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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昌平高三二模语文
本试卷共 8页，150 分。考试时长 150 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考试结束后，

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本大题共 8 小题，共 24 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 1-8 题。

材料一

茶起源于中国。虽然神农氏最早发现并利用茶只是传说,但中国茶文化的形成源于我国唐代却是不争的事实。

自唐开元年间起,唐人上自天子,下至黎民百姓,几乎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饮茶。唐人饮茶已开始注重品饮艺术,

这与唐之前的茶主要作为药用或者是粗放型解渴的饮用形式相比,是一个质变的过程。唐朝中叶盛行煎茶法，煎茶

用的是饼茶,将饼茶加工成细末状的茶末,再进行煎煮。陆羽的《茶经》将饮茶分为赏茶、鉴水、列具、烹煮、品饮

等若干环节,每个环节都使人置身于美的境界之中，这就把饮茶的方法程序化了,并辅以美学思想, 从而形成优美的

意境和韵律 ,将饮茶上升到艺术的高度。

在宋代,茶不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是“开门七件事”之一,而且饮茶的风俗深入到民间生活

的各个方面。当时,开封、临安两都茶肆、茶坊林立,客来敬茶的礼俗也已广为流传。与唐代相比,宋代茶文化有了

明显的变化,饮茶方法在唐代陆羽的基础上又迈进了一步, 由原来的煎茶法发展成为更为高雅的点茶法。点茶法比

唐代煎茶法更讲究,追求茶的真香、真味,不掺任何杂质,当时的时尚还十分注重点茶过程中的动作优美协调。较之

于唐代煎茶,宋人更喜爱典雅精致的点茶艺术。

元代虽然历史较短,但在饮茶法上却进一步走向成熟。唐宋时期人们饮茶时加入葱、姜、盐等调料与茶混煮的

习惯, 到了元代逐渐被摈弃,采用更为简单的“清饮”方式。元代人已开始普遍使用茶叶或茶末煎煮饮茶,不加或少

加调料。这种简便、纯粹的“清饮”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茶文化发展到明代,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随着茶叶加工方法的简化,茶的品饮方式也走向简单化,盛

行了几个世纪的唐宋煎点饮茶法变革成了用沸水冲泡的瀹饮法，“瀹”有“浸、渍”的意思。瀹饮法, 即以沸水直

接冲泡茶叶的方法。这种沸水冲泡散茶的饮用方法逐渐取代了煎点法的主导地位,成为中国人至今都普遍使用的饮

茶方法。

（取材于姜天喜《论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下列对中国茶文化发展历史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 茶起源于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可追溯到神农氏时期。

B. 唐之前粗放型解渴的饮茶方式到唐代演变为煎茶法。

C. 宋代点茶法比唐代更高雅，注重动作的优美协调。

D. 从元至明的饮茶法越来越简单化，并流传至今。

2．根据材料一，下列对从唐至今饮茶风俗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 沸水冲泡是一贯的饮茶方法

B. 中国人普遍喜欢饮茶

C. 饮茶讲究典雅精致的艺术

D. 饮茶追求茶叶的真香、真味

材料二

从词义上说，茶道指基于茶自身的性质而淬．炼出的精神世界。茶道正是以茶为载．体在品茗中以茶说事、以茶喻

理、以茶论道。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联角度上看，中国茶道的具体内容可以表达为如下三个方面，即闲、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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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统一到人，媒介是茶。

“闲”就是有工夫，并且肯在茶上下功夫，茶因闲得以成就，闲因茶得以充实。时间上的闲只是一个方面，重

要的是心理上、精神上的闲，关键在于一种生活态度，即从容应对，等闲看待苦难沧桑，视荣辱或声誉为身外物，

置之度．外，心中只有茶，将我融于茶，将茶化作我。这样的“闲”正是精神成长、自我发掘和自由意志伸张所必备

的思想品质，得闲之真谛的人才会在意向内观照，求取独立的自我。

茶道中的“隐”揭示的是茶人、饮者在社会生活中如何立身的大问题。隐后返本，身处闹市求心安，身处高位

知进退，隐与显是一对相互依托的对立统一，隐后再显的是本真的我，不忘初心，为人处世不忘己身。“隐”要有

强大的内心支持才可持久，避喧嚣而处落寞，离繁华而安清贫，这非一般人可为。陆羽在《茶经》里说 “茶之为

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他不是说喝茶后，人就自动获得了“精行俭德”，相反，那些本就“精行

俭德之人”是最宜饮茶的，陆羽的意思十分明了，那就是人选择了茶，茶的德行是人的德性之外显，饮者之品性投

射到茶这一实物上。

“乐”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主张。孔子曾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提出“与民同乐”，《太平经》云:

“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中国文化传统更加倾心于“德乐合一”，如助人为乐、乐于助

人、乐善好施，都是将行善、助人与快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快乐是一种因所认同的价值得到实现而产生的内心愉

悦，是一种精神快乐，体现了“众乐乐．”般的精神快感。中国茶道之乐重申了对人身处其中境遇的关切，因此，中

国茶道具有平实的表现形式和生活化的现实关怀。

（取材于李萍《中国文化传统与茶道四境说》）

3．下列对材料二中出现的字词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淬．炼：淬，读作“cuì”。

B. 载．体：载，书写的第九笔是撇(丿)。

C. 置之度．外：度，义同“气度不凡”中的“度”。

D. 众乐乐．：乐，“快乐”之意。

4. 根据材料二，下列诗句表达的意境不符合．．．茶道中“隐”的一项是（3分）

A.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陶渊明《饮酒》）

B. 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孟浩然《夜归鹿门歌》）

C. 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 (王维《田园乐》)

D. 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 （王建《雨过山村》）

5．根据材料二，下列对茶道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闲”不是指时间上的闲，重要的是一种生活态度。

B. 茶道中的“隐”是指要避开喧嚣繁华而隐居山林。

C. 陆羽认为饮茶可以使人成为“精行俭德之人”。

D. 茶道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德乐合一”的乐观精神。

材料三

明代的书画家徐渭被世人称为“茶痴”，他明确提出了宜茶境界说，认为物境、艺境、人境、心境俱美者乃宜

茶最高境界。物境指饮茶的环境，主要指不是人为建造的居室、楼宇，而是自然天成、幽静清雅的场所，如竹海、

梅林、泉边、湖畔等。艺境指使用器具的造型、冲泡或饮用之法的得体、抚琴弄箫的声乐等共同构成的雅致脱俗的

氛围。人境则指嘉宾来客与主人的融洽关系，专心于饮茶，彼此声气相投、趣味相和。心境指在饮茶中忘却世间万

象，人与茶、茶与人合二为一，一心悟道，由此求得心胸的物我两忘、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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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四境界不是人生境界，也非道德境界，它只是对生活情趣的关注，在匆忙、庸常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情投意

合的同道，在刻意营造出的人为环境中折射当事人的思绪和体悟，这就是生活的闲、人生的隐和现世的乐。

中国传统茶道的四境说所讲的茶道不是在用时间来衡量，相反，只在乎空间。中国人喝茶可以从早到晚，时间

似乎停滞了，时间的意义消逝了，重要的是喝的什么茶、用的什么茶具、所处怎样的环境和心境，这些都是空间要

素。中国茶道弱化了时间维度，突出了空间维度，饮者共处的空间的属性得到充分阐发。据说真正谙茶者在头三杯

不事任何言语，静静品茶，全身心关注茶主泡茶的一举一动，用心体会茶汤之味、茶器之美、茶艺之精、茶席之雅

等等。品茶过程中茶者的思想沟通不是靠语言传递，而是靠共感，情感共鸣，这样的情感分享与特定的场景及其要

素相匹配，它是以彼此共在、身心在场为其表现形式的。

（取材于李萍《中国文化传统与茶道四境说》）

6．根据材料三，下列对茶道四境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徐渭认为饮茶的物境包括使用的器具、冲泡的方法、声乐氛围等。

B. 茶道四境不仅体现了生活的情趣，也体现了道德境界的追求。

C. 传统茶道的四境只在乎空间要素而弱化了时间维度。

D. 真正懂茶的人在品茶的全过程中是不能用语言交流的。

7． 阅读下面《红楼梦》片段，回答问题。

①妙玉听了，忙去烹了茶来。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

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

②那妙玉便把宝钗和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随他出去，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来。只见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

宝钗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

③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分瓜>瓟斝”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

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斝，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

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乔皿}”。妙玉斟了一{乔皿}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

宝玉。

④“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

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

根据上面《红楼梦》片段，以及本大题三个材料的内容，下列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从贾母等人饮茶的方法可以判断，他们的饮茶法不属于煎茶法。

B.妙玉单叫宝钗、黛玉去耳房饮茶，体现了茶道四境中的“人境”。

C.妙玉给宝钗、黛玉的茶具很珍贵，只将自己用的茶具给宝玉，说明男女有别。

D.妙玉深谙茶道，对泡茶的用水非常讲究，表现她恬淡、孤傲、清高的性格。

8．当代人应如何继承传统茶道蕴含的文化精神呢？请根据三则材料的内容，提三条建议。（5分）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4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9-14 题。

治溷生传

明·童轩

治溷生
①
，不知何许人。始来京师，僦屋以居其妻子。尝谋诸妇曰：“京师甲第连甍，高者翚飞,低者麟次．，皆

有匽舍其中，吾顾无他能，将求治溷以为业，不识可乎？”妇曰：“唯唯。”

生乃置溲器二、臿一，恒冠帻曳履，负器荷臿，日往富贵者之门为之治溷。治溷一辄取钱数文。人见其巾帻类

http://www.baike.com/sowiki/%E6%88%90%E7%AA%91%E4%BA%94%E5%BD%A9?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7%9B%96%E9%92%9F?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7%BB%BF%E7%8E%89%E6%96%97?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9%AC%BC%E8%84%B8%E9%9D%92?prd=content_doc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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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生也，因．呼为“治溷生”。生闻而喜曰：“甚善名我。”乃益勤其业，日治数溷，得钱数十文，虽身陷淄污、颜面

淟涊、须眉秽浊，亦不少惜也。莫．则以钱市酒肉，施施从外归，相与妇子醉饱酣歌以为乐。旦则复出，莫归复如之。

如是者累年，将以为起家之业，子孙可世守而弗易也。有见而哀之者曰：“汝何至为是耶！汝冠儒，必且知书，

要必博古今，潜道德，抗浮云之志，砺．青风之节，以与古之贤人哲士照耀后先，斯于儒服为称。审不能焉，则．必吐

奇出策，树立功名，以与时之忠臣义士争雄并驰，斯亦无愧于儒也。又不能焉，则求老农老圃而往师之，亦足给以

自活。汝何至为是耶！且古之君子敦．廉洁之行，明取舍之分，虽以．朝夕不食，饥以不能出门户，苟非道义，其视千

驷万钟若将浼己而不顾视，况汝之裳不洁，触秽臭困怀中如是！使其人见之，必将掩鼻而疾走矣。汝何至为是耶！”

生闻而．笑曰：“吾业非汝所知也！且子谓博古今、潜道德、吐奇出策、树立功名，非劳心者不能也。农圃之事，

暑雨祈寒，终岁勤动，非劳力者不能也。且劳心者道德之传，必系乎天；功业之建，必因乎时。彼欲强而行之，人

皆骂为迂蚩者耳。至若劳力农圃，苟或水旱不得，则饥馑相仍，卒至穷困转徙。是则道之不行，不免招尤而速谤，

农之不获，不免啼饥而号寒。孰与吾之治溷：内不劳于心，外不劳于力，负吾器，荷吾臿，窥瓮小大浅深从而锹锘

焉，从而陶宂
②
焉。少用其勤则剩获其利，归而持酒肉，而吾妇子又醉饱。嘻嘻，视彼劳心力而无成者真所谓迂蚩

者耳！子何足以知吾业乎！今夫骈拇枝指、悬疣附赘，固出性而成于形也，子又何以能使吾改其业乎！”

注释：①治溷生：掏粪人。溷，厕所。②宂：同“冗”，多余。

9.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低者麟次． 次:有次序地排列着

B.莫．则以钱市酒肉 莫:通“暮”，晚上

C.砺．青风之节 砺:磨炼

D.且古之君子敦．廉洁之行 敦:督促

10.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3 分）

A. 因．呼为“治溷生”

相如因．持璧却立

B. 审不能焉，则．必吐奇出策

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C. 虽以．朝夕不食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

D. 生闻而．笑曰

蟹六跪而．二螯

11.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将求治溷以为业，不识可乎

想要把掏粪的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不了解可以吗

B.则求老农老圃而往师之，亦足给以自活

那么可以向老农老圃学习种田种菜，也可以养活自己

C.使其人见之，必将掩鼻而疾走矣

假使别人看见了，一定会捂着鼻子快速跑开

D.视彼劳心力而无成者真所谓迂蚩者耳

看那劳心力却一事无成的人真是所说的迂腐痴呆的人

12.将下面的句子译为现代汉语。（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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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农圃之事，暑雨祈寒，终岁勤动，非劳力者不能也。

②是则道之不行，不免招尤而速谤，农之不获，不免啼饥而号寒。

13.“汝何至为是耶”这句话在第三段中反复出现三次，有什么作用？（4 分）

14.治溷生是个普通人，他的观点对今天的服务行业有怎样的启示？请结合文章内容并联系现实谈谈你的理解。（6

分）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 15－17 题。

赤壁

南宋·戴复古

千载周公瑾，如其在目前。

英风挥羽扇，烈火破楼船。

白鸟沧波上，黄州赤壁边。

长江酹明月，更忆老坡仙。

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首联写作者来到赤壁岸边，眼前浮现出英雄周瑜的形象。

B. 颔联写诸葛亮挥动羽扇，火烧赤壁，为大破曹军立下了功勋。

C. 颈联回到眼前，实写赤壁江面烟波浩渺，白鸟飞翔的景象。

D. 尾联联想到谪居黄州的苏东坡及其以赤壁为题创作的名篇。

16.“联想”就是因一事物而想起与之相关的其他事物。例如《赤壁》“千载周公瑾，如其在目前”。

下列诗句中没有．．运用联想的一项是（3分）

A.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张继《枫桥夜泊》）

B.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崔护《题都城南庄》）

C.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李商隐《夜雨寄北》）

D.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陆游《沈园二首》）

17. 戴复古的《赤壁》与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都是与赤壁之战有关的怀古

诗词，请比较两首诗词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异同。（6 分）

今年央视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要求选手在“飞花令”这一比赛环节依次说出

含有某个字的诗句。请按“飞花令”的游戏规则，在横线上填写含有“春”字的作品原句。（6分）

1 ，将有事于西畴。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2 ？往事知多少。 （李煜《虞美人》）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9%A9%AC%E4%B8%8A%E4%BD%9C%E3%80%8B&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myubn101n1Ihmvu-njbd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nsPHDdP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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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好雨知时节， 。 （杜甫《春夜喜雨》）

4 今年欢笑复明年， 。 （白居易《琵琶行》）

5 ，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苏轼《定风波》）

⑥红酥手，黄縢酒， 。 （陆游《钗头凤》）

四、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4 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9-24 题。

过尽行人君不来

——梅岭古道随想

王威廉

①这世间已有太多的路，但只有极少数的道路，才能借助历史的机缘，在蒙蒙的时间尘埃里脱颖而出，被永恒

铭记。

②我是站在梅岭古道的关隘处，想到这些的。两侧逼仄．．的山崖，逼人警觉，仰视，仿佛山石随时塌陷。向山脊

南北眺望，是望不到边际的葱绿。梅岭古道山体上那些被墨绿色苔藓遮盖的斧凿痕迹依然鲜明，没有炸药的年代，

面对顽石，人们只能以硬碰硬，山间全是叮叮当当的巨大回音，虎口震裂，石屑飞溅，才有了一道道或深或浅的刻

痕，那样的艰辛，无法想象。我伸开双臂丈量，怀疑最宽处都不足五米，上上下下的石阶被上千年的踩踏，已经不

成形状，我要不断低头看路，小心着脚下的石头。而路边的荒草，在风中摇摆着，显得更加茂盛，不可一世。

③这条路纵使早已废弃，却绝不会被遗忘。这条路就是那种从时间的尘埃里脱颖而出的道路。离古道向南再继

续走一阵，就到了珠玑巷，据说那是北人南迁而来的第一站，正是从那里开始，一批批中原人扎进了岭南的密林，

一直走到东亚大陆的尽头……

④这条路最让人怀念的，却不是它的地理意义，它和人类的其他事物一样，所能彪炳千秋．．．．的，依然是沉淀下来

的文化风采。在这条道路上，数不清的杰出人物留下了他们的诗篇，赞美这儿绚烂的梅花。是的，若遇上对的时节，

这里的梅花开得格外艳丽，尤其站在关隘高处向下望去，是一片灿烂热烈的花海。这样绝美的风景，怎能不引发诗

心的吟唱？不过，只要读过古人的诗篇就会明白，这条道路打动他们的更本质的原因，是他们在这里感悟到了人生

的道路。

⑤“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翁大庾岭上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苏轼走上梅岭写的《赠岭上老

人》格外打动我。秘密就在此：“曾见南迁几个回？”越过五岭，穿过梅关，在古代是一种流放，一种罪刑，此地

虽有梅花千顷，此身却是戴罪之躯。理想就如这梅花般娇艳，可是该如何去实现呢？也许这一去就是一生，就是无

法抵抗的微躯消亡，就是无法忍受的信念熄灭。古道梅关，是一道无形的界限，来和去，进与出，每一遭，都是一

场命运的浮沉，无所适从的渺小个人，怎能不深深喟叹呢？

⑥人的命运，永远被某种更大的情势所裹挟。古道如人，像梅岭这样重要的道路，自然无法逃脱。文天祥的《南

安军》一诗，读来至今让我觉得荡气回肠：“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出岭同谁出？归乡如不归！山河千古在，

城郭一时非。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写这首诗时的文天祥，已经被元军俘虏了，向北方押解走过梅岭，他的

心碎裂了，红梅如血，白梅如尸布。岭南那原本的流放之地现在成了大宋的最后根据地，如今根据地也没了，山河

彻底易主，向南向北的含义截然相反了。东坡向北路过梅岭，那是梦寐以求的还乡之旅，而文天祥的北上，却是“归

乡如不归”的惨烈。国已倾覆，何来家园？对比同时期的胜利者，他们的心境是轻松明快的，率军南下灭宋的元主

将伯颜，在走过梅岭时写了《度梅关》一诗：“马首经从梅岭归，王师到处即平夷。担头不带关南物，只插梅花一

两枝。”伯颜是那么巧妙地写出了征服者的真正傲慢，看似不经意地在行囊上只插了一两枝梅花，却是一种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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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告：不是不带走你们南关的物产，而是天下都是我们的了，用不着了！

⑦如今，我的微躯站在隘口，被苍老的风吹着，我真切意识到时间的诡异．．，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只有地球上的

这个地址还没有变，虽然也是暂时的，但这是唯一可以确信的事物了。因为石头的“暂时”，要长过无数人的生命。

我只欣赏东坡先生的道风仙骨。只要能超越眼前的这一切，就能看到没有不变的中心与边缘。今日岭南无疑已成中

心之一，五岭的山壑也被科技的发展轻松逾越，今天要是说句“曾见南迁几个回”，恐怕有点儿戏谑和玩笑的含义

了，我便是其中的一员，过五岭迄今已经十五年。来岭南不再是流放，而是相反——寻梦。那么，东坡写梅岭的诗，

今天还能打动我吗？我相信东坡就是东坡，他总有在千百年之后依然直击人心的本领。

⑧这一次，东坡先生终于遇赦北回了。他往北走，往回走，不急不缓，终于，又到了梅岭，不管心境还是思绪

与以往全然不同。他又赋诗一首《赠岭上梅》：“梅花开尽杂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

黄梅。”我们看到的已经是一个成熟审慎的东坡，他也许是带着些许希望的欢悦的，但这欢悦已经被流放的生活化

成了一种内心的笃定．．与超然。君虽然还没来，我却没有格外的焦急，我有的是旷达的耐心，哪怕青梅变成了黄梅，

我却觉得那更美。只因为，我已经不再是一颗酸涩的青梅。

⑨同行者都返回了，我一个人走下梅关的另一侧，坐在一处石台上，享受一会儿天地间的孤独。附近只有一家

小店，我要了一杯褐黄色的土茶，慢慢喝着，满口苦涩，心中竟然充满了“过尽行人君不来”的感慨。我没有在这

里约过、错过什么人，但依然渴望遇见什么，也许遇见的就是这一番历史的感慨吧，归根结底，渴望遇见，这是生

而为人的那一份固有的期盼之心。正是这份期盼之心，让我们在道路上启程、停歇并最终抵达。

（取材于《散文》2016 年第 5 期）

19. 下列词语在文中的意思，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 逼仄：指山崖逼近 B. 彪炳千秋: 指古道的文化风采流传千秋万代

C. 诡异：指时间变化奇异 D. 笃定：指苏轼流放后的从容不迫

20. 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最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 作者在梅岭古道亲眼看到了斧凿的石壁、千年的石阶、茂盛的梅花。

B. 从梅岭古道开始，一批批中原人扎进了岭南的密林，一直走到东亚大陆的尽头。

C. 古人之所以写下赞美梅岭古道的无数诗篇，本质原因是这里绝美的风景。

D. 作者欣赏东坡先生的道风仙骨，并从东坡的经历中领悟到人生真谛。

21．文章第⑥段引用文天祥和伯颜的诗有什么作用？（4分）

22．文章第⑦段写到“只要能超越眼前的这一切，就能看到没有不变的中心与边缘”。结合文章内容，谈谈你对这

句话的理解。（4 分）

23．文章以“过尽行人君不来”为题有何含义？（5分）

24. 作者来岭南是为了寻梦，梅岭古道触发了他对未来的梦想。类似的梦在许多文学名著中出现，如翠翠的梦、桑

提亚哥的梦、孙少平的梦等。请你从读过的文学名著中选取一例，结合具体内容，分析其表现的精神或追求。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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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60 分。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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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从《红楼梦》《呐喊》《边城》《红岩》《平凡的世界》《老人与海》这六部作品中选择一个人物，对他（她）

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加以赏析。要求：结合相关情节进行赏析。

②高中毕业在即，请用一句古代的送别诗开头，给你的同桌写一段临别赠言。要求：感情真挚，内容具体。

③请以“阳光下的五月”为题，写一首小诗或一段抒情文字。

26.作文（5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文。不少于 700 字。

①互联网+、人工智能的时代将给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带来怎样的变化？请展开想象，以“未来的 ”

为题，写一篇记叙文。要求：先将题目补充完整再写作文。有细节，有描写。

②《论语》中有许多名言警句，例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意思是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别人做事有没有尽心竭力？和朋友交往有没有诚信？老师传授的知识有没有按时温

习？

这段话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合理。



第 9 页 共 11 页

参考答案

一、本大题共 8 小题，共 24 分。

1.（2分）A（茶文化形成于唐代）

2.（2分）B（A沸水冲泡是明代至今的饮茶法；C D 都是宋代饮茶风俗）

3.（3分）C（置之度外：度，所打算或计较的；气度不凡：度，人的气质或姿态）

4.（3分）D（D句写雨过山村时作者所见的景象）

5.（3分）D（A时间上的闲也是一方面；B“隐居山林”原文无依据；C应为“精行俭德之人”最宜饮茶）

6.（3分）C（A“物境”应为“艺境”；B 原文是“非道德之境”；D原文是“真正谙茶者在头三杯不事任何言语”）

7.（3分）C（“说明男女有别”有误，妙玉把自己的茶具给宝玉用，说明她对宝玉情有独钟）

8.（5 分）①饮茶不只是解渴，还要通过饮茶得到审美的艺术享受；②饮茶不只是外在的形式，更要追求闲适、平

和、乐观的人生态度；③饮茶时选择幽静的环境、精美的茶具、志同道合的饮者，在饮茶中注重心灵的感悟。（答

出一点给 2分，两点 3 分，三点 5分）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4 分。

9.（3分）D（敦:推崇）

10.（3 分）A（“因”副词“于是”；B“则”前者是连词“那么”，后者是副词“就是”； C“以”前者是介词“因为”，

后者是连词表并列；D“而”前者是连词表顺承，后者是连词表并列）

11.（3 分）A(想要把掏粪的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不知道你是否同意)

12.（5 分）

①种田种菜之事，暑天下雨冬天寒冷，终年辛勤劳动，不是劳力者是不能做到的。（2分）

②这就是（走读书做官的）路不通，不免招致过错和毁谤，农田不收获，不免因饥寒交迫而啼哭哀嚎。（3 分）

13．（4分）

反复三次起强调作用。（1 分）表现“见而哀之者”对治溷生的不理解，读书人要么走读书做官之路，要么向老

农老圃学习种田种菜养活自己，就是不能做掏粪的脏活。（2分）刻画出“见而哀之者”居高临下、自以为高贵、

有优越感的面目。(1 分)

14.（6 分）

服务要满足人们的需求；服务没有贵贱之分；服务要乐善其事。

（启示任选其一。明确启示 2分，结合文本 2 分，联系现实 2分）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15.（3 分）B（颔联不是写诸葛亮，而是周瑜）

16.（3 分）A

17. （6 分）

同：都由眼前赤壁的景象联想到了赤壁之战中周瑜的雄姿英发、英雄事迹，表达了对他的称颂和仰慕。（2 分）

异：苏词借英气勃发的周瑜表达自己怀才不遇、功业未就的忧愤之情和人生的旷达之心。（2分）戴诗既歌颂了

周瑜的英雄业绩，又化用了苏轼被贬黄州后所创作的千古名篇，表达了对苏轼的钦佩、怀念。（2 分）

18.（6 分）

①农人告余以春及

②春花秋月何时了

③当春乃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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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秋月春风等闲度

⑤料峭春风吹酒醒

⑥满城春色宫墙柳

四、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4 分。

19.（2 分） A（逼仄：指山崖狭窄 ）

20.（3 分） D（ A 作者没有亲眼看到茂盛的梅花。 B 应是从“珠玑巷”开始。C 本质的原因应是“他们在这里感

悟到了人生的道路”）

21.（4 分）①用此二人的诗歌形成对比，面对同样的梅岭古道，文天祥和伯颜心境迥异，情感一悲一欢，前者不愿

归去，后者傲慢前行。②梅岭古道的来去进出都是命运的浮沉，用二人的诗说明“人的命运，永远被某种更大

的情势所裹挟”这一观点。（表现手法 2分，阐释观点 2 分）

22. （4 分）①一旦我们跨越时间和空间来思考，就会发现事物没有永恒不变的。②古时候穿过梅岭古道就是戴罪

之躯的流放之地，是边缘之地；而今，岭南已成中心之一，是当代中国很多南迁之人的寻梦之地。（句意 2分，

结合内容 2 分）

23.（5 分）①题目出自苏轼的诗歌《赠岭上梅》，是他北归经过梅岭之时的感慨，君虽然没有来，他却没有格外的

焦急，有的是旷达的耐心和内心的笃定与超然。②“过尽行人君不来”这句话揭示了文章中心，表达了作者渴

望有所遇见，并且这份渴盼给予他前行的力量。③“过尽行人君不来”作为题目，富有诗意，能够吸引读者，

引发读者思考。（解释诗句 2 分，感悟 2分，表达效果 1 分）

24.（6 分）评分标准：

明确人物的梦想 2 分，结合作品具体内容 2 分，分析追求或精神 2 分。

五、本大题共2小题，共60分。

25.微写作(10分)

一类卷（8—10 分），符合题意，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表达流畅，较有文采。

二类卷（5—7分）， 基本符合题意，内容较充实，结构基本完整，语言通顺。

三类卷（1—4分）， 偏离题意，内容空洞，结构不完整，语病较多。

26.作文(50 分)

评分标准

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一类卷

（42—50 分）

符合题意、中心突出

内容充实、感情真挚

语言流畅、表达得体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以 42 分为基准分，向上浮动。

符合一类卷的基本要求，有创意、有文采的文章

可得 46 分以上。

二类卷

（33—41 分）

符合题意、中心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语言通顺、表达大致得体

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以 33 分为基准分，向上浮动。

符合二类卷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方面比较突出

的文章可得 37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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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卷

（25—32 分）

基本符合题意、中心基本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语言基本通顺、有少量语病

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本清楚

以 25 分为基准分，向上浮动。

符合三类文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方面较好的文

章可得 29 分以上。

四类卷

（24—0分）

偏离题意、立意不当

中心不明确、内容空洞

语言不通顺、语病多

结构不完整、条理混乱

以 24 分为基准分，向下浮动。

【参考译文】

治溷生，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刚来京城时，他租房子让妻子和孩子居住。曾经与妻子商议说：“京师豪华的

府第相连，富贵人家宫室壮丽，穷人家房屋像鱼鳞那样密集有次序地排列着，那里全都有厕所，我看自己没有其他

的能力，想要把掏粪的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不知道你是否同意？”妻子说：“好的。”

治溷生于是就准备好盛粪便的两个器皿、一个铁锹，戴上头巾穿上鞋，背上器物拿上铁锹，每天去富贵人家的

门口为他们掏粪。每掏一次就获取几文钱。人们看到他戴的头巾像读书人一样，于是称呼他为治溷生。治溷生听到

并欢喜地说：“这样称呼我很好。”于是更加勤奋地做好掏粪工作，每天清理许多厕所，得到几十文钱，即使身上沾

染了黑色污泥、脸上污浊、须眉污浊，也没有略微可惜。到了晚上就用钱买上酒肉，喜悦地从外面回家，把与妻子

孩子酒足饭饱唱歌作为自己的快乐。第二天早上就再次出门掏粪，晚上回家如此循环往复。

像这样的掏粪工作有多年了，将它作为兴家立业的职业，让他的子孙世代传承却不容易呀。有人见了哀叹他说：

“你何至于做掏粪工作呢！你是儒生，一定有知识通事理，一定要博览古今，修炼道德，抵抗虚幻的志向，磨炼清

风亮节，以此来与古代的贤人哲士照耀后代，这样才符合儒生的身份。实在不行，那么一定要出奇谋良策，树立功

名，以此来与忠臣义士争雄并驰，这样也无愧于儒生的称号了。实在不行的话，那么可以向老农老圃学习种田种菜，

也可以养活自己。你何至于做掏粪的工作呢！况且古代的君子推崇廉洁的行为，明白取舍的区别，即使因为从早到

晚不吃饭，饥饿得不能出门户，如果是不讲道义的事，那么即使有四千匹马和优厚的俸禄也像污染自己一样而不屑

一顾，更何况你的衣裳不清洁，这样在自己身上沾染污秽臭粪！假使别人看见了，一定会捂着鼻子快速跑开。你何

至于做掏粪的工作呢！”

治溷生听到后笑着说：“我的职业不是你所了解的！况且你说的博览古今、修炼道德、出奇谋良策、树立功名，

不是劳心者是不能做到的。种田种菜之事，暑天下雨冬天寒冷，终年辛勤劳动，不是劳力者是不能做到的。而且劳

心者传经解道，一定受天时束缚；建功立业，一定依靠好的时机。你要是强迫去做这些事，人们都会骂你是迂腐痴

呆的人。至于像劳力者种田种菜的事情，如果有时赶上水旱之年没有收获，那么饥饿灾荒就会来到，最终会穷困潦

倒迁移他方。这就是（走读书做官的）路不通，不免招致过错和毁谤，农田不收获，不免因饥寒交迫而啼哭哀嚎。

与我掏粪相比来看：我内不劳于心，外不劳于力，背着我的器皿，拿上铁锹，窥探粪坑的小大浅深，用器皿盛装满

出来的粪便。不用很辛苦就可以获得利益，回到家手里拿着酒肉，而我的妻子孩子可以酒足饭饱。嘻嘻，我看那劳

心力却一事无成的人真是所说的迂腐痴呆的人！你凭什么了解我的职业呢！现在人体上有天生多余的东西，原本出

于本性而且成形了，你又凭什么能使我改变自己的职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