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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高一（上）期中 

语    文 
时间：150分钟          分值:150分                  2018.11 

一、本大题共 10 小题,共 25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 1-10题 

【材料一】 

《礼记·曲礼》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取字原属贵族特权，后来成为知识阶层的事。宋代还不准下层人取字。

到明清时代，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几乎无人无字。尽管也遭到士大夫的抨击和嘲讽，但取字的习俗，仍然普及开

来。 

先秦时代，字是行冠礼时由选定的嘉宾给起，后世不举行冠礼了，字则改由师长或其他通文墨的人给起，而且

也不一定到成年才起，很可能是小名、大名和字一同起的。当然，也有成人之后才请人起字的。 

  上古贵族女子，原本也起字。《礼记·曲礼》：“女子许嫁，笄而字。”是说女子成年许配人家时，把垂发挽起来，

用笄别住，并给她取字。这一礼制，秦汉后没能承袭。虽然上层妇女有的也有名有字，但不一定“许嫁笄而字”。

女性一般自幼至成年，只有一个小名（闺名）。不过，这一礼制虽未推行开，却在汉语中留下许多成语，如说女子

已有婆家，叫“已字”“已字人”；没找婆家，称“待字闺中”“未字人”“未字”。 

后世取字，有许多是引经据典。如唐代陆羽字鸿渐，取自《易·渐卦》“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宋代楼伯

圭字禹锡，出自《书·禹贡》“禹锡玄圭”。 

名字的组合方式，自古及今，当不下几十种。习见而常用者，约为以下八种。 

  第一、同义相协。名与字为同义词，二者相为辅佐，互作解释。如宋欧阳修字永叔，《广雅》：“修，长也。”《说

文》：“永，水长也。” 

  第二、反义相应。名与字皆为反义词，二者对立相应，各从反面作解。如孔子弟子曾点字皙，《说文·黑部》：

“点（繁体作“點”），小黑也。”，“皙”，意为洁白，点、皙相对。 

  第三、连类相及。义类相近或相似，因甲而及乙。三国孙策字伯符，策、符皆为信物，只形制与用途不一。 

  第四、景仰前贤。因为倾慕前代圣贤，向他们看齐，于是就袭用其名字。汉司马相如字长（zhǎng）卿，《史记》

说他“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蔺相如为赵国上卿，故以“长卿”为字。这既表示蔺相如的身分，也体现了

司马相如建功立业的愿望。北齐颜之推字介，是拆春秋晋国介之推的姓名以为名、字。据《左传》，晋文公封赏随

从逃亡的群臣，介之推不去述功，文公也未加封赏，介之推遂携母隐居绵山。后文公以焚山方式欲使出山，介之推

不出，遂烧死于绵山。 

第五、概括经义。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东汉时，儒家典籍便成了家喻户晓的课本了。人们逐渐

就都从儒家经典中选取名字。汉末三国已渐成风。自南北朝而唐宋，而元明清，士大夫名字取于儒家经典者触目皆

是。如唐白居易字乐天，《礼记·中庸》：“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哀公问》：“不能安土（意为“居易”），不能乐天。” 

第六、使典用事。这种名字组合方式，先秦没有，两汉也少见，唐宋才多起来。它取材于史传载记，诸子百家

之书。有的与袭用经文相似，但大多含有故事情节。如唐李商隐字义山，《史记·伯夷叔齐列传》载，武王伐纣，

伯夷、叔齐叩马而谏，“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

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商隐，即谓殷商之隐者，义山，即谓“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 

  第七、崇奉宗教。唐王维字摩诘，维摩诘，佛家菩萨名。《旧唐书·文苑传下·王维》：“兄弟俱奉佛，居常蔬

食，不茹荤血。”因崇佛，故拆菩萨名为名字，以示皈．依。 

  第八、采撷名篇。采撷名篇佳作中的警策以为名字，南北朝时已很常见，至明清而大行。如明代胡东皋字汝登，

出自陶潜《归去来兮辞》：“登东皋以舒啸， ① 。”清朝张孟词字腾蛟，出自王勃《滕王阁序》：“腾蛟起凤， ② 。”

孟，表示长幼次序中排行老大。 

名字组合方式，不止上述八种，但常见而比较复杂的，大致如此。 

（取材于吉常宏《中国人的名字别号》） 

 

1.下列加点字在【材料一】中的读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2分） 

男子二十冠．而字    五行八作．     皈．依 

A.guān  zuō  bàn       B. guàn  zuō  guī 

  C.guān  zuò  bàn        D. guàn  zuò  guī 

 

2.依据【材料一】文意，写出钱锺书《围城》主人公“方鸿渐”、北大教授“裘锡圭”名字的出处。（2分） 

 

3. 【材料一】中提到介之推，下面与之有关的民间传统节日是（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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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元宵节   B.寒食节        C.端午节       D.祭灶 

4.下列理解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3分）     

A.《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冠而字”，意味着起字一定要到男子 20岁。 

B.“待字闺中”，是说女子尚未成年，还没有取字，同时也意味着没有婚配。 

C.司马相如开始并不叫这个名字，因为他仰慕蔺相如，才改名相如，字长卿。 

D.由于儒家典籍家喻户晓，老幼皆习，所以古代文人名字都取义于儒家经典。 

 

5.宋代词人秦观，字少游，据【材料一】中“连类相及”方式，从他的字断定，“观”应该读       。（写出拼音，

2分） 

 

阅读“材料二”及“链接材料”,根据要求,完成 6-10题。 

【材料二】 

古人一般都有名有字，那么名和字的用途有何不同？什么场合称名，什么场合称字；对什么人称名，对什么人

称字，这在古代是很有讲究的。若不论场合、身份、对象，任意而用，将十分难堪。 

  从命名取字上说，名是由长辈所起，行于家庭之内。字是行冠礼时由嘉宾所起，意在“敬名”，是行于外的。

由此便形成两个原则：名是尊长所叫，或用于自称；字是给外人叫的，不能用于自称。但其中情况也比较复杂，还

须进一步讨论。 

  第一、自称称名。总的说是自称称名，但还要看是对谁，不是对谁都称名。 

  (1)对君父自称。封建时代君父一体，儿子在父亲面前，臣子在君主面前，或对天子的使者，都要称名。在君

主面前，不但自称要称名，在提到其他人的时候，也得称名，即便涉及自己的长辈先人，都要直呼其名，说“臣父

臣某某”“臣大父先臣某某”。 

  (2)对尊长自称。对君父自称名，推而广之，对位尊者，对家族亲戚中的长辈，都要自称己名，以示尊敬。如

大诗人李白，出川之后，在荆州时想得到刺史韩朝宗的提拔，便写了有名的《与韩荆州书》，开头就说：“白闻天下

谈士，相聚而言曰……”  

  (3)对朋友自称。古代文人与朋友交往，不论对方年纪长幼，自称时都要称名，不像后来俗文学中所写，年长

者自称“愚兄”，年幼者便叫“贤弟”。不论年龄，甚至同族兄弟，年长者也自称名。 

  (4)尊长自称。尊长对卑幼者自称名，源自上古。《论语》中，孔子与弟子们谈话，都自称名，如《述而》“丘

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季氏》“丘也闻有国有家者”，都是自称名。 

  但是，家庭直系尊长，如父亲、祖父对儿孙是没有自称名的，甚至印章使用，也是如此。1949年前，长辈给晚

辈写信，结尾都不具名，只写“父示”“祖字”“伯父手书”或也“伯父某某”“叔某”。 

  第二、称人用字。古人在交际中都是称人之字以敬其名。不过当时等级森严，礼节繁杂，就是称字也要看对象，

也有许多讲究。 

  (1)平辈之间称字。亲友中同一辈分的，原则上都称字。孔门弟子彼此间都称字。对朋友不能呼其名，这是传

统的礼仪准则，除非对方没有字。许多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常常忽略这一点，实在欠妥。 

  兄弟之间也以字相称。兄对弟，对称或叙述过程中都可以；弟对兄，一般只用于叙述时称呼。 

  (2)尊长称卑幼者。身分地位高的对身分地位低的，年长的对年幼的，为表谦敬，也须称对方的字。亲友中长

辈对晚辈称字，比较常见，但父祖对儿孙称字罕见。 

  (3)关于称尊长的字。先秦有称尊长字的，如孔门弟子常称老师“仲尼”。但这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往往遭人非

议。父祖之名固不能说，称字也行不通。有了别号之后，多称父祖的别号。 

君主的字是不能叫的。今天许多根据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让剧中人物直呼其君主之名，实在缺乏历史文化

常识。 

此外还有一种“谥号”，是人死后由朝廷（官谥）或门生后辈（私谥），按照其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给予带有

评判性质的称号，如韩愈官谥“文”，范仲淹官谥“文正”，又如陶潜，又名渊明，字元亮，私谥“靖节”，“靖”表

示保护、保卫，而“节”则表示节操，称靖节先生，也是一种敬称。 

链接一：宝玉又道：“妹妹尊名是那两个字？”黛玉便说了名。宝玉又问表字。黛玉道：“无字。”宝玉笑道：“我

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妙。”探春便问何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

画眉之墨。’况这林妹妹眉尖若蹙，用取这两个字，岂不两妙！” 

链接二：《水浒》第三十九回和第四十回写吴用为救宋江脱离江州之危，命萧让摹仿蔡京笔迹给蔡京之子江州

知府蔡九写了一封信，盖上金大坚摹刻的“翰林蔡京”四字印章，要戴宗带回江州，信中命蔡九把宋江押送汴梁，

这样，就可以在路过梁山时，搭救上山。戴宗走后，吴用猛然想起信中印章有个老大的破绽，不但救不成宋江，反

会拖累戴宗受苦……果然，戴宗一到江州，就被机警狡诈的黄文炳一眼看穿图章的破绽。 

 

7.对【材料一】【材料二】中涉及的有关文学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3分）  

A.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代大诗人。他的诗歌如《忆江南》《春夜喜雨》《琵琶行》等都是历来传诵的名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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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其散文写得婉转流畅，富有情致，其中《醉翁亭记》《秋声赋》是其代表作。 

C.《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体现了孔子政治、伦理、哲学、教育等方面的思想，是儒家重要的经典。 

D.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有“诗仙”之誉。他的诗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着盛唐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 

 

8. 结合【材料二】，说明“链接二”中金大坚所刻图章的“破绽”所在。（3分） 

 

9.假如你穿越为陶渊明家僮，见到主人时，结合【材料一】【材料二】的知识，下列称呼最合“礼”的一项是（    ）

（2分）  

A.陶潜   B.陶渊明      C.靖节先生     D.元亮先生 

 

10.根据【材料一】【材料二】，下列推断不恰当．．．的一项是 （   ）（3分）   

A.宋代朱熹字元晦，“晦”意为昏暗，与表示光明的“熹”对立，名、字“反义相应”。 

B.周瑜字公瑾，“瑜”“瑾”均为美玉，成语“怀瑜握瑾”可证，名字属于“连类相及”。 

C.《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孔子对他的弟子，只应称其字，而不宜直呼其名。 

D.某三国题材的电视剧中，事于东吴的诸葛瑾命孔明“见过吴主孙权再来叙话”，失礼。 

二、本大题共 9 小题，共 30分 

阅读下面甲、乙两则文字,完成 11-19题。 

甲 

荆轲刺秦王(节选)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 

为变徽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①             ，②            ！”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

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乙 

                                老僧辨奸                          【清】沈起凤 

严分宜①未贵时，与敏斋王公读书菩提寺东院。一日，同阅《荆柯传》至樊於期自杀处，严曰：“此呆汉也，事知

济不济，辄以头颅作儿戏耶!”遂大笑。王曰：“烈士复仇，杀身不顾，志可哀也!”遂大哭。 

又阅至白衣冠送别时，严复大笑曰：“既知一去不返，乃复遣之使去，太子丹真下愚也。”王又大哭曰：“壮士一行，

风萧水咽，击筑高歌，千古尚有余痛!” 

继阅囊提剑斫，箕踞高骂，严更笑不可抑，曰：“是真不更事②汉。不于环柱时杀之，而乃以谩骂了事。”王更涕泗

沾襟曰：“豪杰上报知己，至死尚有生气。铜柱一中，祖龙③亦应胆落。” 

一时，哭声笑声喧杂满堂。一老僧倾听久之，叹者：“哭者人情，笑者真不可测也。二十年后，忠臣义士，无遗类

矣。” 

后王官中牟县令，颇有政声。而严竟以青词④作相，专权误国，植党倾良，为明代奸邪之冠。老僧预知之，而不能

救，殆佛门所谓“定劫”欤? 

                                                    （选自《清代散文名篇集粹》） 

 

【注】①严分宜:即严嵩,明朝中后期的大奸臣。②更事:阅历世事。③祖龙:指秦始皇。④青词:用朱笔写在青藤之

上的奏章。明代中后期大臣多用青词邀宠 

11.甲文的空格处应该填入的原文是:①                    ，②                !(1分) 

12.下列加点词的意思解释错误的一项是（   ） 

A事知济不济．                 济:按成 

B.杀身．．不顾                   杀身:舍生,丧生 

C.继阅囊提．剑斫,箕踞高骂       提:投掷 

D.后王官．中牟县令,颇有政声     官:做官、任职 

13.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3 分) 

A.①乃．复遣之使去           ②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 

B.①而严竟以．青词作相         ②而秦武阳奉地图匣,以．次进 

C.①老僧预知之,而．不能救      ②因人之力而．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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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①为．明代奸邪之冠           ②父母宗族,皆为．戮没 

14.下列对原文的分析和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甲文一开头就道出了这是一场生离死别,送者和行者均沉浸于痛楚之中。 

B.甲文描写音乐声由激愤转为悲凉,闻者之情由悲壮变为悲凉,高昂变为低沉。 

C.乙文结尾处交代了严分宜、王敏斋二人的不同结局,照应了前文老僧的预言。 

D.甲、乙两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都有神态描写,但乙文更注重对比手法的运用。 

15.把文中划线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5分) 

(1)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2分) 

(2)严分宜未贵时,与敏斋王公读书菩提寺东院。(3分) 

 

16 从严、王二人阅读《荆轲传》时的不同反应,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性格。请简要概括二人不同的性格特点。(4分) 

 

17.请用“/”为文中划横线的语句断句。(4分) 

太史公白: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①”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

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直沫至荆轲五人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压欺其志垂后世岂妄也哉 

《史记·刺客列传》 

【注】:①天雨粟,马生角:天降粟,马头生角,表示绝无可能之事 

 

18. 下面这副对联是咸阳荆轲墓联。请根据给出的上联,写出下联。(2分) 

上联:身入狼邦,壮志匹夫生死弃; 

下联:          ，             

19 对于荆轲其人其事,历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文言文段中严、王二人读及有不同的反应,司马迁也在《史记·刺客

列传》文末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以下另有一些相关评价。那么,你怎么评价荆轲呢?理由是什么?(5分) 

 

相关评价： 

(1)陶渊明：“……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骤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惜哉剑术疏,

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己没,千载有余情。 

(2)苏轼:“荆轲不足说,田子老可惊。燕赵多奇士,惜哉亦虚名!” 

(3)司马光:“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扬子论之,以要离为蛛蝥之靡,聂

政为壮士之靡,荆轲为刺客之靡,皆不可谓之义。又曰:‘荆轲,君子盗诸!’善哉!” 

(4)骆宾王:“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5)朱熹:“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 

三、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第 18-20 题。(8分) 

杂诗 

（明）丰坊 

孤松挺穹壁①，下临万里波。 

激湍啮其根，惊飚撼其柯。 

纷纷穴赤蚁，袅袅缠青萝。 

群攻未云已，生意当如何？ 

严霜一夕坠，高标复嵯峨②。 

君子固穷节，感慨成悲歌。 

【注】①穹壁：高高的崖壁。②嵯峨：高耸的样子。 

20. 从题材上看，本诗属于（    ）（1分） 

A. 写景诗  B. 脉物诗    C. 哲理诗    D. 闲适诗 

21. 对本诗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 “孤松”二句使用起兴的手法，巧妙引出描写对象。 

B. “激湍”二句中“啮”“撼”动词使用准确，有表现力。 

C. “纷纷”二句运用叠词，描摹事物的形态，鲜明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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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群攻”二句巧用问句，语意形成转折，承转自然。 

22.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4分） 

四、23 默写。(每句 1分,共 7分) 

（1）          ，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土谷浑。王昌龄《从军行》 

（2）既东封郑，             ，          ，          ?《烛之武退秦师》 

（3）          ，            。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燕歌行》 

（4）         ，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         ，           受下赏。《邹忌讽齐王纳谏》 

（5）江天一色无纤尘，                ,            ，            ?《春江花月夜》 

（6）寻梦?                  ，             ；满载一船星辉,           。《再别康桥》 

（7）在雨的哀曲里，          ， 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          《雨巷》 

 

五、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分。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24-27 题 

催魂铃 

⑴电话之来，总是从颤颤的铃声开始，那精确而间歇的发作，那一叠连声的催促，凡有耳神经的人，没有谁不

悚然惊魂，一跃而起的。最吓人的，该是深夜空宅，万籁齐寂，正自杯弓蛇影之际，忽然电话铃声大作，像恐怖电

影里那样。旧小说的所谓“催魂铃”，想来也不过如此了。王维的辋川别墅里，要是装了一架电话，他那些静绝清

绝的五言绝句，只怕一句也吟不出了。电话，真是现代生活的催魂铃。 

⑵古人鱼雁①往返，今人铃声相迫。鱼来雁去，一个回合短则旬月，长则经年，那天地似乎广阔许多。“晚来

天欲雪，能饮一杯无？”②那时如果已有电话，一个电话刘十九就来了，结果我们也就读不到这样的佳句了。 

⑶而活在当世，催魂的铃声一响，没有人不条件反射地一跃而起，赶快去接，要是不接，它就跟你没了没完，

那高亢而密集的声浪，锲而不舍，就像一排排嚣张的惊叹号一样，滔滔向你卷来。 

⑷我家的电话，像一切深入敌阵患在心腹的奸细，竟装在我的书房里，注定我一夕数惊，不，数十惊。四个女

儿全长大了，连最小的一个竟也超过了“边城”里翠翠的年龄。每天晚上，面对书桌，正要开始我的文化活动，她

们的男友们也纷纷出动了。四个女儿加上一个太太，每人晚上四五个电话，催魂铃声便不绝于耳。 

⑸绝望之余，不禁悠然怀古，想没有电话的时代，这世界多么单纯，家庭生活又多么安静，至少房门一关，外

面的世界就闯不进来了。哪像现代人的家里，肘边永远伏着这么一枚不定时的炸弹。那时候，要通消息，写信便是。

比起电话来，书信的好处太多了。首先，写信阅信都安安静静，不像电话那么吵人。其次，书信有耐性和长性，收

到时不必即拆即读，以后也可以随时展阅，从容观赏，不像电话那样即呼即应，一问一答，咄咄逼人。书信往还，

中间有绿衣人作为缓冲，可以慢慢考虑，转肘的空间宽得多了。书信之来，及门而止，然后便安详地躺在信箱里等

你去取；哪像电话来时，穿堂入室，直捣你的心脏，真是迅铃不及掩耳。谁也抗拒不了那催魂铃武断而坚持的命令，

谁没有过从浴室里气急败坏地裸奔出来，一手提裤，一手去抢听筒的经历呢？ 

⑹电话动口，书信动手，其实写信更见君子之风。我觉得还是老派的书信既古典又浪漫：古人“呼儿烹鲤鱼，

中有尺素书”的优雅形象不用说了，就连现代通信所见的邮差、邮筒、邮票、邮戳之类，也都有情有韵，动人心目。

在高人雅士的手里，书信成了绝佳的作品，进则可以辉照一代文坛，退则可以怡悦二三知已，所以中国人说它是“心

声之献酬”，西洋人说它是“最温柔的艺术”。但自电话普及以后，朋友之间要互酬心声，久已勤于动口而懒于动手，

眼看这种温柔的艺术已经日渐没落了。电话来得快，消失得也快，不像文字可以永垂后世，向一代代的痴顽去求印

证。我想情书的时代是一去不返了，即使如徐志摩和郁达夫的多情，恐也难再。 

⑺有人会说：“电话难道就一无好处吗？遇到急事，一通电话可以立刻解决。”这我当然承认。可是我也要问，

现代生活的节奏调得这么快，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你可以用电话去救人，匪徒也可以用电话去害人，大家都快了，

快，又有什么意义？在高速紧张的年代，一切都即生即灭，随荣随枯，爱情和友情，一切的区区与耿耿，都被机器

吞进又吐出，成了车载斗量的消耗品了。电话和电视的恢恢天网，使五洲七海千城万邑缩小成一个“地球村”，几

十亿兆民都迫到你肘边成了近邻。人类愈“进步”，这大千世界便愈加缩小。 

⑻野心勃勃的科学家认为，有一天我们甚至可能探访太阳以外的太阳。长空万古，渺渺星辉，让一切都保持点

距离和神秘，可望而不可即，不是更有情吗？留一点余地给神话吧，何必赶得嫦娥仙女都走投无路，如此“逼神太

甚”呢？ 

⑼对无处不达的电话与关山阻隔的书信，我宁愿选择后者。在英文里，叫朋友打个电话来，是“给我一声铃”。

催魂铃吗？不必了。不要给我一声铃，给我一封信吧。 

（取材于余光中的同名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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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鱼雁：代指书信。②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出自白居易的《问刘十九》。刘十九，即刘禹锡。 

 

24.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不正确的两项是（    ）（    ）（4分） 

A.电话的普及给作者带来诸多烦恼，相比之下，作者更喜欢单纯而宁静的生活环境。 

B.书信这种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通讯方式已经一去不返，作者对此充满遗憾和无奈。 

C.快节奏的生活也给匪徒的作案提供了方便，但他们难以逃脱电话电视的恢恢天网。 

D.作者对科学家探访遥远星球的设想难以认同，认为人类应与太空保持距离与神秘。 

E.本文语言典雅而流畅，也不乏风趣幽默，尤其是几处比喻句的运用更是形象贴切。 

 

25.本文表现手法多样，语言生动。请以第⑸段中画线句子为例，作简要赏析。（5分） 

书信之来，及门而止，然后便安详地躺在信箱里等你去取；哪像电话来时，穿堂入室，直捣你的心脏，真是迅铃不

及掩耳。 

 

26. 第⑺段中说：“现代生活的节奏调得这么快，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句话表达了作者怎样的生活态度？（4

分） 

27.联系全文，概括“催魂铃”的含意及作用。（7分） 

 

 

六、写作 

28.微写作(10分)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超过 150字。 

①前一段时间,学校开展了文化故居主题游学活动,请你写一段文字,向大家介绍本次游学活动中参观游览的某一名

人故居、博物馆或特色街道等。要求:言之有物,条理清楚。 

提示:梅兰芳故居、恭王府、齐白石故、老合故居北大红楼、南锣鼓巷。 

 

②《论语》中的“温故知新”“不悱不发”“举一反三”都与教育、学习相关,请选择其中个,联系你的生活经历或阅

读体验,阐述你对这个成语的认识。 

③请以“致秋风”为题,写一首小诗或一段抒情文字 

29.作文(50分) 

请以“我知道那里有光”为题,写一篇记叙文,字数不少于 7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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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试题答案 
一、长文本（25 分） 

1.（2 分）B（五行八作：泛指各种行业。 作：zuō，作坊） 

2.（2 分）方鸿渐用的是《易·渐卦》“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裘锡圭用的是《书·禹 

贡》“禹锡玄圭” 

3.（2 分）B 

4.（3 分）C 

5.（2 分）guān 

6.（3 分）A 

7.（3 分）B 

8（3 分）参考答案：金大坚图章刻的是“翰林蔡京”四字，直系尊长如父亲、祖父对儿孙是没有自称名的。（《水

浒》原文：“父寄书与子，须不当用讳字图书”） 

9.（2 分）.D 

10.（3 分）C 

二、文言文（30 分） 

11.（1 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2.（3 分）A（济：成功） 

13.（3 分）C（表转折）（A．① 竟然 ②是 B．凭借 ②按照 D．①是 ② 被） 

14.（3 分）B（音乐由变徵之声，复为慷慨羽声；音乐声由悲凉转为激愤。士皆垂泪涕泣变 

为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闻者之情由悲凉变为悲壮，低沉变为高昂。） 

15．翻译 

（1）（2 分）于是荆轲就上车离去，始终不曾回头看一眼。（“就”“去”“终”“顾”） 

（2）（3 分）严嵩还没有做高官的时候，和王敏斋在菩提寺的东院读书。（“贵”、句式、语意） 

16. （4 分）严分宜：只重功利、不重义节；缺乏同情心。 王敏斋：为人正直、看重义节； 

心地善良。（每小点 1 分） 

17.（4 分）断句 

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

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共 8 处，每 2 处 1 分。顿号处不用断，断了扣分） 

译文： 

太史公说：社会上谈论荆轲，当说到太子丹的命运时，说什么“天上像下雨一样落下粮食来，马头长出角来！”这

太过分了。又说荆轲刺伤了秦王，这都不是事实。当初公孙季功、董生和夏无且交游，都知道这件事，他们告诉我

的就像我记载的。从曹沫到荆轲五个人，他们的侠义之举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但他们的志向意图都很清楚明朗，

都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名声流传到后代，这难道是虚妄的吗！ 

18. （2 分）心存燕国，萧寒易水古今流。（内容、形式各 1 分） 

19.（5 分）评价 2 分，理由 3 分。 

文言参考译文：甲： 

太子和知道这件事的宾客，都穿着白衣，戴着白帽给他送行。到易水上，祭过路神，就要上路。高渐离敲着筑，荆

轲和着节拍唱歌，发出变徵的声音，众宾客都流着眼泪小声地哭。荆轲又上前歌唱道：“风声萧萧悲鸣啊易水彻骨

寒冷，壮士这一离去啊就永远不再回还!” 

又发出悲壮激昂的羽声，众宾客都睁大了眼睛，头发都向上竖起顶住了帽子。于是荆轲就上车离去，始终不曾回头

看一眼。 

乙： 

严嵩还没有做高官的时候，和王敏斋在菩提寺的东院读书。有一天，他们一起阅读《荆轲传》。当读到樊於期自杀

的时候，严嵩说：“这是一个死板的汉子，对于事情能不能成功已经知道，竟用自己的头颅当作儿戏！”于是放声大

笑。王敏斋说：“重义轻生的人为了复仇，即使舍身自杀也不顾惜，他的志节值得敬仰！”于是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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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读到太子丹和宾客穿着白衣戴着白帽送别荆轲时，严嵩又大笑着说：“既然知道（荆轲）一去就不能够回来，竟

然还派遣他去执行使命，太子丹真是量愚蠢的，”王敏斋又大声哭着说：“壮士这一趟出使的壮举，令大风萧萧，易

水哽咽，击筑高歌的声音历经千年流传下来，至今还令人悲痛啊!” 

接着读到秦王的药医用药囊投掷荆轲，秦王拔出长剑砍断荆轲的左腿，荆轲傲慢地坐在地上高声大骂秦王时，严嵩

更是笑得不能控制自己，说：“荆轲真是一个缺乏世事阅历的汉子。不赶紧在环绕柱子追赶秦王时杀了他，却只是

大骂一番了事。”王敏斋（这时）更是哭得泪水沾湿了衣襟，说：“英雄豪杰报答自己的知己，到死的时候还有一股

豪气。（荆轲的匕首）投中在铜柱上，秦始皇当时也应该吓破了胆。”这个时候，哭声和笑声很大而杂乱地充满屋子。

一个老和尚仔细听了很久，感叹说：“痛哭的人通人情，而大笑的人的心地真的难以预料。二十年后，他们是否是

尽忠的臣子和重义的志士，应该就在其中不会遗漏了。” 

后来，王敏斋做了中牟县的县令，政绩很好，影响颇佳。而严嵩竟然凭借青词邀宠做了国相，独断专权贻误国事，

培植党羽倾害忠良，是明朝最奸诈邪恶的人。老和尚预先知道这样的结局，却不能挽救，这大概就是佛门里面所说

的“定劫”吧？ 

三、古诗文（8 分） 

（1 分）B  （3 分）A 

22．（4 分）答案示例一：本诗托物言志，表达了对君子身处困厄（1 分）仍然坚守气节、孤高傲世的赞美（2 分），

以及对奸佞小人的愤慨和蔑视（1 分）。 

答案示例二：作者以孤松自比，表达了对奸佞小人的蔑视（l 分）和对遭受打击的愤慨（1 

分），表现了自己孤高傲世的精神和坚守节操的意志（2 分）。 

四、23.默写（每句 1 分，共 7 分） 

（1）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土谷浑。（王昌龄《从军行》） 

（2）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烛之武退秦师》） 

（3）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燕歌行》）（4） 群臣吏民能面刺

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邹忌讽齐王纳谏》 ） 

（5）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春江花月夜》） 

（6）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再别康桥》） 

（7）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雨巷》） 

五、现代文阅读（20 分） 

24.（4 分）B、C（B“书信这种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通讯方式已经一去不返”与原文“我想情书的时代是一去不返

了”不符，C“难以逃脱电话电视的恢恢天网”于文无据） 

25.（5 分）这句话运用了比拟和对比的手法，（2 分，要点：“比拟”或“拟人”、“对比”）， 

生动形象地突出了书信安静舒缓和电话咄咄逼人的特点（2 分，要点：书信和电话的特点）， 

表达了作者对书信的喜爱，对电话的厌恶（1 分，要点：作者对书信或电话的态度）。 

【评分参考】①意思对即可。②如写“夸张”“仿词”等其他手法，能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26.（4 分）表明了作者对于快节奏生活的厌倦(反对/无奈/不满),表达了对安静平凡生活的渴望(向往单纯、宁静、

温柔、缓慢的生活)。（对象、态度各 2 分） 

27.（7 分） 

“催魂铃”的含义是：电话铃常常突然而至（1 分，要点：“突然”），催人接听（1 分，要点：“催人接听”），干扰

了生活的宁静，令人惊恐不安（1 分，要点：“干扰宁静”或“令人惊恐不安”）。 

在文中的作用是：以“催魂铃”为题，醒目有趣，引起阅读兴趣（1 分，要点：作为题目的作用）；贯穿全文，首

尾呼应，起到线索作用（1 分，要点：结构作用）；借此表达了作者对电话铃声的厌恶（1 分，要点：表达的情感）；

表现了对现代社会生活中喧嚣浮躁的现象的批评（1 分，要点：表达的主旨）。 

【评分参考】意思对即可。 

六、写作（60 分）28.微写作（10 分）略 29.作文（50 分）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