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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 启用前 姓名 准考证号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语文风向卷（二）

（本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

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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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 年，比尔·德维尔和乔治·塞欣斯总结了深层生态学的八大基本原则，第一条就是“地球上的人类和非人

类生物的福祉和繁荣有其自身价值，这些价值独立于非人类世界对于人类目的性的功用”，这就是深层生态学的核

心概念“内在价值”。而在深层生态学和相关的动物保护主义运动兴起之前，西方社会长期奉行的是“工具价值论”，

认为动物只因其农业、渔业、娱乐业等对人类有用的工具性而有价值，常见的论据包括：唯有人类拥有灵魂，动物

不具备灵魂；唯有人类拥有理性，动物不具备理性；唯有人类拥有高级意识，动物不具备高级意识；等等。

深层生态学提倡的“内在价值”与道家思想中的“天之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庄子·马蹄》用生动的笔触对

比了“天之道”与“人之道”；《庄子·秋水》提供了一个更简短的版本：“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

是谓人。”庄子认为，“天之道”就是顺应自然，顺应万物的本性，以自然无为的态度对待万物，庄子用来举例的

马的“真性”就是自然地生活在自然界之中，而非为人所束缚和利用。与之相反，“人之道”就是违背自然，违背

万物的本性，用人类的“机心”发明各种技术，剥削利用动物，最终必然导致“死者过半”的动物生存状况。“落

马首，穿牛鼻”的“人之道”正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工具价值论”，而顺应动物“真性”的“天之道”则认识

到了动物自身不依赖于人类而独立存在的“内在价值”。这两种价值论造成的结果也是截然不同的，在庄子的眼中，

伯乐代表人类的智能，也是动物和自然的灾星。包括深层生态主义者在内的现代环保主义者有着类似的观点，随着

人类技术的发展，人口暴涨，消费欲也暴涨，随之便是人类逐渐侵占动物的栖息地，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和对技术的

滥用造成了各种生态灾难和无数物种的灭绝。时至今日，地球上已经找不到一片未被人类影响的土地，已经找不到

一个不被人类威胁的物种，甚至人类这个物种自身都受到了“人之道”的威胁，许多生态灾难正在反噬人类，威胁

人类的生存。

由上文的对比可知，道家思想和深层生态学都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工具价值论”，主张非人类生物甚至是非

生物的自然界都具有“内在价值”，但是如果细论这种“内在价值”的成因，深层生态学却有明显的不足，在这一

议题上，道家思想可以为深层生态学提供哲学依据。在德维尔和塞欣斯总结并得到奈斯认可的深层生态学八大基本

原则中，“内在价值”是作为立论基础存在的，他们并没有更进一步说明“内在价值”本身来自何处。但是道家思

想从本体论上解决了这一理论问题，道家的“天之道”版的“内在价值论”是建立在“道”这一道家核心概念上的。

“道”既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在此意义上，道与万物是有所区分的；又是事物的根本属性，融汇在万物之

中。

(摘编自华媛媛、李家銮《契合与差异：道家思想与深层生态学比较研究》)

材料二：

西方哲学重逻辑，东方哲学重直觉与体验。西方哲学的最高目标在于建立一种既普遍又必然的纯粹原理，是在

概念的逻辑推论中构造起来的体系。中国哲学则强调在“道”的旗帜下追求至上的人生境界。这种追求不可能是纯

粹的逻辑构造，而是需要一种审美的情趣。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是如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亦是如此。

道家对自然的理解既非西方思维方式中严格的推理，亦非来自功利主义的现实诉求，相反，它以一种超功利的

审美体验方式来认识和把握自然万物，将自然界看作是审美愉悦的最终来源，通过“道法自然”的审美观照来实现

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从而达到至上的精神境界。道家的思想家们常常用诗化语言和浪漫主义手法来表达他们的人

生态度和独特思想。道家经典《老子》被人们看成是最早的哲理诗，庄子也被视为“最真实的诗人”。道家以“道”

为本体，坚持以审美的方式来理解“道”。在道家看来，由于道的本性就是自然，自然之道便是自然无为的本性，

因此，“自然”与“天”“无为”“道”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系统，构成了道家思想体

系的基础。

在道家眼中，天地万物不仅是一个开放的生命系统，同时也是一个相互联系与作用的有机系统。这样一种系统

可以用“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进行高度概括。这暗示着人类同其他万物一样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人类不是世界的中心，也无权利凌驾于万物之上。相反，人类应该遵天道以促进自然万物的生命潜能，使自然万物

的价值、平等与和谐能够充分展现。

(摘编自雷毅《整合与超越：道家深层生态学的现代解读》)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梳理，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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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人类只要否定自己处于自然中心，承认自己在自然中不具有特殊地位，就能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从而达到

至上的精神境界。

B．由道家思想从本体论上解决了“‘内在价值’本身来自何处”这一理论可知，其在“内在价值”的研究诠释上比深层生

态学成熟。

C．中国哲学强调在“道”的旗帜下追求至上的人生境界，需要一种审美的情趣，这是中国哲学优于西方哲学的具体体

现。

D．在道家看来，人类应当顺应自然界万物的本性，以自然无为的态度对待万物，所以人类做出的行为都将导致动物

和自然的灾难。

3．下列选项中，最适合作为论据支撑深层生态学“内在价值”观点的一项是(3分)

A．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

B．明镜便于照形，其于以函食，不如箪。(《淮南子》)

C．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荀子·劝学》)

D．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临江仙·柳絮》)

4．请简要分析材料一的论证思路。(4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2021年 4月 22日晚，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的重要讲话。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一论题的理解。(6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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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听井冈山

素 素

井冈山，盈眼皆为绿色。我就想，如果绿色是井冈山的盖头，那么我们此行的目的，可能就是撩开它梢上的绿，

去寻觅它蕊里的红吧。

接下来的日子，果然就是这样。我们一路走过无数个地方，无论山上、水边，还是村镇之畔，无处不踩着潮湿

的绿意。属于井冈山的红，一部分陈列在各类博物馆或纪念馆里，一部分涂写在小村或古镇的墙壁上。我尤其注意

到了写在井冈山墙壁上的红，它其实是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数量极其可观，不是一条两条，而是成百上千条；颜

色斑驳而多样，或是红漆，或是白粉，或是黑墨汁；字迹也隐显各异，有的清晰可念，有的模糊难辨，有的影影绰

绰。像一支支从不同方向赶来的队伍，个个张大了嘴巴，以默片的姿态呼喊着，而这一条条光影斑驳的拷贝，就悬

浮在露天的墙壁上，眩晕了我的眼睛。

尽管有人告诉我，墙壁上写有标语的村镇，就是红军当年的驻地，我仍无法想象，大敌当前，战争残酷，在少

有的那么一点空隙里，竟有人一笔一画地往墙壁上写出这么多大字。我去过的地方叫宁冈，叫东固，不论是街巷、

祠堂，还是照壁、屋前，一切可以书写的地方，几乎被标语给密集地覆盖了。也就是说，在那段特殊的日子，出自

红军之手的标语，把整个井冈山都染红了。

革命需要鼓动。红军当年要不断地吸收新战士——井冈山人管这叫“扩红”，当然离不开标语和口号。革命需

要打胜仗。红军与白军发生过的战斗不胜其数，光是大规模的反围剿就有五次，要打垮围追堵截的白军，也离不开

标语和口号。革命需要农民的支持。红军战士大多是农民出身，他们正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而参加了红军，要动

员一贫如洗的百姓拥护红军，更是离不开标语和口号。

毛泽东曾说：中国这个国家，离开农民休想干出什么事情来。这应该是他有感而发的肺腑之言。摩尔说过的话，

应算是一种站在世界高度的评断：在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他们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

药。伟人和学者的话，纯朴中透着真理。每一句，我都隐约听见了与井冈山标语口号相类似的声音。

走在写有标语口号的村镇里，另一种景象曾出乎我的意料。井冈山现为吉安所辖，而吉安地区古称庐陵。这里

是两宋宰相文天祥、胡铨的故里，也是文学家欧阳修、诗人杨万里、《永乐大典》主编解缙的家乡。史上曾出 21 位

宰辅、18 位状元、16 位榜眼、14 位探花、近 3 000 名进士，素称“文章节义之邦”，更荣享“金庐陵”之美名。岁

月蹉跎，世态炎凉，庐陵光芒却至今仍闪耀在古香古色的村落里。我看到，国学经典和家教名句，隐约还留在书院

或祠堂的门楣上，而这些书院或祠堂就是当年红军机关的所在地。在名门望族警世敦人的家训和楹联旁边，可能就

是红军战士的标语口号，现代的革命文化，古代的历史文化，在这里形成了既相冲突又相辉映的文化奇观。

井冈山不只是标语红，山歌也红。它是革命的摇篮，也是山歌的摇篮。山歌大概可算歌谣的一种，故井冈山的

山歌，也被称为红色歌谣。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代表作是《我的名字叫红》，他以此书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我曾经想模仿一下帕慕克，取“井

冈山的名字叫红”。我写的是井冈山的红色标语，我写的是井冈山的红色歌谣。可是，我没有明目张胆地去抄袭帕

慕克，还是决定以聆听的姿态，向我心目中的井冈山致意。

在此之前，与井冈山有关的歌曲，我最熟悉的是《映山红》和《红星照我去战斗》。一支是悠长的女声，一支是

明快的男声，虽然都很抒情，却不能说是原汁原味的山歌。可他们的嗓音就有这样的魔力，只要听到了这两支歌，

心就随之飞往那片开满杜鹃花的山冈上，飞往那只顺江流而下的竹排上。

在井冈山采风，听山歌是一个重要内容。记得，在那天的见面会上，有一个女子竟唱着山歌从后排走上前台。

唱山歌的女子叫江满凤。人长得并不漂亮，也可以说很老土，虽只三十多岁，中年妇女的疲惫和操劳，满满地写在

了那张被晒黑了的脸上。然而，就在我用都市的眼光打量她的时候，她的歌声就把我那点说不出口的优越给镇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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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呀嘞，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嘞，小心路上就有石头，碰到阿哥的脚指头，疼在老妹的心哪头……

歌没听完，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后来知道，江满凤的爷爷就是井冈山的红军，搜集整理了许多红军歌谣。他

的牺牲地在井冈山的下庄村，留给家里唯一的遗物，就是一个记录了 30 多首红军歌谣的本子。很小很小的江满凤，

就跟着父亲学唱这些歌谣。于是，她唱出的山歌，带有很浓的客家味。这别具一格的山歌却成全了她，有一天，她

正唱着《红军阿哥你慢慢走》，被电视剧《井冈山》主创者无意中听到了，立刻就决定让她带着这支歌去北京，给他

们在片中唱插曲。《井冈山》热播之后，江满凤和她的山歌出了大名，不少地方都来要她去工作，还给她更体面的活

儿干。她却哪里也不想去，就喜欢在山上给游客“打山歌”。别人问她，你为什么喜欢唱山歌？她说，她想让更多

的人记住井冈山，记住红军先烈。

仔细思量，这绝非冠冕堂皇的套话。井冈山的山歌再多，也没有在井冈山牺牲的先烈多。不论在露天的陵园，

还是在纪念馆的墙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曾让我不忍举目端看。记得，解说员曾反复地强调说：在井冈

山牺牲的烈士太多了，光是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多少多少……说是成千上万，其实何止是成千上万啊。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红军走远了，井冈山还在。井冈山在，红军就在。因为我听见了，他们都在。不信，你也侧耳去听——

(有删改)

6．下列对文章思想内容的分析与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井冈山的墙壁上之所以有数量极为可观的标语，是因为当年红军不但要用标语鼓舞战士，而且要用标语动员百姓，

赢得拥护。

B．当年红军在极端残酷的形势下还能一笔一画写标语，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也体现出当地丰厚的历史文化对

战士的影响。

C．江满凤作为老红军的后人，不图名利，为让更多的人记住井冈山和革命先烈，坚持在山上给游客“打山歌”，确实

难能可贵。

D．文章强调在井冈山牺牲的烈士之多，不仅表明了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更是在警示我们要永远铭记历史，珍惜现在

的幸福生活。

7．下列对文章艺术特点的理解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章开头点出“盈眼皆为绿色”，突出井冈山无处不在的绿意，巧妙地引出了井冈山满山的红。

B．文中引用伟人和学者的话，突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同时交代井冈山标语口号的来源。

C．“井冈山不只是标语红，山歌也红”这句话在文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使文章过渡顺畅自然。

D．本文的语言很有特色，运用了排比、比喻、比拟等多种修辞手法，表达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

8．散文的特点是“形散神聚”，你认为本文的“神”是什么？文章是通过哪些“形”来突出“神”的？结合文章加以分析。

(4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有人认为文章的最后一段作用不大，应该删去，请就这一问题谈谈你的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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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注】一日退朝，召长孙无忌、李 、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为中宫，上意既决，逆．

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杀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无汗马之劳，致位至此，且受顾托，

不以死争之，何以下见先帝。” 称疾不入。无忌等至内殿，上顾谓无忌曰：“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

仪为后，何如？”遂良对曰：“皇 后 名 家 先 帝 为 陛 下 所 娶 先 帝 临 崩 执 陛 下 手 谓 臣 曰 朕 佳 儿

佳 妇 今 以 付 卿 此 陛 下 所 闻 言 犹 在 耳 皇 后 未 闻 有 过 岂 可 轻 废 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

之命。”上不悦而罢。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

众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愿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当．死。”因置笏于殿阶，

解巾叩头流血曰：“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仪在帘中大言曰：“何不扑杀此獠！”无忌曰：

“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宁不敢言。韩瑗因间．奏事，涕泣极谏，上不纳。明日又谏，悲不自胜，

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谏曰：“匹夫匹妇，犹相选择，况天子乎？皇后母仪万国，善恶由之。愿陛下详之，无为后人

所笑。臣恐海内失望，棘荆生于阙庭，宗庙不血食，期有日矣。”上不纳。他日，李 入见，上问之曰：“朕欲立

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

遂决。许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立一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昭仪令

左右以闻．。庚午，贬遂良为潭州都督。

(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武韦之祸》)

【注】上：皇上。这里指唐高宗李治。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

A．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

岂可轻废/

B．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

岂可轻废/

C．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

岂可轻废/

D．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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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可轻废/

11．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逆之必死”与“逆以煎我怀”(《孔雀东南飞》)两句中的“逆”字含义不同。

B．“罪当死”与“以一仪而当汉中地”(《屈原列传》)两句中的“当”字含义不同。

C．“韩瑗因间奏事”与“道芷阳间行”(《鸿门宴》)两句中的“间”字含义相同。

D．“昭仪令左右以闻”与“宰以卓异闻”(《促织》)两句中的“闻”字含义不同。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高宗想废掉皇后，召长孙无忌等大臣商议。顾命大臣褚遂良不愿让皇帝承担恶名，谦称自己无汗马之劳，愿以死

相争，反对立武昭仪为皇后。

B．褚遂良认为武昭仪曾侍奉太宗，此事世人皆知，不能立为皇后。高宗因触及痛处而勃然大怒，武昭仪趁机欲杀褚

遂良，但受到长孙无忌的阻止。

C．韩瑗谏阻立武氏为皇后，担心因此导致民心大失，国家倾覆。李 却认为这是帝王家事，臣子无权置喙。高宗

本来犹豫不决，就此打定主意。

D．许敬宗在朝廷上扬言，种田老汉多了点收成，还会有些小心思，何况贵为天子，想立一个皇后呢。易后跟臣子没

有关系，臣子不该随意议论。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皇后母仪万国，善恶由之。愿陛下详之，无为后人所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唐高宗欲立武昭仪为皇后，为何有的大臣反对，有的大臣赞成？请简要说明其根本原因。(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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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题。

吴 宫 宴【注】

曹 邺

吴宫城阙高，龙凤遥相倚。

四面铿鼓钟，中央列罗绮。

春风时一来，兰麝闻数里。

三度明月落，青娥醉不起。

江头铁剑鸣，玉座成荒垒。

适来歌舞处，未知身是鬼。

【注】此诗为晚唐诗人曹邺所作，咏三国吴主孙皓事。孙皓奢侈腐化，专横残暴，后为晋武帝所灭。

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首二句描写吴宫城阙之高峻、装饰之华丽，“遥”字暗示城阙面积之广大。

B．五、六两句运用了夸张手法，“兰麝”指歌舞伎身上香料散发的浓郁香味。

C．九、十两句叙述西晋大军顺江东下，直取吴都建业，吴宫随即成为荒台。

D．诗人借前朝之事讽刺晚唐王朝，即统治者倘不吸取教训，必将重蹈历史覆辙。

16．本诗主要运用了《诗经》中的哪种重要艺术手法？请结合诗歌内容简要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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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灵公》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具体解说了“恕”字的含义，也是处理人际关系

的重要准则。

(2)树木在田园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中写到树木的句子有“________________”和

“________________”。

(3)自然界猿猴的啼叫常常会引发人们的悲思愁绪，这在唐宋诗词中屡见不鲜，如“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三、语言文字运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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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杆是古代文人的心灵港湾。文人们通过栏杆这一意象，表达“倚遍阑干，只是无情绪”的闺怨之思，“解释

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的雅趣之乐……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倾注其中，传达说不尽的诗意。

凭栏是入世的，和渔樵式的隐逸不同，但又不全是入世的。它和万物有联系，但又不是一种行为上的热切介入。

就像《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背负青天向下看，尘埃飞扬，游氛如马，而人群如蚁，甚至看不见了。这个视角

是____①____的俯视。能够这样做，这就意味着：必须将自己安放于一个极高的地方，高得远离尘世，____②____。

凭栏一望，天地辽阔，风景无限。然而远处，更远处，终于还是看不清了。看不清的地方，一片苍茫，使人____

③____。凭栏久，看夕阳缓缓落下，落下，才能再次升起。一个又一个周而复始的日子里，我们好像什么都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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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好像什么也没有经历。

18．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3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请仿照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写两句话，要求句式相近，内容贴切。(4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2小题，8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0～21题。

大雪节气标志着仲冬时节的开始。

在古人眼里，雪是吉祥的征兆。一则雪代表着圣洁，象征着一尘不染的灵魂。二则雪是庄稼的“护身符”，不

仅可杀死一些害虫在表层越冬，而且雪水中氮化物的含量高，融化后能增长土壤的养分，供作物生长。三则雪能吸

收灰尘，净化空气，有利于身体健康。雪水亦是一味良药，能消炎、消肿、止痛、止痒。民间有用雪水治疗烫伤、

冻伤的单方。四则清纯的雪水是一种天然饮料，古代文人雅士常将枝头新雪扫下煮沸沏茶。

冬季也是进补的好时节，素有“冬天进补，开春打虎”的说法。冬季进补能提高人体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

改善人畏寒的现象。冬季进补还能调节体内的物质代谢，使营养物质转化的能量最大限度地贮存于体内，有助于体

内阳气的生发。俗话说：“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此时，宜温补助阳、补肾壮骨、养阴益精。冬季食补应供

给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易于消化的食物。大雪节气前后，柑橘类水果大量上市，适当吃一些还可以防治鼻炎，消

痰止咳。

20．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请进行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可少量增删词语，不得改变原意。(3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请简述第 3段的主要内容。要求使用包含因果关系的句子，使语言表达简洁流畅，不超过 65个字。(5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整本书阅读(5 分)

22．阅读《红楼梦》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中的两段文字，完成题目。(5分)

文本一：

探春因又接说道：“咱们这园子只算比他们的多一半，加一倍算，一年就有四百银子的利息。若此时也出脱生

发银子，自然小器，不是咱们这样人家的事。若派出两个一定的人来，既有许多值钱之物，一味任人作践，也似乎

暴殄天物。不如在园子里所有老妈妈中，拣出几个本分老诚能知园圃的事，派准他们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们交租

纳税，只问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临时忙乱；二

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年日在园中辛苦；四则亦可以省了这些花儿匠山

子匠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余，以补不足，未为不可。”

文本二：

众婆子听了这个议论，又去了账房受辖治，又不与凤姐儿去算账，一年不过多拿出若干贯钱来，各各欢喜异常，

都齐说：“愿意。强如出去被他揉搓着，还得拿出钱来呢。”那不得管地的听了每年终又无故得分钱，也都喜欢起

来，口内说：“他们辛苦收拾，是该剩些钱粘补的。我们怎么好‘稳坐吃三注’的？”

贾探春的改革措施为什么能得到下面“老妈妈”们的拥护？请用《乡土中国·差序格局》中的观点谈谈你的看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写作(60 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生活中，在获得一些新的东西时，也有可能失去另一些东西；在陶醉于成功的喜悦时，也有可能遭受失败的打击。

有格局的人，能够看淡成败得失，以平和心境坦然经营自己的人生。

他们从不因过往之事而后悔，从不因失败之事而沮丧，从不被琐屑小事牵绊，从不非议和争论他人；他们能享受最

好的，也能承受最坏的；能爱富不嫌贫，能助人不求报；他们从不计较小事，更不愿与人结仇；他们活得简朴而贵

重，开朗而热情……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请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认识，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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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