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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新高考——2023 届高三年级大联考

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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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不管是从诗人队伍的规模、诗歌创作和阅读的数量，还是诗歌朗诵、诗歌分享等

各类活动的举办情况等方面考察，诗坛内外都清晰地感觉到诗歌回暖现象的到来：没有一种

文体能像诗歌这样，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被寄予如此盛大的厚望。但是我们也能清晰地感

觉到，当下也没有一种文体能像新诗这样，在创作、传播和阅读的过程中，往往会形成大相

径庭的评价，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论。

好在，在融媒体时代，我们正在以互联网为载体，以最为有效的途径和速度凝聚共识。

不管是从形式上，还是从精神内核上，诗歌与融媒体是一种高度契合的关系，融媒体是实现

诗歌经典化、促成诗歌共识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互联网共享、互动、协同的理念，与诗歌

的传播规律和精神实质遥相呼应。融媒体已经深刻影响了诗歌创作、评价、阅读和传播体系，

在客观上已经优化了诗歌经典化的路径，让其变得更加便捷和准确。这种“路径优化”的首

要因素，还是融媒体能够更加科学全面地体现读者的审美趣味，能够准确地“计算”出诗人、

评论家和读者之间最大公约数，把在传统传播环境中需要反复试错、迂回的诗歌鉴赏趣味凝

固稳定，迅速发现最为贴近同时代人内心情感的诗意。

在传统传播媒介下，诗歌经典化的三个重要环节是选本、批评和文学史著作。在融媒体

阶段，诗歌经典化的路径发生了重要变化，效率也大大提高。首先，融媒体诗歌选本的覆盖

面远远大于纸质的出版物，编辑成本也会大大降低。在融媒体环境中，可以更好地汇聚专家

意见，在履行编辑的职能（选择、优化和推荐诗歌）时更加准确地反映诗坛主流声音，形成

选本的权威性。其次，在融媒体时代批评功能呈现了更强的互动性和实践性，更加有效地实

现了批评的意义，对批评的质量和针对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互联网出版率先打破

的是批评的门槛，真正实现了人人可以参与的文学作品传播流程，最大程序地减少了诗歌批

评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流失。最后，互联网超文本链接可以丰富文学史著素材，颠覆性地提高

了作品的检索性，使文学史著在诗歌经典化过程中的主张更加具有说服性。总之，融媒体时

代，诗歌经典化的速度和效率相比于传统手段有了几何级数的增长，使得我们同时代人能够

更好地辨别出那些优秀的诗作。

（摘编自金石开《融媒体和新诗共识的可能性》）

材料二：

在融媒体时代，诗人们要掌握互联网传播的技巧，更要了解传播媒介的变化对创作的影

响，发出与这个时代精神气质相吻合的声音，这样融媒体才能真正地助长诗歌事业。

首先，我们应该回到一个常识，诗歌的生命在读者那里。诗人创作了诗歌，但是只有拥

有一定数量的读者，并通过读者的传播与阅读，进入读者的词汇库中，形成大众的文化基因，

诗歌的生命才真正形成。应提倡诗歌创作要以读者为中心，反对把读者称为“他们”、自娱

自乐、故弄玄虚的小众化、圈子化的诗歌创作倾向。诗歌作为文学的“先锋队”，应该建立



决胜新高考——2023 届高三年级大联考《语文试卷》 第 2 页 （共 8 页）

起诗歌与读者之间畅通无阻的关系，“让人民成为滋养诗歌创作的源头活水，让诗歌成为照

亮人民心灵的艺术火炬”。虽然诗歌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可阐述性”，但是那些“表达复

杂世界的复杂语言”在经专业工作者处理之后仍然让人不明就里的文字不是诗歌。

当然，诗歌的大众化并不是要诗人在创作中放弃写作的难度，一味地写“口水诗”。当

我们回顾诗歌史中的经典之作，会很容易看到，大多数情况下，“有难度的写作”与“群众

喜闻乐见”并不冲突。即使是那些极具“难度”的经典，普通读者在专业解读的帮助下，依

然能够读出其中的美感。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读者也需要不断地提升诗歌阅读能力。我们

虽然可以对读者进行适当的诗歌鉴赏方面的专业训练，但大众的口味从来不是某条单一途径

能够塑造的。也就是说，读者的审美标准来自现实生活，诗歌要反过来追寻现实生活的诗意。

更何况，当我们谈论读者时，并不是特指那些没有经过任何文字训练的人，而是包括诗人、

评论家、出版家、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在内的所有人。

其次，诗人应该是生活的参与者，而不是一个旁观者；诗人应该是时代重大变化的推进

者，是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人，而不是躲在房间里过着二手生活、为自己的个人化写作洋

洋得意的人。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但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诗人可以通过诗歌谋生，诗人几

乎毫无例外地诞生于社会的各行各业，他们怀着对国家、对民族、对生活的拳拳之心，全身

心地投入到社会生活生产当中，然后才成为诗人。在推进新时代建设的道路上，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诗人如何以自己敏锐的观察，用诗歌表达出不同以往任何历史时期

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们需要进一步强化融媒体建设，关注新时代的媒介特点，深入思索新时代诗歌的传统

与创新、格局与方向等问题，从而推动基调明亮、能量充足、人民喜爱、能发挥社会作用的

新时代诗歌创作，促进我国诗歌事业的繁荣发展。

（摘编自《融媒体与诗歌的生命》）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当下，对新诗在创作、传播和阅读的过程中的评价反差很大，预示诗歌回暖现象的

到来。

B．在融媒体时代，融媒体深刻影响诗歌创作、评价、阅读和传播体系，实现了诗歌经

典化。

C．极具“难度”的经典诗歌更能激发普通读者的阅读美感，提升他们阅读鉴赏诗歌的

能力。

D．诗人在新时代应通过自己敏锐的观察，用诗歌形式表达出新时期的生活方式和情感

需求。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融媒体在大面积体现读者审美趣味和引导读者对诗歌进行严肃的评价上具有重大作

用。

B．网络诗歌的繁荣证实了互联网共享、互动、协同的理念，与诗歌传播规律和精神的

呼应。

C．作者分析诗歌大众化和写作难度化的关系，认为以读者为中心是解决诗歌创作的有

效途径。

D．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诗人可以通过诗歌谋生，说明以诗人为职业不能成为真正

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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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列选项，符合材料二中相关观点的一项是（3分）

A．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

B．古罗马奥维德：“诗歌能使伟大的业绩永垂青史，使英名代代相传。”

C．司马迁：“以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D．宋代惠洪：“白乐天每作诗，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

4．融媒体是如何更便捷和准确地优化诗歌创作路径的？请根据材料一简要概述。（4分）

5．1942年，毛泽东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大众化”的文

艺思想。请结合材料谈谈诗人如何实现诗歌的“大众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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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一：

江南的记忆

丽 尼

虽然不是从那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孩子，然而，我是这样深地记忆着那土地。

我底记忆是深沉的。

我记忆着那丰饶的、和平的土地。我记得，从幼小的时候，我就知道那里是丰饶而和平

的土地。人们告诉我：“湖的沿岸，是丰饶而和平的土地，从古以来。那里是出名地出产着

丝、茶、鱼和米；人民是那么和平，有些人，在他们一整生也不曾听见过枪声。”

真的，湖水是那么温柔，永远只是私语着无穷尽的温柔的故事。大地总是静寂，人们耕

作着，从祖父底时代起，在同样的田地。

没有枪声曾经打破过这里的沉寂。

然而，强盗们用火与炮侵略到家园里来了，连湖水也从湖面翻腾着，直到湖底。

屠杀和奸淫！（多少的青年遭了杀害，多少的女人蒙了羞耻啊！）

我记忆着那土地。我记得，在一次夜行车上，我曾经一手搂着发热的孩子，用另一只手

在一个小小的本子上，握着短短的铅笔，兴奋而又惭愧地，借着月光，写下了几个大字：

“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底！”

夜是静的，湖是静的，整个的大地，也是静寂着的。

我记得有乳白色的月光映照着湖水，远山则笼罩在乳白色的雾里。

湖是否仍然静着呢？许多的茅舍、许多的竹篱，是否仍然静着呢？是否仍有年轻的姑娘

引导着羊群休息在祖宗的坟园里，或者小孩子们赤裸着身体，站在湖边，望着渔船归自天际？

不能记忆了！然而，我底记忆是深沉的。

我记忆着那个夜晚，在朦胧的星光之下，有母亲疯狂地撕扯着自己底头发，为着不知失

落到什么地方去了的孩子，她用嘶哑的喉咙大声喊叫，并且哭泣。

老祖母流下眼泪来了：“在竹林掩蔽着的坟园里躺着的一老公公，庇护着儿孙们罢。让

他们一个一个大起来，让他们全都强壮。别教他们无病无灾就给别人杀死，如同可怜的山羊。

他们全走了，可是他们会回来的。他们会回来，从山里，回到故乡的湖边，用这湖里的水，

来祭奠你。”

老祖母底悲哀是深沉的。

几十年，从祖父的时代起，就何曾听见过枪声？只要湖里和山里仍然产着鱼和茶，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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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里依然产着丝和米，我们总不少一碗饭吃。虽然这一切的财富不全是属于自己，然而—

—“我们不能跟别人争夺，我们靠着老天爷给我们一碗饭吃。“

没有怨恨，也没有妒嫉。“所有这些，算什么呢？”生活原来是卑微的，那么，就卑微

地生活着罢，在地母底怀抱里。

到处都是茅舍和竹篱，河湖港汉，将一切的地方连在一起。这里，连狗子也不会对异乡

人发吠的。

“异乡人么？难道是强盗，是仇敌？”

“怕什么呢？天上一颗星，地下一个人。生死有命！管他是什么罢，完粮纳税，难道还

有不让活着的么？是老百姓啊，是良民，又不是别的什么的。”

然而，就是不让活着！

杀戮和奸淫（年轻的男子和妇人，在整个湖畔是早已绝迹了）。

离别了，遍地的翠绿和金黄，

离别了，故园，家乡；

离别了，竹林里的祖先底坟场，

离别了，水色，湖光。

老祖母底悲哀是深沉的。

“难道就不能再看见了么？难道儿孙们就不能再回来么？难道连一个葬身之处也会没

有，永远漂浮着，如同浮萍，在陌生的地方？＂

羊群也都垂头悲哀了，风吹过了无人烟的荒场。

湖水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世世代代的仇恨和悲伤。

我记忆着我那土地，虽然我不是从那土地生长起来的儿子。我底记忆是深沉的。

我永远不能忘记，在那一天，当我拿起了新闻纸，含着眼泪，止不住兴奋和欢喜，读了

这样的消息：

江南，我们底！

丰饶的、和平的土地。自古以来，在那里出产着丝、茶和鱼、米。那里的人民是那么和

平，有的人，有五十年不曾听见过枪声。

但是，现在，为了民族，为了自己。

他们，一个一个地，在他们底手里，拿起了自己的武器。

他们勇敢地参加了战争着的集团。

在每一个江南的角落里，打游击！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

（选自《文丛》第二卷合订本，有删节）

文本二：

中国散文最常见的抒情表现方式，是“缘情于景”。西方的抒情文学传统在抒情方式上，

偏于直抒胸臆，敢于表达个人的主观感情和思想。而中国散文在情感表达方式上，则偏重于

情景交融、物我比兴，以期更委婉、曲折、含蓄地传达情思和生命体悟，从而达到“缘情而

绮靡”的美学境界。

中国散文的另一个抒情表现手段，是十分重视气韵和音乐性，这一点也是西方的散文所

欠缺的。无论是庄子想象飞扬的“逍遥游”，司马迁的“无韵之离骚”，还是唐宋八大家的

山水游记，甚至是韩愈、朱熹一路的说理文，无一例外都写得酣畅淋漓、气韵生动，韵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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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情在理中，达到了“文”和“笔”的高度统一。

修辞立其诚。重视修辞、文采、表达的婉曲含蓄，这是汉字的魅力所在，也是中国散文

的一大特色，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重要抒情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散文的书写不是一

般的书写，而是凝聚着中国诗性文化的审美情趣，烙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的书写。

（选自《文艺理论研究》，有删节）

6．下列对文本一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老祖母底悲哀是深沉的”一句串联起前后内容，从一个历经沧桑与磨难的老人的

角度描写了侵略者的暴行。

B．“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底！”这几个大字朴素刚健，感情激越，直接写出了作

者对故乡江南的热爱之情。

C．四句“离别了”，通过具体化的物象，让人们真切感受到侵略者杀戮和奸淫的暴行

给中国人带来的惨痛伤害。

D．“我们不能跟别人争夺，我们靠着老天爷给我们一碗饭吃”既反映中国人的温顺、

善良，也突出侵略者的凶残。

7．下列对文本一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湖水是那么温柔，永远只是私语着无穷尽的温柔的故事”运用拟人手法突出记忆

中江南的静寂、和平。

B．文章首尾呼应，以丰饶的、和平的江南开头和结束，结构严谨，结尾升华主题，中

国人在苦难中奋起反抗。

C．本文不重写引起人们感伤的意象，而是转向现实中的母亲、老祖母、祖父等濒临绝

境的人物，现实感强烈。

D．作者在对江南风景一往情深的赞誉里隐藏着对江南沦陷的深创巨痛，浸透着作家浓

郁的情感体验，意味深长。

8．文本一中画线句“不能记忆了！然而，我底记忆是深沉的”蕴含深意，请简要分析。（6
分）

9．文本二中论述了中国散文的抒情特点，请谈谈文本一是如何体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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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

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

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

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

之。然在初则易，终之实难。伏愿慎终如始，方尽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宁

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贞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

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

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肤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

是蝗不复为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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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五年，有司上书言：“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请追兵以备仪注①。”太

宗曰：“今东作
②
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奏言：“准阴阳家，用二

月为胜。”太宗曰：“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佑，其可

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贞观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价率计斗值五钱，其尤贱处，计斗值三钱，因谓侍臣曰：“国

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

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

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

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

（选自《贞观政要卷七·务农第三十》）

【注】①仪注：典礼仪式。②东作：指农事。

10．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加句读，请在答题卡方框内依次填入与正确答案相对应的

字母。（3分）

既 A 属 B 丰 C 稔 D 若 E 斯 F 朕 G 为 H 亿 I 兆 J 人 K 父 L 母 M 唯 N 欲 O 躬 P 务 Q

俭 R 约 S 必 T 不 U 辄 V 为 W 奢 X 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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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李世民即位后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

国泰民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B．殷鉴，原意指殷朝的子孙应以夏亡作为借鉴，后泛指可以作为鉴戒的往事。

殷，朝代名，即商朝，因盘庚迁都于殷，故又称殷。

C．冠礼，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冠礼，表示成年，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

华侍坐》“冠者五六人”中“冠者”即代成年人。

D．正道，指所有事物的正确运行规律，与《屈原列传》“屈平正道直行，竭忠

尽智以事其君”中“正道”的用法和意思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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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认为任何事情都必须掌握根本，国家如果连年打仗，营建不停，就会

占用农时，使百姓难以以衣食为根本。

B．京城大旱，唐太宗到宫外查看谷物生长情况，看见蝗虫猖獗，就捡起蝗虫把

它吃掉，希望把灾祸转移到自己身上。

C．唐太宗反对迷信，不相信阴阳家讲究的禁忌，而不顾太子少保萧瑀的劝阻，

坚持将皇太子的加冠礼从二月改到十月。

D．唐太宗充分认识到粮食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深感自己作为百姓衣食父母

的重任，因此采取措施使百姓富贵起来。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4分）

（2）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4分）

14．唐太宗认为“国以人为本”，体现其民本思想。唐太宗是如何践行民本思想的？

请结合本文最后一段内容加以概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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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西平·送杜叔高【注】

辛弃疾

恨如新，新恨了，又重新。看天上、多少浮云。江南好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夜

来风雨，春归似欲留人。

尊如海，人如玉，诗如锦，笔如神。能几字、尽殷勤。江天日暮，何时重与细论

文。绿杨阴里，听阳关、门掩黄昏。

【注】杜叔高，即杜斿。公元 1189 年，杜斿拜访被罢官而闲居的辛弃疾，两人一见如故，相

处极为欢洽。

15．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上片套用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中的名句“落花时节又逢君”，表达词人与杜甫

在见到友人时相同情感。

B．“浮云”“风雨”一语双关，既是词人与友人相见时自然环境的真实写照，

又暗含了当时社会环境。

C．下片“尊如海，人如玉，诗如锦，笔如神”寥寥数笔高度赞扬好友杜叔高的

豪情，以及人品和才情。

D．“阳关”即《阳关曲》，是据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谱写的名曲，词人借听

此曲表达与友人深厚情谊。

16．词人开篇写“恨如新，新恨了，又重新”，突出“恨”之重。请结合全词分析

词人内心有哪些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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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在《师说》中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原因是“ ▲ ，

_____▲ ”，辩证地阐述了老师与弟子的关系。

（2）《六国论》中苏洵认为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实力虽比不上秦国，“ ▲ ”，

借此劝诫北宋统治者“ ▲ ”。

（3）“碣石”在古代常作为边地的代称，如高适《燕歌行》中“ ▲ ”，而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 ▲ ”一句借此意象表达距离的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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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海里，有远比眼中更生动的风景。作为载体的知识，书籍是人类记忆和想象的延伸，

收藏着无限的可能。品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智者对话：顺境时，给你清

醒； ； 。因为阅读，许多人超越庸常，积蓄了向上的力量。

读书是探寻真理 ① 的重要路径。朱熹有言：“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

必先于读书。”经过历史积淀而流传下来的经典，往往承载着人类最基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

取向，蕴含着丰厚的人生哲理和人文内涵，对于启迪智慧、陶冶情操、塑造品德、净化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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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② 。正因如此，养成读书的习惯，坚持阅读经典、品味好书，好似在心中长燃一盏

明灯，能指引人们感悟人生、贴近真理，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坐标。对于热爱读书者，每一

日都应成为读书日，每一天都有新的生活。把书籍当作生活必需品， ③ 地读书学习，持

之以恒地用书卷气赋能，才能让阅读成为真正的生活方式。

18．请依次在文中横线上填入恰当的成语（3分）

19．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有语病，请进行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4分）

20．仿写文中画线句，构成排比，使前后句的语境连贯得当，突出品读好书的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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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毛尖又称豫毛峰，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也是河南省著名特产之一，具有“细、圆、

光、直、多白毫、香高、味浓”的特点，有生津解渴、清心明目、提神醒脑、去腻消食等多

种功效。信阳市引导当地茶企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在当前出口行业普遍不景气

的形势下， ① ，为持续推动信阳绿茶开拓国际市场注入新动能。古有张骞携茶出

使西域， ② 。河南绿茶专列的开行，让信阳茶走出国门，走茶旅融合之路，为

乡村振兴助力。古往今来，茶叶不仅是流通在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商品，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

的重要载体。通过专列出口信阳茶叶，能更好地以茶为媒传播文化、共谋发展，拓展信阳的

世界“朋友圈”。正可谓：“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开拓茶旅融合大格局。”

小茶叶连接大生产，茶叶里有大文章。信阳绿茶借助“一带一路”走向世界，既是政策

的指引，又是市场的需求，同时也为中国茶文化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信阳本就山清水

秀，相信信阳市的这一大手笔，必将让“ ③ ，看红看绿看蓝天”的魅力信阳迎

来崭新的春天。

21．在上文横线序号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

每处不超过 10个字。（6分）

22．为了更好推广信阳毛尖，当地政府征集宣传信阳毛尖的广告。请你根据材料相关内容拟

一则广告词，要求：①突出毛尖茶叶的特点；②运用对称句；③不超过 14字。（3分）

四、作文（60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流行当道，更迭不穷；经典传承，山高水长。转瞬即逝，流行“流形”；熠熠生辉，经

典“留心”。惟有于流行浪涛中淘尽沙土，方得经典咏叹。

以上材料对我们颇具启示意义。请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对人生的感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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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