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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届贵州省六校联盟高考实用性联考卷（一）

语文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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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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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在试题卷上作答无效。

3．考试结束后，请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满分 150 分，考试用时 150 分钟。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动静之辩始于先秦。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都是主张积极有为的。孔子被当

时的隐士们讥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的生活态度是“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

忧，不知老之将至”。这一传统为其门徒所继承，并在《周易大传》中形成刚健自强的理论。在这个时代，

主张柔静无为的只有道家。老子认为：“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动静两方面，静是根本的。他的生活原

则是“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他还主张“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的治国方针。庄子

及其后学更甚。庄子主张“心斋”“坐忘”，即忘掉人己物我的一切区别，停止身心的一切活动，以达到

“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境地。庄子的后学更以为“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道家“柔静无为”的思想和部分宋儒的柔静学说并非一无是处。在一些方面，它对“刚健有为”的思

想有补充作用。其一，这种学说教人不以得失、祸福、毁誉、穷达扰心，即教人脱除名利的思想。这在生

活的失意者那里，可使人得到一种精神的解脱；而在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那里，可使人去掉种种的左顾右盼，

增添勇往直前的锐气。一些宋儒之所以主张静为动之本，就有这方面的考虑。如“二程”说：“前日思虑

纷扰，又非义理，又非事故，如是则只是狂妄人耳！惩此以为病，故要得虚静；其极欲得如槁木死灰，又

却不是。盖人活物也，又安得为槁木死灰？既活则须有动作，须有思虑。”其二，这种学说教人减低欲望，

勿过分地伤毁自然；保养自己的精力，勿胡乱消耗，也都有深意，可以救弊。其三，先秦道家的政治思想，

极力反对统治者对人民生活的干涉，反对专制，反对分等级；先秦道家还对阶级社会里文明的虚伪性加以

无情的揭露。反对干涉的思想在西汉初期的实践中起过积极的作用，反对专制、反对等级划分的思想则在

不同时期里引发过反抗意识。其四，这种学说的一个方面是教人重视认识过程中的主体修养。如老子说：

“涤除玄鉴，能无疵乎？”早在先秦，这方面的合理因素就被主张“有为”的思想家吸收。如《管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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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有所谓的“静因之道”，荀子有“虚一而静”。注重主体修养，是应该肯定的。但总的来看，它与生

活前进的潮流背道而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消极的。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文化精神》）

材料二：

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

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物，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

自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这自得的、自由的各个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

苏东坡诗云：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王羲之云：在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空明的觉心，容纳着万境，万境浸入人的生命，染上了人的性灵。所以周济说：“初学词求空，空则

灵气往来。”灵气往来是物象呈现着灵魂生命的时候，是美感诞生的时候。

所以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对物象造成距离，使自己不沾不滞，物象得以孤立绝缘，自成境界：舞台

的帘幕，图画的框廊，雕像的石座，建筑的台阶、栏杆，诗的节奏、韵脚，窗户外的山水、黑夜笼罩下的

灯火街市、明月下的幽淡小景，都是在距离化、间隔化条件下诞生的美景。

精神的淡泊，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欧阳修说得最好：“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家得之，览

者未必识也。故飞动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萧条淡泊，闲和严静，是艺术

人格的心襟气象。这心襟，这气象能令人“事外有远致”，艺术上的神韵油然而生。陶渊明所爱的“素心

人”，指的是这境界。他的一首《饮酒》诗更能表出诗人这方面的精神状态：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爱酒，晋人王蕴说：“酒正使人人自远。”“自远”是心灵内部的距离化。然而“心远地自偏”

的陶渊明才能悠然见南山，并且体会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可见，艺术境界中的空并不是真正

的空，乃是由此获得“充实”，由“心远”接近到“真意”。晋人王荟说得好：“酒正引人著胜地”，这

使人人自远的酒正能引人著胜地。这胜地是什么？不正是人生的广大、深邃和充实？

（摘编自宗白华《美学散步·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有删改）

1. 根据材料一的相关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先秦的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都主张积极有为，于是形成了和道家“柔静无为”相对立的刚健自

强理论。

B. 材料一第一段举了老子和庄子的主张，并引用相关内容，是为了论证道家认为“静”是动静两者中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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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观点。

C. 在某些方面，道家“柔静无为”的思想和部分宋儒的柔静学说可以对“刚健有为”的思想起到一定的补

充作用。

D. 《管子》中的“静因之道”和荀子的“虚一而静”等思想虽然有消极的成分，但注重主体修养是其合理

的成分。

2.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是美学“静照”的起点，只要抵达这一起点，人们就能静观万物

而有所得。

B.“柔静”思想虽然能够教人脱除名利、减低欲望、反对干涉、重视修养，但是它与生活前进的潮流相悖，

所以起消极作用。

C. 美感诞生于物象呈现着灵魂生命之时，此时空明的觉心可以容纳万境，万境中也浸入了人的生命与性灵，

此即灵气往来时。

D. 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而精神淡泊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萧条淡泊、闲和严静的心襟比刚健自强的

追求更能带来美感。

3. 下列选项，不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观点的一项是（ ）

A. 李方叔词《虞美人》过拍云：“好风如扇雨如帘，时见岸花汀草涨痕添。”

B. 李商隐词：“画檐簪柳碧如城，一帘风雨里，过清明。”

C. 韩持国的词句：“燕子渐归春悄，帘幕垂清晓。”

D. 李白诗：“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

4. 材料一和材料二都谈到了“静”，两者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5. 材料二画线句提及“艺术境界中的空并不是真正的空，乃是由此获得‘充实’”，请结合文本赏析陶渊

明《饮酒（其五）》中的“空”与“实”。

【答案】1. A 2. C 3. D

4. 材料一是从动静之辩的角度来谈各家的主张，强调道家的柔静无为主张以及部分宋儒柔静学说对“刚健

有为”思想的补充作用。材料二是从美学角度谈到了静照产生的条件是内心的空明，精神淡泊及静照对艺

术美感诞生的重要作用。

5.①空：是指此刻陶渊明的心是暂时脱离了世务，没有挂碍，他即便结庐人世，也能够因精神淡泊而守住

内心的空明。②实：是指精神淡泊的陶渊明以空明心在归隐生活中体验到人生的广大与充实：体会到“日

夕”“山气”“飞鸟相与”等万境之美，悟到生命本真在于恬淡。

【解析】

【1题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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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A.“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于是形成了……刚健自强理论”错误，原文为“孔子被当时的隐士

们讥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的生活态度是……这一传统为其门徒所继承，并在《周易大传》中形成

刚健自强的理论”，形成刚健自强理论的是儒家，并不是墨家、法家、阴阳家主张刚健自强的理论。选项

张冠李戴，

故选 A。

【2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A.“只要抵达这一起点，人们就能静观万物而有所得”错误，条件缺失。原文为“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

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物，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

现着它们各自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静观万物而有所得，除了要抵达“静

照”这一起点外，还需要“一点觉心”。

B.“所以起消极作用”夸大其辞。原文是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消极的。

D.“萧条淡泊、闲和严静的心襟比刚健自强的追求更能带来美感”错误，无中生有。“萧条淡泊、闲和严

静”是艺术人格的心襟气象，而“刚健自强”是儒家生活态度的理论总结，两者无比较。

故选 C。

【3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材料二的观点是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美景在距离化、间隔化的条件下诞生。

AB两项皆有“一帘风雨”而产生距离美；

C.“帘幕”产生距离美；

D.没有物象让景致产生间隔美。

故选 D。

【4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的能力。

材料一，“动静之辩始于先秦”“在这个时代，主张柔静无为的只有道家。老子认为：……他还主张‘无

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的治国方针。庄子及其后学更甚……”“道家‘柔静无为’的思想和部分宋儒的柔

静学说并非一无是处。在一些方面，它对‘刚健有为’的思想有补充作用。其一，这种学说教人不以得失、

祸福、毁誉、穷达扰心，即教人脱除名利的思想……其二，这种学说教人减低欲望，勿过分地伤毁自然；

保养自己的精力，勿胡乱消耗，也都有深意，可以救弊。其三，先秦道家的政治思想，极力反对统治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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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的干涉，反对……其四，这种学说的一个方面是教人重视认识过程中的主体修养”，从动静之辩

的角度来谈各家的主张，强调道家的柔静无为主张以及部分宋儒柔静学说对“刚健有为”思想的补充作用。

材料二，“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静照’”“空明的觉心，容纳着万境，

万境浸入人的生命，染上了人的性灵。灵气往来是物象呈现着灵魂生命的时候，是美感诞生的时候”“美

感的养成在于能空”“精神的淡泊，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从美学角度谈到了静照产生的条件是内

心的空明，精神淡泊及静照对艺术美感诞生的重要作用。

【5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中信息进行分析、运用的能力。

结合原文“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对物象造成

距离，使自己不沾不滞，物象得以孤立绝缘，自成境界”，结合“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分析可知，诗中的空体现在，他此刻的心是暂时脱离了世务，没有挂碍，他即便结庐人世，

也能够不受世务影响，因精神淡泊而守住内心的空明。

结合原文“一点觉心，静观万物，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充实的、内在

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心远地自偏’的陶渊明才能悠然见南山，并且体会到‘此中

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可见，艺术境界中的空并不是真正的空，乃是由此获得‘充实’，由‘心远’接

近到‘真意’”分析可知，诗中的实是指精神淡泊的陶渊明以空明心在归隐生活中体验到人生的广大与充

实，体会到“日夕”“山气”“飞鸟相与”等万境之美，悟到生命本真在于恬淡。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小题，1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凤凰，远去的故乡

张诗群

车到凤凰，天已将暮。一团青霭在窗外流动，公路两旁树影滞重，这是有雨的迹象。从怀化上车的两

个年轻人一直在礼貌而克制地交谈，他们像千万个将凤凰古城作为教科书的高校生一样，凤凰的许多侧面

将成为他们笔下条分缕析的论文。

远在 1932 年秋，刚满三十岁的沈从文在自传里写下这句话：“美丽总是愁人的。”这一年他在青岛，

还远没到总结一生的年纪，但故乡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毫无悬念地将照亮他此后漫长的旅程。这年秋天，

他在阳光明媚的青岛回忆凤凰小城，惆怅像海风拂过沙滩——“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

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所以，去凤凰，我不是单纯慕名而来的旅人，而是一个迟到的朝圣者。在许多不眠之夜，我曾在沈从

文密致绵长的描述中，一次次与凤凰在纸上相逢。我想用心贴近她深藏于时光深处的面目，而绝非满足于

对苗疆风情的猎艳。这片土地流淌过的传奇，是被岁月风干的九死还魂草，一经缅怀的潮沙浸润，就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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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所有干瘪的皱裙。

我在风桥附近的一家客栈卸下了行李。客栈是典型的吊脚楼格局，一半靠山，一半临水。但这是被改

造后的木楼结构，原本细脚伶仃立在水中的木柱，已被平整的条石路面所替代。这样的局面历时不短，为

发展古城的旅游产业，江边繁华地段的商业用房已模糊了吊脚楼的痕迹。

暮色中，凤凰小城像一首古老的诗，凝练精巧，错落出动人的韵致。夜幕还未下降，沱江两岸的木楼

群已稀疏亮起橘红的灯火。木楼灰瓦重檐，客栈和饭馆的店招朴稚又张扬。古老和时尚在这里揉合，构成

一道被贩卖的奇异风景，商业化的痕迹正抵达古城的每一个角落。

从走出凤凰的那一天起，沈从文的梦中便时常重叠着故乡的影子：“这些梦直到将近二十年后的如今，

还常常使我在半夜里无法安眠，既把我带回到那个‘过去的空虚里去，也把我带往空幻的宇宙里去’。”

在沈从文故居，泪水终于蓄满了眼眶。

游客鱼贯而入，在导游熟稔清脆的喇叭声里，他们带着几分好奇，神态自若地走进大门，又鱼贯进入

前厅、厢房、天井、卧室、书房。再鱼贯出门而去。

我停留了很久，停留到故居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唯有此刻，纤尘才会静静落下，人声和电喇叭的喧响

才退回到室外嘈杂的红尘中，故居也才能在宁静中归于如水的丰盈。

我需要一场隐秘或无声的对话，和沈从文。

一种沉默的力量在这小小的四合院里蒸腾，书房的手写小楷、陈旧破损的书桌藤椅，曾经留下过同一

个人的指纹。每一个字的大小形状、撇捺长短都取决于他某一瞬间指腕的起承转合，木桌椅上每一道斑驳

的划痕、被千万次摩挲后透出莹润光泽的竹篾藤条，都接近过他温热的呼吸。

如今，这个人早已归于来处，只有它们仍在这里，守着人世的大寂静。

沈先生，我写过您的传记，您知道吗？我对着白墙上玻璃镜框里的一张相片，轻轻说。

年老的沈从文嘴角咧开，在相片里温和又羞涩地笑着，像个婴孩。

他十四岁走出凤凰，一个朴野稚嫩的少年，带着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和一份温和中的倔强，怯生生地闯

进一片新天地，却意外地收获了无上的荣誉和掌声。但故乡的影子，被他揉进自己的骨血中，走到哪里，

都难以分离。

他用文字抵达故乡，沱江和沅水一直在他的笔管中流淌。他对故乡的眷恋像他胸腔里时常涌动的热流，

直到在翠翠、傩送、天保、天天、媚金们的身上，才发出那一声长长的幽叹。

他一生温和如水，不拒绝死，却只对艺术、爱与自然保持婴儿的赤子之心。他毫不设防地袒露自己的

深情与脆弱，笑与哭都见出人世的壮阔与悲凉。据说八十岁时，他在一块刚出土的战国丝绸前，颤巍巍地

跪了下去……心里装着山川岁月的人，才明白天地之广阔，自然之博大，他才会越来越谦逊温和，宿命的

悲悯才能牵动他敏感的神经。

我想我是理解了他。他的笑脸温和、羞涩，还有一丝愧疚的拘谨。我久久看着他，此时，任何怀念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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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给他增添新的注解，但心底忽然温暖——他也应该理解了我。

6. 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凤凰古城在人们心目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很多人如高校生般将凤凰古城当作教科书式的存在，对它进

行条分缕析。

B. 参观沈从文故居时，作者眼里蓄满泪水，是因为故居的物什可以让其感受到他温热的呼吸，来一场隐秘

而无声的对话。

C. 木楼灰瓦重檐是凤凰小城的特色之一，但浓厚的商业气息已弥漫古城的每一个角落，因此作者称凤凰为

远去的故乡。

D. 文章结尾，作者写“我想我是理解了他”“他也应该理解了我”，意在说作者在追念沈从文的过程中也

将其视为知音。

7. 下列对本文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开头以“窗外流动的青霭”“滞重的树影”等环境描写营造了忧愁的意境，奠定了全文忧郁而深沉

的感情基调。

B. 文章情感丰富，综合运用记叙、描写、抒情等表达方式，将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同眼前的凤凰相结合，情

动其中，自然真切。

C. 作者将文化研究的“理”与文学创作的“情”结合起来，情理交融，故而对沈从文所说的“美丽总是愁

人的”有着自己的思考和感受。

D. 文章使用了多种修辞手法，除比喻外，作者还运用拟人、引用等手法，以增强文章的“阐释性”，使描

写凤凰的语言极富感染力。

8. 请结合文本内容，谈谈你对画线句的理解。

9. 双线并行是本文构思上的一大特点，请结合文本内容进行简要分析。

【答案】6. C 7. A

8.①“流淌过的传奇”“九死还魂草”“干瘪的皱褶”喻指风凰城历经沧桑的历史底蕴；②慕名而来的众

人不断涌入，他们对古城的缅怀如潮汐般浸润着这片故土，让古城充满活力，生生不息。

9.①以行踪为线索，按照作者游览凤凰的行踪的变化展开，移步换景，思路清晰。②以情感为线索，探访

风凰，作者情感浓烈而又富于变化：来时的虔诚、相遇风凰时的赞美、到故居时的激动和温暖。③双线并

行，丰富了文章的内容，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将作者对凤凰独特的情感巧妙地以行踪带出。

【解析】

【6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的能力。

C.“已弥漫”错误，原文说“商业化的痕迹正抵达古城的每一个角落”，选项把正在进行的状态说成已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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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作者称凤凰为远去的故乡，并非只因她发现建筑被改变，更因再也无法寻觅到沈从文笔下凤凰的影子。

故选 C。

【7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的能力。

A.“忧郁”错误，开头的环境描写呼应“美丽是愁人的”，但没有到“忧郁”的程度，属于情感过贬。

故选 A。

【8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理解文中重点句子含义的能力。

把凤凰城历经的沧桑比喻为“流淌过的传奇”“九死还魂草”“干瘪的皱褶”，喻指凤凰城历经沧桑的历

史底蕴，生动形象，富有韵味；

“缅怀”指慕名而来的人们来古城参观缅怀；“一经缅怀的潮沙浸润，就舒展开所有干瘪的皱裙”，指由

于众人不断涌入，他们对古城的缅怀如潮汐般浸润着这片故土，让古城“舒展开所有干瘪的皱裙”，展现

其历史文化底蕴，从而充满活力，生生不息。

【9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把握文章结构线索的能力。

以行踪为线索，“车到凤凰，天已将暮”“我在风桥附近的一家客栈卸下了行李”“夜幕还未下降，沱江

两岸的木楼群已稀疏亮起橘红的灯火”“在沈从文故居，泪水终于蓄满了眼眶”“一种沉默的力量在这小

小的四合院里蒸腾”，按照作者游览凤凰的行踪的变化展开，移步换景，思路清晰。

以情感为线索，探访风凰，作者情感浓烈而又富于变化：“去凤凰，我不是单纯慕名而来的旅人，而是一

个迟到的朝圣者。在许多不眠之夜，我曾在沈从文密致绵长的描述中，一次次与凤凰在纸上相逢。我想用

心贴近她深藏于时光深处的面目，而绝非满足于对苗疆风情的猎艳”，来时充满虔诚；“暮色中，凤凰小

城像一首古老的诗，凝练精巧，错落出动人的韵致……木楼灰瓦重檐，客栈和饭馆的店招朴稚又张扬。古

老和时尚在这里揉合”，相遇凤凰时对其赞美；“在沈从文故居，泪水终于蓄满了眼眶”“我久久看着他，

此时，任何怀念都无法给他增添新的注解，但心底忽然温暖”，到故居时激动而温暖。

双线并行，情感随着游踪展现，回忆因情感的勃发而涌出，从而丰富了文章的内容，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并使文章充满浓郁的抒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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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公①为相，及判河阳，最后请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无职事，惟辨君子小人而进退之，此天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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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也。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

小人复胜，必肆毒于善良，无所不为，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

元丰六年，公病，上书言八事，大抵论君子小人为治乱．．之本。神宗语宰辅曰：“富弼有章疏来。”惇②

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为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

岂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礼曰：“弼之言是也。”罢朝。惇责安礼曰：“左丞对上之言失矣。”安礼曰：

“吾辈今日曰‘诚如上谕’，明日曰‘圣学非臣所及’，安得不谓之小人？”惇无以对。

（节选自《宋名臣言行录》）

【注】①公，指富弼，北宋名相，谥韩国文忠公，下同。②惇，指章惇，北宋中期政治家。

材料二：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

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

顺通，故大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

非，以违道为阔。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无身，

吾又何患？”无以生为贵者，是贤于贵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

道，忘其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邪，不议于善而后正也；显情

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

（节选自《晋书·嵇康传》）

10. 材料一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

君子与小人 并处 其势 必不胜 君子 不胜 则奉身 而退。

11. 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请老，指官吏请求退休养老，与“告老”“致仕”“乞骸骨”“悬车”等意思相近。

B. 治乱，即安定与动乱，与《史记·屈原列传》中“明于治乱”的“治乱”意思不同。

C. 名教，指儒家以正名定分为主的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后成司马氏集团的统治工具。

D. 贵贱，既可指价值的高低，也指地位的尊卑即富贵与贫贱，此处主要指地位的尊卑。

12. 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富弼共三次向皇帝上奏，都谈到天子没有具体的职务，但要以明辨君子小人并决定他们的去留作为主要

职责。

B. 元丰六年，富弼病中上书皇帝，言及皇帝身边有许多小人，章惇请皇帝为他分析，皇帝却婉拒了章惇的

请求。

C. 嵇康认为，气静神虚的人，用心不在于对外的夸耀自负；禀性忠诚内心达观的人，情志不被自己的欲望

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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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嵇康认为，不过分追求物欲生活享受的人，比过分看重自己生命的人高明，因此，最高明的人不执著于

外物。

13. 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小人复胜，必肆毒于善良，无所不为，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

（2）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

14. 在富弼和嵇康看来，“君子”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

【答案】10. BDF 11. B 12. B

13. (1)小人再次胜出后，一定会对善良的人肆意毒害，没有什么坏事不做，要寻求天下不动荡，是不能得

到的。

（2）真正的君子，不在乎别人说是论非，行为却又不违反天道。

14. 富弼：在为政过程中，不相互勾结、不毒害善良、不影响安定，即便不能胜出也甘愿全身而退的人。

嵇康：不拘泥于清规戒律、是非观念，显露真情不造作，却又通达万物、不违背天道的人。

【解析】

【10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君子和小人相处时，他的优势一定不能胜出。如果君子不能胜出，就会全身而退。

“君子与小人并处”，主谓结构，“君子”为主语，“与小人并处”为谓语，句意完整，B处断开；

“其势必不胜”，主谓结构，“其势”为主语，“必不胜”为谓语，句意完整，D处断开；

“君子不胜”，主谓结构，“君子”为主语，“不胜”为谓语，句意完整，F处断开。

故 BDF三处需要断句。

【11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词语含义及识记古代文化常识的能力。

B.错误。两个“治乱”均指社会安定与动荡。句意：大都讨论君子小人是国家安定或动荡的源头。/明晓社

会安定与动荡的道理。

故选 B。

【12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B.“章惇请皇帝为他分析”错，原文为“可令分析孰为小人”，意思是：章惇请皇帝让富弼分析皇帝身边

谁是小人。

故选 B。

【13题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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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复”，又，再；“肆毒”，肆意毒害；善良，善良的人。

（2）“无措”，不拘泥、不执着；“违”，违反；“者也”，表判断。

【14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概括信息的能力。

结合“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岐万辙，必肆毒于善良，无所不为，求天下不

乱，不可得也”可知，君子和小人相反，富弼认为的君子是：在为政过程中，不相互勾结、不毒害善良、

不影响安定，即便不能胜出也甘愿全身而退的人。

结合“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可知，嵇康

认为的君子是：不拘泥于清规戒律、是非观念，显露真情不造作，却又通达万物、不违背天道的人。

参考译文：

材料一：

富弼担任宰相，又辅政河阳县，最后退休还乡。退休后，共三次上呈奏章，都谈到天子没有具体的职

务，只有以明辨君子小人并决定他们的去留，才是天子的主要职责。君子和小人相处时，他的优势一定不

能胜出。如果君子不能胜出，就会全身而退。如果小人不能胜出，就会相互勾结煽动挑拨，千方百计，必

定要胜出才会停止。小人再次胜出后，一定会对善良的人肆意毒害，没有什么坏事不做，要寻求天下不动

荡，是不能得到的。

元丰六年，富弼病后，向皇帝上书谈及八件事情，大都讨论君子小人是国家安定或动荡的源头。宋神

宗对辅政大臣们说：“富弼有奏章寄来。”章惇说：“富弼谈论的是什么事？”皇帝说：“谈论的是我身

边有很多小人。”章惇说：“您可以让他分析一下谁是小人。”皇帝说：“富弼是三朝老臣，怎么能让他

分析呢？”左丞王安礼说：“富弼说的是正确的。”退朝后，章惇责备王安礼说：“您回答皇上的话是错

的。”王安礼说：“我辈今天说‘诚如上谕’，明天说‘圣学不是我能达到的’，怎么能不被称为小人呢？”

章惇无言以对。

材料二：

真正的君子，不在乎别人说是论非，行为却又不违反天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心平气静神闲无欲

的人，内心不存在骄傲自负；秉性忠诚胸襟开阔的人，情感不被欲望束缚，不心高气傲，所以能逾越等级

名份的清规戒律而听任自然。情感不被欲望束缚，所以能明察贵贱，通达事理人情。通达事理人情，所以

完全能够不违大义，超越名利听任自然的天性，心里不在乎别人说是论非。所以评论君子，以不在乎别人

说是论非，不拘泥等级名份的清规戒律为主，以通达万物为美；评论小人，就因为隐瞒感情成为失去本性

的人，因为违反道义成为不完备的人。为什么呢？隐瞒真情的人小气吝啬，是小人极坏的行为；虚心不执

着不拘泥，是君子的淳厚德行。所以老子的《道德经》说：“当我达到忘却自身的境界，我还有什么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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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不过分追求物欲生活享受的人，比过分看重自己生命的人高明。由此而言，道德修养最高超的人所

留意的，本就不存有什么执着不舍的东西。所以《管子》说：“君子行道，忘其自身。”这话很对。君子

施善心做善事，不是发觉有利可图而后才去做；任其自然而不造作，不因评价好就作为不变的标准；显露

真情不在乎别人说是论非，不因受到舆论的肯定之后才行动。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下面小题。

西塞山泊渔家

皮日休【注】

白纶巾下发如丝，静倚枫根坐钓矶。

中妇桑村挑叶去，小儿沙市买蓑归。

雨来莼菜流船滑，春后鲈鱼坠钓肥。

西塞山前终日客，隔波相美尽依依。

【注】皮日休，字袭美，号逸少，晚唐诗人、文学家。

15. 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西塞山下，渔人依枫树而坐，任凭江风吹动丝丝白发，安静地在石滩上孤独垂钓，尽显沧桑之感。

B. 颔联写妇女采桑叶回，小孩逛集市、买蓑衣归，客观地描绘了渔民真实而忙碌的场景，鲜活细腻。

C. 颈联运用互文手法，描绘春雨后的莼菜和鲈鱼，不仅体现自然品类丰富，也点明人们的生活乐趣。

D. 尾联直抒胸臆，诗人写自己终日漂泊，只能隔江羡慕那自得其乐的渔家生活，暗含羁旅惆怅之情。

16. 这首诗的语言特色鲜明，请简要赏析。

【答案】15. A 16.①清新质朴。诗人描写了不同的人物如中妇、小儿，景物如莼菜、鲈鱼等，都十分贴

近生活，质朴自然。②通俗明了。诗歌多用白描，描写人物动作等用词简单，明白晓畅，通俗易懂。

【解析】

【15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诗歌内容的理解和赏析能力。

A.“丝丝白发”错误，“发如丝”并非指白发，“白纶巾”指白色的头巾，另外，“尽显沧桑之感”错，

现实的是诗人悠闲自适的状态。

故选 A。

【16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赏析诗歌语言特点的能力。

“中妇桑村挑叶去，小儿沙市买蓑归。雨来莼菜流船滑，春后鲈鱼坠钓肥”，中年妇女前前后后往桑村去

采摘桑叶，小孩则逛了集市，买了蓑衣回来；雨后莼菜涨满河湾，小船挤开碧波而返；春后的鲈鱼异常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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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让男子的钓竿都难承其重。诗人描写了不同的人物如中妇、小儿，景物如莼菜、鲈鱼，劳作如采桑买

蓑、钓鱼等，都十分贴近生活，质朴自然。语言清新质朴。

诗歌多用白描，“挑叶去”“买蓑归”等描写人物动作等用词简单，明白晓畅，语言通俗、明了、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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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战场，战士用打钲、铙之类的金属乐器作为行军指挥信号，《燕歌行（并序）》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就有这样的描写，同时展现了军队旗帜飘扬的场景。

（2）《史记》中记载，荆轲刺秦王失败后，秦王大怒发兵灭燕，这一史实在苏洵《六国论》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有体现。

（3）酒是诗人常用的意象，它可以表达出诗人丰富的情感。或寄托忧思，或凭吊过往，或与朋友畅饮，

或自斟自酌享受其中……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 ①. 摐金伐鼓下榆关 ②. 旌旆逶迤碣石间 ③. 至丹以荆卿为计 ④. 始速祸焉

⑤. 对酒当歌 ⑥. 人生几何（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解析】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的能力。

易错字词：伐、榆、旌旆、逶迤、碣、卿、宵。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 2 小题，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冰清玉洁、精金良玉、玉振金声、玉树临风……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玉”常常被用来形容人的优秀

品质，彰显着东方美学的韵味。凝视并触摸一块美玉，不仅可以看到柔美和温润，还可以感受到坚实和高

洁。中国人从美玉身上，寻找到了修身立德的追求，寄托着为人处世的智慧。《荀子·法行》中记载，子贡

询问“君子贵玉”的原因，孔子答曰：“夫玉者，君子比德焉”， ① ，正如温润之玉，光华敛于内

而不炫于外，清辉藏于身而气韵自生，给人以温暖和力量。方志敏在狱中面对敌人的百般诱降和严刑逼供，

依旧正气凛然，坚贞不屈，这是革命先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韧气节。杨善洲常拿工资接济困难

群众，为他们买粮食、购种子、送衣被，却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亲属办过私事，这是优秀党员干部冰清

玉洁、白璧无瑕的崇高风范。

玉石藏于山中、埋于谷底，与普通石头不分轩轾，如何成为众人所敬仰的美玉？坚固细密的玉石，必

得经过一番艰苦的切、磋、琢、磨才会露出质朴面目，显出纯美底色。“玉不琢，不成器”，器与人皆通

此理。只有历经雕琢磨砺，唤醒内心的道德律，淬炼信仰的主心骨，才能成为一个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来雕琢自己，不断培养高洁的操行和纯



第 14页/共 18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朴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每块玉都有独特的形态与气质，每个青年也都有独特的禀赋与追

求。对玉的雕琢不能 ② ，对青年人才的培育也讲究 ③ 。因材因性，把雕琢之功施于无形，方

能获得出乎意料的效果。广大青年也需要在干事创业的路途中，心怀真善美的追求，以不负韶华之朝气、

激越沧海之胆气，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镌刻在灵魂深处，清白做人，踏实做事，让青春之花在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绽放。胸怀锦绣，腹隐珠玑，时时砥砺，事事精进，必能成为 ④ 。

18. 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

19. 将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改写成整句。

【答案】18.①谦谦君子 ②千篇一律（如出一辙、一模一样） ③因材施教（因人而异） ④栋梁之材（才）

（国家栋梁）

19. 凝视一块美玉，看到的是柔美和温润；触摸一块美玉，感受到的是坚实和高洁。

【解析】

【18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成语的能力。

①结合“夫玉者，君子比德焉”可知，此处说的是君子，对应“温润之玉”，可填“谦谦君子”。谦谦君

子：指谦虚而严格要求自己的人。

②语境指对玉的雕琢不能呆板，不变化，可填“千篇一律”“如出一辙”“一模一样”。千篇一律：原指

一千篇文章都一个样，现指文章公式化；比喻办事按一个格式，非常机械；泛指事物形式陈旧呆板、呆滞。

如出一辙：好象出自同一个车辙；比喻两件事情非常相似。一模一样：形容完全相同，没有什么两样。

③语境指对青年人才的培育方法，可填“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指针对学习的人的志趣、

能力等具体情况进行不同的教育。因人而异：因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④语境指青年历经磨练后的结果，可填“栋梁之材（才）”“国家栋梁”。栋梁之材（才）：能做房屋大梁

的木材。比喻能担当国家重任的人才。国家栋梁：比喻能担当国家重任的人才。

【19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语言表达之变换句式的能力。

分析句子，“凝视”“触摸”是两组动词，都接宾语“一块美玉”；分别对应后面的“看到柔美和温

润”“感受到坚实和高洁”两组动宾词组。

据此分别成句即可：凝视一块美玉，看到的是柔美和温润；触摸一块美玉，感受到的是坚实和高洁。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3 小题，1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随着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有了更直接、更强烈的诉求。贵州“村超”火出圈，本

质上就是反映了当地老百姓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村超”作为体育赛事，倡导的是一种健康文明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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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 ① ，还具有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村超”带动了当地的土特产、非遗产品的销售，促进

了旅游产业发展。“村超”犹如一根社会联结的纽带，不仅增加了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促进

了村民之间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村民不分你我，互相加油，只为精彩喝彩。可以说，激情四射、活力

无限的“村超”， ② 。乡村振兴不仅是物质层面的“钱袋子”更鼓，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更有尊严、

更有活力、更有希望。从“村晚”到“村 BA”再到“村超”，更多乡村的故事被倾听，更多村民被看见。

“村超”的火爆犹如一面镜子， ③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火种，只有真正点燃和激发体育之美

和精神之美，一项体育活动才会充满魅力和生命力，才可能成为有影响力的文体品牌。

20. 下列句子中的“你”和文段中“村民不分你我”中的“你”，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 王利发：算了吧，我送给你一碗茶喝，你就甭卖那套生意口啦！

B. 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

C.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的说：“不是我”，有的私下小声议论。

D. 潭中那只白鸭却慢慢地向翠翠所在的码头边游过来，翠翠想：“再过来些我就捉住你！”

21.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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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个

字。

22. 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两处语病，请进行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可增删少量词语，但不得改变原

意。

【答案】20. C 21.①“村超”不仅具有文化意义 ②是乡村振兴的一个文化缩影(或者“是助力乡村振

兴的表现”) ③提醒和启发人们(或者“折射出了深刻的道理”)

22. 不仅促进了村民之间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也增强了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解析】

【20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词语含义的能力。

A.“你”特指的是对话的另一方，即唐铁嘴。

B.选项中的“你”泛指任何一个人。

D.选项中的“你”特指的是鸭子。

C.选项中的“你”是集团中(或某一范围内)不明确指明的某一个体，与题干中“你”的意义和用法一致。

故选 C。公众号：高中试卷君

【21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语言表达之情境补写的能力。

第一空，根据“反映了当地老百姓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可知“村超”有文化意义；由“‘村超’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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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以及“还具有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可以推出为：“村超”不仅具有文化意义。

第二空，由语境前的陈述对象“村超”和“乡村振兴”的关系以及下文“乡村振兴不仅是……”可推知，

所填内容应为“村超”和“乡村振兴”的关系，因此可以填“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编影”，或者“是助力乡

村振兴的表现”。

第三空，根据语境前面“犹如一面镜子”和冒号后面的内容，可以推出应填“提醒和启发人们”，或者“折

射出了深刻的道理”，或者其他靠近这两种答法的都可以。

【22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辨析并修改病句的能力。

原句有两处语病：

一是搭配不当，“增加了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搭配不当，应把“增加”改为“增强”；

二是语序不当，“不仅……也”为递进关系，应把“促进了村民之间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与“增强了

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位置互换。

四、写作（60分）

23.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古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可是随着现代忙碌生活的到来，古

诗词却成了阅读的调味品。

以上材料触发了你怎样的思考和感悟？请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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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例文：

诗词为伴月静天

作为华夏五千年文明中的一眼甘泉，古诗词以其独特的意蕴和风致从远古一路传来，浸润着中华民族

的精神图谱，让中华文明熠熠生辉、甘甜清冽。对华夏儿女而言，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支脉古诗词以其丰富

的意蕴和厚重的文化承载，对国人精气神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每个人都应该把古诗词作为精神涵养的

必需品，时时品鉴，让自己人生的天空风清月明。

回望中华文化发展的经络，从远古的神话到《诗经》、从《楚辞》到唐诗宋词，虽然体式不同，文化记

载和传承的作用始终没有改变。从集体的创作到个人的书写，尽管诗词最初是作者抒发对生活、对社会和

对人生的感喟，但是经过时间的淘洗，这些带有鲜明个体生命特质的精神外铄的产物慢慢沉淀为文化的精

粹。从留存的经典中，我们借助“诗家语”不仅能够感受到诗人生命的律动，还能够清晰地管窥到作者生

活时代的历史风物、人情世态。也正是“后之览者，有感于斯文”的阅读，古诗文才打通了历史与现实连

接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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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生命的呐喊是古诗词最初的价值呈现，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中，渣滓褪尽，留下

的是带有普世性价值的精华。后人借助它们可以认识到那年那月先人们的生活图景和历史车轮碾压的印记。

《诗经》“劳者歌其事，饥者咏其食”的现实主义描写是对当时生活的缩写，“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

盛事”是曹丕对文章经世致用的社会价值的定位……试问，如果没有这些古诗文的留存，我们何以了解几

千年前先人生活的原貌，何以知道“以史为鉴，可以明兴替”的道理？

诚然，在追求速度与激情的时代，“以快制胜”成为世人生活的主旋律。因为求快，所以就有了物质

快餐和精神快餐。殊不知，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和民族，一旦追求“量”而忽视“质”，很容易滑向躁

动和漂浮的深渊。人是生物性和社会性叠加的特殊生物，这种特殊主要是人的社会性，而社会性的表现就

是人有精神的需求，需要灵魂的塑造。不错，空皮囊有空皮囊的快乐，但是从生命的质感和人生的厚度的

角度审视，精神的涵养决定了我们生命的成色。以传统文化的精粹作为人生的主食，以古诗词作为生活中

的钙，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精神缺钙而变得身体佝偻。

一缕清风、一杯清茶、一卷诗书，沐浴在暖阳之下，生活就多了几分暖色，人生就增添了更多的快乐。

【解析】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的写作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引语类材料作文题。

综合分析情境材料的内容，它只有简单的两句话组成。从谈论的话题看，话题谈及的是古诗词的意义和作

用。其中，第一句说明古诗词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经的精华，在传承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中承载的价值——

文化基因；第二句以“可是”转折，说明对于共识性的古诗词的定位在现代社会已经遭到质疑，因为快节

奏生活的挤压，快餐文化的充斥，古诗词已经被弱化到“调味品”的地位。显而易见，情境材料是以古诗

词为具象媒介，探讨的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精华的问题。基于此，由材料可以展开思考的角度有：古诗词

是不是现代社会的调味品；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古诗词；古诗词在文化赓续和文明传承中具有什么

样的作用；我们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经典。

简洁的情境材料，话题也比较明确，由此提出的写作任务也简单清楚：“材料触发”，明确了构思立意的

角度必须来自情境材料的内容；“你的思考和感悟”，划定了谋篇布局、表情达意的内容。写作时，只有严格

按照这两个要求进行才符合要求。

这样，文章写作时，可以根据情境材料的内容提炼文章的中心：传统文化经典浸润生活与人生，生活与人

生就少去了尘埃，内心就变得通透，人生就不会荒芜；继之，把观点与材料对接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传统文

化经典对个人乃至民族精神涵养的意义；然后，把观点与现实对接，阐述新时代传承文化经典的意义；最

后，审视当下，阐释新时代青年接力文化传承的大旗，对于个人和国家的意义。

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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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文化经典是民族精神的根。

2.接力文化传承从我做起。

3.古诗词是人生的钙。

4.古诗常伴，人生不失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