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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启用前　　【考试时间：５月１２日 ９：００—１１：３０】

银川一中、昆明一中高三联合考试二模
语 文 试 卷

命题人：银川一中高三语文命题组　 　审题人：昆明一中高三语文审题组

注意事项：

１答题前，考生务必用黑色碳素笔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考场号、座位号在答题卡上填写清
楚，并请认真填涂准考证号。

２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２Ｂ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擦
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答在试卷上的答案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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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有重视“古”的倾向。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画贵在“仿”，书重在“临”，都是重

视传统的思想在艺术中的投射。中国艺术家也常怀太古心，对高古寂历、古拙苍莽的境界简直到了痴

迷地步。

“古”，当然与时间有关。说到“古”，人们自然会想到复古、重视过去、崇尚传统等。但是，传统

艺术观念中“古”的内涵很复杂，人们所说的“高古”“古朴”“古雅”“古澹”“简古”“浑古”“古拙”“苍

古”“醇古”“荒古”“古秀”等概念，都不是“复古”可以概括的，不能仅从回归传统、重视古法上来理解

“古”的追求。从时间角度看，传统艺术追求的“古”，有两种不同的内涵：

一是时间性的。古是与今相对的概念，过去的历史。历史中显现的权威话语，由权威话语所形成

的古法，成为当下创造的范本。这种“古”———时间、历史所构成的无形存在，如同艺术家脚下的大

地，是创造的基础，也是价值意义的显现。如赵孟瞓说：“作画贵有古意。”他所理解的“古意”，本质

上是时间性的。其中包含的潜在观念，乃是以古为美，所谓“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他认为，有成就

的艺术家，要“近”于“古”，承续艺术正脉，追寻先贤传统。

二是非时间性的。古不是与今相对的过去，而是超越古今所彰显的人的真实生命感觉。它重在透

过变化的表相，去追踪时间流动背后不变的内涵，发现人生命存在的意义。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今

人心中有，古人心中也有，岁岁年年人不同，但年年岁岁花相似，天地人伦中有一些不变的东西。如

龚贤诗中所说：“小台临寂历，溪断欲生烟。此地近于古，何年方及春？”这里所言“近于古”的古意，

不是赵孟瞓的古风，它是“不及春”的，无时间是其根本特点。龚贤在高古寂历中，将人从知识表象

中、历史丛林里、功利追逐处拯救出来。

石涛这方面的理解堪称透彻。他说：“古人未立法之先，不知古人法何法；古人立法之后，便不容

今人出古法。千百年来，遂使今人不能一出头地也。师古人之迹而不师古人之心，宜其不能一出头地

也。”“古人之迹”，是时间延传中存留的作品以及作品粘带的法度；“古人之心”，是非时间性的，它是

通于天地、古今的存在，是人在生命体验中发现的真实。真正的艺术创造，是要从“古人之迹”中发现

“古人之心”，在时间性的成法背后去追求勃郁的生命精神。

前人有“金石鼎彝令人古”的说法，元明以来艺坛很多人对布满锈迹的对象感兴趣，如青铜器物。

这并非是要证明器物、顽石年代久远，来历不凡，也不只是为了满足主人博雅好古的趣尚，斑驳陆离

的意味，却有另外一种精神启发，如同打开一条时间通道，将人从时间中拉出，去与另一世界的知心

者对话。千余年来中国艺术观念中追求的“古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的是这超越时间、归复真性的创

造精神。

在千余年来艺术观念发展过程中，这两种“古意”并非截然分别，而是彼此相关。时间性古意，往

往又是达至非时间古意的前提，甚至是必要前提。艺术家是在时间性古意之外去追求人同此心、心同

此理的永恒“古意”。

（摘编自朱良志《说中国艺术中的“古意”》）

１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中国传统艺术理论重视“古”，书画作品通过临摹，完全模仿前代，是重视传统思想在艺术中的

投射。

Ｂ传统艺术观念中“古”的内涵并非“复古”二字可以概括，不能从回归传统、重视古法上来理解

“古”的追求。

Ｃ传统艺术追求“古”的时间性内涵，是相对于今而言的，要在“古”中发现永恒的生命的意义。

Ｄ从时间的角度看，传统艺术追求的“古”，有时间性和非时间性两种不同的内涵，两个内涵彼此

相关。

２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文章多处用了事例论证的方法，其中以龚贤的诗歌为例来证明天地人伦中有一些不变的东西，

这就体现了“古”的非时间性内涵。

Ｂ文章先指出“重古”的现象，再分析“古”的两种内涵，最后论述两种“古意”的关系，思路清晰，

结构严谨。

Ｃ文章引用石涛的话，既说明真正的艺术要由“古人之迹”到“古人之心”，又引出对两种“古意”关

系的讨论。

Ｄ文章通过对比论证，阐明了“时间性古意”和“非时间性古意”的关系，突出了“非时间性古意”的

重要地位。

３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由时间和历史构成的时间性的“古”如同艺术家脚下的大地，是当下创造的范本和基础，也是价

值意义的显现。

Ｂ明代王世贞称赵孟瞓的书法“复二王之古，开一代风气”，体现了赵孟瞓承续艺术正脉，追寻先

贤传统的思想。

Ｃ传统艺术中的“高古”指高远古雅、不涉俗韵，是一种寄心太古，风神超凡的艺术追求，应属于

时间性的古意。

Ｄ当一代代的人望向张若虚笔下那轮年年相似的江月时，应该会感受到天地人伦中那亘古不变的

勃郁的生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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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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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农场“一码通”是农业农村部对全国家庭农场赋予、归集展示家庭农场信息，作为家庭农场纳

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以下简称“名录系统”）管理的唯一标识，其编码具有唯一性，一经赋予，在

该家庭农场存续期间保持不变。

“有了这个码，相当于给农场办了‘身份证’，消费者可以通过官方认证的渠道便捷获取家庭农场

及产品信息，这对于我们的信誉度和知名度提升很有帮助。”江苏省射阳县海河镇陈晨家庭农场负责人

陈晨告诉记者，去年他的农场参与了“一码通”全国试点，将编码印在产品包装上，“效果不错，全年

卖了４５万斤梨，收入较上年增加了很多。”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２０２２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发家庭农场“一码通”赋码系统，对全国

３１１５个县级及以上示范家庭农场进行赋码试点，在帮助家庭农场开展品牌宣传、获得金融保险服务等

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通知》对深入开展家庭农场赋码工作、全面实行“一码

通”管理服务制度作出具体部署。

（摘自《家庭农场能办“身份证”了》，新华网，２０２３年４月４日）

材料二：

据介绍，江西省鹰潭市上清镇板栗种植面积达５０００多亩，累计带动１２００多户农民增收，其中包

括５３户脱贫户。“当地的小板栗成长为大产业，一路走来并非一帆风顺。”童庆锋坦言，原先出村的路

不好走，运输时间长，加上没有冷链物流车，好多板栗烂在半路上，损耗很大。加上板栗在１１月份集

中成熟，保鲜期很短，储运压力很大。

“政府积极协调，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童庆锋介绍，近年来，上清镇加快补齐道路、物流等基

础短板，不断增加冷库库容，让板栗“住”进了安全舱。随着仓储冷藏设备不断完善，板栗销售期从

“一季卖”拓展到了“全年卖”。

“延链、补链、壮链、强链，是发展乡村产业的主攻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

长王凤忠认为，未来应当向前端延伸带动农户建设原料基地，向后端延伸建设物流营销和服务网络，

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进一步向产地下沉，加工产能向县域布局。

（摘自《挖掘产业优势，推进乡村振兴》，《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７日）

材料三：

“大家好，瞧瞧这刚摘下来的西红柿，口感酸甜，营养丰富，现在下单，下午就能发货咯……”手

机这头，主播边品尝、边讲解；屏幕那头，消费者纷纷点赞下单。振东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

黄杰能介绍，借助直播带货，这段时间特色农产品的日均发货量达３０００件，年产值预计达到５００多

万元。

在黄杰能的家乡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大部分农村地处偏远山区，以往特色农产品一直面临销

售难、价格低的困境。“把山里的果子卖出去，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黄杰能说。

改变源自一根网线。最初，黄杰能在手机上做微商，有时一天纯收入能有１０００多元。尝到甜头

后，他开始学习电商运营。公司一步步壮大，员工增加到现在的２０多人，实现了芒果、西红柿等特色

农产品的网上销售，助力田东农产品的销量和价格都提高了不少。

当前，订单农业、农村电商、视频直播等农业新业态方兴未艾，各类涉农电商超过３万家。２０２２
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５３１３８亿元，同比增长９２％，增速较２０２１年提升６４个百分点，为农
民增收创收、农村发展创新等提供了动力。

（摘自《挖掘产业优势，推进乡村振兴》，《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７日）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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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一码通”是纳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管理的唯一标识，编码具有唯一性，在任何时
候它都保持不变。

Ｂ家庭农场“一码通”由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发，在２０２２年进行试点，在试点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将继续推行。

Ｃ农产品加工向产地下沉，有利于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农业产业链的延长有利
于农民增收。

Ｄ当前，各类涉农电商超过３万家，零售额在２０２２年较上一年有提升，为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提
供动力。

５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买到江苏省射阳县海河镇陈晨家庭农场的梨，可以通过家庭农场“一码通”编码查到梨的相关产
品信息。

Ｂ鹰潭市上清镇农户种植的板栗，过去要集中在一个时段中销售，并且销售时间比较短，农户损失
比现在大。

Ｃ当下，农村直播带货等电商销售形式已经普遍，能够完全改变以往农产品销售面临的销售难、价
格低的困境。

Ｄ田东县芒果、西红柿等特色农产品的销量和价格，在电商运营的新的销售形式下，有了不少的
提高，农民也从中获益。

６结合材料分析，如何促进农村产业发展，为农民增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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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巷斫琴人

刘学刚

车从东关大街驶入鞠家村东巷，仿佛喧哗的瀑布跌入沉静的潭水，一座座平房古朴安静，一如水

底的礁石。小巷中有琴声流淌，还有歌声，犹如随流飘扬的桨声渔歌，透露出古密州淳朴温和的民间

韵味。

下车，驻足谛听，惊喜如好风扑面而至：“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

吾民之财兮。”在大舜的胞衣地，听农耕时代的恩泽之歌《南风歌》，我觉察到时光的接续，以及空气中

南风和斯时斯地人们交织着的温润呼吸。

寻声暗问，弹唱者是一位叫李加涛的斫琴人。渐次响亮的弹唱声暴露了他的栖身地，城中村一个

简朴幽静的民居。黑漆大门开着。两间南屋和三间北屋守护的小院，优雅得让人内心一颤。东植荷花，

西育芭蕉。南屋外墙上挂着三五竹筒，竹筒开裂处有马齿苋探出许多细嫩的茎，开出红的、黄的、粉

的小花，就像在乡野上那样，坦然率真，健康茁壮。

一个清瘦的男子迎了出来。他四十出头，脸庞瘦长，看上去很像文弱的书生。这个腼腆羞涩的男

子是诸城百年以来第一个斫琴人。民国初年，诸城派斫琴师北上南渡，诸城古琴之音成了人们绵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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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伤的回忆。

李加涛缘何结谊斫琴，他的故事有无奈，有忧伤，也有咀嚼不尽的幸福。大李曾在一家大型木器

厂上班，妻子是木器厂的女工，夫妻俩就像螺栓螺母一样，牢固着一个温馨的小家。后来，企业经营

不善，夫妻双双下岗。妻子的满面愁容和儿子的无邪笑容犹如两张碟片反复播放，尖细的唱针划痛的

是他的心。他像一截被抛弃的木头，唤醒他的是铁锯刨子。他蹬着三轮车，拖着铁锯刨子木头，以及

沉重的家庭负累，穿梭于各个居民小区，给人家打家具、搞装修。他起早贪黑，午饭冷馒头蘸热水，

晚上铺几块木板，睡在工地上。就在个人创业稍有起色之时，那些吃过的苦、遭过的罪，无情地折磨

着他的胃部。等他做完胃部切割手术，在病床上费力地用手臂撑起瘦弱的身体时，恍惚中，他看见一

块木头被分解，被剥离，被暴晒，被淫雨侵袭得处处霉斑。

凡俗日子就是一堆坚硬粗糙的木头，只有诚实生活的人才像铁锯那样投入，发现木头的纹理之美。

仿佛个溺水者，搭救大李上岸的是一块木头。

多年以后，大李依然记得那个秋日的黄昏，在暮霭洒入庭院，儿子鸟雀一样蹦蹦跳跳的脚步让暮

色变得温暖迷人。开学第一天，儿子报名参加了学校的古琴社团，央求爸爸给他准备一张古琴。在无

力购买和无力出门打工的双重困境下，大李的目光落在庭院里那堆长长短短的木头上，那些走失的木

屑如雪花飘然而至，而后，锯木声、刨木声，敲打声，以及咳嗽声，宛若梦境一般出现。他要给儿子

斫一张古琴，让粗糙的木头涅?重生，长出绿叶的手指，长出鸟鸣和南风的合奏。

古琴的斫制时间漫长，斫制、灰胎、推光等每一步均须精细打磨。大李告诉我们，他专事斫琴以

后，把儿子用过的那张古琴命名为“凤来仪”，那是他斫木求音的初始，寻常木头由笨拙的家具朴素转

身，成为接通人间天籁与良操美德的乐器。那张耗时半年的古琴经由儿子的手进入校长的视野时，校

长就像看见了传说里的大舜古琴一样，惊得张大了嘴巴：这是诸城人斫制的古琴！类似的情节在古都

南京重演了一次。一位斫琴界的前辈抱着凤来仪，端详了许久，又看了看风尘仆仆的大李，他说出的

每一个字都拨动了大李的心弦：“小伙子做下去吧，斫琴可能改变你一生的轨迹。”

大李斫琴已十年。清晨的阳光、柔和的南风、庭院的花草、向晚的落霞以及内心的欢畅，尽化作

古琴上的风景。一间北屋是琴房，排列着蕉叶式、落霞式、虞舜式等六张古琴。他在琴房举办“琅琊雅

集”，以及各种公益班，古琴爱好者随到随学，分文不取。“古琴要常弹，不然，它会睡去的。”大李缓

缓地说。古琴是有呼吸有知觉的，就像庭院里枝繁叶茂的芭蕉，南风柔和的手指、春雨细细的手指、

冬阳温情的手指一一深情弹过，且把手指的纹路和温度探入芭蕉的阔叶。

两间南屋为斫琴室。琴房和斫琴室就像蕉叶的两面，颜色深浅有别，纹理相同，质地一致。斫琴

室内墙上悬挂的几组琴板，生动地呈现着开料刨平、手工雕刻图样、裹麻布、上中灰、涂漆糊等时间

段落。斫一张琴，须一百多道工序，斫制三年。其中，髹漆最为耗时。说到漆，大李不说大漆致人过

敏，而把它视为牙齿锋利的动物：大漆“咬”人呢，不要碰琴板。

大李所说的大漆是从漆树上割取的一种灰白色的黏稠乳状液。它始终在生长，初为纯洁的白，后

褐色，干燥后漆黑一片，就像喧哗的白昼归于寂静的黑夜。髹漆是将鹿角霜灰和火漆调和，擦涂在裹

了麻布的琴胚上。鹿角霜粉碎，用筛子分出粗、中、细三种，灰胎也依次分粗灰、中灰、细灰三次，

每次都须用那双千锤百炼的手细细打磨，用绸布棉球进行揉粉找平，再用手掌将珍珠粉、橄榄油在古

琴表面慢慢推光。干燥的大漆灰胎坚硬如铁，经常磨破手指，流出殷红的血。

回忆被大漆“咬”过的情形，大李依然心有余悸。初学斫琴的他，不知道看似如稀泥一样柔软的大

漆，却像野兽一样桀骜不驯。他未戴手套口罩，赤手上阵。结果，手臂、脖子、腿脚都被大漆“咬”出

红红的小疙瘩，越挠越痒，疙瘩越多，疼痒难耐，呼吸困难，就像喉咙里塞了一块木头，咳不出来，

咽不下去，苦不堪言。斫琴，是双手在木头上的一次危险而快意的旅行，是用大漆灰胎将高山流水、

清风明月永久贮存的，一次精神冒险。

南风缓缓吹，古琴悠悠响。我们踏上归途时，依稀有琴声萦绕耳畔。木头是斫琴人和丝弦唤醒的，

而木头和丝弦又唤醒了一个木匠。他在琴胚上精心雕刻着图案，雕刻着美好生活。

（节选自《散文百家》，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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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斫”就是“用刀、斧砍”之意，“斫琴”是制琴过程中的一道工序，文章以第三人称视角记
叙了斫琴人的成长。

Ｂ文中反复提到的“南风”，并非诗歌、古琴曲或风的名称，而代表斫琴师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Ｃ在一百多道制琴工序中最耗时的是“髹漆”，作者用了一个“咬”字，是突出髹漆这道工序给斫琴
人带来的苦痛和“危险”。

Ｄ这篇文章以作者在小巷循着琴声寻找斫琴人开始，又以悠悠作响的古琴乐音做结，首尾呼应，
给读者以余韵悠长之感。

８这是一篇写人散文，前四段在刻画人物的方法上有何特点？（６分）
９如何理解“木头是斫琴人和丝弦唤醒的，而木头和丝弦又唤醒了一个木匠”？（６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３４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４小题，１９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为其直言也。言直则枉
獉
者见矣。人主之患，欲闻枉而恶直言。是障

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贱其所欲而贵其所恶也，所欲奚自来？能意见齐宣王。宣王曰：“寡人

闻子好直，有之乎？”对曰：“意恶能直？意闻好直之士，家不处乱国，身不见污君。身今得见王，而

家宅乎齐，意恶能直？”齐宣王怒曰：“野士也！”将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长而行之，王胡不能

与野士乎，将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
獉
之。若能意者，使谨乎论于主之侧，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

得岂少哉？此贤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恶也。赵简子攻卫，附郭。自将兵，及战，且远立，又居于

犀蔽屏橹
獉
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简子投桴而叹曰：“呜呼！士之速弊一若此乎！”行人烛过免胄横戈而

进曰：“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简子勃然作色曰：“寡人之无使，而身自将是众也，子亲谓寡人

之无能，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对曰：“昔吾先君献公即位五年，兼国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

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袭我，逊去绛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二年，礛之以勇，故三年而

士尽果敢；城濮之战，五败荆人，围卫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于天下，用此士也。亦有

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简子乃去犀蔽屏橹，而立于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毕乘
獉
之。简子曰：“与吾

得革车千乘也，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

行人烛过可谓能谏其君矣战斗之上桴鼓方用赏不加厚罚不加

重一言而士皆乐为其上死


。

（节选自《说苑·贵直》）

１０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行人烛过可谓能／谏其君矣／战斗之上桴鼓／方用赏／不加厚／罚不加重一言／而士皆乐为其上死。
Ｂ行人烛过可谓能谏其君矣／战斗之上／桴鼓／方用赏／不加厚／罚不加重／一言而士皆乐／为其上死。
Ｃ行人烛过可谓能谏其君矣／战斗之上／桴鼓方用／赏不加厚／罚不加重／一言而士皆乐为其上死。
Ｄ行人烛过可谓能谏其君矣／战斗之上桴鼓／方用赏不加厚／罚不加重／一言而士皆乐／为其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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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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直则枉

獉
者见矣”与“徇私枉法”两句中的“枉”含义不同。

Ｂ“王乃舍
獉
之”与“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游褒禅山记》）两句中的“舍”含义不同。

Ｃ“又居于犀蔽屏橹
獉
之下”与“流血漂橹”（《过秦论》）两句中的“橹”含义相同。

Ｄ“一鼓而士毕乘
獉
之”与“乘彼篞垣”（《氓》）两句中的“乘”含义不同。

１２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项是（３分）
Ａ贤主崇尚士人，是因为士人言谈正直，君主厌恶正直的言谈，就会阻塞言路而没有收获。

Ｂ齐宣王听说能意喜欢直言，召见了能意，结果能意不能直言进谏，齐宣王怪罪他。

Ｃ赵简子攻打卫国，在城下不能身先士卒，士兵也不冲锋陷阵，赵简子认为士卒变得不好了。
Ｄ行人烛过指出士卒不冲锋责任在赵简子，赵简子听从了行人烛过的意见，士卒们果然就勇敢攻

城了。

１３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１０分）
（１）意闻好直之士，家不处乱国，身不见污君。（５分）

（２）行人烛过免胄横戈而进曰：“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５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２小题，９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１４～１５题。

东岗晚步

李弥逊

饭饱东岗晚杖藜，石梁横渡绿秧畦。

深行径险从牛后，小立台高出鸟栖。

问舍谁人村远近，唤船别浦水东西。

自怜头白江山里，回首中原正鼓鼙。

【注】李弥逊，南宋初年主张抗金。

１４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首联点明散步的地点“东岗”，呼应了题目，散步经过石桥，两边有碧绿的秧田，给人一种画

面感。

Ｂ诗人行经田畴后，行走道路险要不好走，只能跟在牛的后面，缓缓前行，最后站立在高台观景。

Ｃ颔联两句一写径险，一状台高，“深行”和“小立”把动态和静态结合起来，写出晚步的状态。
Ｄ颈联写登上东岗所见，暮色苍茫中，远远近近散布着一些村落，诗人询问晚上在哪里可以住宿。

１５诗歌表达了诗人哪些情感？请结合全诗进行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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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韩愈的《师说》中“　　　　　　　　，　　　　　　　　”两句，是士大夫认为地位、职位不

同拜师学习是不正常的。

（２）《孟子·鱼我所欲》中“　　　　　　　　，　　　　　　　　”两句强调极少的食物，得到了

这一点食物就能活下去，得不到就会死去。

（３）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　　　　　　　　，　　　　　　　”两句，写出了送别武判
官时饮酒相别，多种乐器演奏出离别的不舍。

三、语言文字运用（２０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１（本题共２小题，７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１７～１８题。

石块的流弹来了，大多　　①　　，胡乱地打在周边的树干上，换来一阵咔咔的响声以及零乱剥
落的松针桦皮，仅有几块石头击伤了我的一个同伴。鲜血的气味搅动了安谧的林地，不可名状的惊恐

浮云般晃动，八叉犄角的驯鹿王惊叫着一跃，驯鹿群撒腿就跑，状若一条左右腾挪的烟云，瞬间消失。

而你们一时间惊呆无语，就像个被抛弃的故事那样，无力地熄灭了自己。后来，你们窃喜于小小的得

逞，将那头受伤的驯鹿饕餮而尽，从而完成了对一种新食物的舌尖记忆。同时，这无端的戕害让我们

懂得，又一个天敌已经崭露头角，他们似乎来自神秘的天堂，身上有一种奇异的邪恶，他们居然可以

抓物，可以抛物，可以利用身体以外的东西延长自己的前肢。

原本我和你们之间的较量，并没有什么悬念，我　　②　　。我是在环北极圈恶劣环境中进化而
成的生命，我的每一寸血管、每一根筋骨、每一个微小的细胞，都是　　③　　的生存武器。
１７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３分）
１８从修辞和人称的角度分析画线句子的表达效果。（选文以驯鹿的口吻来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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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１题。

湿地的减少很快带来了恶果，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末期，暴雨等自然灾害在三江平原频发，
　　①　　致使土壤对水资源的自然调蓄功能大为降低，为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创伤，也造成了粮
食的减产。随着近年极端天气的增加，水灾和旱灾也呈现出极端化的趋势，而湿地在维持区域水平衡、

蓄水、调节河川径流和补给地下水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力量。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开始

意识到，尽管荒野人迹罕至，　　②　　。许多迁飞于高纬度与低纬度之间的水鸟和猛禽，都会在东
北的湿地或者停留中转，或者繁殖，或者越冬。　　③　　，这些候鸟的生活将受到严重的影响，甚
至关系到种群存亡。湿地生态系统在全球碳循环和气候调节方面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湿地生态系

统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３％—６％，但碳储量却占到了全球陆地碳库的１／３，


相当于大气中碳含量的

７５％

。在“碳中和”的时代需求下，东北湿地强大的固碳能力开始得到人们认真审视。

１９请在文中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处不超过１０个
字。（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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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采用数字说明，请分析这样表达的效果。（４分）
四、写作（６０分）
２２阅读下面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红梦楼》中写香菱学诗，香菱说自己喜欢陆游的诗，林黛玉给她指点“断不可看这样的诗。你们

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她让香菱先读王维的五言律诗、

杜甫的七言律诗、李白的七言绝句各一二百首，再读陶渊明等人的诗，香菱照着做了，并开始自己写，

让林黛玉等人修改，香菱对写诗痴迷，在梦中都梦到了写诗，最终写出了被大家认可的诗。

以上材料给你什么样的思考，请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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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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