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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常青联合体 2022-2023 学年度第二学期期末考试

高一语文试卷参考答案

1．C （“只能借助行酒令这一传统方式来调和饮酒的气氛”错误，原文“它既是一种调和

饮酒气氛的娱乐方式”，选项中“只能”缩小范围，表述绝对化。）

2．A （“不是为了满足口腹的欲望，而是借助酒来达到心灵自由、超然物外的境界”错误，

原文是“不仅是为了满足口腹的欲望，而且是借助酒达到心灵自由、超然物外的境界”。）

3．D （“自由意识”是指“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文化精神的精

髓所在”“是一种自然本真的赤子之心，是一种在空间中无拘无束的没有障碍的生存体验，

是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D.体现的是朋友离别时的不舍之情，不是“自

由意识”。）

4．①“热烈奔放”指的是史湘云的性格特点。史湘云的酒令通过描绘长江波涛汹涌，铁索

揽舟的壮阔景观，以及使用例如“这鸭头不是那丫头”的诙谐用语，抒发了其豪迈健阔之情，

体现其热烈奔放的性格；②“凄清冷艳”指的是林黛玉的性格特点。林黛玉的酒令通过视觉

上的“落霞”“孤鹜”“折足雁”等哀景，与听觉上的“九回肠”“捣衣声”相结合，抒发

了一种哀婉凄怨之情，体现其凄清冷艳的性格。

（题目中的评价指出了史、林二人不同的性格特点。“结合材料二中的酒令内容”则要求对

相关的酒令内容进行分析，指出该酒令如何体现史、林二人的性格特点。每点 2 分，任意答

两点即可。）

5．①体现出自由意识。自由意识主要指的是一种“真”境，追求在空间中无拘无束的没有

障碍的生存体验。湘云醉酒后放下了封建道德标准的顾虑，在芍药花下的大青石上肆意洒脱

地醉卧，敞亮、豪爽、潇洒、飘逸，如闺阁中的真名士；②体现出超越意识。“超越”意识

指超越不幸与痛苦，摆脱现实束缚，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史湘云自幼父母双亡，靠叔叔婶

婶抚养长大，但是她面对落魄偃蹇的人生，却“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

醉卧青石，睡得香梦沉酣，超越了人生苦楚；③体现出娱乐意识。娱乐意识体现在饮酒行令，

能够调和饮酒气氛，也能够表现自我。湘云行饮酒行令是给宝玉生日晚宴助兴，表现出浓厚

的娱乐意识，也展现出她学识丰富、性格诙谐幽默、天真率直的一面。

（依据材料一梳理出酒文化精神，然后对“湘云醉眠芍药裀”选段的内容进行分析，思考选

段的内容体现出哪些酒文化精神特点。每点 2 分，任意答两点即可。）

6．C （“小说借此表达了因迷信导致人生悲剧的主题”错误，文章的主旨不单是表达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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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导致人生悲剧的主题，更是反映黑暗社会的吃人本质。）

7．D （“最后又生出对生活的无限希望”错误。由句子“她是粗笨女人。她能想出什么呢？

她单觉得这屋子太静，太大，太空罢了”可知，宝儿死后，单四嫂最终是绝望了。）

8．①勤劳能干。单四嫂子靠一双手养活自己和儿子，祥林嫂一个人彻夜煮福礼而不知疲倦。

②命运悲惨。她们年纪轻轻就死了丈夫，成了寡妇，她们都爱着自己的孩子，却都经受了丧

子之痛。③朴实内向。单四嫂子问诊时的“局局促促”“不好意思”，祥林嫂刚到鲁镇时的

“不爱说话”。④愚昧无知。单四嫂子为了给儿子治病去求神许愿，祥林嫂为了赎罪听信别

人的话去捐门槛。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鉴赏人物形象的能力。每点 2 分，任意答三点即可。）

9．①暗示人物命运。在“夫在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礼教桎梏下，单四嫂子完全失去了

生存所依附的对象，她的“明天”注定是一个悲剧。②巧妙隐喻主题。“好心”的王九妈和

“乐于助人”的众邻居，这群被社会驯服的冷血动物，无法创造美好的“明天”。③引发读

者思考。“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给人以希望和期待，并引人思考“暗

夜”是否能真正变成“明天”。（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10．D

（句意：常在钜野湖泽中打鱼，伙同一帮人做强盗。陈胜揭竿而起，有的年轻人就对彭越说：

“很多豪杰都争相树起旗号，背叛秦朝，你可以站出来效仿他们。”彭越说：“现在两条龙

刚刚搏斗，还是等一等吧。”

“钜野”是“泽”的名称，“钜野泽”为偏正短语，中间不断开，排除 AC；

“仲可效之”，“仲”为“效”的主语，“之”为宾语，应在“仲”前“之”后断开，排除

B。故选 D。）

11．C （“郯子之徒”中“徒”为一类人。）

12．A （“他没有此想法”错。从原文“彭越曰：‘两龙方斗，且待之。’”可见他有想法，

只是在等待机会。）

13．（1）彭越拒绝，年轻人们执意请求，才答应了。跟他们约好明天太阳出来集合，迟到

的人杀头。（“谢”，拒绝；第一个“期”，约定；“后期”，落后于约定日期，迟到；句

意 1 分）

（2）他的部将扈辄说：“大王当初不去，被他责备了才去，去了就会被捕。不如就此出兵

造反。”

（“始”，当初；“见让”，被责备；“为禽”，被抓；句意 1 分）

14．①没有亲自帮刘邦讨伐陈豨；②手下人告发彭越谋反；③吕后认为不杀彭越会养虎遗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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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越被灭族的原因主要在最后一段。每点 1 分。意思答对即可。

“十年秋，陈豨反，高帝自往击，至邯郸，徵兵梁王。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高帝怒，

使人让梁王”，可概括出“没有亲自帮刘邦讨伐陈豨”；

“梁王怒其太仆，欲斩之。太仆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觉，捕

梁王，囚之洛阳”，可概括出“手下人告发彭越谋反”；

“后白上曰：‘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于是吕后令其舍人告彭越

复谋反。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可概括出“吕后认为不杀彭越会养

虎遗患”。）

参考译文：

彭越，是昌邑人，字仲。常在钜野湖泽中打鱼，伙同一帮人做强盗。陈胜揭竿而起，有

的年轻人就对彭越说：“很多豪杰都争相树起旗号，背叛秦朝，你可以站出来效仿他们。”

彭越说：“现在两条龙刚刚搏斗，还是等一等吧。”

过了一年多，泽中一百多个年轻人，前去追随彭越，说：“请你做我们的首领。”彭越

拒绝了他们，年轻人们执意请求，才答应了。彭越跟他们约好明天太阳出来集合，迟到的人

杀头。第二天太阳出来的时候，迟到的有十多人。彭越很抱歉地说：“我老了，你们执意要

我当首领。现在，约定好的时间而有很多人迟到，不能都杀头，只杀最后来的一个人。”命

人杀掉他。大家都笑着说：“何必这样呢，今后不敢再迟到了。”于是彭越就拉过最后到的

那个人杀了。设置土坛，用人头祭奠，号令所属众人。众人都大为震惊，没有谁敢抬头看他。

于是就带领大家出发夺取土地，收集诸侯逃散的士兵，有一千多人。

刘邦攻打昌邑，彭越援助他。汉二年，刘邦和各路诸侯攻打楚国，彭越率领他的部队三

万多人归附汉王，刘邦就任命彭越做魏国国相，独揽兵权，平定梁地。刘邦在彭城战败，彭

越又把他攻占的城池都丢掉了，带领他的军队向北驻守在黄河沿岸。汉三年，彭越经常往来

出没替汉王游动出兵，攻击楚军，断绝他们的后援粮草。汉四年，项羽和刘邦在荥阳相持，

彭越攻下睢阳、外黄等十七座城邑。汉五年秋天，项羽的军队向南撤退，彭越又攻克昌邑旁

二十多个城邑，缴获谷物十多万斛，来供给刘邦的军队食用。项羽死后，立彭越为梁王，定

都定陶。

汉十年秋，陈豨造反，汉高祖亲自率领部队前去讨伐，到达邯郸，向彭越征兵。彭越说

自己生病了，只派出将领带着军队到邯郸。刘邦很生气，派人去责备彭越。彭越很害怕，打

算亲自前往谢罪。他的部将扈辄说：“大王当初不去，被他责备了才去，去了就会被捕。不

如就此出兵造反。”彭越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彭越对他的太仆很生气，打算杀掉他。太仆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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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汉高帝那儿，控告彭越和扈辄阴谋反叛。于是，刘邦派使臣出其不意地袭击彭越，彭越不

曾察觉，因此被逮捕，刘邦把他囚禁在洛阳。主管官吏审理，认为他谋反的罪证具备，请求

刘邦依法判处。刘邦赦免了他，废为平民百姓，流放到蜀地青衣县。彭越走到郑县，正赶上

吕后从长安来，路上遇见彭越，彭越对着吕后哭泣，亲自分辩没有罪行，希望回到故乡昌邑。

吕后答应下来，和他一块向东去洛阳。吕后向刘邦陈述说：“彭王是豪壮而勇敢的人，如今

把他流放蜀地，这是给自己留下祸患，不如就此杀掉他。”于是，吕后就让彭越的门客告他

再次阴谋造反。廷尉王恬开呈报请诛灭彭越家族，刘邦就批准，于是诛杀了彭越，灭其家族。

15．C （C. “颔联转写远景”错误，颔联是“近景”，首联是“远景”。首联写作者对岳

阳的初识：浩瀚的江河之国有千里之大，层峦的山城有百层之高。气势宏博，颔联写河岸的

风吹卷着夜晚的江浪，小船上冰冷的灯光映照着纷飞落雪。由远及近，由大及小，一远一近，

一大一冷衬托出别样的悲怆。）

16．①同：两首诗都有漂泊困顿的身世之悲和忧国伤时的家国之忧。《泊岳阳城下》通过“留

滞”“艰危”二词得以体现；《登岳阳楼》则以年老病弱、亲故凋零、漂泊异乡具体写境遇

之困顿，又以关山北兵戎未息写时局之动荡，从而表达对艰危时局的深深忧虑。（4分）

②异：《泊岳阳城下》还直接表现出诗人的临危弥坚，不弃不馁。从“气益增”“鲲鹏图南”

可以看出，诗人豪情饱满高涨，仍期待自己可以倾尽才华来实现鲲鹏之志。而《登岳阳楼》

则无。（2分）

每答出一点给 2 分。意思答对即可。如有其他答案，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解析：先看《登岳阳楼》表达的情感，从总体上看，江山的壮阔，在诗中互为表里。虽然悲

伤，却不消沉；虽然沉郁，却不压抑。反映了其关心民生疾苦的风格。首联虚实交错，今昔

对照，从而扩大了时空领域。写早闻洞庭盛名，然而到暮年才实现目睹名湖的愿望，表面看

有初登岳阳楼之喜悦，其实意在抒发早年抱负至今未能实现之情。颔联是洞庭的浩瀚无边。

洞庭湖坼吴楚、浮日夜，波浪掀天，浩茫无际，真不知此老胸中吞几云梦！写景如此壮阔，

令人玩索不尽。颈联写政治生活坎坷，漂泊天涯，怀才不遇的心情。“亲朋无一字”，得不

到精神和物质方面的任何援助；“老病有孤舟”，从大历三年正月自夔州携带妻儿、乘舟出

峡以来，既“老”且“病”，飘流湖湘，以舟为家，前途茫茫，何处安身，面对洞庭湖的汪

洋浩淼，更加重了身世的孤危感。自叙如此落寞，于诗境极闷极狭的突变与对照中寓无限情

意。尾联写眼望国家动荡不安，自己报国无门的哀伤。诗人屏弃眼前景物的精微刻画，从大

处着笔，吐纳天地，心系国家安危，悲壮苍凉，催人泪下。时间上抚今追昔，空间上包吴楚、

越关山。其身世之悲，国家之忧，浩浩茫茫，与洞庭水势融合无间，形成沉雄悲壮、博大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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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意境。

再看《泊岳阳楼下》的情感，此诗是杜甫晚年兵荒流离时乘舟从湖北初到岳阳所作。此时逢

国破家衰的流亡之时，面临危难，贫病交加。而即便如此，诗人仍不忘满腔报国之心，临危

弥坚，不弃不馁，诗歌意境悲怆而宏伟有力。“江国逾千里，山城近百层”写作者对岳阳的

初识：浩瀚的江河之国有千里之大，层峦的山城有百层之高。气势宏博，旋即给读者留下深

刻的印象。接下来转写近景：河岸的风吹卷着夜晚的江浪，小船上冰冷的灯光映照着纷飞落

雪。由远及近，由大及小，既是对比，又是承辅，以浩瀚开篇，续写冷风寒灯，一远一近，

一大一冷托衬出别样的悲怆。“滞留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即使遭遇苦境停滞无法前行，心

中的雄才大略也不会消退；艰难和危险反而更加激励气魄壮大，临危无惧而弥坚。“图南未

可料，变化有鲲鹏”以图南，鲲鹏自喻远大之志向无可披靡。整首诗歌以豪景与壮志衬托出

豪迈基调。

17．（1）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 同俗自媚于众为善

（2）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为秦人积威之所劫

（3）六朝旧事随流水 但寒烟衰草凝绿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识记名句名篇的能力。

易错字词：“恤”“媚”“咽”“劫”“凝”等，要在理解字义的基础上去记忆。

每答对一空给 1 分，有错别字该空不给分。如有其他答案，只要符合要求，即可给分。

18．①千丝万缕②喧宾夺主（主次不分、不分主次）③和盘托出

（每空 1 分，其他符合语境的成语亦可。）

解析：第一处，语境强调中国山水画与古代园林建筑之间关系密切，可用“千丝万缕”。“千

丝万缕”意思是：形容彼此之间关系复杂，难以割断。

第二处，根据“画面的主次关系是很讲究的”“首先要找出有特色的山和树作为主体”可知，

此处是说如果次要的占主要的事物的地位，“画面就会混乱、平板”，可用“喧宾夺主”。

“喧宾夺主”比喻客人占了主人的地位或外来的、次要的事物侵占了原有的、主要的事物的

地位。

第三处，根据“它像一个羞答答表示爱意的年轻姑娘，以含蓄的方式来表达画面的中心思想”

可知，此处强调不能将主题完全表露出来，可用“和盘托出”。“和盘托出”比喻完全说出

来或拿出来，毫无保留。

19．古典园林的整体布局很讲究建筑和空间的主从组合，通过对比实现主次分明、多样统一

的效果。（一点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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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有两个语病：

一是成分残缺，“由于”和“通过”连用导致句子缺主语，应删去“由于”；

二是搭配不当，“完成……效果”应改为“实现……效果”。

20．①比喻。②效果：将中国传统山水画比喻成一个羞答答的姑娘，形象生动地说明了中国

传统山水画在表达主题上采用的方式——含蓄。（比喻 1 分，本体、喻体各 1 分，效果 1

分）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常见的修辞手法的能力。

“它像一个羞答答表示爱意的年轻姑娘”使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它”（中国传统山水画）

为本体，喻体为“一个羞答答表示爱意的年轻姑娘”，比喻词为“像”。根据下句“以含蓄

的方式来表达画面的中心思想”可知，这一比喻形象生动地说明了中国传统山水画在表达主

题上采用含蓄的方式。

21．C （A.表选择问；B.表示存疑或不详；C.和文中画波浪线处都是表设问；D.表反问。）

22．①为什么叫千佛山呢

②那自然也不能缺了水的衬托

③那就是大明湖

解析：第一处，根据问号和后文的解释“那是因为……”可知，此处是对取名为“千佛山”

的疑问，可填：为什么叫千佛山呢？

第二处，“山是不错，但是只有山，不能使济南风景像江南吧”“济南的水怎么样呢”强调

了还应有水，且此处应用“也”与上句“既然像江南”连接，故可填：那自然也不能缺了水

的衬托。

第三处，“在千佛山上往北眺望，则见城北灰绿的一片”，这句话是对看到的景色的具体描

绘，说明此处应是一个景点，根据下句陈述的主语可知，此处说的是大明湖，可填：那就是

大明湖。

23．【审题】本题是一道任务驱动型作文题。

1．找出任务，明确指令

（1）共性的写作任务

选好角度，确定立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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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性的写作任务

建设社会文明，主要靠道德教化，还是主要靠规则约束？还是两者并重？读了上面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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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怎样的体验与感想？请以“道德教化与规则约束”为主题，写一篇文章。

2．切分任务，逐个击破。

（1）“建设社会文明，主要靠道德教化，还是主要靠规则约束？还是两者并重”：考生要

思考在现代社会文明建设的过程中，“道德教化”和“规则约束”哪个更重要，或者两者都

重要。

（2）“读了上面的材料，你有怎样的体验与感想”，考生需要结合所给材料来谈自己的体

验和感想。

（3）“以‘道德教化与规则约束’为主题，写一篇文章”：这里确定了主题，即“道德教

化与规则约束”。结合材料来看，材料是四则名言，仔细分析材料可知，前两则强调的是道

德教化，后两则强调的是规则约束。其实，道德教化和规则约束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调整手

段，对于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秩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可偏废。由此，考生可以

选择“主要靠道德教化”，也可选择“主要靠规则约束”，当然，也可以选择“两者并重”。

考生如写成议论文，说理要透彻深入，要注意运用辩证思维。

【立意】1.规则约束更能提高文明素质；

2.道德教化是素养的根本；

3.规则约束与道德教化一同助力社会文明；

4.要道德教化，更要规则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