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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衡水中学 2023 届上学期高三年级三调考试

语 文

本试卷共 8 页，总分 15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 I（本题共 5小题，17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题。

材料一：

现今，在互联网引领的时代下，各种思想意识对人们的认识活动和行为方式产生很大的

影响，单一或相对简单的中华民族精神表现形式，已经不能满足这种社会环境下时代的发展。

口述历史是通过收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式。进一步说，“它是由准备完善

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影像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一种

研究历史的方式”。

就其基本的科学属性而言，口述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就其科学性质来讲，口述史是

一种科学方法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口述历史

是以普通人为主体的，不同以往的历史学论著更多的是关于权力精英的声音。口述历史不仅

以真实的历史方式再现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而且为历史研究本身开辟了新的领域，同时也

使得有关历史的“声音”日趋多元和逼真。口述史的载体也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而日益多样化。

20世纪 40年代，随着电子音像技术的进步，在搁置了几千年之后，口述史复兴于 20世纪

中期。此外，口述史功能作用是多元性的。实际上，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对民间、社会资料的

发掘。这也是各种研究最基本的需要，这说明了口述史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精神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在过去的一百年中，

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斗争，这反映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如何运用新的表现形式，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主题。

口述史最为显著的作用就是“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历史上有许多事件，由于

各方面的局限性，我们不能留下书面记录，人们需要了解历史真相，必须对当事人或知情人

进行口头调查，并收集口头凭证。就比如在党的早期的许多重要的会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红军长征以及党在白区的斗争活动等，由于当时斗争的严峻形势，或出于安全原因，没有留

下书面材料。今天，那段历史在我们的研究和民族精神的塑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

当事人或知情者对那段历史的口述回忆就十分重要了。在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客观要求下，

就必须大力加强对口述史的研究。

（摘编自赵彬彬、张慧峰《以口述史形式彰显中华民族精神》）

材料二：

许多人对“口述历史是否值得相信”这一问题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这源于诸多影响口述

史可信度的因素不能被完全忽视或消除，因此研究者们应该尽力去完善和细化口述史的研究

过程。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

对于那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尽管他们亲身参与到了事件的进程中，但也犹如盲人摸象

一般，容易将他们看到或经历过的视为历史事实的全部，事实上谁都没有把握说自己可以掌

握历史完整的真相。很多口述访谈的被访者以普通平民居多，他们的身份有限，文化知识也

有限。一个人的知识储备会影响他对一个事件的理解深度。因此，平民的身份导致了认知能

力的受限，且单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来看，他所能接触到的信息也是单一而有限的。尤其是

在交通闭塞、通信初步发展的时期，普通民众能够接收到信息的渠道只有报纸、广播或电报，

更遑论那些只能够通过信件才可以勉强进行信息交换的古老年代。历史是多元且复杂的，而

当人们无法获取更多更全面的信息作为参考，只能基于自身的眼界去判断某个事物的时候，

他的位置就决定他的立场和角度。但若只从其中一方的角度出发去看待历史事实，就很有可

能出现偏差，并且降低历史真相的可信度。

人的记忆能力是有限的。基于这一点，口述者愿意并且可以陈述的回忆也是有限且具有

选择性的。经历过相同历史事件的人，如果在这个事件中他们所记忆的片段是相同或相似的，

那么这段口述史的可信度自然而然就提升了。但是，如果他们在脑海中所提取的记忆有限，

忽略了某些细节之处，甚至是他们有意而为之，从而导致不同的口述者陈述相同事件时发生

偏差，那么这也会极大地影响到口述史的可信度。

访谈者在获得口述史的过程中占领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访谈者的业务能力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了一段口述史的成功与否。所以，对于访谈者来说，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储备量是非常

必要的，以免在访谈过程中因为自身背景知识的缺乏而误读了口述者所表达的内容。

（摘编自黄心怡《借用新闻访谈技巧提升口述史可信度的实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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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但它是通过收集和使用普通人口述的史料来研究历史，

与以往的历史学论著有很大不同。

B．口述历史这种形式能够开辟历史研究的新领域的原因有多种，其中电子音像等科学

技术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

C．在革命战争年代，有些历史事件的文字资料因为形势特殊而无法被保留下来，要了

解真相就应该对相关人员做口头调查。

D．过去交通闭塞，接收信息的渠道有限，这就决定了被访者的认知是有限的，不能还

原历史事实的全部真相。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材料一与材料二都谈到了口述历史的问题，不过二者论述的侧重点并不相同。

B．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历史形式，仍然存在很多环节需要努力加以完善。

C．口述历史能不能做到真实可信，访谈者的业务能力高低也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D．在访谈节目中，能否谨慎地选择访谈对象，有时也会影响口述历史的可信度。

3．下列选项，最适合作为论据支撑材料二相关观点的一项是（3分）

A．雷蒙·阿隆《历史哲学》：“历史总是为生活服务的，它提供范例，评价过去。”

B．科林伍德《自传》：“历史著作有开始也有结束，但它们描写的事件却并不如此。”

C．胡也频认为：“历史永远是陈旧的，新的生活不能把历史作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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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布罗代尔说：“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

4．在新的形势下，口述历史这种形式有何重要的现实意义？请结合材料一简要概括。（4分）

5．假设你是一位亲历某历史事件的普通人，一个月后要参加某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为确保

口述历史的真实性，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应该如何去做。（4分）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小题，18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题。

吉祥如意 郭文斌

五月是被香醒来的。娘一把揭过捂在炕角瓦盆上的草锅盖，一股香气就向五月的鼻子里

钻去。五月就醒了。五月一醒，六月也就醒了。五月和六月睁开眼睛，面前是一盆热气腾腾

的甜醅子。娘说，你看今年这甜醅发的，就像是好日子一样。五月把舌头伸给娘，说，让我

尝一下。娘说，还没供呢，端午吃东西可是要供的。五月和六月就呼地一下子从被筒里翻出

来。

等他们洗完脸，爹和娘已经在院子里摆好了供桌，娘已经把甜醅子和花馍馍端到桌子上

了，在蒙蒙夜色里，有一种神秘的味道，仿佛真有无数的神仙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等着享用

这眼前的美味呢。

爹向天点了一炷香，往地上奠了米酒，无比庄严地说：“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

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吉祥，那儿吉祥，／处处都吉祥。／……”

爹念叨完，带领他们磕头。六月不知道这头是磕给谁的，但六月觉得跪在地上磕头的这

种感觉特别美好。供完，娘说，先垫点底，赶快上山采艾。说着给他们每人取了一碗底儿。

娘说上山采艾时必须吃一点供品，能抵挡邪门歪道呢。甜醅子是莜麦酵的，光闻着就能让人

醉。花馍馍也让人不忍心一下子咽到肚里去。接着，娘给他们绑花绳，说这样蛇就绕着他们

走了。又给他们每人的口袋里插了一根柳枝，有点儿全面武装的味道，让六月心里生出一种

使命感。

五月和六月在端午的雾里走着。六月看着五月手里的香包，眼里直放光。六月的手就出

去了，他把香包举在鼻子上，狠命地闻。五月看见，香气成群结队地往六月的鼻孔里钻，心

疼得要死，伸手去夺，六月忙把香包送到她手上。五月盯着六月的鼻孔，看见香气像蜜蜂一

样在六月的鼻孔里嗡嗡嗡地飞。五月把香包举在鼻子前面闻，果然不像刚才那么香。再看六

月，六月的鼻孔一张一张，蜂阵只剩下一个尾巴在外面了。嘿嘿。五月被六月惹笑了。

六月知道，五月今年已经试手做了两个香包了。娘说，早学早惹媒，不学没人来。五月

就红着脸打娘。娘说，女靠一个巧，巧是练出来的。五月就练。一些小花布就在五月的手里

东拼拼西凑凑。

但六月很快就忘了这个问题，因为他看见了蛇。五月既迅速又从容地移到六月身边，把

六月抱在怀里。六月说，我们的手腕上不是绑了花绳儿了吗，我们不是吃过供过的花馍馍了

吗？五月说，娘不是说只要你不伤它它就不会伤你吗？六月说，娘不是说真正的蛇在人的心

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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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着时，那圆开始转了，很慢，又很快。当他们终于断定，它是越转越远时，五月

和六月从对方身上，闻到了一种香味，一种要比香包上的那种香味还要香一百倍的香味。

娘教五月如何用针，如何戴顶针。五月第一次体会到了用顶针往布里顶针的快乐，把两

片布连成一片的快乐。五月缝时，六月趴在炕上看。五月的针就不防滑脱，顶到肉里去，血

就流出来。五月疼得龇牙咧嘴。再看娘手中的针，怎么就那么服帖呢？

山顶就要到了，五月和六月从未有过地感觉到“大家”的美好。即使是那些他们平时憎恶

的人看上去都是那么可爱。

五月和六月到了山顶。太阳从东山顶探出头来，就像一个香包儿。上山采艾的人们就像

听到太阳的号令似的一起伏在地上割艾了。五月说，这艾就要趁太阳刚出来的一会儿采，这

样采到的艾既有太阳蛋蛋，又有露水蛋蛋。这太阳蛋蛋是天的儿子，露水蛋蛋是地的女儿，

它们两人全时，才叫吉祥如意。六月奇怪姐姐怎么把太阳和露水说成蛋蛋。蛋蛋是娘平时用

来叫他们的。六月蹲下来，拿出篮子里的刃子准备采艾。但是六月却下不了手。一颗颗玛瑙

一样的露珠蛋儿被阳光一照，像是一个个太阳崽子。六月一下子明白了姐姐为啥要用蛋蛋来

称呼太阳和露珠儿。一刃子下去，就会有好几个太阳蛋蛋死掉。

六月还是下不了手。姐姐又笑了，说，如果你觉得它们可怜，你可以先把它们摇掉啊，

让它们躺到地里慢慢睡去。这一摇，又把六月的心摇凉了，让六月看见了一个个美的死去原

来是这样简单的一件事。他第一次感到了这美的不牢靠。而让这些美死去的，却是他的一只

手。六月第一次对自己开始怀疑起来。六月开始采艾。采着采着，就把露珠儿和手的问题都

忘了。他很快沉浸到另外一种美好中去。那就是采。刃子贴地割过去，艾乖爽地扑倒在他的

手里，像是早就等着他似的。六月想起爹说，采艾就是采吉祥如意，就觉得有无数的吉祥如

意扑到他怀里，潮水一样。

一山的人都在采吉祥如意。

多美啊。

现在，六月和五月的怀里每人抱着一抱艾，抱着整整一年的吉祥，走在回家的路上，走

在端午里。他们的脚步把我的怀念踩疼，也把我心中的吉祥如意踩疼。

（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小说开头通过描写五月和六月被香气熏醒后起床的场面，表明传统端午佳节的活动

对孩子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B．在上山采艾的途中，小说运用比喻等修辞手法描写姐弟抢香包的细节，表现了六月

的俏皮可爱和姐弟对美好事物的热爱。

C．小说中五月缝香包的情节，运用了神态描写和语言描写，交代了六月的关注，也表

明五月初学用针的生涩。

D．结尾处的“把我的怀念踩疼，也把我心中的吉祥如意踩疼”，表现了作者对淳朴民俗

的眷恋，对人性本真的温情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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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文中五月和六月遇到蛇的部分，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呼应了上文吃供品避邪、戴花绳防蛇的情节，也为姐弟采艾的路途制造了波澜。

B．“既迅速又从容地移到六月身边，把六月抱在怀里”，表现了五月对弟弟的爱护。

C．“只要你不伤它它就不会伤你”等说法，表明作者主张人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

D．在断定蛇转远时，五月和六月闻到对方身上比香包还香，表明姐弟都乳臭未干。

8．山顶采艾，六月的思绪随着他的所见所感而逐步生发展开。请结合文中相关部分简要分

析。（6分）

9．一般人写端午节，难以避开写吃粽子和赛龙舟等大家熟知的习俗。本文却独辟蹊径，从

不同的角度来描写传统的端午佳节，这取得了怎样的文学效果？谈谈你的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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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祖居晋阳，闻冒顿居代谷，欲击之。使人觇匈奴，冒顿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

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复使刘敬往使匈奴，未还，汉悉兵三十二万北逐之。

刘敬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徒见羸瘠老弱。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

是时汉兵已业行，上怒，械系敬广武。帝先至平城，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帝

于白登七日。帝用陈平秘计，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

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主亦有神灵，单于察之。”冒顿与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不

来，疑其与汉有谋，乃解围之一角。会天大雾，汉使人往来，匈奴不觉。陈平请令强弩傅两

矢外乡，从解角直出。帝出围。上至广武赦刘敬。匈奴冒顿数苦北边，上患之，问刘敬。刘

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

也。独可以计久远。”上曰：“奈何？”对曰：“陛下诚能以嫡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必慕

以为阏氏。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可无战以渐臣也。”
帝曰：“善。”冒顿死，子稽粥立，帝复遣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上

言曰：“今胡人数转牧行猎于塞下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陛

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

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要害之处，调立城邑，毋下千家。塞下

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

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如此，则利施

后世，名称圣明。”上从其言。

（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匈奴和亲》）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今胡人数转牧行猎／于塞下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

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

B．今胡人数转牧行猎于塞下／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

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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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今胡人数转牧行猎／于塞下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

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

D．今胡人数转牧行猎于塞下／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

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

11．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翁主，汉代时指诸侯王的女儿，也称“王主”，大致相当于后世的“郡主”。

B．御史大夫，秦朝开始设置，职位仅次于丞相，主管弹劾、纠察官员过失等事。

C．邑里，泛指乡里。“邑”指城邑，城镇；“里”是古代的基层行政区划单位。

D．亲戚，文中指内外亲属，不包括父母，与“悦亲戚之情话”中的“亲戚”同义。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冒顿单于藏匿强壮的士兵及肥壮的牛马，故意显示己方虚弱不堪，引诱汉军攻打。

刘敬识破了这一诡计。

B．汉高祖不听刘敬劝告，被围困在白登。他派使者贿赂阏氏，使得冒顿单于打开包围

的一角，汉高祖趁雾逃跑。

C．刘敬提出和亲、赠送财物、派辩士以礼规劝匈奴的长远策略，这样就可以不用通过

战争而使匈奴臣服。

D．汉朝建立以来，匈奴屡次袭扰，成为北方边患。汉景帝时，晁错提出一系列边疆防

御策略，被皇帝采纳。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徒见羸瘠老弱。（4分）

(2)陛下诚能以嫡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必慕以为阏氏。（4分）

14．为巩固边防，防备匈奴袭扰，晁错提出了哪些建议？请简要概括。（3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小题，9分）

阅读下面两首唐诗，完成 15～16题。

寒食寄京师诸弟 韦应物

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

把酒看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

寒食夜 韩 偓

恻恻轻寒翦翦风，小梅飘雪杏花红。

夜深斜搭秋千索
①
，楼阁朦胧烟雨中。

【注】①据《古今艺术图》等资料记载，当时北方寒食节有女子荡秋千为戏的习俗。

15．下列对这两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韦诗和韩诗都细致描写了寒食节的景物，也都能融情入景，情景交融。

B．韦诗首句围绕“冷”字层层叠加，渲染环境气氛，令人倍感萧索凄冷。

C．韩诗首句用叠词“恻恻”“翦翦”描写寒气和夜风，给人以凄迷的感觉。

D．韩诗写的全是眼前实景，韦诗前三句写所见之景而尾句转写想象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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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这两首诗都是寒食怀人的佳作，但二者表达的具体情感并不相同，请简要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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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临安春雨初霁》中“ ， ”两句，不仅暗示了诗人一夜未眠，

而且生动描绘了临安春雨初晴的明媚春光。

(2)《归去来兮辞并序》尾段中“ ， ”两句，表达了陶渊明顺应自然规

律、乐天安命的人生态度。

(3)在古诗中，很多诗人常常借用头发斑白来表达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等复杂的感情，

如“ ， ”。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 I（本题共 3小题，11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20题。

“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无垠。”以翩跹舞姿勾勒如诗如幻的山河图景、

以雅致清丽的中式美学营造千年梦境的《只此青绿》在央视虎年春晚的舞台上激活了观众的

传统文化基因。

“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方能汇山河。” “青绿”是纯写意的，画中青峰叠嶂，绿水隐现；

舞者发髻高耸，眉眼锋利；利落甩袖，隐入画中。 ① 的宋画之美、独一无二的中国

古典之美在舞台上众仕女的步态中，走入了观众的心灵。“青绿”的端庄、沉静和冷冽，在春

晚的舞台上得到了 ② 的展现。

“余音绕梁传古韵，咫尺千里舞江山。”在春晚古朴大气的舞台背景映衬下，《只此青绿》

与 900年前的《千里江山图》跨越古今对话，将中华传统之美娓娓道来。青山绿水，从古老

的画卷里流淌出来，随如云般的水袖舞动。舞者身姿婀娜又兼具力量，静而不郁，动而不惊，

体现 ③ 、动静互补、有无相生的中国艺术辩证法，蕴含生生不息的大国气象。

国风出圈，文化破壁。风华绝代的传统文化是个“无尽藏”，如何把青灯古卷变为符合当

代技术水准的流光溢彩，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课题。

18．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3分）

19．请将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改成几个较短的语句。可以改变语序、少量增删词语，但不得

改变原意。（4分）

20．文中画横线的句子使用了引用和借代的修辞手法，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其表达效果。（4

分）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2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1～22题。

说到人类大脑，你一定能联想到这种坚果——核桃， ① ，也难怪崇尚“以形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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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中国人会认为“核桃能补脑”了。但是其实两者也不太一样。如果你拿几个核桃来比较

一下， ② ，可是人类的大脑却不是，人类大脑的沟回长得都很相似，只是有的地方

沟回很多，有的地方就相对平滑。

在生物的发展史上，神经系统的演化很重要。 ③ ，它的演化等级越高。除了极

少数动物，比如海绵，几乎所有真核生物门的动物都具有神经系统，哺乳动物不仅具有神经

中枢——大脑，还进化出了能思考的大脑皮层。且人类的大脑皮层还很特别，其他动物的大

脑都不像人类这样折叠成“核桃”，即使是人类的近亲猿猴，也不像我们的大脑这样“皱”。为

什么我们的大脑皮层尤其“皱”呢？是什么决定的呢？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只在人类身上存

在的基因，这种名为“ARHGAP11B”的基因会让人类大脑产生更多的脑细胞。当脑细胞越来

越多，大脑装不下时，就会发生折叠。

21．下列句子中的“你”和文中画横线处的“你”，用法相同的一项是（3分）

A．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B．你不知道这间房子底下人不准随便进来吗？

C．同学们在运动场上你追我赶，谁也不甘示弱。

D．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

22．在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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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个字。（6分）

四、写作（60 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香菱学诗”是《红楼梦》中的一个经典情节。香菱学诗经过了呆、疯、魔、仙四个阶段。

首先写香菱从黛玉那里拿了诗，诸事不管，一首一首的读起来，茶饭无心，坐卧不定。接着

写她连房也不入，只在池边树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抠土。然后写她自己走至

阶前竹下，挖心搜胆，耳不旁听，目不别视。最后写她从梦中笑道：“可是有了，难道这一

首还不好？”……香菱苦志学诗，精血诚聚，她的诗也终于得到众人赞评。

以上材料中，香菱学诗的经历也能在更广泛的领域给人以启示，引发深入思考。请你结

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经验以“立志与勤奋”为主题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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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