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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部分重点中学协作体 2023 年高考模拟考试

语 文

考试时间：150 分钟满分：150 分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 Ⅰ（本题共 5 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 题。

材料一：

“色”字，按照明末闵齐假在《六书通》中的考证，最早的写法，乃是一个人驮着另一

个人，仰承其脸色。而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也注解说：“色，颜气也。”也就是说，“色”

在中文里，最初的含义，是指人们的脸色。孔夫子讥讽喜欢作秀的人，说："君子者乎，色

庄者乎？"太史公描写秦舞阳的外强中干，说他刺嬴政时"色变振恐"：乃至杜工部盛赞公孙

大娘剑舞绝技，说围观群众"观者如山色沮丧"，用的都是"色"字的本义。

这个本义，显然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产物，是人们内在的情绪通过面部肌肉、眉眼口鼻

这些物质的具体形态表现出来的结果。现在我们还常说“喜形于色”、“谈癌色变”，仍用的

是脸色的意思。

当然，现在说"色"，多以"色彩"这一含义为主，似乎更强调其客观性。科学家们说，什

么是色彩呢，就是物体发射或反射的光，通过视觉所产生的印象。应该有很多人，小时候都

曾经拿着三棱镜，去分解阳光的色彩吧。事实上，人类眼睛的特殊构造，可以使我们看到可

见光形成的所有色彩。

我们的祖先，虽然没有掌握物理学与人体解剖学的先进知识，无法客观地分析色彩的发

生机制，但却敏锐把握到了色彩可能对人产生的影响。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就是因为他

发现人类可能因贪婪和孱弱，而在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里迷失。

然而世人几乎没有睿智如老子的，所以都听不进老子的话。人说到底是感性的动物，容

易依赖感官，也容易沉溺于感官。江淹"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离霜"，离愁别绪更重，作

了黯然销魂的千古一叹；范仲淹的"碧云天，黄叶地"，却衬出了大英雄羁旅思乡的寸寸柔肠。

色彩，除了构建了美丽的自然，还帮助我们衍生出丰富的情感世界。

而且先人的审美情趣太过丰盛，不仅把山水风光联系到情绪，还又引申到男女。大约是

因为面容姣好、身姿窈窕的女子，同五色缤纷的自然一样，可以给人美的感受。“色”，又多

了姿色、美色这样的含义。梁惠王召孟子谈心，劈头就是一句“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即

把这风流又有些下流的含义，塞进了"色"字里。

看透一切的，还是佛家。佛家说众生是由色、受、想、行、识组合而成的身心，而“色”

就是指一切物质的存在。“色”又包含内色与外色。内色就是“眼、耳、鼻、舌、身"五根，

是我们所依靠生活的身躯。外色就是"色、声、香、味、触"五境，是我们所感知的外界。

佛家最后凝重地说，色即是空，一切物质的存在都将幻灭，并不值得我们留恋。佛家是

出世型的宗教，要求人们摆脱一切世俗的羁绊，达至心灵的宁静与平和。其实，红尘有红尘

的美好，否则，人干嘛要进化出一双可以看到全部色彩的眼睛，倘若如某些生物般只能辨识

两色，世界黑白分明，内心岂非更易平静？

所以，既然有了这样幸运的眼睛，不如一同踏上这条逐色之旅，去寻觅这些浅碧轻红、

姹紫苍黄在我们的文明中的负担与承载。

（摘编自陈鲁南《织色入史笺：中国历史的色象·序言》）

材料二：

沉浸在中国的色彩美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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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小圆

每个人来到这大千世界，我们的五官会带来视觉、味觉、嗅觉、听觉各种不平凡的体验。

而眼睛所看到的，除了物体的形状，更迷人的是精彩纷呈的色彩。

我们试图分辨着，更被这些色彩吸引着。中国传统美学所凝萃出的这些色彩，代表了中

华民族几千年来流传的色彩文化的美好所在。这本书带我们领略了丰富而典雅的中国传统色

彩的盛宴，一场视觉的享受。

诚然，许多人对色彩的了解不过是红、黄、蓝、绿这些而已。翻开这本色谱画册，像打

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对于这些颜色的名字，有些我们很是生疏，例如黄丹，拂紫绵，昌

荣，洛神珠；有些又似曾相识：例如桃夭，盈盈，栀子，青鸾，碧落……当它们出现在一幅

幅古画中，一件件古代器物中，我们终于仿佛寻觅并且触摸到了它们真正的美。故宫建筑和

故宫文物，作为古典传统文化和色彩的连接，使我们更加接近了中国传统色。

说色，其实是说色的名称，或者颜色词。这些表示颜色的名词，构成我们语言和意识中

的色彩世界。任何一个颜色词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们都是"象"的表达，初始局限在具象，

随后扩展到意象。东汉郑玄说： “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谓之采，已用谓之色。”古人眼

见的具象，称作“采”；具象经过人的意识加以运用，称作“色”。由此就不难明白明代的宋

应星《天工开物》中的这段话： "霄汉之间云霞异色，阎浮之内花叶殊形。天垂象而圣人则

之，以五彩彰施于五色，有虞氏岂无所用其心哉？”这就是色的由来。

本书从 24 节气、72 物候、96 件手绘故宫文物、384 种中国传统色中打捞华夏失落的色

彩文化。人们对于颜色的感知度不一，转而用文字描摹出来，便成了文字的艺术。“书承文，

美承色”，汉字与色彩的结合，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索。

与中国古诗词有关的色彩数不胜数。“盈盈”，一片桃花映水，辛弃疾说姑娘“笑语盈盈

暗香去”，这是上元灯会情郎的桃花运使然。"黄栗留"，黄鹂鸟的身影翩翩，杜甫探访武侯

祠，正是“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的大好春光。这些美丽季节的色彩，浸染了

古风古韵的诗词，为我们增加了无数审美意趣。

那些古文物上的配色，更加丰富地向我们展现了中国传统色的文化之美。如芙蓉石洗中

的盈盈、水红，屏风中的苏梅和紫茎，多可以在诗中找到出处。苏梅，出自苏轼《定风波·咏

红梅》：“偶作小红桃杏色，娴雅，尚余孤瘦雪霜姿。”苏轼笔下红梅之小红桃杏色，即为苏

梅的颜色。

古画、古诗、古物，和这古香古色融为一体，确实是一场不俗的审美体验。人们对于美

的东西一向从心底里喜爱。这本色彩之书正可以带着我们去发现，去领略中国古典的美色。

伴随着春夏秋冬、花鸟鱼虫、古物字画建筑，我们可以认识更多美妙和不可思议。

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选择这样一本书，开启一段奇妙的色彩旅程吧。

（资料来源：豆瓣读书，有删改）

【注】材料二是袁小圆为《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作者：郭浩、李健明）

写的书评。

1.根据材料一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在中文里，“色”的最初含义指人的脸色，主要指因为情绪变化而产生的面部表情。

B.现在人们说的"色"其实是科学意义上的"色彩"，是人通过视觉对光产生的印象。

C. 老子提出了"五色令人目盲"的观点是因为他敏锐地把握到了各种色彩的发生机制。

D. 对感官的依赖和沉溺导致智力平平的人无法理解老子的忠告，最终沦为感性的动物。

2.下列对材料二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虽然五官会给人带来各种各样不平凡的体验，但视觉带给人的体验却是最迷人的。

B.中华民族几千年凝萃出来的各种色彩已经足以代表中国传统美学的最精华的部分。

C.故宫建筑和文物连接了古典传统文化和色彩，使人能直接触摸传统色的真正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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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中国传统色系中，与中国古诗词有关的颜色数不胜数，如"盈盈""黄栗留"等。

3.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同材料一相比，材料二中"色"的内涵相对单一，主要指色的名称或颜色的词。

B.材料一和材料二都认为色彩的来源是自然，是对五色缤纷的大自然模仿的结果。

C.材料一主张通过古代器物去认知色彩之美，材料二主张拿着三棱镜去感受色彩。

D.材料一和材料二结尾都明确呼吁人们通过阅读书籍去体验五彩缤纷的色彩之旅。

4.材料一和材料二都以“色彩”为写作对象，但是侧重点却并不相同，请简要概括两则材料

的侧重点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4 分）

5.《满庭芳·国色》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 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创意节目，依托现代视

觉艺术，将中国传统色彩的优雅绚烂外化为舞台上的炫酷呈现。请结合材料二和歌词内容，

从来源、特点、影响三个角度谈谈你对“传统文化色”的认识。（6 分）

我骑良马过世间

溜达市井和大川

眼中颜色翻波澜

天地呈现出五官

青白黄赤黑 东西中南北

五色的经纬 织出山与水

千红万紫顺东风

雨过千峰泼黛浓

青风渡金风玉露

地有盛色天有虹

梅红、鞠衣、松花、丁香

魏尘、绷叶、沧浪、东方亮

胭脂、缙云、福色、苏方、菡萏、黄

伽罗、浅云、月白、绿沉

天缥、黄丹、米汤娇

青金石、琅玕紫、朱颜酡、石绿

半见、魏红、欧碧、无心绿

吉翠、雄黄、玄天、十样锦、朱樱

杨妃、青骊、银朱、松石

霁红、岱赭、凝夜紫、

海天霞、远山黛

色彩有万千

青白黄赤黑，东西中南北

五色的经纬，织出山与水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 题。（16 分）

三三（节选）

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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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天，妈妈要三三送鸡子到砦子里去，三三不说什么，只摇头。妈妈既然答应

了人家，就只好亲自送去。母亲走后，三三一个人在碾坊里玩，玩厌了又到潭边去看白鸭，

看了一会鸭子，等候母亲还不回来……心里老不自在，回到碾坊里去。

（2）但是过了一会，母亲可仍然回来了。回到碾坊一脸的笑，跨着脚如一个男子神气，

坐到小凳上，告给三三如何见到那先生①，那先生如何要她坐到那个用粗布做成的软椅子上

去，又说到城里人说的三三为何不念书，城里女人全念书。又说到……

（3）三三正因为等了母亲半天，十分不高兴，如今听到母亲说到的话，莫名其妙，不

愿意再听，所以不让母亲说完就走了。走到外边站到溪岸旁，望着清清的溪水，记起从前有

人告诉她的话，说这水流下去，一直从山里流一百里，就流到城里了。她这时候想……什么

时候我一定也不让谁知道，就要流到城里去，一到城里就不回来了。但如果当真要流去时，

她愿意那碾坊，那些鱼，那些鸭子，以及那一匹花猫，同她在一处流去。同时还有，她很想

母亲永远和她在一处，她才能够安安静静地睡觉。

（4）母亲看不到三三，站在碾坊门前喊着："三三，三，天气热，你脸上晒出油了，不

要远走，快回来！"

（5）三三一面走回来，一面就自己轻轻地说："三三不回来了！"

（6）下午天气较热，倦人极了，躺到屋角竹凉床上的三三，耳中听着远处水车陆续的

懒懒的声音，眯着眼睛望到母亲头上的髻子，仿佛一个瘦人的脸，越看越活，朦朦胧胧便睡

着了。

（7）她还似乎看到母亲包了白帕子，拿着扫帚追赶碾盘，绕屋打着圈儿，就听到有人

在外面说话，提到她的名字。

（8）只听到说："三三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不出来？"

（9）她奇怪这声音很熟，又想不起是谁的声音，赶忙走出去，站在门边打望，才望到

原来又是那个白脸的人，规规矩矩坐在那儿钓鱼。过去看了一下，却看到那个钓竿，是总爷

家管事先生的烟杆，一头还冒烟。

（10）拿一根烟杆钓鱼，倒是极新鲜的事情，但身旁似乎又已经得到了许多鱼，所以三

三非常奇怪。正想去告诉母亲，忽然管事先生也从那边来了。

（11）好像又是那一天的那种情景，天上全是红霞。如今碰到这两个人，管事先生同那

白脸城里人，都站在那石墩子上，轻轻地在商量一件事情。这两人声音很轻，三三却听得出，

是一件关于不利于己的行为。因为听到说这些话，又不能嗾人走开，又不能自己走开，三三

就非常着急，觉得自己的脸上也像天上的霞一样。

（12）那个管事先生装作正经人样子说：“我们是来买鸡蛋的，要多少钱把多少钱。”（13）

那个城里人，也像唱戏小生那么把手一扬，就说：“你说错了，要多少金子把多少金子。”

（14）三三因为人家用金子恐吓她，所以说： “可是我不卖给你，不想你的钱，你搬

你家大块金子来，到场上去买老鸦蛋吧。”

（15）管事先生于是又说：“你不卖行吗，你舍不得鸡蛋为我做人情，你想想，妈妈以

后写庚帖②，还少得了管事先生吗？”

（16）那城里人于是又说：“向小气的人要什么鸡蛋，不如算了吧。”

（17）三三生气似的大声说： “就算我小气也行。我把鸡蛋喂虾米，也不卖给人！我

们不羡慕别人的金子宝贝。你同别人去说金子，恐吓别人吧。”

（18）可是两个人还不走，三三心里就有点着急，很愿意来一只狗向两个人扑去。正那

么打量着，忽然从家里就扑出来一条大狗，全身是白色，大声汪汪地吠着，从自己身边冲过

去，即刻这两个恶人就落到水里去了。

（19）于是溪里的水起了许多水花，起了许多大泡，管事先生露出一个光光的头在水面，

那城里人则长长的头发，缠在贴近水面的柳树根上，情景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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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可是一会儿水面什么也没有了，原来那两个人在水里摸了许多鱼，全拿走了。

（21）三三想去告给妈妈，一滑就跌下了。

（22）刚才的事原来是做一个梦。母亲似乎是在灶房煮午饭，因为听到三三梦里说话，

才赶出来的。

（23）见三三醒了，摇着她问：“三三，三三，你同谁吵闹。”

（24）三三定了一会儿神，望妈妈笑着，什么也不说。

（25）妈妈说： "起来看看，我今天为你焖芋头吃。你去照照镜子，脸睡得一片红！"

虽然照到母亲说的，去照了镜子，还是一句话不说。人虽早清醒，还记得梦里一切的情景，

到后来又想起母亲说的同谁吵闹的话，才反去问母亲，究竟听到吵闹些什么话。妈妈自然是

不注意这些的，所以说听不分明，三三也就不再问什么了。

（26）直到吃饭时，妈妈还说到脸上睡得发红，所以三三就告给老人家先前做了些什么

梦，母亲听来笑了半天。

1931 年

（有删改）

【注】①“那先生”即下文中的“城里人”。因为养病，“城里人”来到了位于湘西一角

的杨家堡，结识了三三，并引起了少女三三的朦胧情感。②庚帖：旧俗订婚时，男女双方互

换的帖子。

6.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三三的母亲从城里回来后告诉三三城里女人是全念书的，立即就激发了三三对都市生活的

向往。

B.三三“不让母亲把话说完就走了”只是因为她要表达对母亲把她一个人留在家中看守碾坊

的不满。

C.三三想和“那碾坊，那些鱼，那些鸭子，以及那一匹花猫”一起流去，表明三三的单纯和

天真。

D.第 5 段划线句子表明三三在和母亲赌气，反映了三三既向往城市生活又舍不得母亲的矛盾

心理。

7.下列对本文艺术特点的分析鉴赏，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本文讲述了少女情窦初开的故事。作者采用淡化情节、散文化的表达，既契合所讲述故事

的特点，同时又增加了作品的诗意之美。

B.本文运用梦境展示主人公微妙心理。三三入梦时“望到母亲头上的髻子，仿佛一个瘦人的

脸”中看到的"瘦人"就是她的意中人。

C. 在梦中三看到城里人用烟杆钓鱼，落水后头发缠在柳树根上。这些荒诞情节既符合梦境

的特征，也体现了三三心理的日渐成熟。

D. 本文通过清溪、水车、碾坊、鱼、鸭子等意象，营造了清新自然的氛围，不但展现了乡

村生活的美好，也反衬出都市生活的庸俗。

8.本文多次写到三三“脸红”的细节，请分析这一细节的用意。（4 分）

9.沈从文曾说：“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当前黑暗社会的否定，

以及对未来光明的向往。”请结合选文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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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举进士，试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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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

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五品服，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诰。故事，

必试而后命，帝知修，诏特除之，奉使河东。自西方用兵，议者欲废麟州以省馈饷。修曰：

"麟州，天险，不可废；废之，则河内郡县，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驻并河内诸堡，

缓急．．得以应援，而平时可省转输，于策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岚多禁地废

田，愿令民得耕之，不然，将为敌有。”朝廷下其议，久乃行，岁得粟数百万斛。

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

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加龙图

阁学士、知开封府。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五年，拜枢密副

使。六年，参知政事。修在兵府，与曾公亮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远近，更为

图籍．．。凡边防久缺屯戍者，必加搜补。其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凡兵民、官吏、财利之

要，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遇事不复求之有司。

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

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平，谥曰文忠。

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或问：“为政宽简，而

事不弛废，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

者不为繁碎耳。”

为文天才自然，其言简而明，信而通。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

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

（节选自《宋史·欧阳修传》，有删改）

【注】①三路：指地处宋辽、宋夏交界的河北、河东、陕西三路。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 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
B.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
C. 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
D.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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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急，和《孔雀东南飞》中"昼夜勤作息"中"作息"一样都是偏义复词。

B.京师，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名，一般指首都。文中“京师”指的是开封府。

C.图籍，地图和户籍，文中代指北宋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的疆土和人民。

D.台谏，台官与谏官之合称。宋朝时以御史为台官，以谏议大夫等为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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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自幼聪明，记忆力很强，参加科举考试时获得了不错的名次，被派往西京做官。

B.欧阳修敢于说话的作风深得皇帝欣赏。皇帝当面赐给他五品的官服，让他参与修撰起居注。

C.欧阳修对当时流行的"太学体"十分不满，并用实际行动改变了这种不良的考场文风。

D.欧阳修接替包拯知开封府后，延续了前任严苛的治政手段，并因此获得了赫赫的声名。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4 分）

（2）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4 分）

14.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用“智识之高远”夸赞欧阳修见识高远。请结合材料简

述欧阳修在政治方面见识"高远"的表现。（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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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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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题。

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①

苏轼

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②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③守，我

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

《江表传》④，君休读；狂处士⑤，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不独笑书生争底事，

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注释】①本词作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苏轼谪居黄州期间。朱使君寿昌：指苏轼

好友朱寿昌，时任鄂州（今武汉武昌）知州。②蒲萄：喻水色，语出李白《襄阳歌》"遥看

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发醅"诗句。③遗爱：指有惠爱之政引起人们怀念。朱寿昌曾经在

汉水上游的陕州任通判。④《江表传》：书名，记载汉末及三国时江左东吴时事及人物言行。

⑤狂处士：指称衡。其人有才，但行为狂放，曾触怒曹操，为黄祖所杀，写过《鹦鹉赋》，

其所葬处后称鹦鹉洲。

15.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作品开篇描绘江水西来的恢弘气势，指出楼前的波涛颜色如同葡萄美酒一般浓绿。

B.“南山遗爱”“剑外思归”分别表达了作者对友人学识的赞颂和自己的思乡之情。

C.下片即景怀古，借当地历史遗迹来评述人事，该写法与苏轼《赤壁赋》写法类似。

D. "还赋谪仙诗，追黄鹤"是苏轼对友人的劝勉，也是苏轼寓居黄州时心愿的体现。

16.后人评价本词结构严谨，文脉畅通，浑然一体。请结合上篇谈谈你对这一评价的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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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十二章》中“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运用对比手法，阐明了君子与小人

对于“义”与“利”的态度。

（2）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痛陈时光流转，人事皆非，容颜衰老，以致“_________，
__________”。
（3）“烟”是中国古诗词中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意象。它可以是温馨宁静的乡村炊烟，如

“_________”；还可以是混乱惨烈的战争烽烟，如“_________”。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 I（本题共 2小题，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19 题。

除夕之夜，舞剧《五星出东方》中"锦绣"舞段亮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兔年春晚。舞者身

着汉式长裙，垂眸而出，步伐轻缓翩跹；宽阔的长袖舞动在丝线之间，摇曳生姿，

不同于其他的___①___，"锦绣"舞蹈内敛含蓄又顿挫有力。随着织机隆隆作响，妙丽善

舞的舞者们用独特的具有现代审美特点的舞蹈语汇将汉时女性的风姿展现得___②___传递

出独特的古典韵味之美。

在超高清视频、人工智能、扩展显示等新技术的加持下，为舞段的呈现提供了更加广阔

的观赏。在舞者的袖舞翻飞中，现代科技与古老文明___③___，让观众领略了一场跨越千年

的时空对话。

18.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3 分）

19.文中画横线的部分有语病，请进行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可少量增删词语，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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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原意。（4 分）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3 小题，13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0~22 题。

①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学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

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

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做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

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②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

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

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

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

③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

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纽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

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

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

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绳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

圆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

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策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圆

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

20.选文第①段画线句可否改成“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冒着缕缕茶香”？为什么？（4
分）

21.选文第②段加点的“没有”有什么表达效果？（4 分）

22.选文第③段划线部分突出了因文化强盗的大肆掠夺而给莫高窟文物带来的巨大损失。这

一表达效果是怎么取得的？（5 分）

四、写作（60 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近日，一段名为《三堂会审伽利略》的京剧在互联网上翻红。作品脱胎自京剧《玉堂春》，

剧中伽利略用皮黄唱腔向物理天文倾诉衷情。该剧虽是传统戏曲和科学史的"混搭"，唱腔、

伴奏、表演却完全依照戏曲的传统，剧情中的调侃成分和历史事实也一目了然。很快网民又

发现了很多类似的作品：豫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京剧《哈利波特》、黄梅戏《无事生非》

等。剧种上既有京剧也有地方戏曲；创作主体既有专业院团，也有票友、戏迷；题材既有对

莎士比亚、雨果等外国经典作家代表作的改编移植，也有以外国故事内容为题材的编创。对

于这类传统戏曲外国戏，人们评价褒贬不一：有人嗤之以鼻，认为它们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亵渎；有人击掌叫好，认为它们显示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强大包容能力，是对传统戏曲的创新

性传承。

对于上述现象和观点，你有怎样的看法？请结合以上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认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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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泄露个

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