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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启用前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语 文 试 题 卷
( 银 川 一 中 第 二 次 模 拟 考 试 )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作答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及草稿纸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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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

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

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与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

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

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

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

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

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

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

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

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

入”，就是要像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

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

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

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

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

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语文试卷 第 2页(共 12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

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

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

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而是虚心涵泳，然后“博学、审

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

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

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一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

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

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

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对应

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

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

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选自黄振萍《传统中国的读书方法与意义》，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孔子提倡的“学而时习之”与朱熹倡导的“涵泳”都可以认为是带有儒学特色的读书方法。

B．王国维认为读书是一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要求读书人主动学习，创

造性学习。

C．在儒家“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读书过程中，读书人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

D．孟子提倡士人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与儒学“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

想有相通之处。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首段列举朱熹等人的著述，分析古今读书的不同，得出传统中国儒学政教体系重视

读书法的结论。

B．陈善在谈论读书方法时将“见得亲切”和“用得透脱”两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有思辨

色彩。

C．文章围绕“读书的方法和意义”这一论述对象，按照历史发展顺序进行阐释和探讨，

有理有据。

D．文章每段都采用了引用的论证手法，起到强化作者的观点、增强论证的说服力和权

威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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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学习新知识、获取功名、矫正自我的言行、改变现实、规划未来皆属传统中国士子

读书的意义。

B．读书之法是不存在古今之变的，因而用所读之书，对所处的当下之世有考辨、有诠

释仍值得倡导。

C．文章主要阐释了读书能使人“学以致用”这一观点，且以此为据批判了不善于读书的

“两脚书橱”。

D．明代，读书人为了科举求官，从小就接受反复的训练，读书的方法已不再贯彻“经

世致用”的思想。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12分）

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题。

作家王蒙先生曾说：“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读《读书》。”这句话一度流传众广，表达

了读书界对于《读书》这个杂志的挚爱之情。作为一个万众瞩目的公共平台，它的思想及

文风、作者群的改变也将无一例外地成为公众话题。

作为刊物掌舵人，无疑是构成刊物成与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带着众多问题，本刊记者

专访了掌舵人之一黄平。

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

新京报：我很喜欢《读书》这本杂志，觉得您执掌的《读书》引发的讨论也好，专题

也好，所涉及的范围比前两个时代都扩大了，这是既定的计划吗？

黄平：计划谈不上。我参与《读书》的编辑工作，有一点很明确，就想拓展它的领域。

这一方面是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关心时代、当下，不关心我们的左邻右舍，

缺乏世界眼光，那么我们这个清高其实是假的，真正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的挑战，

至于你的回应是不是那么正确，能否被别人接受，那是另外的问题。

新京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读者看到一些没有想到的新问题，新知识、新观点，

但可能带来了另外一种效应，比如过于分散，没有重点了。

黄平：第一，《读书》是一个综合性的杂志，学科领域很宽，经常发表讨论建筑、考古、

人文地理、国际关系等领域的文章，它不是专业性的；第二，它又是思想、文化类的。在

这两个定位下，是否应该一定有一个不分散的东西，这是一个问题。比如，你可以集中到

文史哲，甚至文史哲里面只讨论史，那就不是《读书》了。

新京报：一些批评认为，《读书》没有抓住当下社会最核心的问题……

黄平：怎么批评都行，不过有些批评者可能是没有认真读《读书》，只要客观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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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应该很清楚，它对当代、当下甚至部分超前问题的警觉、讨论和尖锐性是有的。

时代的原因造成了文化的现实

新京报：在你和汪晖接手《读书》之前，几乎所有中生代学者都在《读书》上发表文

章，很多人通过《读书》成名。但是现在数量却大大减少了，个中原因何在？

黄平：这首先可能是时代的原因。现在成名的是歌星、演艺明星、体育明星，而不是

思想者。不仅在《读书》成名的思想者少了，在任何地方成名的思想者都少了。当年李泽

厚一篇文章《孔子再评价》在全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今天他一篇文章的影响至少无法和

电视明星相比。现在这个时代的聚焦点不在思想上，甚至不在文化上。这也是大众文化普

及了，媒体形式多了造成的文化现实。

新京报：但是，现在比较有影响的年轻一代学者几乎没有在《读书》上亮相，这是不

是有些尴尬？

黄平：少数几个人说明不了问题。他们的影响和歌星、影星、体育明星也无法相比。

再有影响的学者在《读书》座谈时参与人数也一定很有限，如果是像篮球明星乔丹、科比

来了，那场面肯定火爆。这是时代的问题。另一方面，学者成名不应该靠公共媒体而应该

靠专业。有些人给《读书》写文章不像当年那么认真了，因为不能作为“学术成果”，不能

拿去评职称，等等。另外，我们在主观上也没有想过要制造“明星”，没有想要让谁在这里

或通过这里成名。客观上有人通过《读书》成名，但那不是我们刻意而为的结果。

多元化、包容性是时代的需要

新京报：有一些读者认为《读书》的包容性没有那么强了，你怎么看？

黄平：如果一些朋友把《读书》定位或者预期为某一方阵营的刊物，那么《读书》可

能会让他们失望。我们希望它是百家的，而不是一家的。在这种情况下，听一些、发表一

些不是这个阵营里面的人的文章，对于完善自己的思想是有好处的，真正的思想一定是在

不同意你的人的论辩中形成和完善的。我们觉得，许多共识被打破以后，变迁的一个结果

就是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杂志要作为时代的反映，应该有各种

各样的东西，多元化、包容性是时代的需要。另外，这些年来，我们有意为之的就是开辟

一些新领域，找到一些新作者。对我们来说，《读书》应该有多种声音。

（节选自《新京报》）

4．下列对访谈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作家王蒙对《读书》杂志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说明《读书》杂志是当下最优秀的

杂志。

B．现在的《读书》只有积极与时俱进、拓展领域的目标，没有编辑计划，因为黄平认

为计划的推敲跟不上时代变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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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读书》是一个综合性的杂志，学科领域很宽，经常发表讨论建筑、考古、人文、

地理等领域的文章，但它并不专业。

D．作为《读书》杂志的掌舵人之一，黄平在访谈中的回答能够联系时代，并且条理性

强。

5．下列对访谈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读书》是一个万众瞩目的公共平台，本文通过对其主要负责人的采访，使读者了

解到此刊的特点及办刊理念。

B．黄平认为当下通过《读书》成名的人在大大地减少，是因为时代的聚焦点不在思想

文化上，大众文化过于普及了，加之媒体形式过于多样。

C．之前，很多人都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而现在几乎没有学者在上面发表文章

了，说明其影响力大不如前。

D．《读书》杂志注重思想的多元化，并不会拘泥于一家之言。

6．《新京报》记者在采访《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时的提问有什么样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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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一：

团圆（节选）

巴 金

晚会结束。小刘打手电给我照路，走原路回去。翻过土坡的时候，我看见远远地有些

明亮的灯光，一下子全灭了。小刘站住倾听一下，说一句：“不要紧。”又往前走了。一路

上我很兴奋，不仅是王芳的演唱，所有的节目都使我激动。我接触到那么丰富的精神面貌，

那么广阔的心灵。

我离开军政治部的那天，到王主任的房里辞了行回来，小刘给我打好了铺盖卷，在住

室里等我。他要回到原来那个连队去。他向我表示了歉意。他虽然高兴回连队，可是他的

讲话和举动都流露出依依不舍的感情。我也不愿意这么匆匆地跟他分别。最后我同他约定

过两个月到那个连队去看他。

我并不曾失信。可是我去晚了些，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后了。这中间我到过几个部队。

我常常怀念小刘，因为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消息。我后来忽然听说小刘在的那个连队打了

胜仗，把敌人占据的一个无名高地拿下来了。这些日子为了迎接国庆三周年，为了欢迎第

二届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志愿军前沿各个部队都在打胜仗，到处都听得见这样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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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立功，迎接亲人。”我听到了许多捷报以后，再得到那个连队的胜利消息，我很难制

止想会见小刘的欲望。过了国庆节，我便动身到那个连队去。我们在坑道里见到了连长。

他已经得到了通知，又热情又亲切地接待我。我和他交谈了半个钟头的光景，便提起小刘

的名字，还说我想见见小刘。

“对，对，刘正清，是个好战士！”连长点头说。

我连忙说明我跟刘正清很熟，并且把那次分别的情形也讲了。“不凑巧，他回国去了。”

连长略略皱起眉毛说。

我诧异地问道：“他回国去干什么呢？”我自己马上兴奋地接下去说：“参加国庆节观

礼吗？” 连长摇摇头说：“他挂了花，送回去了。”

“他挂了花？伤重不重？”我愣了一下，惊问道。

连长看了我一眼，声音低沉地答道：“两条腿都断了。"我变了脸色，着急地追问：“危

险吗？"连长昂起头说：“这个小青年还嚷着要回朝鲜来打美国鬼子呢！"

“他能回来吗？”我顺口问了这一句。话出口我才觉察到它是多余的了。

连长看了我一眼，激动地说：“要是真依他的话，他一定要回来。那天他跟着我上战场，

打到最后，主峰上还有个敌人的大母堡攻不下来，火力猛得很，我们牺牲了几个同志。我

十分着急，拿起一包炸药，打算自己冲上去炸它。刘正清拉住我的衣服，要求我把任务交

给他。他一上去就把母堡解决了。可是他自己满身是血，两条腿都完了。担架员来抬他，

他还说‘我要坚持，我要打’。我后来去看他，他皱着眉头，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我却没听

见他哼过一声。我告诉他要给他请功，他还说自己没有好好完成任务，应当检讨。”

小刘虽然回国，但是我总算践了约，我在这个连队住下来了。

头两三天我睡在炕上，半夜里好像总听见小刘在讲梦话，其实全是我自己在做梦。我

本来打算在这里多住些时候，可是忽然接到王主任的电话，说是祖国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

叫我马上回到军政治部去。

我到了政治部，还是住在从前住过的地方。我几个月不来，山沟里也有了不小的改变。

人多了，路宽了，房屋增加了，树木也茂盛了。沟口用松枝搭了一个牌楼，上面有这样九

个字：“欢迎祖国人民慰问团。” 走了一段路，见到好些熟人，还隐约听见文工团同志们的

歌声。我放好行李就去见王主任。

王主任在房里跟王芳谈话，一面在看手里的几张稿纸。他见我进去，跟我握了手，就

把稿纸塞到我手里让帮忙修改。我摊开稿纸一看，原来是她写的一首欢迎慰问团的《献诗》。

我还看到王主任修改的句子。她看见我不提什么意见，便挑出几个她自己认为不大妥当的

句子要我替她解决。这次我总算给她帮了一点忙。她满意地拿回诗稿就向我告辞。我要留

住她，她却笑着说：“我还要准备节目，再不回去，我们陈团长可要急死了。下次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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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说：“那么我陪你走一段吧。”她还要推辞，我却跟着她走出了洞子。出得洞来，

我一开口就问起小刘的事情。她听到小刘的名字，马上说：“小鬼有个东西要我交给你！”

我连忙问：“什么东西？”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脸色马上变了，压低声音说：“笔记本。

小鬼还说——”

“他怎么说？”我打断了她的话。

“他说他等了你几个月，他还以为你回国去了呢！”她答道，埋下头往前走，也不再看

我了。我过了半晌，才再问一句：“他伤得怎样？”我心里不好过，我好像又看到小刘那张

皮球似的脸，他笑得那么高兴地说：“我一定等着你！”

王芳一面走，一面说，好像在自言自语：“小鬼从医疗所上车回国的时候，两条腿都锯

掉了，他还在哼《歌唱祖国》，还说装好了假腿就回到前线来。他比我坚强多了。”

她一直不讲话，我后来实在忍不住又问一句：“他没有危险吧？”

她忽然抬起头，提高声音说：“他一定会活下去，比我们还活得久。他没有腿，也能做

许多、许多好事情。”她很激动，不过声音很坚决。但是这以后她又不作声了。

我们默默地走到了文工团的住室。我拿到笔记本，马上打开翻看，在第一页上，我看

见小刘亲笔写的四行字：

忠于团

就要忠于自己的工作

爱祖国

就要爱自己的同志

王芳站在我旁边，低声念出了这两句话，然后解释道：“小鬼说他以后不一定能再见到

你，请你留下这个做纪念吧。这些字是他入团的时候写的。”

我郑重地放好了笔记本，跟王芳紧紧地握一次手，一个人慢慢地走回去。

（有删改）

文本二：

巴金的小说理论是他大量小说创作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他视创作为表达自己内心情感

的需要，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主张创作面向读者，“把心交给读者”，和读者进行诚挚的

情感交流；同时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肯定情感是创作的主要内容，形式和技

巧只是它的附庸。

（摘编自许德《论巴金的小说理论与批评》）

注：1952年 3月，以巴金为团长由文学艺术家组成的 17人访朝代表团奔赴朝鲜前线，慰问志

愿军战士，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度过了 300多天；1961年，巴金根据在朝鲜的真实经历创作了中篇小

说《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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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当“我”离开军政治部时，小刘作为通讯员的种种表现透露出对“我”这个祖国来的客

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依依不舍的深厚情谊。

B．小说划线部分渲染了迎接祖国慰问团的气氛，烘托了“我”的轻松心情，也暗示了战

争必胜的结局。

C．小刘两条腿都锯掉了，还是坚信自己能回到前线去，表现出勇敢执着、坚强乐观的

人物特征。

D．从写王芳创作欢迎慰问团的《献诗》和请人反复修改稿件的情节中，可以看出她是

一个富有才情、做事认真、具有革命热情的文工团青年。

8．文本以“我”的视角来叙述故事，请结合文本分析这种写法的好处。（6分）

9．文本二中巴金的小说创作理论在《团圆》中是如何体现的？请结合文本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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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题

文本一：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天下之难物于①故也。”子墨子言

曰：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

人必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特上弗以为政，士不以为行故也。

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②之裘，韦③以带剑，练帛之冠，入以见于

君，出以践．于朝。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为之也。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故灵王之臣皆

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

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

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为大国侮小国，不为众庶侮鳏寡．．，

不为暴势夺穑人黍稷狗彘。天屑临文王慈，是以老而无子者，有所得终其寿；连独无兄弟

者，有所杂于生人之间；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长。此文王之事，则吾今行兼矣。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

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

（选自《墨子·兼爱中》，有删改）

文本二：

子路为蒲宰，为水备，与民修沟洫。以民之劳烦苦也，人与之一箪食、一壶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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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闻之，使子贡止之。子路忿不悦，往见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

故与民修沟洫以备之。而民多匮饿者，是以箪食壶浆而与之。夫子使赐止之，是夫子止由

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

孔子曰：“汝以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

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则可，不则汝之见罪必矣。”

（选自《孔子家语·致思第八》，有删改）

［注］①于：为“迂”之假借字。②牂羊：母羊。③韦：熟牛皮。

10．下列对文本一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

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

B．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

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

C．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

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

D．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

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

11．下列对两则文本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出以践于朝”中的“践”和“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过秦论》）中的“践”意思和

用法不同。

B．鳏寡，老而无妻者谓之鳏，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泛指老弱孤苦的人。

C．“而恶其贫”中的“恶”与“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鱼我所欲也》）中的“恶”

意思不一样。

D．由，即仲由，字子路。“由”作为名，一般用于自称，而“子路”作为字，一般用于别

人称呼仲由。

12．下列对两则文本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本一探讨的重心在于如何落实“兼爱”，墨子强调了君王在“兼爱”落实上的榜样作用。

B．在墨子看来，臣子对君王的效仿能够帮助君王纠正自身的错误，而臣子的不作为

也会令君王为所欲为。

C．在墨子看来，君王想让自己的国家富庶起来，就应引导人们“兼相爱，交相利”。

D．子路在做蒲宰的时候，不仅率领民众提前修建沟渠，还主动发给修建沟渠的百姓

每人一筐饭食、一壶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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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把两则文本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此何难之有？特上弗以为政，士不以为行故也。（5分）

（2）孔子闻之，使子贡止之。子路忿不悦，往见孔子。（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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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题。

又呈吴郎①

杜 甫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②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③真。

已诉征求④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注】①呈：呈送。吴郎：杜甫吴姓亲戚。杜甫将草堂让给他住，这位亲戚住下后，即有筑“篱”，

护“枣”之举；妇人向杜甫诉苦，杜甫便写此诗去劝告吴郎。②转须：反而更应该。③甚：太。④征

求：指赋税征敛。

14．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首联写作者过去放任邻妇扑枣，因为这位妇人没有吃的、也没有儿女；诗人其实

是暗示吴郎应该让她打点枣。

B．颔联紧接一二句，叙述邻妇扑枣是因为生活太贫困，目的是希望吴郎能够体谅对

方，对邻妇更加亲善友好。

C．颈联出句“防”的主语是妇人，对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委婉含蓄地表

达了妇人的多心与敏感。

D．本诗具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在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

情感，语言沉郁顿挫。

15．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你从本诗中看到

一个怎样的诗人形象？请结合具体内容简要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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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

（1）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___________________”一句用虚

写的艺术手法，表现了词人渴望回到边塞的愿望，“_________________”一句描写

了梦中将士们即将出征打仗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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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在古代指土地神和祭祀土地神的地方、日子。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涉及“社”

的诗词，如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陆游的《游山西村》中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苏轼的《赤壁赋》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句描写作者遇客人一起歌

唱，船桨划破月光下的清波的情景，照应了上文作者与客人一起“______________”

的内容。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 I（本题共 2小题，6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7～18题。

摆龙门阵的“摆”，也就是“铺开来说”的意思。“摆”这个字，原本就有铺排陈列之

意。比如摆摊、摆阔、摆架子，都非铺陈排比不可。蜀人司马相如和扬雄，便是铺陈排比

的老手。他们的作品，叫做“赋”。赋这种文体，后来不流行了，但它的精神，却为成都人

所继承，并在“龙门阵”这种民间形式中 ① 。

龙门阵就是成都市民的“赋”。龙门阵不同于一般聊天、吹牛的地方就在于它和“赋”

一样极尽铺陈、排比、夸张、联想之能事。但作为市民的“赋”，则还要闹热麻辣、绘声绘

色、有滋有味。即便一件普普通通的小事，也要 ② ，摆得七弯八拐。这样的“作品”，

非得上茶馆不可。成都茶馆的魅力，便在于那里有龙门阵。龙门阵之所以必须到茶馆里去

摆，则因为只有在茶馆里，顶尖高手们才有 ③ ，听讲的人也才能真正一饱耳福。

茶馆日夜开放，茶客多半有闲，此为“得天时”；茶馆环境宽松，可站可坐可躺，时时

茶水伺候，摆者不累，听者不乏，此为“得地利”；茶客多为龙门阵之“发烧友”，目标一

致，兴趣相同，摆者有心，听者有意，一呼百应，气氛热烈，此为“得人和”。天时、地利、

人和三者兼得，龙门阵自然百战百胜，越摆越火。

17．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3分）

18．文中画横线部分的语句幽默轻快，这一表达效果是如何取得的？（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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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一个中等大小的桔子，就能满足孩子每天一半的 VC 需求。同时，柑橘中还含有

丰富的钾、类胡萝卜素，以及橙皮素、柚皮素等等，它们都是对健康有益的成分。可是，

再有营养的食物， ① 。爱吃桔子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亲身体验：如果在一段时间吃

了过多的桔子，全身甚至是手脚的皮肤就会变黄，成了“小黄人”。甚至有些人会怀疑，是

不是桔子被染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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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跟染色没什么关系。吃了桔子皮肤会变黄，是因为相桔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经常吃很多橘子， ② ，如果无法及时代谢掉，就会导致皮肤变黄，这种情况被称为

“高胡萝卜下素血症”，也叫“桔黄症”，这种症状的典型表现就是手掌、足底明显变黄，

严重的甚至会全身的皮肤变黄。

不过，它只会短时间地影响“颜值”，并不会影响健康。只要 ③ ，过一两周肤色

就能恢复正常，一般也不需要进行特殊的治疗。其实，除了柑枯类之外，胡萝卜、南瓜、

木瓜、芒果等蔬果中的胡萝卜素也含量丰富，如果吃很多，也会变成“小黄人”。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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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个字。（6分）

20．桔子吃多变“小黄人”，这一说法生动有趣，“小黄人”原本是《神偷奶爸》系列动画中

短胳膊短腿又爱吃香蕉的小萌新。与此类似，“紧急出口”的人形标识被称为“小绿人”。

依据下图，请简述“小绿人”的构图要素及含义。（4分）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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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

2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内卷”作为一个学术术语，起初用来表示“一种内部不断精细化的文化现象”。2020

年以来，“内卷”一词逐渐走入大众生活中，开始用来表示内耗或者付出的努力更多，但是

得到的回报不变甚至更少的一种现象。形成“内卷”的原因大概有：社会进化、资源减少、

竞争加剧、个人要求提高······

对待“内卷”，关键在于心态：你可以笑看风云，不被外物裹挟；你可以投入某种行业，

乐之好之而感觉不到“卷”；你也可以进入圈内，把“卷”当成个人能力的最佳证明；你还

可以跳出“卷”的圈子，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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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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