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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届广东省四校高三第一次联考
高三 语文 参考答案

1．B A.“明代的计成继承了老子大巧若拙的美学观点错,从“明代计成在《园冶》一书中曾讲到中国古代

造物的最高境界当为“虽由人作,宛若天开”。这种观点与我国古代著名的道家代表人物李耳的《老子》中“大

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的美学观点相似”可知,文本只是说两人的美学观点相似。C.“所以欣赏时要对作

品精神性进行仔细分析”属于强加因果。D.但他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有误，原文是说“老子所说

的‘自然’不仅仅是自然界，更是指‘自然而然’”。

2．C C.“老境则截然相反”错，从“这种老境之美，在工艺美术领域，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历史感和沧桑

感，但这种历史感和沧桑感能使作品焕发出盎然的生命力可知，“老”也具有着活力。

3．C 巧具有拙所不及的清新自然之美”错，从“拙并不是真的不巧，而是具有工巧所不及的清新自然之美，

是大巧的外在显现可知“拙同样具有清新自然之美”，故选 C。

4．①《天净沙•秋思》是人们较为熟悉的诗词，且诗词本身通俗易懂，以此为例，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工

艺美学”的枯槁之美。

②《天净沙•秋思》极具典型性，意象突出，画面感极强，能更有力地表现“大巧若拙”的枯槁之美，更

有说服力。 （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若有其他答案，言之成理亦可酌情给分）

解析：“工艺美学是枯之美,《天净沙秋思》是人们较为熟悉的诗词,且诗词本身通俗易懂,以此为例,便于读者

理解和接受《天净沙秋思》里罗列了枯藤、老树、乌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等一

些具体的物象,这些物象联合起来具有极强的画面感,是“大巧若拙”的枯槁之美的有力证明。

5．①画面以“枯木”与“怪石”为主题元素，抓住枯木与怪石的自然形态，没有多余装饰，简练自然，呈

现大巧若拙的自然之美。

②“木”为“枯”，“石”为“怪”，黑白水墨，色调单一，呈现出一种枯槁的朴素之美。

③ 枯树的姿态有如扭曲挣扎而生的身躯，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怪石似快速旋转，造成画面的运动感，

更能显现出此石无穷的活力。苍茫古拙背后，有着不屈的生命力，体现了“老境”之美。（每点 2 分，答出

任意两点即可。若有其他答案，言之成理亦可酌情给分）

解析：苏轼的水墨画作《枯木怪石图》，以“枯木”与“怪石”为主题元素，与文本大巧若拙的自然之

美的观点相符；“枯木”“怪石黑白水墨,色调单一，体现了枯槁的朴素之美；苏而且轼的水墨画作《枯木怪石

图》中枯树的姿态有如扭曲挣扎而生的寻躯，怪石似快速旋转，造成画面的运动感，这些都能体现“老境”

的美。

6. 答案：D A.不是直接说明而是侧面；B“说明知青们缺乏生活经验，对危险预估不足”错误。知青们改

变既定路线是因为他们想早点把全会召开的好消息告诉战友，这说明他们心情急迫，并且根据后文的内容可

知，他们是知道改变既定路线的危险性的，所以他们并非缺乏生活经验，对危险预估不足。 C.“能很快镇定

下来，是因为她知道 12 月底的冰面已经冻实，不会发生危险”错误。孙红梅只是看似镇定下来，这是为了

安慰别人，且由原文中的“她说出自己的判断……应该没问题”可知，“不会发生危险”只是孙红梅的推测，

不是既定事实。

7. 答案：B “点明了文章的主题”错误。“突出表现了人在面对大然时显得格外渺小”并不是本文的主题，

本文的主题是歌颂知青为国家做贡献的拼搏奉献精神。故选 B。

8.答案：① 一开始心情激昂澎湃，希望快点把喜讯传给战友；

② 听到冰层的断裂声，感到非常震惊和害怕；

③ 孙红梅留下“遗言”后，感到悲壮和沉重；

④ 成功走出湖面后，感到激动。

（一点 1 分，两点 3 分，三点 5 分，四点 6 分。）

9.答案：① 毛泽东这两首诗词豪迈乐观，抒发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烘托出知青们澎湃激昂的情绪，表现了



高三四校联考语文学科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第 2 页

他们对恶劣环境毫不畏惧的乐观主义精神和积极为国家做贡献的拼搏精神。

② 吟诵诗词的场景渲染出豪迈愉悦的氛围，同时也暗示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

③ 两首诗词中雪的描写与小说中的大雪互相映衬，更加突显出环境的恶劣。

④ 开始时的激情诵读与后文遇险的经历形成对比，展现了知青们心情的变化，情节紧凑有起伏。

⑤ 突显主题，吟诵毛泽东的诗词，抒发博大的胸怀，表达作者对知青们勇敢乐观、积极作为的赞美。⑥ 吟

诵毛泽东的诗词，增添小说文学性，丰富文章内容，引发读者情感共鸣。

（任一点得 2 分，三点得 6 分。）

10. 答案：C 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至今赖之；晋有里克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卫、邢无难，狄

亦丧之：故人之难不可虞也。

11. 答案：A 谥号是指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人物死之后，后人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评价的

文字。“灵”是下谥，即批评类的谥号，表示"乱而不损"。

12. 答案：A 并不是当即就接受的建议，而是进一步提出了晋国的优势进行反驳。

13（1）译：司马侯回答说：“依靠马匹众多和地形险要，又乐于邻国的内难，这是三种危险。

得分点：恃，依靠；虞，通“娱”，乐也；句式，是……也，这是 ；殆，危险。

13（2）译：多年以后才让他回去，蔡昭公渡过濮水时，将玉璧投入河中（发誓）说：“如果有诸侯攻打楚国，

我请求做前锋！”

得分点：归，让……回去；济，渡河 ；前列：前锋，先头部队。

14.答案：①劝止伐楚：为个人私怨发动战争，有损君王道义；

②支持伐楚：蔡国没有罪过，而楚国不讲道义，此时攻打楚国，符合道义。

参考译文：

楚灵王即位后，想成为诸侯的霸主，于是要举行诸侯的会盟，派椒举到晋国协商要求诸侯参加（由楚国

主持的）盟会。晋平公想不答应这一要求。司马侯说:“不行。楚灵王做事正在胡作妄为的时候,上天也许是

想让他满足愿望,以增加他的劣迹,然后给他降下惩罚,这是说不定的。或者让他得以善终,这也是说不定的。

晋国和楚国的霸业只有靠上天的帮助,而不是彼此可以争夺的。君王还是允许他,而修明德行以等待他的结局。

如果归结到德行,我们还要去事奉他,何况诸侯?如果走到荒淫暴虐,楚国自己会抛弃他,我们又与谁去争夺?

晋平公说:“晋国有三条可以免于危险,还有谁能和我们相比?国家的地势险要而多产马匹,齐国、楚国难又多。

有这三条,到哪儿不成功?"司马侯回答说：“依靠马匹众多和地形险要，又乐于邻国的内难，这是三种危机。

依靠地形险要和马匹多，并不可以作为巩固国家的基础，从古以来就是这样，所以前代的帝王一定要致力于

修养仁德用来祭享神灵和人民，没有听说过一定要靠地形险要与马匹多。齐国发生了公孙无知夺取政权的内

难，因而获得了齐桓公，齐国到现在还依赖着桓公的霸业。晋国发生了里克的作乱，而得到了晋文公，所以

晋国发展成为盟主。卫国、邢国都没有发生内难，狄人也灭亡了他们。所以别人的患难，是不可高兴的。依

靠（你所说的）三种条件，而不去修养政教仁德，恐怕连救亡的空暇都没有，又怎么能达到目的呢？殷纣王

淫乱暴虐,文王仁慈和蔼。殷朝因此灭亡,周朝因此兴起,难道只是在于争夺诸侯?你还是答应楚国吧。”晋平

公就答应了楚国使者的要求。楚灵王于是在申地举行了诸侯大会，与诸侯一起去讨伐吴国。并修建章华台，

进行了在干溪的战事。这些事让（楚国的）百姓在下面因为辛劳而怨声载道，大臣在上面背叛（楚灵王）。

公子弃疾于是发动叛乱，楚灵王出逃外国，最后在荒野死去。所以说：“晋国都没有顿一下戟楚国就灭亡了”，

这都是司马候的谋略啊。

伍子胥的父亲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逃出楚国。伍子胥便挟着弓，亲自侍奉吴王阖闾。阖闾就准备将替

伍子胥报仇。伍子胥说：“不能这样，我听说诸侯不替一个平民报仇。况且侍奉君主犹如侍奉父亲一样，损

耗君主的德行，报杀父之仇，我不可以这样做。”这样攻打楚国的计划就暂且搁置。蔡昭公去楚国朝见，有

一件漂亮的羔裘皮衣，楚国的令尹囊瓦就向蔡昭公索求羔裘皮衣，蔡昭公不给。于是蔡昭公就被囚禁在楚国

的国都郢，多年以后才被放回去，蔡昭公离开楚国来到汉水边，将玉璧投入河中（发誓），说：“如果有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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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打楚国，我一定为他做先锋！”楚国听说这件事，便兴师讨伐蔡国。蔡国就向吴国求救。伍子胥向吴王阖

闾建议：“蔡国并没有罪过，是楚国无道。君王如果有占据中原的想法，现在正是时候。”于是，吴国兴兵讨

伐楚国，在柏举这个地方打败楚国，成就了吴国的霸业，这都是伍子胥的谋划啊。所以《春秋》中对伍子胥

进行赞美。

15.答案： B 养在马厩是恩惠，但青骢马不甘心接受伏枥豢养的恩惠。

16．参考答案：

①战马和主人一心，在战场上为国建功，载誉而来，作者借此表达了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②战马只能在京城槽枥之间，作者借此表达了自己困守长安，不能为国出力的惆怅之情。

③战马不满足于在京城槽枥之间，依然渴望上战场建功立业，作者借此表达了不愿意困守于

京城，渴望为国效力的雄心。

④战马雄姿英发，可以踏破交河的坚冰，作者借此表达了自己也有能力为国家建立功勋的信

心。

⑤战马非名将不敢骑乘，作者借此表达了困居长安间渴望被“伯乐”发现和重用从而获得建

功机会的愿望。

（每点 2 分，三点 6 分。其他合理答案，酌情给分。）

17.答案：（1）千里澄江似练 翠峰如簇

（2）不敢言而敢怒 日益骄固

（3） 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扪参历井仰胁息 以手抚膺坐长叹

18. 答案 C 【解析】第一处“灌注”是多指液体的浇进、流入，也比喻心血、感情、勇气、生命力等较抽

象事物的注入，而“贯注”意思是连贯，通连；精神、精力集中。第二处，： “迎风招展”形容旗子等随风

飘扬，“屹立不倒”指像山峰一样高耸挺立，多比喻意志坚定，不可动摇。第三处， “当之无愧”指完全当

得起，没有惭愧和不足的地方。意思是接受某种荣誉或称号等是完全够条件的。“当仁不让”遇到应该做的

事情，积极主动地担当起来，毫不推辞。第四处,“镌刻”，雕刻的意思，与“纪念碑”更为搭配。“书写”用

笔写。

19. D 我们不但可以看清你脸上的每一道皱纹，抚摸你的每一根白发，还可以顺着诗句走进你宽阔的心海。

【解析】同一主语，“我们”应放在关联词之前。“看清”“抚摸”“走进心海”，层层递进，语序不能改变。

20.［参考答案】

① 运用比喻的手法，将无形的“悲愤”比作“秋风”， 真实可感，将无形“思考”比作“夏日流萤”，视觉

可见，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你”的心路特点以及对“我们”的引领作用。

②运用比拟的手法，“悲愤”“感悟”本是无形，作者运用“瘦”“堆积”等形容词与动词，将描写对象有形

化，更富形象感与感染力。

（点明手法各 1 分，分析构成各 1 分，回扣化无形为有形的效果 1 分；只有手法不做分析或分析错误不给

分。）

21. 解析：D “身经百战”表示特殊含义。 A．“本色派”表示特定称谓；B．“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

表示否定或讽刺；C．“生存还是毁灭”表示引用；D．“科学家”表示特殊含义。

22．① 很多人认为有 （【解析】紧扣后面句首的一个“但”，表转折关系；句子前面是问句，所填内容为问

句答案；狗有没有计算能力能力，与后面科学家对应的是众人的观点，且是反观点；众人到底认为有没有，

得从科学家认为有没有来反向断定；从全文来看，科学家认为没有，那么众人认为有。）

②卡片背面透出的算式 （【解析】前面讲到 “卡片的正面对着狗”，那么这里主人看到的当然是卡片背面。

要想所填 内容更贴切，背后能看到什么呢？前文讲到“在卡片的正面写着一道简单的算式。可有一点是主

人不知道的，那就是卡片用几层透明纸制成，最后一层上印了另外一个算式”，推知，背后看到的是“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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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算式”，且这个算式与狗正面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③并不具有计算能力 （【解析】与第一段呼应，回答问题，总结全文，得出结论。紧扣后面句首的一个“但”，

表转折关系。）

23．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的写作能力。

审题：这是一道引语式材料作文题。

材料第一句话指出油门、刹车、方向盘对驾驶员的重要性；第二句话具体阐释，提出“驾驶要善于踩油

门，也要适时刹车，还要掌握方向盘来选择和调整方向”的观点；第三句话提出“不同情况下灵活采取这三

种操作行为”的观点。写作要求中提到“以上驾驶操作对我们颇具启示意义”并加入“‘如何高效复习迎考’

为主题的经验交流会”这样一个情境，也就是说需要从驾驶经验引申到高三复习迎考学习经验等方面。其中，

善于踩油门，寓意我们要学习要有砥砺前行、拼搏奋斗的精神；适时刹车，寓意面对问题，精神紧张等情况

时，要适时收手，放松自我，善于做减法；掌握好方向盘，寓意学习要选准适合自己的道路，在需要时做出

改变、调整方向。而最终三者的使用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寓指在面对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不同情况，要适

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