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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 2024 届高三 1 月统一考试试题

语  文

考生注意:

1.本试卷共 150分,考试时间 150分钟。

2.请将各题答案填写在答题卡上。

3.本试卷主要考试内容:高考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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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题。

材料一:

褒善贬恶既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命题，又是其核心宗旨。然而，自近代以来西方科学

主义史学传入后，褒善贬恶因其浓重的道德评判意味而遭到人们的厌弃,其所蕴含的人文精

神也不再受人关注。有鉴于此,揭示褒善贬恶被遮蔽的文化内涵,对于正确认识传统史学的价

值，尤显重要。

自孔子以后,褒善贬恶即成为传统史学之成法。荀悦认为史学的作用就是褒善贬恶,他撰

述《汉纪》就是要“惩恶而劝善”。褒善贬恶还是古人评论史书优劣的重要标准。《晋书》评

陈寿《三国志》时说:“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特别提到“劝诚”“得失”风化”。

褒善贬恶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有诸多呈现方式。其一，“春秋笔法”。“春秋笔法”被看作

是褒善贬恶的重要书写方式,这种方法通过“属辞比事”,以一字寓褒贬的形式，表达史家对

善恶的评论,如“平”“伐”“讨”为褒，“乱”“逆”“叛”“祸”为贬。其二，寓论断于叙事。

如司马迁《史记》在叙述史事的过程中寓褒贬,或借史料之取舍传心中之隐曲，或托他人之

口代自己立言,以达到褒善贬恶的目的。其三,设立传目。纪传体史书通过“类传”的方式，

彰显“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善恶评判。譬如《良吏传》忠臣传》等,记载的都是值得褒扬

的人物，体现的是“善”；而《奸臣传》《叛臣传》之类,记载的都是要贬斥的人物，代表的

是“恶”。一褒一贬，史家态度尽显其中。其四,论赞、史评和史论。如《 左传》的“君子

曰”，《史记》的“太史公曰”,意在发表对史事的评论。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很大一部分要依靠道德维系,人的善恶会影响社会风气甚至政治秩

序的好坏，史学褒善贬恶，“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价值取向是引领社会向善。但是,这样

的作史准则遭到近代以来科学主义史学思潮的质疑,其价值和意义一直被遮蔽,没有得到理

论上的澄清。

其一,求真与求善的关系。以求真为首要目标的科学主义史学认为,传统史学褒善贬恶,

必然掺杂个人好恶，为了某种目的而篡改历史,影响历史的真实。其实,传统史学并不存在

“求真”与“求善”的冲突。相反,二者是统一在一起的,古代史家经常将“直书其事”和

“惩恶劝善”放在一起讨论。古代史家认为，史书要做到惩恶劝善,必须“直书其事”。换言

之，“直书其事”的目的就是“惩恶劝善”，求真是前提、手段,求善是目的、归宿。

至于史学上“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做法,也要看尊者、贤者、亲者是否

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否则就不必为他们隐讳。因此,理解传统史学求善与求真之间的关系,必

须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意蕴,否则就会陷入纯粹客观主义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其二,道德的历史性和合理性问题。传统史学对历史进行褒善贬恶式的道德评判，其标

准是儒家伦理纲常。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纲常被认为是“吃人”的道德。因此，传统史学的

“道德垂训”就成了人们唾弃的对象。虽然善恶的标准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决定历

史道德诉求标准普遍性的，一定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人性。古代史家不会因功业之“成”而宽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恕其中所体现的行为之恶，也不会因为功业之“败”而忽略其中所体现的行为之善。褒善贬

恶的核心是完善人的品性，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而非为成功者唱赞歌,为失败者唱挽歌。

它有着更长远的考量,那就是要实现完善的道德人，并把它当作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

善、恶与历史发展是古今中外史家关注的重要问题。西方史家特别关注“恶”在历史发

展中的作用。康德、黑格尔等都从不同角度论证“恶”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马克思、恩

格斯客观分析了殖民者“卑鄙的利益”这种“恶”对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中国古代

史家从来不认为“恶”对历史有推动作用，他们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是“善”。他们褒

扬“善”,贬斥“恶”，目的就是希望人们发扬人性中的善，克服人性中的恶,促进人的道德

升华,从而“树之风声”,引领人类社会向善。

——(摘编自王记录《褒善贬恶与传统史学的向善追求》)

材料二:

中国历史的代表性著作很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历史向善论与历史趋恶论的两极主张。历史

向善论引导下的历史叙事,与历史趋恶论主导下的历史叙事,就为人们面对同一部历史时，提

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画面:在前者那里,历史总是光明的，前景总是美好的,恶是偶然且

总是可以化解的；在后者那里,历史总是黑暗的，前景总是灰暗的，恶不仅必然且总是主导

历史的。同一部历史展现出的截然对立的画面，让人们不敢相信那是同一部历史。

倘若向善与趋恶的两种历史叙事理念坚决拒斥向对方做让步性考量，那么其结果就是两

种历史观引导下书写出来的历史相互瓦解,消解了历史书写的客观性与可信性。当钱穆强调

中国历史乃是一部中国人团结奋斗的历史时,孙隆基则将这部历史作为民族“窝里斗”习性

披露出来,结果，前者还未及树立起国人的历史自信心,就被后者的历史叙述颠覆；在两种相

互消解的历史叙事中,人们究竟相信谁的历史陈述与基本评价,就变得难以决断,以至于失去

对历史的礼敬态度。因此,不管向善论试图以历史叙事达到鼓舞人心的作用,还是趋恶论试图

借助历史阴暗面的揭露而刺激国人努力纠错、全力向上的孤心苦诣,都会被人拒斥。

融贯理念之所以必须引进到中国历史叙事之中,是因为这一理念指引的历史书写,有望

避免中国历史叙事似乎不可化解的矛盾,从而保证在克制两种基本叙史方式缺失的基础上,

达到赞美与批评相容的整体化中国历史叙事目标。

——(摘编自任剑涛《向善论与中国历史叙事的融贯理念》)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褒善贬恶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核心宗旨,但伴随着西方科学主义史学传人,遭到人们的厌弃,

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也不再受人关注。

B.陈寿的《三国志》具有“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的特点,体现了中国传统史学

“惩

恶而劝善”的功能。

C.与科学主义史学不同,传统史学强调褒善贬恶,首重求善，次重求真，可以为了实现惩恶劝

善的目的而忽视历史真实。

D.中国历史出现了历史向善论与历史趋恶论的两极主张,这给读者带来了困惑，所以必须引

进融贯理念整体实现中国历史的叙事目标。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臣光曰: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填服天下也”,这是中国传统史学褒

善贬恶的呈现方式之一。

B.史学上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做法,这与“直书其事”存在明显矛盾，

影响了历史的真实性，是不足取的。

C.传统史学褒善贬恶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标准,虽然这--标准曾遭到质疑,但通过褒善贬恶完

善人的品性还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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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西方史家特别关注“恶”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但中国古代史家对此从来不认可，他

们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是“善”，对“恶”要加以贬斥。

3.下列选项中,没有运用“春秋笔法”的- -项是(3分)

A.《史记·陈涉世家》写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

王”。

B.《左传》中写到，“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日克”。

C.《孟子·梁惠王下》对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记载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D.《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七》中,权遣使谓备曰:“(璋)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则荆州

危矣。”

4. 请简要分析材料一第一段在本文论述中的作用。(4 分)

5. 我们应当如何辩证看待历史趋恶论主张?请结合材料简要说明。(6 分) 

(二)现代文阅读 II (本题共 4小题,16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题。

巷  子       何立伟

我有时候还真有点怀念长沙的老巷子。我年少时的生活，可以说是一种巷子里的生活。

我出生的地方便是一条曲里八拐的幽深小巷,叫甫觉里,在巨洲酒店,即老湖南旅社的后头。

我家住的是巷子里头的一栋老公馆,从前的主人是国民党的一位军官,两层的红砖木楼房,楼

上楼下皆有很大的堂屋,住了四户人家。我家在楼上,对面住的人家也有一个细伢崽,姓蒲,后

来跟我同一个幼儿园,又同一个小学。我们的父母皆是市政府机关的干部，两家关系甚好,除

开睡觉，门厅大开,任细伢崽们燕子样地穿进穿出,木板地跑得咚咚如鼓响。蒲同学的外公戴

圆圆的老花镜,总是手捧一册要竖着看的老书,卷起来,坐在窗前的藤椅上,拿书的手臂伸直，

脑壳慢慢一俯一仰。巷子极安静，公馆亦极安静,老花镜片上闪动着仿佛是遥远岁月的静好

时光。而楼下一户人家姓焦,在台阶下养了许多的花,晨昏皆要来浇水,①我印象里是有美人

蕉跟鸡冠花，红得热闹，亦红得寂寞。我在甫觉里生活了五六年,除了公馆里的邻居,我不认

识巷子里的任何人,因为巷子里多的是围墙，少的是人家。到晚上,巷子里看不到人,一根斜

斜的木电杆下,路灯光照不到的地方，黑得有些吓人。睡在床上，夜来听得有人从巷子里走

过,②若是雨天，木屐声一声一声递进窗来，让细伢崽觉得是听到了鬼声音。

我念的是浏正街小学,也在一小巷的深处。我们放学回家，排了路队，从巷子里出来，

长长的队伍会越走越短,因为同学一个一个皆消失在周围的小巷子里了。学校的巷口,有个驼

背老倌，摆着零食小摊，卖鬼枣子,卖糖罐子,卖紫苏梅子同姜,还卖洋菩萨跟玻璃弹子。课

间休息，同学们冲出校门，跑到驼背老倌跟前，匆匆买了这样那样小吃,放进兜里,听到预备

铃响，又不要.命跑回教室去。气喘吁吁，又心里痒痒。到了期末,老师给许多同学的评语里

总是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喜欢上课吃零食。”

那时候，我们做课外作业,皆要到学习小组长家里去。有个小组长姓李,住在离小学不远

的一条巷子里,巷名很好听,叫作莱根香。有古人说的“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的意思。李

同学的父亲是踩三轮车的，经常把三轮车停在老火车站前头候客，裤脚扎进一双几乎长及膝

盖的布袜子里。他家里头的堂屋很大,光线很暗。砖墙上挂着一件棕编的蓑衣,像只展翅的巨

大老鹰的标本。做完了作业，我们就在菜根香玩躲摸子或者官兵捉强盗的把戏,一巷子皆是

少年天真的锐叫。要回家了，我们排着队，拍着自己的大腿,仰起脑壳唱:谢谢你的茶,谢谢

你的烟,谢谢你的板凳坐半天；板凳一翘,打了我的腰,板凳一脱,打了我的脚,我问板党要膏

药……”于是月亮就升起在巷子尽头一片黑瓦屋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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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学时搬了两次家，一次是市政府的机关宿舍,是在一个名叫郭家巷的巷子尽头,进去

之后,如武陵捕鱼人进了桃花源,别有洞天，原来是个好大的院子。我有几位小学同学也是住

在这个院子里，有个同学的妈妈喜欢拉二胡，他家住楼上,有个圆圓的小窗,他妈妈夏天里就

坐在小窗前,拉《洪湖水浪打浪》，拉《良宵》，仿佛拉出一巷子的蓝烟来。另一个同学家有

个保姆,保姆的丈夫是沅江边上的农民,到了有黄鳝的时节,他就进城来,从篾篓子里捉出一

条条黄鳝,在院子门外小巷尽头的一块大麻石旁来剖。他脑壳上扎蓝色家织布的盘头，满脸

晒成古铜色,把食指同中指弯起来,夹住滑溜的黄鳝,朝麻石上一摔,黄鳝就晕了过去。然后他

就拿刀来剖。我们总是围在旁边看,惊叹他的麻利同指力。因为我们试着去捉黃鳝,根本捉它

不住。

郭家巷里除了有我们这个院子,还有一个什么单位,总之，每天,巷子里头停放了七八辆

单车,院子里的细伢崽有调皮的，就去下那些单车的铃铛。单车的主人办完事出来一看,铃铛

没.了,就破口大骂。③那愤怒的声音在巷子里像蝙蝠一样飞来飞去。

另一次是搬到东庆街的一个名叫芋园里的小巷,也是一个小院子,院子外头有口老井,井

壁上长满了虎耳草同满天星。伏天里,有老人就坐在井台边上歇凉,并口里冒出来一丝一丝的

凉气,扇子一扇,拂到满身,通体爽快。细伢崽们夏夜里最喜欢把竹床架在巷子里，央求大人

讲鬼故事,讲关公战长沙,讲秦琼卖马,讲唐僧到西天取经。仰起脑壳来时,真是天阶夜色凉如

水，遥看牵牛织女星。

小院子里有两个天井,长满了绿绿的青苔，人从上头过不得，一过会要滑倒。院子里有

个叫娟子的妹子，乒乓球打得特别好，我们没有哪个是她的对手。我们的乒乓球台就是一块

门板,架在板凳上,没有球网,就跑到巷子里拾几块砖头来逄中拦着。我小时候喜欢吹竹笛,经

常站在天井旁练单吐双吐。天井上是四四方方的天空,有白云静静缱绻,仿佛是驻足来听我的

笛声的。

④我年少时住过玩过的许多小巷,如今大多业已消失，如同曾经有过的岁月跟童谣。我

经常怀想起那些小巷，那些小巷人家跟小巷生活。怀想起麻石的小路同井台，怀想起青苔浸

染的墙根,夏天里横七竖八的竹床同星空下的故事。或许,这证明我已经上了年纪了。

(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文中第--句说“怀念长沙的老巷子”,既点出了文章的写作重点,也表达了作者对老巷子

的感情。

B.同学们去巷口买零食的描写,动作迅速,颇具儿童特点，是童年生活的插曲，很有画面感。

C.郭家巷的生活写农民杀黄鳝的场景充满着血腥,这和后文写芋园里小巷的生活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

D.芋园里的人们的生活与天井密不可分,天井也是孩子们喜欢的地方,那里给作者留下了美

好的回忆。

7. .下列对文中画横线句子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句①中“热闹”是指花朵色彩鲜艳,“寂寞”是指花朵没有更多的人欣赏。

B.句②是说木屐声越来越快、越来越近,在黑暗的雨夜中孩子们的恐惧感也在一点点增强。

C.句③化抽象为具体,把单车主人因铃铛被偷的愤怒刻画得淋漓尽致,很有画面感。

D.句④既是全文内容的收東,也呼应了开头“我年少时的生活，可以说是一种巷子里的生

活”。

8.文章叙事涉及方方面面,颇有“琐碎”之感,但抒情意味依然很浓。请简要分析。(4 分)

9. 请从文章谋篇布局的角度,分析文章标题“巷子”是如何统摄全篇的。(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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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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一:

凡与敌战,三军必要得其地利，则可以寡敌众，以弱胜强。所谓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

以击,而不知地利,胜之半也。

晋安帝讨南燕,幕容超召群臣议拒晋师。公孙五楼曰“晋师劲果所利在速战初锋夏锐不

可击也。宜据大岘,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可徐拣精兵二千骑,循海而南，绝其粮

道；别遣段晖率诸州之军,缘山东下。腹背击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较其资储之

外,余悉焚荡,芟除粟苗,使敌来无所资，坚壁清野,以待其衅，中策也。纵贼入岘，出城迎战,

下策也。”超曰:“京都富盛，户口众多，非可以一时入守。青苗布野,非可以猝芟。设使芟

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据五州之强，带山河之固,战车万乘,铁马万群，纵令过岘，

至于平地，徐以精骑蹂之，必成擒也。”慕容镇曰:“若如圣旨,必须平原十里而军，军垒成，

用马为便,宜出岘逆战，而不胜，犹可退守。不宜纵敌入岘，自贻窘迫。昔成安君不守井陉

之险,终屈于韩信；诸葛瞻不守马阁之险,卒擒于邓艾。臣以天时不如地利也，阻守大岘，策

之上也。”超又不从,而摄莒、梁父二戍,修城隍,拣士马，蓄锐以待之。其夏,晋师已次东莞,

超遣其左军段晖等步骑五万,进据临朐。俄而，晋师渡岘,慕容超惧,率兵四万就段晖等于临

朐,战败,超奔广固，数日而拔，燕地悉平。

(选自《百战奇略》,有删改)

材料二:

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关、剑阁,天下之险也。秦人用函关,却六国而有余,迨其末也，

拒群盗而不足。诸葛武侯出剑阁,震秦、陇,规三辅；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也。故

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楼之丘、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

敌难。知求地利于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际,乌足与言地利哉?

(选自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序》,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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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涂对一处给 1分，涂黑超过三处不给分。(3 分)

晋师劲 A 果 B 所 C 利在速 D 战 E 初锋 F 勇锐 G 不可 H 击也

11.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项是(3分)

A.朕,文中是南燕皇帝慕容超的自称，古代皇帝的自称有“寡人”“孤”等。

B.拔,指被攻破,与“函谷举”(《阿房宫赋》中的“举”字都是表被动。

C.“迨其末也”与“迨诸父异爨”《项脊轩志》两句中的“迨”字意义不同。

D.三辅，西汉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个职官的合称,亦用来指其所辖地区。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晋安帝进攻南燕时,公孙五楼向慕容超提出了上、中、下三策,慕容超对公孙五楼的建议并

不认可。

B.慕容超认为自己占据着有利的地形,有强大的军队，纵使晋军过了岘山，也可以击败晋军。

C.慕容镇以成安君不守井陉之险、诸葛瞻不守马阁之险的事例劝说慕容超利用岘山阻守晋军。

D.材料二中,通过列举秦人有函关、刘禅有剑阁的例子,论述了地理的优势对保护国家的巨大

作用。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可徐拣精兵二千骑，循海而南,绝其粮道。(4 分)

(2) 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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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两则材料为什么会对“地利”产生如此不同的看法?请概括说明。(3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小题,9分) 

阅读下面这两首唐诗,完成 15~16题。

归嵩山作 王维

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

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

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

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

送杨山人归嵩山 李自

我有万古宅，嵩阳玉女峰。

长留一片月,挂在东溪松。

尔去掇仙草,菖蒲花紫茸。

岁晚或相访，青天骑白龙。

15.下列对这两首唐诗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两首诗虽然都以“归嵩山”为题材,但无论是在情感表达上,还是在创作风格上,都有明显

的差异。

B.王诗‘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两句,赋予“流水”"暮禽”以人的情态,使景物更加多情

动人。

C.李诗“长留一片月，挂在东溪松”两句描写月亮挂在溪边的松树之上，显现出嵩山秀丽的

迷人景色。

D.李诗实写嵩山玉女峰散布着开满紫花的菖蒲,杨山人采摘菖蒲赠送给诗人，表现出二人深

厚的友谊。

16.与李诗不同，王诗随着沿途不同景色的移换,暗含着诗人情感细微的变化，请结合王诗简

要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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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六国论》中,作者认为,六国若想对抗强秦,必须用“___________，________”的

方法来对待有智谋的大臣和有才能的人。.

(2)鸿雁传书的典故大家比较熟悉,这--典故在诗歌中的运用也很普遍，如张若虚《春江花月

夜》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

(3)小华想从《荀子·劝学》中选取两句挂在书房,提醒自已学习、做事贵在坚持，你可以向

他推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

三、语言文字运用(20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 I (本题共 2小题,1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19题。

献血会降低血脂、导致贫血以及身体虚弱吗?献血会降低血脂、导致贫血以及身体虛弱

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老百姓往往把血脂和血液的黏稠度同日而语，其实两者不是一回事。

血脂主要是指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血液黏稠度是指血液的

黏滞性增高。献血可以降低血液的黏滞度,但是    ①   ,我们还要通过服用一些降低血脂

的药物来进行降脂。

适度献血不会导致贫血,因为适度的献血可以刺激机体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机体红细胞

或者血小板这些有形成分的自我更新。   ②    ,这个也是基本 上不存在的。如果献血适

度的话，血容量一般- -到两天就恢复了,基本上不会导致身体虚弱。相反献血对我们身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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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还有一些比较好的作用。我们正常的血液中,红细胞和血小板    ③    ,红细胞的平均寿

命是 120天，血小板的平均寿命是两周，正常情况下血液就存在着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当

我们适度献血之后，会刺激这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有助于细胞的自我更新。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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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表述烦琐、表述不当，请删除冗余词语，修改表述不当之处,但不

得改变原意,将修改后的文段写在答题卡上,不超过 45个字。(4 分)

(二)语言文字运用 II (本题共 3小题,1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0~22题。

进县立高等小学堂院第二年春天开学的时候,我的那位寡母,辛辛苦苦,调集了几块大洋

的学费书籍费缴进学堂去后，我向她又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硬要她去为我买一双皮鞋来

穿。在当时的我的无邪的眼里，觉得在制服下穿上一双皮鞋,挺胸伸脚,得得得得地在石板路

上走去,就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事情；跳过了一班,升进了一级的我,非要如此打扮,才能够压服

许多比我大一半年龄的同学的心。为凑集学费之类，已经罗掘得精光的我那位母亲，自然是

再也没有两块大洋的余钱替我去买皮鞋了,不得已就只好老了面皮,带着了我，上大街上的洋

广货店里去赊去；当时的皮鞋,是由.上海运来，在洋广货店里寄售的。

一家,两家,三家,我跟了母亲:从下街走起一真走到了上街尽处的那一家隆兴字号。店里

的人，看我们进去，先都非常客气,摸摸我的头，一双一双的皮鞋拿出来替我试脚；但一听

到了要赊欠的时候,却同样地都白了眼,作一脸苦笑,说要去问账房先生的。到了最后那一家

隆兴里，惨遭拒绝赊欠的一瞬间,母亲非但涨红了脸，我看见她的眼睛,也有点红起来了。不

得已只好默默地旋转了身,走出了店；我也并无言语,跟在她的后面走回家来。

20. 文中画横线处使用“她”称呼母亲,这样写有什么用意? (3 分)

21. 加点的词语换为“筹集”,在表意上有何不同? (3分)

22. 文中画波浪线部分,如果写成“我跟了母亲,从下街一直走到了上街的隆兴字号”,表达

效果有什么不同? (4分)

四、写作(60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明万历甲寅暮春，张卿子到新都拜访黄玄龙，黄玄龙领着远道而来的张卿子去石岭看梨

花,结果梨花已经谢了大半,黄玄龙用惋惜的口吻嗔怪张卿子来晚了, 而张卿子却说“余意正

在凄凉”，于是,迟到的遗憾反而变成了一场别样的赏花体验。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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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