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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市怀柔区高三查漏补缺题
语 文

2018.5

一、本大题共 8小题，共 24 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8 题。

材料一

朴素美在绘画中显现出独特的风格。

中国画的布局在空间处理上是十分灵活的。中国山水画的天和水往往不着颜色，画面上常常留有一块空白，虚

实相生，使人产生仍然有水有天之感。人物画、花鸟画也不画背景而留出空白，观画人也并不因此而产生没有背景

的感觉。中国画的这种画法能使所画的对象鲜明突出，把所画对象的本质特征、形象神韵真实地表现出来，画面的

空白给人一种“朴素”的美感。中国画的这种以空白表现所画内容的作法，是朴素美的表现形式之一。如唐代山水

画家王维的画作《江干雪霁图》，以水墨的浓淡渲染山水，形成了朴素淡远、韵味高清的风格。

我国绘画艺术中表现朴素美的另一种特殊方法是对墨的运用。墨在中国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在中国

画的画家眼里,墨即是色,绘画要通过墨色的深浅、浓淡使人产生不同色彩的感觉。不管自然界的彩色如何绚烂斑驳，

我们的国画家们，特别是文人画派,总是用单一的颜色——墨来表现大自然中的一切。例如中国画的墨竹，通体只

是墨色，却能令人产生绿竹挺拔、栩栩如生的感觉，形象表达出异常强烈的个性，笔墨情趣浓烈，生动多姿，朴素

洒脱，《墨竹图》为其典型代表。此外，中国画中也有以墨为主，适当运用别的颜色，如画花卉，花朵用红色，而

枝叶则用墨来画。花朵突出，整个画面也十分淡雅。

中国画对墨的运用，是朴素美的重要体现。这种画法是以东晋顾恺之所提出的“以形写神”的美学理论为基础

的。所谓“神”指的是精神状态，如荀子在《荀子·天论》中所云“形具而神生”。画家不论画人物、山水，还是

画花卉、翎毛，都要鲜明地把对象的本质特征、精神状态表现出来，让它的生动形象跃然纸上，这就是写神。按照

中国画的理论，神是物的命脉，没有神的形是死的形；反之，离开了形也就没有神，神是依靠形来表现的，形神达

到统一。画家在艺术上所苦苦追求的，就是要突破形似，达到神似。他们在作画时，首先要对所画的对象十分熟悉，

然后紧紧抓住对象特征，因而能使画上的景物生意盎然，气韵生动，收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

中国画重视笔墨，善于利用空白，“计白当黑”，以显现画面上的精华部分，使所画的主要部分突出，从而产

生审美趣味。这好比站在齐白石画的虾、吴作人画的金鱼的画幅前，自己并不觉得是在看画，而是观赏真虾真鱼在

水中游动。这时观赏者的灵魂已为画上传神的美的形象勾引到真实的意境中去了。这也正是中国画的绝妙之处以及

朴素美的魅力所在。

1.依据“材料一”，在下面语句的的横线上填写相应词语。（3分）

中国画主要通 、 和 ，表现朴素美的独特风格。

2.依据“材料一”，下面不属于．．．中国画朴素美的一项是（2 分）

A．齐白石接到老舍送来的诗句“蛙声十里出山泉”，用画表现其意境：在一远山的映衬下，从山涧的乱石中泻

出一道急流，六只蝌蚪在急流中摇曳着小尾巴顺流而下。

B．宋徽宗出考试题：《深山藏古寺》。一个考生作画：苍郁的群山，中间露出半截屋顶，一条羊肠小道蜿蜒曲

折，直通到山下水涧边，有个老和尚正在担水。

C．《挥扇仕女图》描绘了众多妃嫔和宫女形象。画面色彩丰富，冷暖色调相互映衬，显现出人物肌肤的细嫩和

衣料的华贵；衣纹线条圆润秀劲，勾画出了人物的种种体态。

D.《寒江独钓图》画面：扁舟一叶，一渔翁持竿独钓其上，除了两三道微波外，别无他物。画面大片留白，既

是水，也是天；空旷渺茫，水天一色，无边无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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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据“材料一”，说明中国画朴素美的魅力是什么？（3 分）

材料二

我国戏曲也有“朴素美”的因素。我国古代是以娴熟温婉、举止端庄、容貌姣好、言谈朴质作为女性美的标

准。在戏曲舞台上，表演这种女性美的是旦行中的青衣。对青衣的造型则有一套独特的规定，而其服饰则是非常

朴素的。一般是用青色的褶子或颜色素雅的花帔来装扮，脸上的脂粉、头上的簪环也十分淡雅简单。在我国古代

戏曲家的眼里，只有这种朴素的装扮才能表现出最高标准的女性美。

我国戏曲艺术重视朴素美的另一方面则是不追求舞台道具的豪华，而是采用朴素的虚拟程式。所谓虚拟，就

是把生活的细节通过演员的模拟动作表演出来，它是我国戏曲舞台独特的造型艺术，也是戏曲理论的重大成就。

在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家看来，艺术来源于生活，在舞台上，生活则是通过艺术来表现。 ， ， 。

基于这种理论，在戏曲舞台上通常是没有布景和道具的，很多戏剧情节是依靠演员的动作或极简单的物件来表现。

如以手势表现门窗的存在，用鞭子代表马、牛等等。由于不用布景，舞台上的狭小空间可以表现无限丰富的内容。

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就是在小小的舞台上展现的。另如以桌代表高山，以摆动船桨表示行船，以鼓声更

点表现时间的流逝，以灯烛象征黑夜的来临等等，无不是用虚拟的程式反映真实。这种以实生虚、以虚代实就构

成了舞台设计、表演方式上的朴素之美。戏曲表演艺术家正是用这种虚拟的程式来丰富戏曲的主题，创造美，加

深戏曲的感人力量。

另外，戏曲艺术还通过严格的戏曲语言表现朴素美。戏曲语言必须是朴素的、生动的、明快的、简练的，它

要求和人物的性格、身份高度的统一。曹禺认为好的戏剧语言是朴素的、自然的。俄国剧作家契诃夫早期剧作《海

鸥》，以朴实无华的语言表现了新的内容。茅盾创作的唯一剧作《清明前后》，内容丰富而深刻，语言简洁而朴素。

作家、戏曲家们提倡戏曲语言必须简练朴素，并不是从形式出发，而是要求戏曲语言要能真实地、生动地把人物

的性格、精神气质表现出来。明代的王骥德《曲律》要求戏曲作家写人物应该 “以自己肾肠代他人之口吻”，“我

设以身处其地，模写其似”，强调语言不要浮游于人物之外，反对雕琢藻饰，这对今天的戏剧创作仍然不失其现

实指导意义。

4.下面填入“材料二”第二段横线处的句子最恰当的一项是（2分）

A．生活是实，艺术是虚，艺术创作是由实生虚的过程

B．艺术是虚，生活是实，艺术创作是由虚到实的过程

C．生活是实，艺术是虚，艺术创作是由虚生实的过程

D．艺术是虚，生活是实，艺术创作是以实代虚的过程

5.依据“材料二”，简要说明虚拟程式在我国戏曲表演中的主要特点和作用。（3 分）

6.依据“材料二”，分析链接材料中的“科”有什么作用？哪处能够体现戏曲中的虚拟程式，为什么？（3

分）

链接材料：《窦娥冤》第三折【鲍老儿】……（正旦唱）婆婆也，再也不要啼啼哭哭，烦烦恼恼，怨气冲天。

这都是我做窦娥的没时没运，不明不暗，负屈衔冤。（刽子做喝科，云）兀那婆子靠后，时辰到了也。（正旦跪科）

（刽子开枷科）（正旦云）窦娥告监斩大人，有一事肯依窦娥，便死而无怨。（监斩官云）你有甚么事？你说。（正

旦云）要一领净席，等我窦娥站立；又要丈二白练，挂在旗枪上：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

休半点儿沾在地下，都飞在白练上者。（监斩官云）这个就依你，打甚么不紧。（刽子做取席站科，又取白练挂旗

上科）

材料三

距今两千多年前，中国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首倡“朴素”观。“朴”是没有雕琢的木，“素”是没有染色的

丝。老子用它们代表事物原本的状态即自然的状态。老子从哲学的高度提出“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自然才是事

物的极致，也是人精神所应追求的极致，“见素抱朴”是“道法自然”的美学表达。朴素观首创于道家学派，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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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墨等学派采用并融入自身学说。在现实生活层面，朴素观与主要由墨家与儒家创立的节俭观结合，成为中华民族

共同奉行的道德观、审美观。

中国农业社会倡导由道家创立的朴素观，在精神上发展出一种以自然为本位的崇真尚善臻美的哲学观、道德观、

美学观，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本色观。崇尚天然、崇尚纯真，以本色为真、以本色为美，如《论语》

引《诗经》中所描绘的那位姑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二是恬淡观。不慕繁华、不贪名利，以清

廉为贵、以平淡为美。三是清新观。不繁复、不艳丽，清雅、简洁，充满生气，如苏轼所云“其身与竹化，无穷出

清新”。四是精诚观。《庄子》云：“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以诚为尊、以信为美。此外，朴素观还导出重实质轻修

饰、重内容轻形式等观念。就中国传统美学来说，朴素是最高的美。这种美既是美之极致，又是美之根源。

进入工业社会，朴素观被工业社会追求财富、追求享受的价值导向所排挤，奢华成为人们竞相追捧的“香饽饽”，

奢华生活也成为个人炫耀的资本，进而腐蚀人心、催生腐败，引发严重社会问题。以大量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为代

价的奢华生活方式可以说是工业文明发展之“殇”。基于工业文明掠夺资源造成环境严重破坏的现实，一种新的生

产方式——文明与生态共生的生产方式诞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提出来了；与之相应，

一种新的审美观念——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更受推崇了。

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既是对工业社会那种严重破坏生态的奢华美的批判，又是对农业文明时代具有生态

意味的朴素美的回归。但回归不是复旧，而是否定之否定的升华。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与农业文明时代的朴

素审美观有着实质不同。在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中，虽然也类似农业文明时代朴素审美观那样尊重自然、奉

自然为美，但实际上这种尊重的立足点是生态，因而可以说，不是自然而是生态才是朴素美的灵魂。朴素作为生态

文明时代标志性的美，必须是资源节约型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低碳的，任何高耗能的生活方式都谈不上朴素；必

须是环境保护型的，任何生活方式如果产生诸多垃圾或者垃圾不易回收，这种生活方式就与朴素无缘；必须符合生

态公正原则，这种公正一是体现为对动植物生存权利的尊重，二是体现为在精神上尊重动植物自身的价值。

生态自有其规律，人类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调节人与生态的矛盾，尽量实现文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生态文

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就建构在这一宏伟的历史使命中，作为一种审美精神，它又反过来促进这一宏伟历史使命的实

现。

7.依据“材料三”，下面不属于．．．“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的一项是（2分）

A.每年 3 月 12 日植树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行义务植树的绿色行动，美化环境。

B.节假日结伴骑自行车或者驱车自驾远游，饱览壮丽山川美景时，不忘烧烤野炊。

C.无论是在家吃饭，还是在单位用餐，或者朋友饭店聚餐，一律实行“光盘行动”。

D.购物拒绝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准备布袋；穿戴拒绝皮草和珠光宝气，讲究适度。

8.将“材料一”、“材料二”中的“朴素美”，与“材料三”倡导的“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加以比较，

说说两者的不同点都有哪些。（6 分）

二、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3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9－14 题。

孤逐女者，齐即墨之女，齐相之妻也。初，逐女孤无父母，状甚丑，三逐于乡，五逐于里，过时无所容，齐相

妇死，逐女造襄王之门，而见谒者曰： “妾三逐于乡，五逐于里，孤无父母，摒弃于野，无所容止，愿当君王之

盛颜，尽其愚辞。”左右复于王，王辍食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于乡者，不忠也；五逐于里者，少礼也。不忠少

礼之人，王何为遽？”王曰：“子不识也。夫牛鸣而马不应，非不闻牛声也，异类故也。此人必有与人异者矣。”遂

见与之语三日。

始一日，曰：“大王知国之柱乎？”王曰：“不知也。”逐女曰：“柱，相国是也。夫柱不正则栋不安栋不安则榱

橑①堕则屋几覆矣王则栋矣庶民榱橑也国家屋也。夫屋坚与不坚，在乎柱。国家安与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

知，而国相不可不审也。” 王曰：“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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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日，王曰：“吾国相奚若？”对曰：“王之国相，比目之鱼②也，外比内比，然后能成其事，就其功。”

王曰：“何谓也?”逐女对曰：“明其左右，贤其妻子，是外比内比也。”

共三日，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对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过之者，何为不可也? 今则未

有。妾闻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邱子，而得孙叔敖；燕用郭隗，而得乐毅。大王诚能厉之，则此可

用矣。”王曰：“吾用之奈何?”逐女对曰：“昔者齐桓公尊九九之人③，而有道之士归之。越王敬螳螂之怒，而勇士

死之。叶公好龙，而龙为暴下。物之所征，固不须顷。”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居三日，

四方之士多归于齐，而国以治。诗云：“既见君子，并坐鼓瑟。” 此之谓也。

颂日： 齐逐孤女，造襄王门，女虽五逐，王犹见焉，谈国之政，亦甚有文，与语三日，遂配相君。

（《列女传·齐孤逐女》刘向）

注释：①榱橑：cuī lǎo 房椽。②比目之鱼：相传比目鱼往往并肩而行，可以用来喻指贤臣对明君的忠心③九

九之人： 精通算学的人。

9．对下列各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逐女造．襄王之门 造：到

B．左右复．于王 复： 回禀

C．王辍食吐哺．面起 哺： 中含的食物

D．而国相不可不审．也 审： 审判

10．下列各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3分）

A．三逐于．乡 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

B．如有过之者． 则或咎其欲出者．

C．不忠少礼之．人 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

D．王犹见焉． 蛟龙生焉．

11. 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3 分）

A．过时无所容

过了出嫁的年龄却没有人娶她

B．明其左右，贤其妻子，是外比内比也

和下属、同事成为朋友，与妻子儿女关系融洽，互相学习，这就是在外边里面并行

C．大王诚能厉之，则此可用矣

大王如果能够真诚地激励他，那么他也是可以任用的

D．物之所征，固不须顷

万物的应验，本来就用不了一会儿

12．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断句最合理的一项是（3分）

A．夫柱不正则栋不安/栋不安则榱橑堕/则屋几覆矣/王则栋矣/庶民榱橑也/国家屋也

B．夫/柱不正则栋不安/栋不安/则榱橑堕则屋几覆矣/王则栋矣/庶民榱橑也/国家屋也

C．夫/柱不正则栋不安/栋不安/则榱橑堕/则屋几覆矣/王则栋矣/庶民榱橑也/国家屋也

D．夫柱不正/则栋不安/栋不安则榱橑堕则屋几覆矣/王则栋矣/庶民榱橑也/国家屋也

13. 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孤逐女高屋建瓴，滔滔不绝，纵论国家大政，阐述了国家、君王、国相、黎民各自的作用和关系，使齐襄王

大为惊叹。

B.第一天，孤逐女与齐襄王谈论了国相该怎么做及身为国相之人应具备的德才；第二天，讲述了相职的重要性，

并提议更换国相；第三天，孤逐女建议襄王要尊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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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孤逐女相貌丑陋，从小无依无靠，被驱赶出乡里。襄王礼贤下士，认为她异于常人，所以不顾左右的态度，

急忙召见她。

D.孤逐女在论政时旁征博引，运用了喻证法来劝谏齐襄王，她劝谏齐襄王要明白国相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要重

视人才，不拘一格，广泛地收揽人才。

14．根据文章内容，回答下面的问题。（8 分）

齐襄王与孤逐女谈后“遂尊相，敬而事之”。根据文意回答，齐襄王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19 分。

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 15－18 题。

岁暮归南山

孟浩然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注释】写这首诗时，诗人正是四十岁，长安科考落第。北阙：指帝宫。青阳：指春天。

15. 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3分）

A. 本诗首联直抒胸臆，明确表达作者不再追求仕进，甘愿淡泊，志在归隐的情感。

B. 颔联具体回忆了为官失意的缘由，其中含有才不被人识、良骥未通伯乐的委屈。

C. 尾联中的“虚”字既写出了院落静夜的空寂，也表露出作者内心的空虚与落寞。

D. 本诗语言看似浅近、明白如话，实则含蕴丰富层层辗转，语涉数意，悠远深厚。

16.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一联中，“白发”、“青阳”，本是无情之物，作者缀以

“催”“逼”二字，则情感尽出，下列诗句运用了相同手法的一项是（3分）

A. 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 （王维《送沈子福之江东》）

B.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 （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C.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杜甫《登高》）

D.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柳宗元《江雪》）

17. 本诗与下面王维的《终南别业》均为归隐之作，请结合具体诗句，简要分析二者表达感

情的不同之处（6 分）

终南别业

王维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18. 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6 分）

孔子在《易经·系辞下传》中说“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古人在诗文创作中自觉实践这个方法，感天地悟人

生的诗文名句不胜枚举：王羲之在修禊日里“仰观宇宙之大， ”游目骋怀，喜极而悲；王勃在滕王阁上，“披

绣闼， ”，望闾阎扑地，观舸舰迷津；这一边，苏轼在《前赤壁赋》中面对浩渺长江，喟然长叹，感慨人生

短暂“ ， ”；那

一边，王安石“于是叹焉”，凝眉深思，“ ，往往有得， ”。不能不说，这实在是中国古人认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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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人生的一个重要方法。

四、本大题共 7小题，共 24 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9－25 题。

神奇感

英·毛姆

①一整天我都在沿江而下。张骞曾追溯．．过这条河的源头，他行驶无数日之后，才到达一个城镇：他看见那儿有

一个年轻女子在织布，一个青年正牵着一头牛到河边饮水。他问这是什么地方，少女将手中的织梭朝他扔去，叫他

拿回去问星象家严君平，便会明白到了何处。他果然这样做了，君平立即认出那是织女的织梭，并进而声称，他在

张骞手接织梭那天的同一个时辰，看见一颗星宿．．犯位，闯进了织女星与牵牛星之间。于是，张骞才明白自己已经上

溯到银河尽头了。

②自然，我没有行驶那么远。整整七天，我雇的五个划桨手站在船舷边不停地划桨，此刻我的耳边还仿佛听见

桨柄支在木桨架上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单调声音，船不时经过浅水河面，擦着河床的石头轧轧作响，船身也在晃动。

这时两三个桨手把毛蓝裤管直卷到膝盖，从船舷翻身下水，吆喝着把平底船掀过浅滩。有时我们驶到激流要津，这

虽然比不上长江里的惊涛骇浪，但河水湍急，需要召唤纤夫来拖这帆船。我们一齐下船，帆船在叫喊震天的号子声

中突破激流，又进入风平浪静的河面。

③现在夜深人静，我雇的船夫一齐挤在我们黄昏停泊后才收拾出来的前舱里，呼呼沉睡。竹席搭在三根木拱上

便构成了我一周来的起居室和卧室。一端用假型板封住，木板草草拼上，板间漏出大条大条的缝隙，吹进嗖嗖的寒

风。另一端是船夫住的地方，这些健壮的粗汉，白天划桨不停，晚上呼呼大睡，掌舵人也在其中，他从早到晚站在

一条当作舵的长桨旁边，穿一件褴褛．．的蓝布长衫，套上一件褪色的灰布棉衣，头上缠一条黑布帕。除了床，我的舱

室内无一物，一只像是盛汤用的浅钵里燃着木炭，因为天很冷；一只装着我的衣物的箱子当了我的桌子，一盏马灯

悬在拱木上，随着水的晃动轻轻摇曳。船舱顶篷很低，连我这样个头不高的人都只能勉强直起身。(我以培根的话

自慰，高人同高屋一样，顶头常遭殃。)沉睡的人中有一个开始更加大声地打鼾，大概是吵醒了旁人。我听见说话

的声音，但很快又归于安静，打鼾的也停了，我周围又陷入一片寂静。

④这时我突然感到，我一向追求的神奇气氛就在面前，几乎逼近我的身躯。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像是艺

术给人的特殊魅力，但这种离奇的感觉只可意会完全没法言传。

⑤我一生中常常遇到离奇的情境；但只在回顾之际，将它们与我认为的神奇事物相比，才会显得不同寻常。当

我和一位倾国倾城的女演员跳过舞，或穿过了挤满伦敦名流的大厅之后，我才会意识到那也许是了不起的经历。在

战斗中，当我不处于巨大的危险，我可以津津有味地观察周围的事态。我曾在月光皎洁的夜晚，向太平洋上的珊瑚

岛驶去，那景色的美妙使我心旷神怡，但只有到后来，喜悦之情才会同神奇之感携起手来。真正使我感到神奇的境

遇，别人会认为没有多少神奇可言。我记得那是一天晚上，我在法国布列塔尼海边的一间茅屋里打纸牌，隔壁房里

一个老渔夫奄奄待毙，女主人说他会随着潮退而断气。屋外是暴风雨，狂风扑打着窗户，这位在海上饱经风霜的老

斗士的最后时刻似乎与此番情景相宜。巨浪冲向岩石，撞击出雷鸣般的轰响。我忽然感到一阵狂喜，明白那便是神

奇感。

⑥而现在，同样的狂喜攫住了我，神奇感又一次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眼前。来得如此突然，真叫我迷惑不解。

我不知道它是从马灯投在竹顶篷上的阴影里爬出来的呢，或是从船舱敞口可以瞥见的河面上飘过来的?我好奇地走

到船尾，想弄明白这不可言喻的欢乐是什么造成的。沿岸停泊着六七条木船，桅杆高耸，表明它们是上水船。每条

船里都静悄悄的。船夫已入睡很久了。夜并不漆黑，尽管天上有云，却是满月之夜，只不过罩上朦胧月色的河面显

得有些阴森。对岸的迷雾模糊了岸上的树木。这的确是一幅令人销魂的夜色，但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也不存在

我所探索的东西。我折身回舱。等我直入竹篷舱内，造成那一切显得非凡离奇的魅力消失了。唉，我太痴，为了探

索蝴蝶的美的所在，竟然将其撕成了碎片。不过，我仍然感到我的船舱，盛炭火的浅钵．．，那盏马灯，甚至包括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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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床，都还残留着一丝儿欢愉。我不可能以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它们了，因为我曾在一瞬之间体验到它们的神奇。

19．文中加点词语的书写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追朔 B.星宿 C.褴褛 D.浅钵

20．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本文写了作者在中国游历时的一段经历，并以“神奇感”作为线索贯穿全文。

B.白天纤夫的努力工作，晚间的酣然入睡，加上周围的景物，引起了作者的神奇感。

C.作者以以往的经历来说明，他通常是在经历某些事情的过程中就感觉到了神奇感。

D.神奇感对作者来说转瞬即逝并无法言传，但作者还是想去探索其发生的原因。

21．有人认为第①段与后文关系不大，有人认为这正是一个西方作家在叙述中国见闻时独特的视角。你认为第①段

在文中有何作用？（4 分）

22．分析本文的结构思路。（4分）

23．第⑤段写老渔夫去世时作者感到一种狂喜，推断作者产生这种情感的原因。（4 分）

24．结合第⑥段画线句，评析本文表现的“神奇感”。（4分）

25.《论语》中蕴含的儒家思想精华对中国后世具有重要影响，下面对于这些思想表述有误的一项是（3分）

A.在孔子看来，统治者要实行“仁政”；对个人来说，要以“仁”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出发点和准则。

B.“知其不可而为之” 是一种积极的入世态度。表现出孔子坚持理想、坚持原则、坚定目标的执着精神。

C.孔子的仁爱观是以孝悌为根本的，主张在“亲亲”的基础上推己及人，主张志士仁人应该杀身成仁。

D. 在孔子看来，理想的价值观是义利的统一，反对见利忘义，提倡做到见利思义，反对一切求利的行为。

五、本大题共 2小题，共 60 分。

26．微写作（10 分）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180 字左右。

1 当代著名画家吴冠中说：“今天中国的文盲不多了，但美盲很多”。“美”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请以《红楼梦》

为例，从饮食、建筑、诗词文化等方面，任选一个角度，谈谈它带给你的审美感受。

②“平凡的世界苦难多，追梦何惧山水长”，遭受矿难毁容后的孙少平再次回到了煤矿，请你以“中午时分，他回

到了久别的大牙湾煤矿”开头，续写一段文字，描述此时的情形。

③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主要人物形象鲜明，就是次要人物也生动丰满。请从《呐喊》《边城》《红岩》《老人

与海》四部经典中任选一个次要人物，结合书中的相关内容，写一段抒情文字。

27．作文（5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700 字。

①“养成教育”是指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教育。在这方面，南开中学、北京大学堪称表率。南开中学百年来要

求学生“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北京大学把宿舍作为促成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载

体，以“大家筑小舍，小舍出大家”为追求。

上面文字引发你对“养成教育”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②将自己的书贴上特定标签或写上几句话投放到公共场所，如咖啡馆、地铁或公园内的长凳上……无偿提供给拾取

到的人阅读；拾取的人阅读之后，再以相同的方式将该书投放到公共环境中去。这就是“漂流书活动”。每一位主

人都希望自己的书被人带走，想象着它进入另一些人的世界——和他们发生各种奇妙的联结。这样，一本流动起来

的书，便有了它的故事——书的生命或人的生命，都可能由此变得不再平淡。

请根据上面的提示语，发挥想象，以“漂流书的故事”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8 / 10

语文试题答案
一、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8 题。（共 24 分）

1.（3分，每空 1 分）空间布局留白，用墨深浅、浓淡，以形写神。

2.（2分）C

3.（3 分，每点 1 分）第一，运用留白表现丰富的内容，启人联想，朴素淡远，韵味无穷。

第二，通过墨色的深浅、浓淡，表现大自然的形象和色彩，生动多姿，朴素洒脱，

第三，抓住对象特征，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创造栩栩如生的艺术意境。

（或者艺术手法上，运用单一、简洁的墨色，空间留白的手段，以形写神，达到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艺术效

果，形成朴素淡远，韵味无穷的艺术境界）

4.（2分）A

5.（3 分）。特点：用演员的模拟动作表演生活的细节、戏剧情节（1 分）。作用：狭小空间表现丰富的内容，丰富

戏曲的主题；以实生虚、以虚代实。（2分）

6.（3分）。“科”又称“科范”，表明元杂剧中人物的主要动作、表情和舞台效果（1分）。“刽子做取席站科，又

取白练挂旗上科”，这两处的“科”体现了戏曲中的虚拟程式（1 分）。因为舞台狭小，不可能真的拿上草席，取上

一丈二长的白练挂在旗枪上，可以通过演员的模拟动作来表现（1分）。

7.（2分）D

8.（6 分，每个要点 2 分）①角度不同：材料一、材料二从中国传统艺术的角度谈朴素美，材料三针对工业文明掠

夺资源造成环境严重破坏的现实，从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角度，提出了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②内涵不同：

材料一、材料二中的朴素美属于中国传统美学中道家创立的朴素观，材料三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认为不是自

然而是生态才是朴素美的灵魂；③目的不同：材料一、材料二的朴素美追求的是艺术美的境界，材料三生态文明时

代的朴素审美观目的是促进文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二、阅读文言文，完成 9——14 题。共 23 分。

9——13：DBCAB（每题 3分）

14. （8 分）强调国相位置对于国家的重要性；齐国国相内外兼修完全胜任；齐国相虽为中才但不可替换；齐王用

之得当发挥国相作用则国家可以获得很好的治理。

三、阅读诗歌，完成 15——18 题。共 19 分。

15. （3 分）A 16. （3 分）B

17. （6 分）

参考答案:孟浩然抒发的是因“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而归隐的无奈怨悱之情，而王维抒发的却是因“好道”

而归隐，享受“兴来每独往”的悠闲自在自得其乐之情；面对“白发”“水穷处”同样的迟暮困窘之境，带给孟浩

然的感觉是“催人老”的感慨，年华逝去的感伤之情，

18. （6 分）

俯察品类之盛 俯雕甍 哀吾生之须臾 羡长江之无穷

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 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

四、阅读作品，完成 19——25 题。共 24 分。

19．A（2 分）

20．B（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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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分）第①段从中国神话引入，写张骞从江河航行到了银河，增加了文章的神秘色彩；（1分）与文章标题“神

秘感”以及全文的主题贴合。（2 分）

22．（4 分）开始两段由张骞上溯银河故事引入作者的江上航行；（1 分）接下来两段写江上夜景，作者体会到难以

言传的神奇感。（1 分）文章以“神奇感”为线索，回忆在不同地方的人生体验；（1 分）最后在中国江上，作者再

一次感受神奇感降临的喜悦，收束全文。（1分）

23．（4 分）暴风雨喻示了渔夫饱经风霜的人生；（1 分）渔夫一辈子都在同自然搏斗，最后回到大海的怀抱是其最

好的归宿；（1 分）屋外冲向岩石的巨浪发出雷鸣般的轰响，是大海为渔夫举行的庄严葬礼；（1 分）自然的壮美和

人的力量，都让作者感到狂喜。（1分）

24．（4分）评析题，可有不同标准下的不同结论。

答案示例：陌生的人和景给作者带来了“从来没有过的体验”，产生了“神奇感”；（1分）作者寻找产生神奇感的原

因时发现：尽管夜色销魂，可并无多少真正奇怪的东西。（1 分）于是作者以“为了探索蝴蝶的美的所在，竟然将经

撕成了碎片”自嘲，揭示了“神奇感”乃是审美心理作用下的瞬间感受，（1分）并珍视这种“神奇感”给自己带来

的欢愉。（1分）

25.D

五、写作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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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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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一类卷的基本要求，有创意、有

文采的作文可得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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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二类卷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方

面比较突出的作文可得 39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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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三类文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方

面较好的作文可得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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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为基准分浮动。

说明：作文没有抄写题目，扣 2分。每 3个错别字减 1分，重复的不计。字数不足，每少

50 个字减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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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参考译文】：

孤逐女是齐国即墨这个地方的一个女子，齐国国相的妻子。最初，孤逐女的父母将她遗弃，使她成为了一名孤

儿，她外貌非常丑陋，三次被驱离乡里，五次被驱逐出里弄，过了出嫁的年龄却没有人娶她。齐国国相的妻子去世

了，孤逐女就前往襄王的宫门外，对接待宾客的人说：“我三次被驱离乡里，五次被驱逐出里弄，孤独无依，没有

父母，被抛弃在荒野，没有收留我的地方，我希望当着大王的面，把我想说的话全说出来。”官员们立即禀报襄王，

襄王（听说此事），饭也不吃了，吐出口中的饭食，站起身来准备召见她。左右近臣说：“三次被驱离乡里，这是说

明她不忠诚；五次被驱逐出里弄，这是说明她缺少礼义。不忠诚、不懂礼的人，大王为什么这么急着就召见她？”

襄王解释说：“你们是不了解啊，牛叫马不会响应，不是马没有听到牛的叫声，是它们不属于同类的缘故。这个人

一定有与常人迥异之处．”于是召见了她，与她交淡了三天。

第一天，孤逐女问襄王说： “大王知道国家的柱石吗？”大王回答：“不知道。”逐女说：“国家的柱石就是国

相呀。柱石不端正，那么栋梁就不安稳，栋梁不安稳，那么房椽就容易掉落，房屋就几乎要倾覆了。现在大王就是

那栋梁，百姓就是房椽．国家就是房屋。房屋坚固与否，关键在于柱石木身。国家安定与否，关键在于国相：如今

大王对此己经有了明确的了解，那么对国相这一职位就该好好考察评定一下。”襄工说：“好！"

第二天，襄工问道：“我的国相像什么呢？”孤逐女回答道："‘您的国相，就应像那比目鱼，在外边并行、在

里面并行。这样之后，才能成就人事，创造勋业。”大王问：“你说的什么意思？”孤逐女回答：“和下属、同事成

为朋友，这就是在外边并行：与妻子儿女关系融洽，互相学习，这就是在里面并行。”

第三天，襄王问："’我的国相难道需要更换吗？”逐女回答：“现在的国相是个中等的人才，但这样的人才已

经实属难得。如果有超过他的人，为什么不可以换一下呢？但是如今还没有这样的人。我听说圣明的君主选用人才，

先重用一个贤人，然后再推及、重用一批贤人。所以楚庄王先重用虞邱子，而后得到了孙叔敖：燕王先重用郭隗，

而后得到了乐毅。大王如果真的能够激励他，那么他也是可以任用的。”大王问：“我该怎么重用他呢？”逐女回答：

“过去，齐桓公尊重一个精通异学的人．结果天下贤士纷纷投奔他。越王敬佩螳螂用胳膊阻挡车辆的胆量，结果勇

十们纷纷前来为他效死力。叶公喜欢龙，结果龙为他突然降临。万物的应验，本来就用不了一会儿。”大王回答：“好。”

于是人王更加敬重国相，恭敬地对待他，把孤逐女嫁给了他。过了几天，天下的贤士，纷纷来到齐国，而齐国得以

大治。《诗经》上说：“己经遇见了君子，就可以坐下来和他一起弹琴了。”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呀。歌颂道：齐国孤

逐女，到襄王的宫门外求见．此女虽然五次被驱逐，大王仍然召见了她，谈论为国的政治，她谈得非常有条理，齐

襄王与她谈论了三天，于是把她嫁给了国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