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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北京一零一中高二（上）开学考 

语    文 

友情提示： 

本试卷分为Ⅰ卷、Ⅱ卷两部分，共 22 个小题，共 8 页，满分 120 分；答题时间为 90 分钟；请将答案写在

答题纸上。 

Ⅰ卷：选择题（共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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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I 卷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与语文知识运用。（每题 2 分，共 12 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对春秋时代的贵族来说，如果有什么事物像空气一样在生活中无处不在，那就是礼了。在现代人意识

里，“礼”或许只意味着人际交往中的礼仪；但在春秋时代贵族们心目中，却绝不止如此。和中世纪的欧

洲人生活在宗教中一样，春秋时代的贵族们从一己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到邦国的祭祀大典，再到邦国

之间的交好交恶，无不受礼的影响。历史学家钱穆就此总结说：“则凡当时列国君大夫所以事上、使下、

赋税、军旅、朝觐、聘享、盟会、丧祭、田狩、出征，一切以为政事、制度、仪文、法式者莫非

‘礼’”。 

在历史典籍《左传》中，“礼”先后出现了 426 次之多；在许多时候，史官在完整记录某事之后，经

常会以“礼也”“非礼也”之类的褒贬评价附在其后。《左传》还特别用“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

人，利后嗣者也”这样的表述，空前地强调了“礼”的重要性。 

礼之所以在春秋时代如此重要，源于它本身就是一整套社会秩序。早在西周王朝建立之初，为了长治

久安，周王室以分封制、宗法制为基础，创立了一系列制度，礼制即是其中一种。 

礼可以促进宗族成员彼此和睦。礼的核心思想就是儒家所主张的“亲亲尊尊”原则，“亲亲”就是

“亲近亲人”，其实是指爱父母、兄弟、乃至宗族，一直爱到和自己有亲缘关系的天子和其他诸侯。“尊

尊”就是“尊敬尊贵的人”，天子、诸侯、大夫、士等身处不同等级的贵族都要有尊崇心，最尊崇的自然

又是天子和诸侯们。这也是在儒家的话语体系里，国和家、忠和孝总要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因为对先秦

贵族来说，家就是国，国就是家。 

只是，随着周王室衰微、诸侯兴起，“礼”又成为春秋时代诸侯们争霸的工具，又具有了一些新的内

涵。春秋时期的战争特别强调“师出有名”，因为按当时的礼法，战争是惩罚有罪的国家，属于最高等级

的刑罚，所谓“大刑用甲兵”。《左传》以用词精当闻名，其对战争性质有严格区分：“凡师有钟鼓曰

伐，无曰侵，轻曰袭。”“师有钟鼓”指有正当的出兵理由。所以在春秋时代经常可以看到大国为发动战

争而找各种借口，最常见的理由就是对方“无礼”。如果没有合适的理由还硬要出兵，那就是“侵”，轻

则招来各国的指责与孤立，重则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不告知对方而悄悄出兵则更为恶劣，称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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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一些小国或弱国面对兵临城下的困境时，也要寻找机会利用“礼”来避免战火，凭借“有辞”迫

使对方退兵。 

由于春秋时代社会变化的急转直下，各种“非礼”“不礼”“无礼”“失礼”行为也越来越频繁地出

现。当礼制所依附的分封制与宗法制都已被破坏和摧毁时，礼本身也就只剩下形式而已。正因为如此，有

历史学家评价说：“春秋时期的诸侯，其守礼往往是做表面文章，只注目于某些仪节，而实质上却感兴趣

于僭越。” 

 

    

 

 

 

 

    

 

 

 

 

    

 

 

 

 

 

4. 下列句子中，

（取材于《国家人文历史》2024 年第 2 期张不叁相关文章）

1. 下列有关春秋时代“礼”的认识，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礼”的要素，广泛存在于春秋时代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

B. “礼”和“宗教”，都是春秋时代贵族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C. 春秋时代邦国之间关系如何，取决于是否能以“礼”相待。

D. 钱穆的认识表明，春秋时代的一切都应该用“礼”来概括。

2. 下列文字表述，不包含“礼”的应用的一项是（ ）

A. 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曹刿论战》

B.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诗经·周南》

C. 秦伯说，与郑人盟。《烛之武退秦师》

D. 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3. 下列理解或推断，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礼作为一整套社会秩序，可以促进社会长治久安。

B. 礼的核心思想，与儒家的忠、孝主张有相通之处。

C. 社会环境出现大的改变，礼的内涵也会出现变化。

D. 随着分封制和宗法制的瓦解，礼也终将彻底消亡。

整合相关语文知识

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 今年水稻的收成是近年来水稻收成最好的一年。 

B. 经过李老师的解释和安抚，使他的怒气逐渐平息。 

C. 要说明“木”字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 

D. 就如何安排这次会议的时间、地点、主要议程及后续影响，他一一作了说明。 

5. 下列有关文学文化常识的表述，有错误．．的一项是（   ） 

A.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主要记录春秋时期大教育家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 

B. 《庄子》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庄子的思想核心可以概括为“仁政和王道”和“民本思

想”。 

C. 《祝福》选自小说集《彷徨》，作品塑造了旧时代的底层劳动妇女祥林嫂的形象。 

D. 《变形记》卡夫卡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奠基人，创作风格是表现主义，其中人变虫的情节富于象征意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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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斗”是我国的一种量器，人们也常用借用它形容事物的大或小。下列句子中的“斗”，用于形容

“小”的一项是（    ） 

A. 我斗．胆地说一句：“这件事您做错了”。               B. 他身居斗．室，笔耕不辍。 

C. 历史上的人物谢灵运被称为才高八斗．。               D. 李白斗．酒诗百篇。 

二、课内文言文阅读。（8 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节选），完成下面小题。 

臣闻本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

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

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

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

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

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不心服。怨不在

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7. 下列各句中加点字的读音，有错误的一项是（   ） 

A. 必浚．其泉源        jùn B. 人君当．神器之重     dāng 

C. 戒奢．以俭          shē D. 载．舟覆舟           zāi 

8. 下列各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德不厚．而思国之理      厚：深厚。 B. 居．域中之大      居：处在。 

C.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    景：情况。 D. 有善始者实繁．    繁：很多。 

9.下列句子翻译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国君掌握帝王的重权，处在天地间重大的地位。 

B. 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历代帝王，接受上天使命，刚开始人才兴旺，到后来

却成了孤家寡人。 

C. 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竭尽诚心，就能联合敌对的势力；傲视别人，就会使亲人成为

陌生人。 

D. 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虽免于刑罚但不会感激，表面上恭顺但内心并不服气。 

10. 下列对这两段文字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第一段先论证积其德义的重要，表明德厚才可以长治久安。 

B. 第一段文字的意思是说，人君都应该居安思危，戒奢以俭。 

C. 第二段指出，帝王想要善始善终，需要重视老百姓的力量。 

D. 第二段以历代帝王为例，论证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的道理。 

三、文言文阅读。（9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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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毅报燕王书①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恐抵斧质之罪，以．伤先王之明，而又害于足下之义，故

通逃奔赵。自负以不肖之罪，故不敢为辞说。今王使使者数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

理，而．又不白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

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学者观之，先王之举措，有高世之心。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

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谋于．父兄，而使臣为亚卿②。 

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惬其志，以臣为不顿命，故裂地而封之。臣自以为奉令承

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弗辞。 

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

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及至遗令诏后嗣之余义，皆可以教于后世。 

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者伍子胥③说听乎阖闾，故吴王远迹至于郢。夫差弗是

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故吴王夫差不悟先论④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

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非，堕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

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者⑤，义之所不敢出也。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

左右之说，而不察疏远之行也，故敢以书报，唯君之留意焉。 

（取材于《战国策·燕策二》） 

【注】①书：信。乐毅得燕昭王重用，以功拜亚卿。后遭齐人反间，见疑于燕惠王，逃往赵。惠王担

心乐毅助赵攻燕，寄言责之，乐毅遂以此信表明心迹。②亚卿：官职，仅次于上卿。③伍子胥：春秋末期

吴国名臣，先得吴王固间重用，后被吴王夫差赐死。④先论：预见。⑤以幸为利者：拿侥幸助赵伐燕谋私

利。 

11. 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   ） 

A. 以．伤先王之明∥臣以．所学者观之 

B. 而．又不白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察能而．授官者 

C. 不谋于．父兄∥数奉教于．君子矣 

D. 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忠臣之．去也 

12. 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先王蓄养并重用我的原因 

B. 以臣为不顿命——先王认为我没有辜负使命 

C. 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子胥未及早发现两位君主度量不同 

D. 离毁辱之非——远离那被诋毁和被羞辱之类的是非 

13. 根据文意，下列理解与推断，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乐毅本来忠于燕，但在惠王威逼之下，不得不考虑助赵攻燕。 

B. 乐毅认为，自己凭借才华和功劳才获得昭王赐予的官位爵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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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乐毅看来，自己奔逃至赵对昭王、惠王和自己都比较合适。 

D. 乐毅对昭王的提拔重用满怀感激，对惠王的作法则有些遗憾。 

四、古代诗歌阅读与鉴赏。（6 分） 

阅读下面唐诗，完成下面小题。 

江亭 

杜甫 

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 

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 

【注】江亭：临江的亭子，离成都草堂不远，当时杜甫得朋友帮助避乱隐居于此，生活得以暂时安

定。 

14. 下面对这首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首联写诗人在江亭中“坦腹”“长吟”，显示出生活暂得安定时的适意。 

B. 颔联借“水流”和“云在”的态势，来表达诗人内心对宁静从容的期许。 

C. 颈联以“欣欣”感慨万物兴盛难再，借此激励人们及时建立自己的功业。 

D. 尾联写“归未得”，家国忧难都只能借写诗来排解，流露出内心的无奈。 

15. “欣欣物自私”运用了拟人的手法，生动形象地描摹了天地万物各得其时、繁茂生长的景象。下列诗

句没有运用这一手法的一项是（    ） 

A.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B. 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C.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D.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II 卷  非选择题（共 85 分） 

五、课内诗文背诵与默写。（10 分） 

16.在下面的横线上默写诗文原句。（选作其中 5小题，每空 1 分，如果全做并且都对，也按 10 分计算。） 

①“宗庙之事，___________ ，___________ , 愿为小相焉”。 

②莫春者，春服既成，______________，童子六七人，浴乎沂，____________，咏而归。 

③歌台暖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风雨凄凄。 

①使负栋之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多于机上之工女。 

⑤思厥先祖父，________________，斩荆棘，________________。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

草芥。 

⑥呜呼！以赂秦之地，________________，以事秦之心，________________，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

食之不得下咽也。 

六、现代文阅读。（10 分） 

阅读下面文段（一）（二），完成下面小题。 

（一）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他们也都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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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

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

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

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

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 

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

镇乱成一团槽。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

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

“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

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二）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

事也一律。果然，特别的情形．．．．．开始了。傍晚，我竟听到有些人聚在内室里谈话，仿佛议论什么事似的，但

不一会，说话声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试望门外，谁也没有，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

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 

“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 

“老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

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 

“什么时候死的？” 

“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 

17. 理解画线句子在文中的含意。 

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 

18. 文段二中“特别的情形”是指什么？从文意来看，这类情形特别在哪里？ 

19.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鲁四老爷和短工形象中突出的特点分别是什么？ 

七、经典作品阅读。（5 分） 

20. 阅读《红楼梦》相关文字，完成小题。 

且说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国府打发了轿子并拉行李的车辆久候了。这林黛玉常听得母亲说

过，他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他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况今至其家。因

此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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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说黛玉在贾府“步步留心，时时在意”，请选择你记忆中原著中一处情节作简要分析。 

八、语文活动与语文表达。（10 分） 

21. 阅读下面文字，按照要求完成语文表达。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论语》中的句子。对于这句话的理解，你所在的学习小组

内产生了分歧和争论。 

你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你会作出怎样的结论？立足于这一结论的获得，你打算就你的结论作怎样的解

说？选择一个角度，写一段 100 字左右的文字。 

九、写作。（50 分） 

22. 根据要求完成作文。 

今年暑假恰逢第 33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你一定会被我国奥运健儿的顽强拼搏所感动，以“奥运

健儿给我的感动”为题，选择自己熟悉的一个奥运人物或比赛场景，恰当运用表达方式，写一篇文章。文

体自选，立意自定。不少于 6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