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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北京东城高三二模 

语    文 

2024.5 

本试卷共 10 页，共 150 分。考试时长 150 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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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5 题。 

材料一 

在民族众多、疆域广袤的中华大地，汉字在统一思想文化观念、传承发扬中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等

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字的维系。汉字形成和发展的时代，

正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 

汉字的出现，标志着中华文化进入文明阶段。汉字记录夏商周的历史文化，传承先秦经典和诸子百家

学说，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主色调。秦汉大一统，“车同轨、书同文”巩固了中央集权；汉代以后形成的经

学阐释传统，使得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核心价值在我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广泛传播，进而塑造了中华民

族大家庭共同的价值体系，形成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 

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系统，汉字能够适应汉语多方言区交际的需要，形成了跨方言区的汉语书面语系统

——雅言。从雅言到官话再到民族共同语，汉字推动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向心力和中华文明的持久影响

力。当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

族形象，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因。 

                                          （取材于霍志刚的文章） 

材料二 

“一笔一画皆学问。”静态地观察每一个汉字，其字形本身就积淀着中华文化的深幽奥秘。“独体为

文，合体为字。”“文”指独体字，字形本身不能再分割；“字”指合体字，字形可以再分割。因此，

“文”只能“说”，而“字”却可解，“说文解字”之名诚不虚也。被誉为“文宗字祖”的许慎很早就洞

悉了“文字”的奥秘。 

越是古老的汉字，尤其是甲骨文、金文等先秦文字，其象形或表意成分越是浓厚，因此蕴含着更多造

字时代的文化信息。比如，彩虹的“虹”字，象形字，甲骨文中作 形，像前后两首蜿蜒向下的大虫的样

子。这与虹拥有两首、能够下饮江河之水的传说正相符合。甲骨文中记载，“有出虹自北，饮于河”，大

意是有“虹”从北面出来，在河里饮水。对于天空中出现彩虹这一自然现象，古人还不能给予科学解释，

于是就把它想象成了一条在河里饮水的虫。再后来，字形向合体字方向演化，《说文》中是一个从虫从申

（电）的会意字，但多数时候是从虫工声，即沿用至今的“虹”。不过，在帛书文字中曾一度出现过从雨

工声的字形。无论从“申（电）”还是从“雨”，均表明古人已经意识到虹与雨水的关系。 

汉字记录语言，蕴含文化，每一个字形都有其时代性，一个字就是一部文化史。 正因为拥有与中华

文化元素高度切合的特点，汉字才能有机地融入中华文化的系统之中，与中华文化的众多元素之间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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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的依存关系。加强汉字阐释工作，深入挖掘汉字背后的历史思想文化内涵，提炼展示其中蕴含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不仅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中华文化生命力和影响力的

应有之举。 

（取材于齐航福的文章） 

材料三 

一种文字能否长期充当全民的交际工具，关键在于这种文字能否有效满足社会和语言发展的需求。语

言中词汇越来越丰富，这就要求文字的字符数量能随之增加；社会发展中需要记录的事务日渐繁多，这就

要求文字越来越方便书写，以有效提高记事速度。汉字发展的总体方向，恰恰满足了这两方面的需求。 

较早产生的汉字多为象形字，个性化很强，数量也相当有限。尽管人们后来摸索出用两个或几个象形

字组合造字的会意方法，也仍然无法满足语言日渐丰富的需求。如果解决不了，汉字很可能像其他几大古

文字一样，转而走向拼音文字的道路。 

但充满智慧的中国先民们，在早期朴素辩证哲学的启发下，运用“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理念，将

一元化的象形方法转化为二元化的形声机制，产生了由形符和声符组合而成的形声字。这种音义结合的构

形方式，因其很大的优越性、区别性、能产性和系统性被广泛应用，也使汉字的长期生存成为可能。   

在书写方面，汉字由早期的整体象形性，到小篆的完全线条化，再到隶楷的彻底笔画化，一直朝着方

便书写的方向进行系统性调整，有效满足了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特别是计算机问世以来，汉字又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很好地解决了电脑输入和呈现的问题，

粉碎了“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的预言。 

汉字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几千年来一直支撑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就如同运载火箭一样，助推中华文化

飞跃一个又一个新高度。而且，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使得其形体内部蕴含着

丰富的古代文化信息。一个个字符，就如同中华文化的活化石，传递着来自古代社会的音讯，描绘着中华

文化发展演化的历史轨迹。 

                                           （取材于王立军的文章） 

1. 根据材料一，下列有关汉字的解读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与汉字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B.汉字的形成塑造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价值体系。 

C.汉字的读音使其能适应汉语多方言区交际的需要。 

D.雅言只在特定的方言区之间起到统一的交际作用。 

2.材料二中，作者认为“汉字字形本身积淀着中华文化”。下列选项不能．．支撑这个观点的一项是（3 分） 

A.“笙、笛”等字以“竹”作部首，反映当时部分乐器制作与竹子密切相关。 

B.“松、柏”具有凌寒不凋的特点，其在传统文化中象征着不屈不挠的精神。 

C.甲骨文“男”字中的“力”像原始耕地农具，说明造此字时已进入农业社会。 

D.取象于动物形体的甲骨文很丰富，这是原始狩猎生活在文字构形上的反映。 

3. 根据材料三，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汉字发展的总体方向满足了社会和语言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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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形声字的广泛应用避免了汉字走向拼音文字的道路。  

C.汉字书写笔画的变化体现出更为形象化的语言特征。 

D.汉字突破时空的局限，完整记载和传承了中华文化。 

4. 根据以上三则材料，下列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由古代语言文字逐渐演变、发展而来的。 

B．每一个汉字形体背后蕴含的文化奥秘，都是中国文化鲜活的存在。 

C．汉字的演变正是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的反映。 

D．随着数字时代到来，简便快速的输入法不再利用汉字形体的要素。 

5.请根据以上三则材料，概括说明汉字为什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8 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10 题。（共 18 分） 

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

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

已。 

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

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
【1】，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

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

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

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虽然，以方今之势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以方今天下之

人才不足故也。 

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则有沉废伏匿在下，而不为当时所知

者矣。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之间，而亦未见其多焉。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谓方今在位之

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今以一路
【2】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

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

郡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

扰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

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以一

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谓乎？  

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

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取材于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注释：【1】二帝、三王：二帝指唐尧、虞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2】路：宋元时行政区域名，相当于现代的

“省”。 

6．下列对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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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      法：效法 

B．以方今之势揆．之                   揆：考察 

C．而吏辄缘．之为奸                   缘：凭借 

D．孰能称．陛下之指                   称：称道 

7．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3 分） 

    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          以孟子之．说    

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                    非此之．谓乎 

 

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              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         

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                其意虽．善 

8．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其盛衰之时具矣 

其间盛世和衰世都有 

B．嚣天下之口 

使天下人议论纷纷 

C．未有乏于此时者也 

没有人在这个时代穷困 

D．徒法不能以自行 

只有法令（而没有执行的人，法令）自己不能发生效力 

9．根据文意，下列理解和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朝廷的法令虽然详备，却大都与先王治理国家的政策不合。 

B．虽时移世易，但效法先王的具体政策在当时仍然非常必要。 

C．解决人才严重匮乏的问题，是改革国家弊政中最紧迫的事。 

D．只有改变现有的人才培养方法，才可使朝野人才得以充盈。 

10．王安石认为变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请根据第四段内容，用自己的话分条概括。（6分） 

11．阅读下面《论语》中的文字，回答问题。（共 10 分） 

①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
【注】

哉？人焉廋哉？”（《为政》） 

②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 

③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 

【注】廋：隐藏。 

（1）请将画线句翻译为现代汉语。（4分） 

    ①观其所由            ②以德报怨 

（2）以上三则材料，对你树立正确的交际观有什么启发？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认识。（6分）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两首诗，完成 12－14 题。（共 12 分）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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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柳 

薛能 

轻轻须
【1】

重不须轻，众木难成独早成。 

柔性定胜刚性立，一枝还引万枝生。 

天钟和气元无力，时遇风光别有情。 

谁道少逢知己用？将军
【2】

因此建雄名。 

咏柳 

曾巩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 

解
【3】

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4】

。 

注释：【1】须：是，自。【2】将军：指西汉周亚夫，曾屯兵名叫细柳的地方。【3】解：能。【4】清霜：指秋天。 

12．以下对诗歌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薛诗首句中“轻轻”言新柳身姿轻柔，但句尾的“轻”有轻浮之意。 

B．薛诗“柔性”句写柳树比“刚性”的“众木”更易适应环境而生存。 

C．薛诗“天钟”句写大自然既赋予柳树以温柔，又赋予它强悍的力量。 

D．曾诗“解把”句运用夸张的手法写出柳絮高高扬起遮蔽了日光月色。 

13．以下对诗歌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薛诗用“众木难成”来反衬柳树的“早成”,表达了他对柳树早熟的好感。 

B．薛诗用“别有情”三字引发读者想象柳树逢时生长、风韵宜人的优美景象。 

C．曾诗写柳枝借东风飘舞，柳絮漫天，以及预示柳树凋零的过程，意蕴深长。 

D．两诗都运用托物言志的手法，将诗人的人格追求寄托在对柳树的描写之中。  

14．两首诗同样咏“柳”，在抒发情感方面有何不同？请结合诗句，具体分析。（6分） 

15．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共 8 分） 

（1）诗人对于神仙世界的想象，呈现出奇异的色彩。如《梦游天姥吟留别》写梦境中天界辉煌灿烂：

“   ①  ，  ②  。”如《鹊桥仙》写牛郎织女相会短暂，难舍难分：“柔情似水，  ③   ，  ④   ！”

又如《李凭箜篌引》写音乐动人，让月亮上的人物、动物不眠不休：“   ⑤   ，   ⑥   。”  

（2）毕业前夕，小东找到老师，希望老师给自己题写寄语。老师以《论语》中“  ⑦   ，  __⑧_ ”

鼓励他多向别人学习借鉴，不断进步。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作品，完成 16－19 题。 

金上京镜像 

2005 年夏天，在距哈尔滨几十公里外的阿城博物馆，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集中陈列的铜镜。一眼

望去，似有无数个被乌云遮蔽的月亮，闪烁着幽暗的微光，在日出前的晨曦里一起庄严沉落。 

铜镜的皮色呈灰绿、草绿、墨绿、银灰多种，历时八百余年，仍完好如初，不裂不腐，从宁静而迷蒙

的绿晕中，透出岁月的悲凉和沧桑。工艺略显粗糙、犹如浮雕般简约的图饰，明朗而流畅地刻录了女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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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文化特征，以及与汉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这些铜镜，已成为“金史”的形象补遗和“金源文化”的

生动例证。  

金人好镜?那样一个生猛骁勇的民族，竟然也是爱美的吗? 

从绥滨县出土的铭文镜上，那些朴素而美丽的铜镜纹饰，全都铸刻在铜镜的背面，展馆将那光滑透亮

的镜面悄悄敛藏．．，沉默无语地背对观者，展出的是铜镜背面的纹饰。自从清代玻璃镜自西方传入后，铜镜

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古人用以梳妆整容的铜镜，失去了当初的实用功能，被今人之手转化为审美

和文化研究的对象。 

究竟是铜镜变成了历史的证物，还是历史物化成了铜镜? 

史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出生于“按出虎水(今阿什河)之畔”。他骁勇善战，创立金朝，定都会宁府(今

阿城区)。完颜阿骨打认为世上只有金子不会变也不会坏，金子色白，完颜部又崇尚白色，“按出虎水”恰

为女真语“金”的意思，故以“金”为国号。至完颜合剌继位，正式命名会宁府为上京都城。金王朝在

“金上京”历经四帝，南下灭辽、宋两大王朝，成为北中国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公元 1149年，由于物资运输与公文传递以及旧朝民心难服等诸多原因，海陵王完颜亮在即位后不久，

毅然决定废黜上京称号，南下迁都华北燕京。他撤离故土，走得如此决绝。海陵王毁城南迁，自绝后路，

是要从根上断了女真人思恋故土的念想。铜镜辗转南北，亦是要把关内关外的阳光都一并收拢其中。此后

金上京一度衰落。 

直至金世宗即位后，为维护女真旧俗赢得民心，曾重修上京宫室作为陪都。至金末，元军攻克金上京，

皇城内仅剩下一片残垣焦土，繁华落尽，灯灭星稀。时历几百年风雨，女真后裔满族再次入关，建都燕京，

女真人的祖地金上京，从此被彻底废弃。如今的东北人，都知道阿城会宁府城墙遗址内种植的大蒜，个大

味浓，辛辣甘甜;而百米之遥城墙外的农地，种植的蒜头则其味寡淡，比之会宁府的蒜头大大逊色。有人

说，金上京遗址出产的蒜头，浓缩．．了金源文化几百年的精华，可在咀嚼中重温金人开疆拓土的艰辛。 

燕京作为都城，始自海陵王，历经元明清三朝。海陵王毁了金上京，却创造了新燕京。古旧的铜镜，

映照了一座城池的毁灭，伴生着另一座城郭的诞生。目光穿透镜面，遥远喧嚣的影像，由模糊渐渐趋于清

晰:有疾驰的马队从镜中奔来，那一条从金上京到燕京的漫漫迁徙之途，恰是一条各民族融合之路。 

我在一面“海东青鸾兽镜”前驻足，“海东青”三个字，让我倏然心惊。镜子背面的图饰中心内区是

一头神兽，外区周边一圈为蹲守的数只鸾鸟--海东青。海东青形如隼却性猛，善捕天鹅。据《辽史拾遗》

记载，“海东青，大仅如鹘，既纵，直上青冥，几不可见。俟天鹅至半空，自上而下，以爪攫其首，天鹅

惊鸣，相持殒地”。海东青的体积仅有天鹅的五六分之一，一次却可击落三四只天鹅，然后扬长而去……

海东青恰恰产于女真人肇兴之地，也许正是为了证明一个崛起的弱小民族，敢于挑战强国的勇气和实力。

时隔近千年，如今被誉为“东方之鹰”的海东青，已成为满族祖先的精神象征。 

图纹逐渐变得凝重，我惊讶这平面的镜子，竟然可以看到如此粲然．．的立体影像。 

展厅柔和的光线，在几百面铜镜上折射出幽幽绿莹，交错辉映，竟让人生出几分幻觉。想象着当年金

上京鼎盛时期的酒宴上，善骑射喜渔猎的女真人的萨满乐舞，曾是何等率性、欢快、狂野和虔诚。曾有文

字记载萨满舞“……五六妇人，涂丹粉，艳衣，立于百戏后，各持两镜，高下其手，镜光闪烁，如祠庙所

画电母”——可有人见过持镜跳跃的舞者?日光、月光、星光、火光，均在镜中旋转，犹如火炬与闪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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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吻……那该是怎样奇妙的创意和画面啊! 

查阅相关史料，发现金代铜镜的兴盛，竟是源于缺铜。金国禁铜极严，不允许私人生产，铸出铜镜，

须由官方检验镜背边缘的刻款和押记。铜镜一时成为紧俏“升值”的硬通货，百枚小铜钱即可铸成十厘米

的铜镜转卖官府，因此造成民间私自“销钱铸镜”之风流行，也因此为金上京博物馆留下了如此丰厚的铜

镜艺术馆藏。 

恍然明白何谓“背景”一词:墨绿的铜镜背面，潜隐着推动历史发展的经济动力。历史的真相和岁月

掩藏的所有密码，有时，却藏在镜子背面沉寂．．的暗角里。 

                                                （取材自张抗抗同名散文） 

16.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展馆将那光滑透亮的镜面悄悄敛藏．．         敛藏：收起 

B.浓缩．．了金源文化几百年的精华             浓缩：凝聚 

C.竟然可以看到如此粲然．．的立体影像         粲然：鲜明 

D.却藏在镜子背面沉寂．．的暗角里             沉寂：沉稳 

17.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铜镜是女真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 

B.金王朝以“金”为国号，与金子的特质、颜色相关。 

C.作者对满族入关建都燕京而废弃了金上京痛惜哀叹。 

D.本文想象与联想丰富，语言深邃，读来有沧桑之感。 

18.文章引用了“海东青”和“萨满舞”的相关史料，请结合文章内容，分别分析其作用。（6分） 

19.请结合文章内容，分析文章标题中的“镜像”包含了哪几层含义。（6 分）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66 分。 

20．语言基础运用（共 6 分） 

①在北京，如果想在城区寻一处赏柳的好地方，老北京人多半．．会推荐长河。②历代京城的引水河道是

长河。③清乾隆年间，长河经过疏浚修缮，成为供皇室成员从紫禁城前往颐和园、圆明园等西郊御苑的专

用水路。④乘着画舫式的游船，水中碧波荡漾，两岸杨柳依依，柳枝铺陈水面，满目春意盎然．．．．……这就是

著名的“长河观柳”。⑤买上一张全程票，从北京动物园码头出发，到紫竹院公园的紫御湾码头换乘，从

南长河转昆玉河后，最终到达颐和园南如意码头。 

（1）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①句中“多半”一词不可以删掉。 

B．③句中两处画线的句子，位置可互换。 

C．④句中的成语“春意盎然”可改为“春意阑珊”。 

D．⑤句中可补充主语“游客”。 

（2）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请改写第②句，使文段表达更为连贯顺畅。将改写后的答案写在答题

卡上。（3 分） 

21．微写作（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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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超过 150 字。不透露所在学校及个人信息．．．．．．．．．．．．。 

（1）“文字讨好”是指线上聊天时字斟句酌地使用词汇，并外加表达感谢等情感的符号和表情。有人认

为这是被迫讨好,有人认为这是出于礼貌和真诚。对此你有什么看法？请阐述自己的观点。要求：观点明

确，言之有据。 

（2）学生会要组织一次社区志愿服务活动，请你为这次活动设计一个主题，并写出设计理由。要求：语

言简明，条理清晰。 

（3）请以“穿越时光”为开头，写一首小诗或抒情文字。题目自拟。要求：感情真挚，语言生动，有感

染力。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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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题目写在答题卡上。不透露所在学校及．．．．．．．．

个人信息．．．．。 

（1）激活，是指刺激机体内某种物质，使其活跃地发挥作用。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等许多领域都需

要“激活”来推动发展。 

请以“激活”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合理；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2）整理听课笔记，可以让学习更有效率；整理房间，可以让生活更有条理；整理情绪，可以心平气和

地解决问题......“整理”可以让我们得到更好的结果。 

    请以“整理”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内容充实，思想健康，有细节描写；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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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1.A 

2.B 

3.C 

4.D 随着数字时代到来，简便快速的输入法并没有淡化汉字形体的要素。 

5. 答案要点： 

①汉字有统一思想文化观念、传承历史文化的作用。 

②汉字能够适应汉语多方言区交际的需要。 

③汉字有表意特点，与中华文化元素高度切合。 

④汉字自身不断进行系统性调适和完善。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8 分。 

6．D 

7．A 

8．C 

9．B 

10．答案要点： 

①能领会先王的用意、陛下的意旨（施恩于百姓）。 

②能适应形势的变化。 

③能忠实推行朝廷法令。 

④不侵扰百姓，使百姓都能获得改革的好处。 

11． （1）参考答案： 

① 观察他为达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方式方法 

② 拿恩惠来回答怨恨 

（2）答案示例： 

①与人交往一定要观察这个人的行为。 

②与人交往要公正、直率、光明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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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与人交往要正派、合群但不组成小利益集团。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12．C 

13．D 

14.参考答案： 

（1）《新柳》表达了诗人对柳树柔中有刚的赞美之情。“轻轻须重不须轻”“柔性定胜刚性立”两句中柳

树轻飘而庄重，性柔而胜刚。尾句将柳树与周亚夫将军的英名相关联，暗示柳树柔中有刚。 

（2）《咏柳》将柳树人格化，表达了诗人对柳树的嘲讽。“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表现出初

春柳树借东风恣意狂摆、得意忘形的形象。“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警告了依势逞狂的小人。 

15．（1）①青冥浩荡不见底    ②日月照耀金银台     

        ③ 佳期如梦         ④忍顾鹊桥归路      

⑤吴质不眠倚桂树    ⑥露脚斜飞湿寒兔  

（2）⑦见贤思齐焉        ⑧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其它符合题意的语句均可）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16. D  

17. C 

18. 答案要点： 

①引用“海东青”的史料，生动再现“海东青”捕猎天鹅的过程，表现了它的凶猛，象征女真人敢于挑战

强大对手的勇气和实力。 

②引用“萨满舞”的史料，再现了女真人跳萨满舞时奇妙的创意和画面，体现了女真人率性、狂野、虔诚

的民族文化特征。 

19. 答案要点： 

①是“金史”的形象补遗和“金源文化”的生动例证。 

②展现出金代社会风俗、民间日常生活景象和审美趣味。 

③反映出各民族融合之路。 

④通过金代民间私铸铜镜成风，反映经济动力推动历史发展。 

⑤铜镜背后的纹饰揭示了历史真相，解密了岁月变迁中的民族发展史。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66 分。 

20．（1）C 

（2）参考答案： 

长河是历代京城的饮水河道。 

21．略 

22．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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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译文： 

如今朝廷的法令严密详备，包罗万象，而我却认为没有法令制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法

令制度，大都不合先王治理国家的政策。孟子说：“（国君）有仁爱的心意和仁爱的声誉，但他的恩泽却不

能施加给百姓，（那是因为）治国没有效法先王之道的缘故。”用孟子的话，考察当前的弊病，（问题的关

键）正在这里。 

（因为）当今的时代距离先王的时代已很久远，所遇到的变化、所面临的形势不同，而想一一重修先

王的政策，即使是十分愚蠢的人尚且知道它的困难。然而我之所以认为当今政策上的错误，弊病在于不效

法先王的政策，是指应当效法先王的用意。二帝、三王（的时代），距今有一千多年，治乱更迭，其间盛

世衰世都有。他们所遇到的变化、所面临的形势，也各不相同，他们施行设置的措施也都不相同，然而他

们治理国家的用意，主次先后的考量，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说：应当效法先王的用意。效法先王的用

意，那么我们所进行的变法改革，就不至于惊骇天下人的视听，使天下人议论纷纷，而这本身就已合乎先

王的政策了。 

虽然这样，根据今天的形势来考察衡量，陛下虽想改革国家的弊政，以符合先王的用意，（依据）现

今的时势必定不能做到的。这是因为当今天下人才不足的缘故。 

我曾试着观察天下在职的官吏，（觉得人才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为缺乏的。上面缺乏人才，就会有人才沉

沦废弃、隐伏埋没在下面，而不被当时执政的人所发现。我又到民间去访求，也没有发现有多少人才。难

道不是由于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不正确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吗？我认为当今在职的人才不足的情形，根据我

出使外地所接触到的现象，就可以知道了。现在一路方圆几千里之间，能够推行朝廷的法令，知道它的轻

重缓急，而且一切措施都能让百姓做好他们本职工作的人才很少，而没有才能、马虎草率、贪婪卑鄙的人，

却不可胜数。那些能够讲求先王的用意以适应当下形势变化的人，大概整个州郡当中往往没有一人。朝廷

每一项法令下达，虽然本意很好，在职的官吏还是不能推行，使陛下的恩惠得以施予百姓，而一些官吏常

常借机狼狈为奸，欺扰百姓。所以我说：在职的人才不足，而民间百姓当中人才也不见得多。人才不足，

那么陛下虽然想改革国家的弊政，使它合乎先王的用意，大臣当中虽然有能够符合陛下的心意而想承担改

革任务的，但是九州这样大，四海这样远，谁能符合陛下的意旨，来一一推行这些法令，使每一个人都能

蒙受改革的好处呢？所以我说：目前的形势一定不能做到。孟子说：“只有法令（而没有执行的人，法令）

自己不能发生效力。”不正是说的这种情况吗？ 

既然这样，那么现在最紧迫的事，在于人才而已。今天的天下，也就是先王（那时）的天下。先王的

时代，人才曾经很多，怎么会到今天人才就不足了呢？所以说：这是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不正确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