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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标准学术能力诊断性测试 2019 年 9 月测试 

语文试卷 

本试卷共 15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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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殷代前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驾驭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难以预知的各种自然灾害是

当时人类的最大威胁，“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就是他们艰难生存的历史写照。所以，周初的德治体

系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提出了德治的三个原则，即“应时”“应和”“应戒”——从人与天时来

看，要“应时”；从人与天命来看，要“应和”；从人与天灾来看，要“应戒”。 

“应时”即人的活动应顺应天时节令。因为在人类早期社会，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与对自然

的崇拜结合在一起的。“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实践经验，既是对自然变化规律的理解和把

握，又是对人类生产活动的规范和引导。安排生产的一个重要规范和原则就是做到应“时”。 

《尚书》开篇《尧典》中，尧帝安排羲和按照日月星辰的变化规律制定了历法。在历法的制定中

体现了将日月星辰的周期变化与动物的生长变化规律以及人类实践活动相联系的一种整体性思维模

式。春分的划定，在天依据的是昼夜的长短和星体的位置，在地表现为动物开始交配繁殖，对应人的

活动则是开始播种。夏至的划定，也是依据的昼夜长短和星体的位置，夏至在地面的表现是动物的羽

毛稀疏，对应的人类的活动是迁到高处居住。秋分和冬至的划分也是依据的昼夜与星体的变化，秋分

在地面的标志是动物开始长出新的羽毛，对于人类而言，可以回到平原居住；冬至在动物身上体现为

有密厚的羽毛，人类要居住在室内。 

在对四季的划分中可以看到日月星体的运转—动物的生长—人的活动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

体。在高度依赖自然环境的时期，时令是指导和支配人类安排实践活动的准则，是人类得以在自然界

生存的保障。舜帝在对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之上进行祭祀四方和名山大川。二月东巡，祭

祀岱岳；五月南巡，祭祀南岳；八月西巡，祭祀西岳；十一月北巡，祭祀北岳。 

《尚书》把人类的活动和自然的变化紧密联系，在初步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倡导

应时而动。人类在从事各类活动之前都会举行仪式祭祀天地，这就是对自然的敬畏，西周之后更是如

此。吸收了商纣失德逆天的教训，周王朝重视礼制，礼制其首即礼天，要求人们敬畏天命，应时而作。 

“应和”即为崇德。在《尚书》中，人际关系是否和谐、人与物关系是否和谐是判定一个人（君

主）是否有良好道德的重要标准。例如，尧之德表现为通过“亲九族”而“协和万邦”；舜以“好生

之德，洽于民心”；文王之德在于“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以求“咸和万邦”；周公“师保万民，民怀

其德”。“安民”“恤民”是《尚书》评价君王德行的又一重要标准。例如，尧帝“克明俊德”，并通过

“敬授民时”而使九族、百姓、万邦乃至“黎民于变时雍”。“安民”“恤民”是在因“天命靡常”意

识产生后而忧位、忧君推演出来的道德命题。 

对于君主而言，道德还具有更深层的重大意义，即君主是否有德更进一步关系到天命的变更。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君主如果失德就会失天命，只有良好的道德才能守天命。“弘于天若，德裕

乃身，不废在王命。”《尚书·泰誓》中记载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的原因在于商纣失德被天命所抛弃。周

武王将商纣王沉溺酒色、残暴虐杀、昏庸、奢侈等失德行为看作是对上天的不敬，而他自己是根据天

命来判断商纣是有罪的，“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

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商纣失德，是天命要诛杀

他。如果不顺应天命将其诛杀，那么罪与商纣同等。 

通过圣王治理社会的历史可以看出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殷人在把权力看作是祖先神恩赐

的背景下提出了道义的正当性，以自己“明德”的途径与天命相关联，把德行看作是天的本意。“皇

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能受到上天的佑助，只有仁爱的君

主才能获得民心的归附。君主道德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惠民。而在德治中，君主与民众关系的和谐、

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真正做到万物和顺，才是民得以生、王之为王的前提条件。 

“应戒”即强调有德之人应顺应天道，不做失德之事。《尚书》通过道德与天命的关联追求万物

和顺，失德不仅会引起天命的更换，还会招致天灾。“天”在元典时代人的心目中居于至高无上的位

置，“天命”一度曾被人们视为是不可抗拒的，“顺天道”“明祖道”成了君王是否有德的评判标准，

“天命”成了天道运行的法则，尊“天命”就必须要顺“天道”。需要指出的是，《尚书》中的“天”

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人们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思考，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属性和发展变化规律的

高度概括。《尚书》中的“天命不僭”“格知天命”“祈天永命”，殷商诸王的“率民以奉天”都很清楚

地体现了商周时期对“天命”敬畏。 

君主之德贯通天地，关系到鬼神及万物的存在状态。君主之德与天灾和万物的生存状态相关联，

在有德的君主的管理下，鬼神及万物都得以安宁，不会出现天灾。如果君主“肃”，雨则适时；君主

“乂”，晴则有时；君主“晢”，暖得时；君主“谋”，寒得时；君主“圣”，风顺时。相反，君主失德

则会出现天灾。君主、卿士和百官对社会的治理与自然环境有规律地孕育万物一样需要一定的规范。 

在古代社会，非常重视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据《尚书·胤征》记载，掌管天文历法的羲氏、和

氏失德，沉湎于酒，扰乱历法，于是就出现了天体运行失常的情况。在当时看来，掌管天文历法的人

失德，其危害比烈火还要严重。这一方面说明了人们对天时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古人认为

人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意义都与天地系统的整体运行状态相关。 

（摘编自李青唐《从〈尚书〉观周初德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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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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荡析离居，罔有定极”的生存状况，促使周初的德治体系提出了德治“应时”“应

和”“应戒”的三个原则。 

B．“天”在元典时代人的心目中居于至高无上的位置，是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属性和发

展变化规律的高度概括。 

C．惠民是君主道德的一个中心内容，认为使民得以生才能使君主与民众的关系和谐、与自然的

关系和谐，真正做到万物和顺。 

D．《尚书·胤征》羲氏、和氏失德导致天体运行失常的记载，反映出古人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意义与

天地系统的整体运行状态相关的思想。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舜帝基于对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认识，择月出巡山川，祭祀四方，可见在人类早期社会，“应

时”是人类活动的重要特征。 

B．商纣失德失民心，是天命要诛杀他。所以，周武王君臣同德度义，应天顺民讨伐商纣，将其

诛杀，就不会被天命所抛弃。 

C．《尚书·泰誓》中记载周武王讨伐商纣的历史，运用因果论证的办法证明了君主是否有德关系到

天命的变更的道德的深层意义。 

D．《尧典》中尧帝安排羲和制定历法，证明舜帝在对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之上进行祭

祀四方和名山大川是“应时”之举。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古人的“时”既是对自然变化规律的理解和把握，又是对人类生产活动的规范和引导，与今

天人们对“时”的认识异同互见。 

B．《尚书》中记载尧帝安排羲和按照日月星辰的变化规律制定了历法，可见“天命不僭”的思想

在古人观念中的重要性。 

C．古人认为，君主通过道德与天命的关联追求万物和顺，对社会的治理符合一定的规范，不失

德，就不会招致天灾。 

D．在古代社会，非常重视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与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驾驭自然的

能力极其有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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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3 日“嫦娥四号”探测器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

坑内，实现了人类探测器的首次月背软着陆和巡视探测，并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了世界第一张

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解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 

对于天文学家来说，月球背面一直非常神秘。由于月球绕地球公转的周期与月球自转的周期相

同，所以月球总有一面背对着地球，人类在地球始终无法看到月球的背面。此次嫦娥四号着巡组合体

着陆区，位于月球背面的艾特肯盆地。艾特肯盆地是目前发现的太阳系固体天体中最大最深的盆地，

其中 90%的面积都分布在月球背面，只有一小部分在月球正面，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更让科学家

们感兴趣的是，月球背面独特的电磁场环境和地质特征，非常适合开展低频射电探测等空间天文学

研究和月球物质成分探测等科学研究。由于屏蔽作用，在地面上无法开展低频射电的观测，到月球背

面就可以开展，这样将填补射电天文领域在低频观测段的空白。此外科学家们还发现，月球背面的岩

石更加古老，如果能够获取更古老的岩石类型等物质成分信息，对我们了解月球的化学成分演化过

程也会有很大帮助。 

从“嫦娥一号”拍摄的全月球影像图，到“嫦娥二号”首次实现我国对小行星的飞跃探测，到

“嫦娥三号”成功实现落月梦想，再到“嫦娥四号”探测器自主着陆……月球探测工程，成为我国

航天事业发展的又一座里程碑，开启了中国人走向深空探索宇宙奥秘的时代，标志着我国进入具有

深空探测能力的国家行列。 

（摘编自新华网马倩《“嫦娥四号”月背探索记》） 

材料二： 

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的嫦娥四号探测器，经过 20 多天环月飞行，终于等到目的地南极-艾

特肯盆地陨石坑迎来曙光，在距离月球约 6.5 万公里，环绕地月 L2 拉格朗日点，能同时看见地球和

月球背面的中继星“鹊桥”的通信协助下，嫦娥四号上的变推力发动机被点燃，探测器的速度从相对

月球 1.7 公里每秒降到接近为零。探测器调整了姿态，朝着艾特肯盆地中冯·卡门撞击坑相对平坦的

坑底垂直降落下去。当它距离月面约两公里时，太阳从东方照射月面形成的投影被探测器上的相机

捕捉到，经过计算机“大脑”处理，它识别出下方的大石块和陨石坑，进行了第一次避障；当距离月

面 100 米时，它在空中悬停，利用激光扫描识别出月面上更小的障碍物以及坡度，它的“大脑”再次

计算，寻找到一个较为安全的地点作为着陆点。当距离月面两米时，探测器上的发动机停止工作，怀

抱着月球车的金光闪闪的着陆器依靠自身重力落下，四条腿稳稳站立在荒凉的灰色月面，扬起一片

月尘。 

此次探月，嫦娥四号突破了一批重大关键技术，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与巡视探测，

突破月球背面复杂地形地貌识别、高精度自主着陆控制与自主避障等技术；突破高增益可展开天线、

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中继轨道设计等关键技术；突破强背景噪声环境下空间低频电场信号提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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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电磁波高灵敏度接收技术等。 

（摘编自冯华《翩然落月背，再赴广寒约》） 

材料三： 

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月球背面，标志着中国的航天计划又树

立起一座新的里程碑。此次任务不仅是一项科技成就，也是对中华民族复兴梦想的一个完美注脚。” 

俄罗斯航天集团总裁罗戈津表示，在此次探月的大型项目中，嫦娥四号探测器的电力供应系统

就使用了俄方制造的放射性同位素电池。荷兰奈梅亨大学无线电实验室主管马克·克莱因·沃尔特表

示，嫦娥四号探测器将利用荷兰研制的低频射电探测仪，聆听来自遥远宇宙的声音。德国明镜在线网

站称，德国基尔大学科学家研制的月表中子与辐射剂量探测仪，将参与“勘探”深埋月下的“矿藏”。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顾清扬表示，嫦娥四号着陆月背不仅是中国航天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也是全人类探索太空的重要一步。它的意义不仅局限于中国本身，更是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开辟了

广阔的合作前景。 

（摘编自人民日报《国际舆论热议嫦娥四号成功着陆月背：人类太空探索里程碑》） 

4．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嫦娥四号”探测器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的南极-艾特肯盆地陨石坑，艾肯特盆地是太阳系固

体天体中最大最深的盆地。 

B．“嫦娥四号”探测器经历了发动机被点燃、减速、姿态调整、垂直降落、避障、悬停以及缓速

下降的过程，最终实现月背着陆。 

C．嫦娥四号探测器实现了月球背面软着陆与巡视探测，突破了复杂地形地貌识别、高精度自主

着陆控制与自主避障等关键技术。 

D．顾清杨副教授认为，嫦娥四号着陆月背除了是中国航天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还为人类和平利

用太空开辟了广阔合作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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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嫦娥三号”到“嫦娥四号”探测器自主着陆，可见我国月球探

测工程在不同阶段都取得了技术进步。 

B．“嫦娥四号”探测器在中继星“鹊桥”通信协助下，方能实现自主着陆，彰显了我国信息传输

技术的高稳定性和高精度性。 

C．从材料一和材料三可知，“嫦娥四号”月背着陆不仅是我国探月工程的重大突破，也运用了俄

罗斯、荷兰等国家的前沿科技。 

D．在相关国际评论中，外媒对“嫦娥四号”月背着陆给予了积极肯定的评价，其中俄罗斯、德

国、荷兰和新加坡的评价有所不同。 

6．以上三则材料中叙述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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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自成（节选） 

姚雪垠 

李自成率领着中军营和标营将士以最快的速度增援后队。翻过两道土岗，他看见漫山遍野尽是

官兵的旗帜和人马。 

那些正在退下来的人们一看见闯王来到，立刻返身投入战斗，与追杀而来的左世雄迎面相撞。 

左光先的侄儿、参将左世雄，面如涂赭，绰号红面虎，在左营里是一位有名的虎将，平日左光先

常夸他有“万夫不当之勇”，倚为军中长城。他追杀农民军正在十分得手，忽见闯王来到，便在马上

狂呼大骂，声如虎吼，须发戟张，目眦尽裂，横刀跃马，来战自成，满以为立功封侯，就在顷刻之间。

不料李自成既不叫喊，也不说话，马疾手快，犹如闪电，但见寒光一晃，左世雄还没有来得及招架，

己被刺落马下，自成杀散左世雄手下人众，直取左光先的中军。 

看见李自成带着骑兵冲杀过来，左光先立刻带着他的最精锐的标营相迎，在两座小土山中间的

平川上展开了极其惨烈的血战。左光先在过去没有同李自成本人直接交过手。在战斗大约进行一刻

钟以后，他不得不在心中佩服李自成果然名不虚传，真正是一位了不起的好汉。像李自成这样勇敢、

沉着、机警、剑法熟练的敌将，他还是初次遇见。他同李自成有时碰到一起，单独交锋，形成将对将、

兵对兵的厮杀局面；有时，因某一方的偏将和亲兵一拥上前，变成了混战局面。 

尽管在进行着惨烈战斗，李自成还继续保持着相当冷静的头脑，一刻也没有忘掉整个战局，他明

白时间拖长对他是很不利的，如果同左光先纠缠得过久，正面阵地就有被曹变蛟突破的危险。当他同

左光先厮杀了将近半个时辰的时候，他忽然把主剑一挥，使他的骑兵向后撤退，他自己也拨马而走，

只觉得马蹄飞一般地奔腾，地上的草呀石呀接连着闪过，丝丝缕缕的战袍下摆向后飘飞成一支一支

戈矛。 

左光先正觉得自己没法取胜，心中有点慌张，忽见李自成的人马后退，心中猛一高兴：“到底你

招架不住！”随即率领着人马追杀过来。追不远，忽见自成勒转马头，取弓在手，他心知中计，本能

地把上身往鞍子上猛一伏，同时小声叫道：“不好！”刚说出这两个字，只听当的一声，一箭射中他的

盔尖，盔缨飞出一丈开外。他大吃一惊，赶忙勒住马头。正在这当儿，又听见嗖的一声，他身边的旗

手应声落马，大旗倒在他的身上。他正在不胜惊骇，李自成率领着人马杀了回来。 

如果是一般将官，在这样情形下很容易失去了迎战力量，回马而逃，即使不回马而逃，只要他惊

慌失措，也会影响自己的部队，立刻瓦解。但是左光先尽管不胜惊骇，看见闯王回兵杀来，仍能大呼

大叫地进行迎战，表现得非常勇敢。他手下的将士们看见主帅如此，也都有了胆量，战斗得十分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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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不过左光先已经不希望取得胜利，只希望且战且退，使他的将士牺牲不大，最后退到一个地势较

好的地方，拼死守住，不要溃败。他在退却时竭力保持着整齐的队形，不断地进行反扑。 

不能够一下子把敌人杀得大败，这使李自成感到焦急和恼火。正在这时，在他的左边不远，隔着

一座生满小松树的丘陵，突然腾起来一片黄色灰尘，同时听见左光先的步兵在高处大声叫着：“贼兵

又增援啦！贼兵又增援啦！”这支援兵冲进了左营的步兵中间，驰突砍杀，使步兵首先发生混乱，随

即影响了骑兵，牵动全线。李自成趁着敌人的骑兵队形开始动摇，冲进了官兵阵内，他的骑兵虽然已

经死伤了三四百人，但是一旦胜利到来，这一支人马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不可抗拒的伟大力

量。 

官兵方面有组织和有秩序的退却终止了，跟着是一片混乱，争着逃命，互相践踏。左光先连斩了

几个士兵，仍然制止不住全线崩溃的可怕局面，只好不再管手下将士们的性命如何，也无暇考虑名将

威信、皇帝问罪等等问题，带着几十名亲兵落荒而逃。 

高夫人①立马在小山头上，看着看着，忽然看见左翼战线上官兵的旗帜混乱起来，有的倒下，有

的奔逃，随即又看见闯王的大旗在向前追赶。虽然距离很远，她看不清旗上的“闯”字，但是那白缨

子和银枪尖却在太阳下闪着白光，原来太阳是惨淡无光的，似乎山山岗岗、枯草寒林，到处都染着凄

凉的黄色，如今突然全变了，太阳是娇艳的，而大地呈现着鲜明的色彩。她的心突然从半山中落下

来，不自觉地喃喃说： 

“谢天谢地，又打胜了！”激动和喜悦的热泪充满了她的眼眶，在大眼角滚动着，差点儿奔流出

来。 

刘宗敏亲自率领三百骑兵前来增援，等他奔到老营时，听说左翼已经大胜，便让队伍停住，策马

奔上小山，亲自观看。他看见左翼的战斗确实已经结束，空荡荡的看不见人马和旗帜活动；正面战场

被较高的丘陵遮住，什么也看不见，但听见呐喊声和鼓声仍在继续。他向高夫人问： 

“这边战场上是怎么回事儿？” 

“刚才开始的那一阵，杀得可紧哩，后来就松了。”高夫人笑了一下，又说：“闯王把贺金龙派到

玉峰那里去，也许这一个计策使着了。” 

刘宗敏心中明白，不觉笑了一下，苍黑的饱经战火风霜的脸成了一朵菊花。他又向正面战场上听

了听，说： 

“曹变蛟也在后退了。闯王已经从左边杀过去，我再同田副爷②从右边杀过去，把他美美地收拾

一顿。” 

“好吧，机不可失。我在这里等着，看你马到成功。” 

宗敏走后，高桂英仍然同男女亲兵们立马山头，向着战场瞭望。大约能看到一片狼藉，处处腾起

的烟雾，西边的天空被渐渐飞起的晚霞染得红彤彤。她的带着征尘色的脸颊上绽开来一朵微笑。她望

望骑马回到她身边的小来亨，叹口气说： 

“唉，孩子，打仗不光要斗勇，也得斗智啊！” 

（节选自《李自成》第九章，有删改） 

①高夫人：闯王李自成的妻子高桂英。②田副爷：起义军将领田见秀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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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A．小说描写人物生动，笔尖常含感情。作者对李自成与左光先激烈交锋的精细描写，突出了战

争的惨烈，蕴含着饱满分明的爱憎感情。 

B．作者善于调度笔墨，细致描写激烈的战争场面。文中重点写了李自成与左世雄和左光先的两

次直接交锋，刻画了机智勇敢武艺高强的义军领袖形象。 

C．左光先最后已经无暇考虑名将威信、皇帝问罪等等问题，只能落荒而逃，暗示了左光先在激

战中尚有“后顾之忧”，这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D．小说运笔周密，在描写战事之余，忙里偷闲，还做了景物描写。小说结尾对晚霞的描写，既

象征了战事的进程，也衬托了人物的心理活动。 

8．起义军的将士们是小说着意塑造的重心。请谈谈本文是如何具体塑造起义军的将士形象的。（6 分） 

9．姚雪垠说“写历史小说……不应该靠随意想象构成题材”，但他又说“在塑造他（李自成）的英

雄形象时，……虚构了许多动人的情节，好使他的形象丰满而典型化”。你认为作家的话矛盾吗？

请以本文为例做以简析。（6 分） 

二、古诗文阅读（34 分） 

（一）文言文阅读（共 4 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10-13 题。 

元澹，字行冲，以字显，后魏常山王素莲之后。少孤，养于外祖司农卿韦机。及长，博学，尤通

故训．．。及进士第，累迁通事舍人。狄仁杰器之。尝谓仁杰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储积以自资也，脯

腊膎胰以供滋膳，参术芝桂以防疾疢。门下充旨味者多矣，愿以小人备一药石，可乎？”仁杰笑曰：

“君正吾药笼中物，不可一日无也。”景云中，授太常少卿。行冲以系出拓拔，恨史无编年．．，乃撰《魏

典》三十篇，事详文约，学者尚之。初，魏明帝时，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继马之象。魏收以晋元帝乃

牛氏子冒司马姓以著石符行冲谓昭成皇帝名犍继晋受命独此可以当之有人破古冢得铜器，似琵琶，

身正圆，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弦之，其声亮雅，乐家遂谓之“阮咸”。

开元初，罢太子詹事，出为岐州刺史，兼关内按察使。自以书生，非弹治才，固辞。入为右散骑常侍、

东都副留守。嗣彭王子志谦坐仇人告变，考讯自诬，株蔓数十人，行冲察其枉，列奏见原。四迁大理

卿，不乐法家．．，固谢所居官，改左散骑常侍，封常山县公。充使检校集贤，再迁太子宾客、弘文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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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先是，马怀素撰书志，褚无量校丽正四部书，业未卒，相次物故。诏行冲并代之。玄宗自注《孝．

经．》，诏行冲为疏，立于学官。以老罢丽正校书事。初，魏光乘请用魏征《类礼》列于经，帝命行冲

与诸儒集义作疏，将立之学，乃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采获刊缀为五十篇，上于官。于

是右丞相张说建言：“戴圣所录，向已千载，与经并立，不可罢。魏孙炎始因旧书擿类相比，有如钞

缀，诸儒共非之。至征更加整次，乃为训注，恐不可用。”帝然之，书留中不出。行冲意诸儒间己，

因著论自辩。俄丐致仕，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献。 

（节选自《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五卷） 

10．下列对文中划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魏收以晋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马姓/以著石符/行冲谓昭成皇帝名犍/继晋受命/独此可以当之 

B．魏收以晋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马姓/以著石符/行冲谓昭成皇帝名/犍继晋受命/独此可以当之 

C．魏收以晋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马姓/以著石符/行冲谓昭成皇帝名/犍继晋受命/独此可以当之 

D．魏收以晋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马姓/以著石符/行冲谓昭成皇帝名犍/继晋受命/独此可以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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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A．故训，在文中指训诂。训诂，为解释古代汉语典籍中的字句的学问，在古代属于“大学”的

学术范畴。 

B．编年，以年月为纲纪录史实，因而有时也作为史书的代称。史书另外还有纪传体、纪事本末

体、国别体等体例。  

C．法家，法家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在《汉书·艺文志》

中被列为“九流”之一。 

D．《孝经》是古代儒家的伦理著作，认为孝是诸德之本，被列为“十三经”之一。相传为孔子所

作，后也有约成书于秦汉之际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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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行冲自幼失去父母，等长大后，学识渊博，等考中进士，得到多次升迁。他曾用比喻的方

式表示愿为刚直之属，竭诚为上司所用，得到了狄仁杰的器重。 

B．有人在挖古墓时得到了一个铜器，没有人能辨认出此为何物。元行冲判断为前人所作乐器，

命人以木仿制，果然声音清雅，演奏音乐的人于是叫它“阮咸”。 

C．元行冲多次升迁后任大理卿，因为不乐法家，再迁被任命为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行冲代

替褚无量校丽正四部书，为玄宗自注《孝经》撰疏注而立于学官。 

D．右丞相张说建议经魏征加以整理作注的《类礼》不能作为经书来用。皇帝同意张说的建议，

元行冲认为这是儒生们在离间自己，于是写文章给自己辩解。 

13．把文中划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 分） 

（1）嗣彭王子志谦坐仇人告变，考讯自诬，株蔓数十人，行冲察其枉，列奏见原。 

（2）魏孙炎始因旧书擿类相比，有如钞缀，诸儒共非之。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金词，完成 14-15 题。 

春草碧 

完颜璹① 

  几番风雨西城陌，不见海棠红、梨花白。底事②胜赏匆匆？正自天付酒肠窄。更笑老东君③，人

间客。 

  赖有玉管新翻，罗襟醉墨。望中倚栏人，如曾识。旧梦回首何堪，故苑春光又陈迹。落尽后庭花，

春草碧。 

［注］①完颜璹：金代末期诗人。金后期，受蒙古威胁，迁都于汴梁。②底事：什么事。③老东君：

传说中司春的神仙。 

14．下列对这首词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几番风吹雨打过后，海棠梨花俱已凋零，作品的前三句描写了春色逝去的萧条凄凉景象，在

作品中具有起兴的作用。 

B．“更笑老东君”，虽然用了“笑”字，其实不过是在婉转表意，在手法上与苏轼的“多情应笑

我”中用“笑”是一样的。 

C．下片“赖有玉管新翻”句，承上片换头，剖示复杂的心理情态，借“望中倚栏人，如曾识”来

表达知音无处寻觅的无奈。 

D．作者从伤春入笔，触景生情，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以华丽的语言而出之以沉挚之思，

彻骨之痛，婉转蕴藉。 

15．下阕中的“旧梦”指什么梦？为什么说是“旧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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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诗云：“芳林新叶催新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这和荀子《劝学》中的“          ，         ”

都表达出学生可以超过老师或后人超过前人的思想。 

（2）在韩愈的《师说》中，作者认为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

的，次为师生不过是因为“             ，            ”的缘故。 

（3）李白的《行路难》“           ，           ”两个句子是借典故抒发自己对前途充满的自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A%E4%BC%A0%E4%BD%93/9144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A%E4%BA%8B%E6%9C%AC%E6%9C%AB%E4%BD%93/545693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A%E4%BA%8B%E6%9C%AC%E6%9C%AB%E4%BD%93/545693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8%AB%E4%BD%93/65293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89%E4%B9%A6%C2%B7%E8%89%BA%E6%96%87%E5%BF%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D%E6%B5%81/8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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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之情的名句。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7-19 题。 

汪剑钊教授介绍说，今天我们还要阅读普希金，首先是因为他对美的敏感。普希金在日常生活当

中是艺术化生活，借用王尔德的一句话来说，普希金实际上是让生活  ①  艺术。他的一生都活得

非常艺术，（  ）。第二，普希金始终有一种公民意识。他觉得作为诗人当然有审美使命，另外他也一

直没有忘掉自己作为公民的道德使命。他总是会把自己同情的天平放在小人物这一端，他的作品中

也塑造了几个小人物的形象，在俄罗斯文学中被后人所接受。像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作家，在他们年轻

的时候是把普希金当成偶像来崇拜和模拟的。第三，普希金具有人道主义的理想，博大的爱心。普希

金的诗歌中除了很多是写爱情的，还有很多作品讴歌   ②  的爱，对普通大众的爱，对整个人类和

自然的爱，这是值得今天的人们吸取的   ③   。此外，汪剑钊还介绍了普希金同时代的诗人。普

希金不是一颗孤独的太阳，而是身处一个   ④   的黄金时代。在本场讲座中，通过汪剑钊教授的

讲解，听众不仅深深感受到了普希金及俄罗斯黄金时代诗歌的魅力，也对此进行了更多更深刻的思

考。 

17．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模仿 更广义 精髓 群星闪耀 

B．摹写 更广义 精华 星光灿烂 

C．摹写 更深沉 精髓 群星闪耀 

D．模仿 更深沉 精华 星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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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他的作品就可以证明，他对美的敏感使他能从日常琐事中发现美的存在 

B．他对美的敏感使他能从日常琐事中发现美的存在，这一点通过他的作品就可以证明 

C．能从对日常琐事中发现美的存在显示了他对美的敏感，这一点通过他的作品就可以证明 

D．通过他的作品就可以证明，能从对日常琐事中发现美的存在显示了他对美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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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作家，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把普希金当成偶像来崇拜和模拟的。 

B．像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作家，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把普希金当成偶像来崇拜和模拟的。 

C．像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作家，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把普希金当成偶像来崇拜和效仿的。 

D．像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作家，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把普希金当成偶像来崇拜和效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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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个字。（6 分） 

   ①    。温庭筠的小词之所以美妙，更是因为他在词中运用了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某种符

码。这与语言文字所传达出来的思想没有关系，   ②   。清朝的张惠言说温庭筠的词有《离骚》

中屈子的用心，其实，从写美女跟爱情的小词里边看到贤人君子对于美好品德追求的这种联想，并不

是从张惠言开始的。宋朝的李之仪就曾经说，晏欧诸人的小词“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意

思是，尽管词的语言说完了，可是作者的意思并没有说完。虽然念完了“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   

③   。而一首美妙的词，就算可以把这些联想都说完，那种独特的情感，那种独特的体会与玩味，

那种袅袅余音，仍然会缭绕在读者的胸中。 

21．请为下面一则新闻拟写一条导语。要求句子简洁流畅，字数不超过 30 个字。（5 分） 

7 月 24 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邀请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领导介绍了我

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新举措、成效和最新进展。 

今年我国相关部门采取了多项举措进一步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使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成效

得到了国内外社会各界的认可。成立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是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的新举措。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司司长张志成说：“当前，指导中心一是做企业海外维权的‘服务

器’；二是做海外知识产权制度规则的‘扩音器’和企业国际化发展知识产权能力提升的‘助推器’。” 

4 月 2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商标法修正案》，进一步将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

额大幅提高。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司长宋建华介绍，这些举措将提高知识产权的侵权成本，加大知

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摘编自 7 月 24 日《光明日报》） 

四、作文（60 分） 

2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①1933 年 1 月 1 日，《光明日报》首任总编辑胡愈之发起了“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的征文，征求两

个问题的答案——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征文的新年梦想中，有的关

乎国运，有的寄望家庭，国人的每一段文字都写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 

②习近平主席在 2019 年新年贺词中说：“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③志于道义，则事业不足道；志于事业，则富贵不足道；志于富贵，则其人不足道。 

——（宋）俞文豹《吹剑录》 

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不少于 8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