精神，然而一

些抗日题材的艺术作品脑洞大开，或脱离史实，或违背常理，致使艺术创作悬浮于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之

上。事实表明，展现历史真实的前提是正确了解历史，呈现艺术真实的前提是尊重历史真实，“年轻态”

创作生产理应顺应势之所至，讲求“事、理、情之所为用”，使作品充盈抗战精神的浩瀚之气。

三是资本逻辑的僭越性误植。近年来一些“年轻态”创作生产存在不少怪现象，尽管原因多种多样，

但资本逻辑的侵蚀、僭越显而易见。这不仅是对艺术的一种伤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在这

种意义上说，“年轻态”创作生产越是渐成主流、越是具有发展的潜能，就越需要自觉恪守“美”的规定

性，越需要有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双重观照，以免创作生产陷入商品拜物教①的资本逻辑，也以免艺术在

舍本求末中沦为蛋糕上的酥皮。

（彭文祥《“年轻态”艺术创作生产的审美迷误与价值复位》）

（注）商品拜物教：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从而使

商品具有一种神秘的属性，似乎它具有决定商品生产者命运的神秘力量。马克思把商品世界的这种神秘性

比喻为拜物教，称之为商品拜物教。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互联网时代，艺术创作接受者的地位、意义得到了极大彰显，接受者必须高度关注创作者并自觉与之保

持良好互动。

B．如果“年轻”的受众没有庞大的数量、强劲的消费能力、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就可能发挥不了带动、示

范、乃至引领的作用。

C．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文化超越了以语言文字为代表的印刷文化，而当今的数字文化则引起了更为剧

烈的范式转变。

D．创作者因为拥有敏锐的感觉，通过捕捉生活细节，洞察时代主题，使得片段关联整体、瞬间现象折射出

生命的光辉。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借鉴了文学创作中的接受理论，以接受者为切入点展开论述，整体上呈现递进式结构，论述逐层深

入。

B．文章采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论证了“年轻态”创作生产有其艺术规律的内在理路和审美判断的价值标

准。

C．文章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揭示现象的基础上，也具体阐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照应了题目中的“价

值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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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文章末尾处用“蛋糕上的酥皮”为喻，形象地批判了创作者陷入商品拜物教的逻辑，艺术创作舍本求末

的现象。

3．下列关于原文艺术创作“年轻态”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年轻态”是数字文化范式中艺术创作的鲜明特征和发展趋向，显示了年轻化在艺术创作生产中的比重

与价值。

B．只要“年轻态”创作遵循了艺术规律和审美价值标准，就很有可能避免出现假“致敬”之名、行娱乐之

实的现象。

C．在抗日题材或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启用流量明星扮演革命战士也是可取的，因为这实现了创新发展，

让人耳目一新。

D．“年轻态”创作生产越是渐成主流、越是具有发展潜能，就越要自觉恪守“美”的规定性、重视历史理

性和人文关怀。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三星堆遗址得名于清代《汉州志》：“广汉名区，雒城旧壤……其东则涌泉万斛，其西则伴月三星。”

遗址最早发现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1934 年，原华西大学美籍学者葛维汉进行了第一次发掘。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门重新启动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1986 年发现一、二号“祭祀坑”，出

土珍贵文物千余件，多数文物前所未见，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1987 年，考古工作者提出“三

星堆文化”命名，推断其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周之际。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国家文物局指导四川省开展大规模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不断明确三星堆遗址分

布范围、结构布局，逐步廓清了三星堆文化分布范围，揭示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夏商文化的密切关系，

并逐步探明三星堆文化源流。

（摘编自蒋肖斌《溯源三星堆文化，发掘仍将继续》，《中国青年报》2021 年 3 月 22 日）

材料二：

不同于中原系统的青铜人物造像，以及带有古代欧亚文明色彩如黄金制品、立体的青铜神像等出土文

物，让不少人认为，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某种异域文化。但从大量中原式样的青铜尊，以及

象牙雕刻的中原式云雷纹来看，都仍在中国本土文明范围内。

比如，把青铜礼器作为一个文明最重要的价值承载体，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无论是古埃及、爱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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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都没有将其上升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高度。而古蜀文明、中原

文明，在这一点上是一脉相承的。

从青铜礼器的形制看，夏代二里头的绿松石青铜兽面牌，在三星堆有类似发现，二里头的玉牙璋以及

祭祀鬼神的陶盂，在三星堆也有大量分布。即使是在夏朝灭亡后，三星堆的古蜀文明仍在礼制上保守着中

原传统。

从商代礼制上讲，这次新发现的祭祀坑中，有中原式青铜尊出土。尊是酒器，殷人重酒，人类学家张

光直先生就曾指出，酒在商代祭祀中具有通神的重要意义。这一点也被古蜀人所接受。再如青铜神树，在

中原观念中，宇宙中的神树是扶桑、建木，是太阳神鸟栖息和轮番工作的所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

有九只鸟，暗示有一只正是天上的太阳。此种观念和表达，都与中原文明别无二致。

因此，结合这次三星堆的新发现可以看出，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

（摘编自李竞恒《三星堆新出土文物，再证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分支》，《新京报》2021 年 3 月 22

日）

材料三：

在三星堆祭祀区发掘现场，密封的考古发掘舱内，考古人员身穿防护服操纵机械进行发掘……不少记

者现场感叹，这里像实验室一样充满科技感。

1986 年，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完成抢救性发掘，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考古工作者很快对遗址实行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如今，全新技术支持下的

新时代考古，不仅能够最大程度降低考古发掘对于遗迹现场的影响，也为进一步研究留存了更大空间。

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是华夏先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凝聚着我们奋进新征程

的精神力量。在这次被大家称作“三星堆上新”的考古过程中，人们通过网络直播与新闻报道，热烈而深

入地参与到考古互动中。当古代文化与现代生活相遇，人们展现出探讨历史、关注文化的浓厚兴趣，使得

考古不再“冷门”，文物不再“高高在上”。文化自信和自豪感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进一步加

深了公众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与尊崇。

据悉，三星堆保护规划以及申遗的相关工作已经展开。展望全国，北京长城抢险加固项目坚持“最小

干预”原则、最大限度保持长城景观原貌，西安地铁建设因文物保护需要而深挖和绕行，杭州良渚遗址文

物保护核心区开展居民搬迁……各地探索着各具特色的文物保护和利用发展新模式，绘就出一幅历史文物

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的崭新画卷。

研究历史是为了开拓未来。做好新时代的文物保护与研究工作，一定能为强国征程贡献更为深厚的文

化自信和蓬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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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宋豪新《引人注目的“三星堆上新”考古过程》，人民网 2021 年 3 月 30 日“人民时评”）

4．下列对“三星堆”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三星堆遗址得名于清代的《汉州志》，这可以证明，三星堆文化具有不容置疑的中华文明属性。

B．三星堆遗址最早发现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但直至 1934 年，才有美籍学者进行了第一次发掘。

C．从特征上而言，三星堆文化是一种青铜文化，考古学者推断其年代约当于中原的夏末至商周。

D．1986 年发现一、二号“祭祀坑”以后，国家文物局并没有中断对三星堆遗址的相关研究工作。

5．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有人认为三星堆文明可能是异域文明，其重要依据就是三星堆出土了异于中原系统的青铜人物造像，以

及带有古代欧亚文明色彩的黄金制品等。

B．目前已知的古老文明如古埃及、爱琴文明等，都没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认识高度，但古蜀文明

与中原文明，在这一点上是一脉相承的。

C．从器物层面来看，三星堆出土了陶盂、中原式青铜尊等礼器；从观念层面来看，青铜神树暗示了太阳神

鸟的作息，这些都与中原文明关系密切。

D．“三星堆上新”引发热烈而深入的考古互动，不仅展现了人们探讨历史、关注文化的浓厚兴趣，也体现

了新的时代人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

6．请综合以上材料，谈一谈如何“做好新时代的文物保护与研究工作”。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3小题，共 15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乡村匠人

王振东

“钉锅锢漏锅，钉搪瓷盆子补漏锅——”每到一村，肩挑火炉风箱的补锅匠刘仁德就用这别具一格的

吆喝声招揽生意。

那年头，乡下人烧柴火做饭，用的全是铁锅。久了，锅底会结一层厚厚的炭垢、锈垢，与锅铲勺子经

常摩擦的部位渐渐变薄，最终磨出个洞、裂出道缝来。就这也舍不得扔，等游乡揽活儿的补锅匠来了，补

补再用。

刘仁德边喊边在村中央找寻一块空地，摆好家什，静等开张了。

大人们一听是黄土洼的补锅匠刘仁德，纷纷拿来破锅烂盆，交给他修补。他一瞅一敲，就能断定出锅

上是小裂缝，或者是小洞。用不着大动干戈的，便拿出特制的铁片，拼在裂缝小洞处，敲敲打打，丁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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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声中，锅就修好了，再抹上腻子，保准滴水不漏；如若毛病大，修理起来就比较费事了，得先把碎铁在

坩锅里熔化成铁水，舀一小勺放到有草木灰的左手窝里，从锅底的漏洞处揞上去，右手持一根用粗布卷成

的炭棒，一按，“刺——”，冒出一股白烟，再一磨，铁锅就完好如初了。

补漏锅，以疤计价，乡下人都知道。补好后，查一下多少个疤，几角几分一目了然。所以，锅的主人

都想让少补几个疤。

刘仁德手艺好，人品更好，尽量少补疤。人们都乐意将破锅烂盆拿给他修补。

手艺人都收徒弟。刘仁德却不。谁知最后自破规矩，不但收了，还一下子收了俩。

村西头的马小聪，两岁时死了爹，随娘改嫁到黄土洼，十四岁那年，继父也在一次车祸中命丧黄泉。

小聪他娘把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为让儿子学个手艺，提了一兜鸡蛋、一包白糖，来到刘仁德家，

放下东西就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刘仁德心肠软，见不得谁伤心落泪，一拍胸脯，说：“小聪他娘，明儿个

就让小聪过来吧，我会把手艺一点不留地教给他。”

收了一个徒弟，已违了刘仁德的初衷，可不久的一天，村东头的麻婶带着她的孙子大诚也来到他家。

求刘仁德看在她的老脸上，收下孙子做徒弟。大诚五岁那年，麻婶的儿子媳妇先后暴毙，麻婶一把屎一把

尿把大诚拉扯大，这些年日子过得确实不易。刘仁德是个热心肠，一拍大腿，说：“婶子，明儿个就让大

诚过来吧，我会把手艺一点不留地教给他。”

从此，每当游乡揽活儿，小聪和大诚都随同师傅刘仁德前往。

传说猫教老虎还留一手哩，但刘仁德不这样，他言必守信，手把手教两个徒弟，一招一式讲得十分到

位，把补锅的手艺毫不保留地教给了两个徒弟。不但教手艺，还教做人。他说：“做事得先做人。咱别指

望从他们身上赚多少钱，只要能糊口就中。破锅烂盆能小修决不大补，能少补决不多补！”

两个徒弟忙不迭地点头。

时间很快过了两年，大诚出师了。小聪却仍跟着师傅学。

有好事者便对小聪说：“瞅瞅，你师傅偏心！你比大诚拜师还早，咋不让你先出师？”

小聪当然知道这些，但不敢问师傅。

刘仁德心里也清楚，小聪肯定有想法。但他佯装不知，只是教得更上心了。补锅时要用尖头锤子探测

漏锅的损坏程度，每当这时，他就看着小聪操作，适时提醒：“中了，不用再往前探了。”小聪就停止了

探测。

过了半年，刘仁德终于同意小聪出师了。

出师那天，刘仁德专门让老婆炒了几个小菜，为小聪饯别。

刘仁德斟满两杯酒，一杯递给小聪，一杯留给自己：“小聪啊，你的手艺可以独自揽活儿了，今儿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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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让你出师。只是师傅求你一件事，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说是我的徒弟。”

徒弟出师，师傅都希望为他传名，可自己的师傅却说出这样的话，小聪一时愣了。

“其实，你比大诚有灵性，学艺也有钻劲，论手艺，应该比大诚早出师。”

小聪不解地看着师傅。

刘仁德灌下一杯酒：“知道为啥让大诚出师而不让你出师吗？你手艺虽好，但做人有个毛病，这毛病

不改，踏入社会是很难立住脚的。平时我多次提醒你，你却不以为然。今儿个我最后一次给你说，要不就

是放你走了，也不算真正的出师。”

小聪往师傅跟前倾了倾身子，瞪大眼睛，急切想知道师傅说的是啥毛病。

“生意人最讲究诚信。咱补锅大小也算个生意，你却耍些小聪明，糊弄人家。就说那次在卞庄，田大

妮那锅明明三个疤就解决问题了，你却给人家捣出六个疤的洞，让人家多出了一倍工钱。你那点小把戏能

瞒过田大妮们，能瞒过我？”

原来师傅一直在暗中看着自己！小聪的脸臊得火辣辣的，像泼了一层辣椒水。

“还有在前洼，你为孙老太补盆，孙老太回家一盛水，还漏。漏了咱重新补就是了，你却把责任推到

大诚头上。不诚实的人是很难在世上混的呀！”

小聪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羞愧地低下了头。

“小聪啊，锅盆坏了可以修补，这人心要是不正，想补可就难了啊！”

扑通，小聪跪在刘仁德面前，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

（选自《短篇小说》2020 年第 11 期）

7．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虽然没有交代具体时间和故事发生的背景，但补锅匠刘仁德师徒的生活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B．文章在写刘仁德补锅时，多处使用细节描写，把补锅匠的一言一行描绘得真切具体，如在眼前。

C．文章通过刘仁德为乡邻们补锅和精心传授两个徒弟技艺的故事，揭示了传统技艺不能丢的主题。

D．文章不论是叙事时的语言，还是人物之间的对话描写，都质朴自然，且口语化，给人以亲切之感。

8．马小聪作为次要人物，在文中有何作用？请简要分析。

9．新时代应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所谓工匠精神就是从业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工匠精

神”在刘仁德身上有怎样的体现？请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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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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下面小题。

张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颖悟夙成，长师胡宏，宏称之曰：“圣门有人矣。”以荫补官，浚起谪籍，

开府治戎，参佐皆极一时之选。拭时以少年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所综画，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也。

间以军事入奏，孝宗异其言，于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汤思退用事，遂罢兵讲和。金人乘间纵兵入淮

甸，庙堂．．犹主和议，至敕诸将无得辄称兵。时浚已没，栻营葬甫毕，即拜疏誓不言和。疏入不报。久之，

刘珙荐于上，明年，召为吏部．．侍郎。时宰方谓敌势衰弱可图，栻曰：“臣窃见比年诸道多水旱，民贫日甚，

而国家兵弱财匮，官吏诞谩。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上为默然久之。知静江府经略安

抚广南西路朝廷买马横山岁久弊滋边氓告病而马不时至栻究其利病奏革之诸蛮感悦争以善马至改知江陵府，

安抚本路。郡濒边屯，栻以礼遇诸将，得其欢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义，有功辄补官，士咸感奋。并淮

奸民出塞为盗者，捕得数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盗中。拭命斩之以徇于境，而缚其亡奴归之。拭有公辅之望，

卒时年四十有八。病且死，犹手疏劝上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天下传诵之。

孝宗闻之，深为嗟悼，四方贤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吊，而江陵、静江之民尤哭之哀。嘉定间，赐谥．．曰宣。淳

祐初，诏从祀．．孔子庙。栻为人勇于从义，栻之言曰：“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者本心之当为，非有为而为

也。有为而为，则皆人欲，非天理。”此栻讲学之要也。

（节选自《宋史·张栻传》）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朝廷买马/横山岁久弊滋/边氓告病/而马不时至/栻究其利病/奏革之/诸蛮

感悦/争以善马至/

B．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朝廷买马横山/岁久弊滋/边氓告病/而马不时至/栻究其利病/奏革之/诸蛮

感悦/争以善马至/

C．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朝廷买马横山岁久/弊滋边氓/告病/而马不时至/栻究其利病/奏革之/诸蛮

感悦/争以善马至/

D．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朝廷买马横山/岁久弊滋/边氓告病/而马不时至/栻究其利病/奏革之/诸蛮

感悦争以善/马至/

11．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庙堂，指太庙的明堂，也指古代帝王祭祀、议事的地方，文中是指宋朝朝廷。

B．吏部，为六部之一，主管全国文武官员的挑选、考查、任免、升降、调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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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赐谥，古代大臣死后，朝廷依据其生前的事迹来进行褒贬评定，并给予称号。

D．从祀，指古代宗庙祭祀中，在主要祭祀对象外设置关联密切的次要祭祀对象。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张栻聪颖早成，深受时人赏识。老师胡宏称赞他是圣贤的传人，张浚的部下认可他的谋划能力，孝宗也

十分欣赏他的言论。

B．张栻立场鲜明，又能审时度势。金兵入侵淮甸时，他反对和议；宰相认为敌势衰弱可进攻时，他又分析

形势认为并非良机。

C．张栻扫除积弊，治事赏罚分明。他革除买马一事存在的弊端；又礼待诸将加恤士兵，补官有功之人，同

时斩杀北方的逃奴。

D．张栻崇尚道义，赢得传世口碑。他勇于从义，去世前还劝谏皇上要秉持公理；生前深受当世赞颂，死后

也为后世纪念景仰。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臣窃见比年诸道多水旱，民贫日甚，而国家兵弱财匮，官吏诞谩。

（2）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者本心之当为，非有为而为也。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分）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下面小题。

咸阳①西门城楼晚眺

许浑②

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③。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

行人莫问当年事，渭水寒声昼夜流。

（注）①咸阳，今属陕西，汉时称长安，秦汉两朝在此建都。隋朝时向东南移二十里建新城，即唐京师长

安。唐代咸阳城隔渭水与新都长安相望。②许浑，晚唐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以怀古、田园诗见长。③

汀洲，水边之地为汀，水中之地为洲，这里指代诗人在江南的故乡。

14．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首联扣题抒情写景。其中“蒹葭”，暗用《诗经•秦风•蒹葭》的诗意，表达思念心绪。

B．“山雨欲来风满楼”形象地写出了山城暴雨即将来临时的情景，景致凄迷，意远而势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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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颈联写近景，诗意转折，鸟下绿芜，蝉鸣高树，其自在悠闲的神态冲淡了诗人内心的愁怨。

D．尾联融情于景，以不变写变，与刘禹锡的“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有异曲同工之妙。

15．这首诗以“愁”字统领全篇，体现了中国文人登高而悲的文学传统，结合全诗分析诗人登高远眺引发

了哪些“愁”？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3 小题，6分）

16．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思考和学习有密切的关系，正如荀子在《劝学》里提到的“思”和“学”的关系，孔子在《论语》中

也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揭示了两者的关系。

（2）李商隐《锦瑟》中表现作者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境界的两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古代有许多描写音乐的名句，常以侧面烘托的手法凸显乐曲的高妙，如苏轼《赤壁赋》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 3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建筑是人们利用自然或人造材料营建的各类实体性生产与生活设施，建筑的文化属性则是（ ① ）

于人造物体之中的技艺、习俗、风格和审美意识等。正是由于后者的深度精神性参与，才让建筑有了“凝

固的音乐”的美誉。

近些年，人们欣喜于一批（ ② ）、堪为文化地标的新建筑陆续问世，对于一些怪诞丑陋的建筑也议

论颇多。建筑的美丑、适宜，则涉及当代建筑如何继承与创新，深层次看，直接体现设计建造者的审美品

位。

赓续传统根脉，注入时代新质，二者有机结合，方可让建筑的传统风貌与时代气质（ ③ ），（ ④ ）

为当代建筑留取鲜明的文化印记，（ ④ ）让人们找到乡愁的记忆。传统的沿革存续是动态的历史进程。

如果不能吸纳与兼容现代科技和新的审美元素，如果没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如果无法

激情洋溢地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风尚，建筑艺术不可能保持长久而旺盛的生命活力。

17．下列填入括号内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A．①熔铸②独具匠心③水乳交融④既……又……

B．①包含②独具匠心③交相辉映④只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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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①包含②巧夺天工③交相辉映④既……又……

D．①熔铸②巧夺天工③水乳交融④只有……才……

18．下列各项中，和画波浪线的句子使用的修辞手法相同的一项是（ ）

A．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B．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

C．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D．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9．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修改正确的一项是（ ）

A．建筑的美丑、适宜与否，则涉及当代建筑如何继承与创新，深层次看，直接体现设计建造者的审美品位。

B．建筑的美丑、适宜，则涉及当代建筑如何继承与创新的问题，深层次看，直接体现设计建造者的审美品

位。

C．建筑的美丑、适宜与否，直接体现设计建造者的审美品位，深层次看，则涉及当代建筑如何继承与创新

的问题。

D．建筑的美丑、适宜，直接体现设计建造者的审美品位，深层次看，则涉及当代建筑如何继承与创新。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2 小题，11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冬天，一个适合和一切擦出“火花”的季节，这不，静电又出现了。开车门的瞬间，脱毛衣的瞬间，

我们经常能感受到静电的存在。不仅被电还到处放电……虽然静电十分常见，但是我们也不能小看了它，

如果不积极预防、及时释放，静电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成为冬季里的一大烦恼。

那么，冬季来临， ？一般来说，我们应尽量选择柔软顺滑的丝绵类衣物，少穿易起静电的化

纤类衣物。针对常见的毛衣、针织衫等衣物，清洗时可提前用柔顺剂浸泡一遍，或将柔顺剂用水稀释，喷

洒于衣物上， ，从而有效减少因摩擦产生的静电。 ，可在衣物之间夹进报纸，或将纯棉衣

物夹放在编织衣物之间，可以防止衣物摩擦产生静电。

20．在上面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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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请根据上面两段文字，概括静电特点。

四、写作（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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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

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

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智慧将代

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恨，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这时，我们

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

等的携手了。”

——方志敏《可爱的中国》

这是八十五年前革命先烈在狱中描绘的美好愿景。请你以“中国青年”的身份写一封信给方志敏烈士，以

“可爱的中国”为主题，讲述今日中国之面貌，告慰烈土英灵。

要求：结合材料内容及含意完成写作任务；选好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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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