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共9页 
 

2023北京人大附中高一（上）期中 

语    文 

2023 年 10 月 31 日 

说明：本试卷共八道大题 33 道小题，共 8 页，满分 150 分。第 1 卷为模块考查，第Ⅱ卷为素养考查，考试

时间 150 分钟，请将全部答案对应题号作答在答题卡上。 

第 1 卷（100 分） 

一、本大题共 12 小题，共 38 分。 

1．下列各项中，书写和加点字的读音完全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 娇嗔．（chēn)    荫蔽    笨拙．（zhuó)    没精打彩 

B．譬．（pì）如     罅隙    敛．（liǎn）裾   云蒸霞尉 

C．氛．围（fēn)     摈弃    记载．（zǎi)     不知所措 

D．埋．（mái）怨    通讯    脊．（jǐ）背     寒风凛洌 

2．下列评价与诗人对应正确的一项是（2 分） 

①诗酒娱心，足令群儒俯首;田园乐志，不为五斗折腰。 

②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③铁板钢琶，越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蜀，翼南宋莫随鸿雁南飞。 

A． 陶渊明      李白     李清照 

B． 陶渊明      杜甫     辛弃疾 

C． 白居易      李白     辛弃疾 

D． 白居易      杜甫     李清照 

3．下列有关文化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社鼓”指社日祭祀土地神的鼓声。 

B.“左迁”是贬官、降职的委婉说法。 

C.古人把一夜分为五更，按更击鼓报时，“五鼓”即五更。 

D.“既望”指农历每月十五，"“晦”指农历每月最后一天。 

4．下列各项中加点词解释有误的一项是（2 分） 

A．使快．弹数曲           快：畅快 

B. 凌．万顷之茫然         凌：越过 

C. 举酒属．客             属：劝请 

D. 击空明兮溯．流光       溯：顺流而下 

5．下列各项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2 分） 

A．半山居雾若．带然      见云中白若．樗蒲数十立者 

B．扣舷而．歌之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C．转徙于．江湖间        月出于．东山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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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何为．其然也          耳得之而为．声 

6．下列各项中不包含通假字的一项是（2 分） 

A．列缺霹雳 

B. 别有幽愁暗恨生 

C. 山川相缪，郁乎苍苍 

D. 浩浩乎如冯虚御风 

7．下列各项中加点的词语与现代汉语意义相同的一项是（2 分） 

A．明年．．秋，送客湓浦口 

B．低眉信手．．续续弹  

C．因为．．长句，歌以赠之 

D. 暮去朝来颜色．．故 

8．下列各项中加点的词活用现象与其他三项不同的一项是（2 分） 

A．西．望夏口，东望武昌 

B．闻舟中夜．弹琵琶者 

C. 赢得仓皇北．顾 

D. 顺流而东．也 

9．下列各项中加点的词活用现象与其他三项不同的一项是（2 分） 

A. 渔．樵．于江渚之上 

B．舞．幽壑之潜蛟 

C. 下．江陵 

D. 明烛．天南 

10．下列各项中句式与其他三项不同的一项是（2 分） 

A．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 

B. 相与枕藉乎舟中 

C．妆成每被秋娘妒 

D．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 

11．下列各项中句式与其他三项不同的一项是（2 分） 

A．而今安在哉 

B. 何为其然也 

C. 固一世之雄也 

D. 而又何羡乎 

12．请把下列句子译为现代汉语。(4 分）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13．在横线上填写作品原句。(12 分） 

①鹰击长空，鱼翔浅底，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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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彤管有炜，          。(《诗经．邺风．静女》) 

③问君能有几多愁，                 。（李煜（虞美人》) 

④                ，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 

⑤               ，池鱼思故渊。（陶渊明（归园田居》) 

⑥云青青兮欲雨，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⑦                     ，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登高》) 

⑧在《琵琶行》中形容琵琶声在沉咽、暂歇后，忽然又爆发出激越，雄壮的乐音的两是“          ，         。” 

⑨怀古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常见题材，多借写古人古事抒发自身情感，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羽扇

纶巾，谈笑间，            ”三句赞美周瑜的儒雅镇定、举重若轻，暗含词人功业难成的伤感；再如《永遇

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        ，尚能饭否”两句以廉颇自况，表达词人北伐抗敌的迫切愿望和报国无门

的悲愤。 

⑩ 运用叠词可以使情感表达更加强烈，且富于音乐美。李清照的《声声慢》开篇一连用七组叠词“寻寻觅

觅，冷冷清清，_            _”，有评价说“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盘也”。 

二、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0 分。  

依据《乡土中国》，回答 14-18 题。 

14．填空：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__＿是常态，迁移是           。（每空 1 分，共 2 分） 

请判断 15-17 题的正误，正确的选 A，错误的选 B。（每小题 2 分，共 6 分） 

15．乡土的社会由于具有孤立和隔膜的特点，所以是陌生人的社会。 

A．正确   B.错误 

16．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 

A．正确   B.错误 

17．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 

A．正确 B．错误 

18．下列关于“西洋社会”和“乡土社会”的说法，不恰当的一项是（2 分） 

A．西洋社会的格局像“捆柴”，乡土社会的格局像“同心圆波纹”。 

B．西洋社会的格局是“团体格局”，乡土社会的格局是“差序格局”。 

C.“家庭”作为一个团体，在西洋社会中是界限分明的，但在乡土社会里则是具有伸缩性的，模糊的。 

D．乡土社会中，一般人处于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中，儒家则能凭其仁爱心超越自我，跳出差序格局。 

三、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12 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9-21 题。 

材料一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这也就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体现在

思想感情上，也体现在艺术形象上，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的统一。李白是盛唐时代最典型的

诗人，他的“斗酒诗百篇”的那些豪迈的乐府篇章正是出现在盛唐时代的创作高潮中。整个盛唐气象歌唱的

是人民所喜爱的正面的东西，这也就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它是属于人民的，是人民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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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就是它的思想性。 

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和平、繁荣、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战国时代生活中那么多的惊

险变化，在性格上更为平易开朗。这样一个深入浅出而气象蓬勃的风格，正是盛唐诗歌所独有的。李白的

《横江词》:"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在风浪的险恶中，却写出了

如此壮观的局面，这与《蜀道难》的惊心动魄，乃同为时代雄伟的歌声。而王昌龄的《塞下曲》:"饮马渡

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暮，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甚

深厚、朗爽、典型形象，也正是最饱满有力的歌声。至如李白的《将进酒》:“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不复回。……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如果单从字面上看，那么已经是“万

古愁”了，感情还不沉重吗？然而正是这“万古愁”才够得上盛唐气象，才能说明盛唐的诗歌高潮比陈子昂的

时代更为气象万千，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玲珑透彻而仍

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植根于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与时代的发展中人民力

量的解放而成长的。 

材料二 

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边塞题材也不过是其中之一。其所以特别引人瞩目，就因为它仿佛是只属于盛

唐的一个题材；盛唐之前颇少见，盛唐之后乃几成为绝响，而盛唐时代却恰恰是边塞上相对平静的时期，

边塞诗因此主要的并不在于写战争，而是一种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充满着豪迈精神的边防歌。唐代自唐

太宗贞观四年击溃东突厥，贞观九年又大破吐谷浑之后，边塞的形势基本上稳定下来，到开元年间就更为

缓和。而一百年间唐代社会蓬勃发展，国势不断走向鼎盛的高峰，边防上的威望也与日俱增，实际上完全

掌握了和平的主动权，边塞诗就正是在这样条件下的产物。安史之乱后，边防的和平已如明日黄花，边塞

诗也就随着盛唐时代的结束而衰落了。边塞诗由于只属于盛唐时代，它因此也就更具有时代的特征与诗歌

高峰上最鲜明的标志。 

王昌龄《从军行 其五》:“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这

里乃是说明着边防上雄厚的实力，没有边防上的实力是谈不上边塞上的和平的。《塞下曲》:“饮马渡秋水，

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暴，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这又说

明战争是残酷的，尽管“咸言意气高”,却是“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的历史性悲剧。这就进一步解释了边

防的性质乃是为了保证和平，而不是为了战争。这几乎是唐代边塞诗中一种普遍的认识，又岂止是专对洮

河一带。所以李白在《战城南》中说：“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杜甫在《前出塞》中说：

“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正是基于这种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普遍认识，战争最为稀少、和平最相对稳定

的开元时代，反而成为边塞诗的摇篮。 

王昌龄这两首诗写的实际上又都是历史性的概括。吐谷浑到了开元时代早已亡于吐蕃，这自然不是当

时的战役；“昔日长城战”当然也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一样，乃是一个历史性的高度概括，唐代的边塞诗因

此往往不拘于哪个具体战役，哪个时间，地点，而是在广泛的时间，空间上把边塞作为一个整体来歌唱。

这样边塞诗的引人人胜之处就不在于哪个战场，哪个战役，而主要是一种悲壮的豪情，异域的情调，辽阔

的视野，边防的信心。 

（以上材料均取材于林庚《唐诗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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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根据材料一，下列理解与推断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李白豪迈的乐府诗是盛唐气象的代表作品。 

B．盛唐诗歌的思想性指的是新鲜而朝气蓬勃。 

C．盛唐诗歌平易开朗的性格促进了社会繁荣。 

D．感情越是沉重的诗歌越是能体现盛唐气象。 

20.下列对两则材料所引诗句作用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材料一中引用《横江词》，说明了盛唐诗歌中即使是险恶之景也可能呈现雄壮之气。 

B．材料一引用了《塞下曲》，说明其深厚、朗爽等特点体现出盛唐气象是饱满有力的。 

C. 材料二中引用《从军行》，说明唐代边防雄厚的实力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根本原因。 

D. 材料二中引用李、杜诗歌，说明了唐代诗人普遍认识到边防的性质应该是保障和平。 

21．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概括唐代边塞诗的特点。(6 分） 

四、22．作文（4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700 字，将题抄在答题卡上。 

①无论古今中外，“家”都是一个有特别念义的地方。放学的孩子渴望家中的晚餐，晚归的上班族心系家中

的灯火，回乡的游子近乡情怯……回家的路上，几多心绪，几多故事。 

请以“回家路上”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充实，有细节描写；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②请以“又见＿         ”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将题目补充完整：思想健康；故事完整，有细节描写；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第Ⅱ卷（50 分）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12 分。 

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 23-25 题。 

旅夜书怀 

杜甫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注：公元 765 年，杜甫的朋友剑南节度使严武去世，杜甫失去依靠，举家自成都乘船东下，此诗写于漂泊

途中。 

23．以下对本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本诗是近体诗，标题中的“旅夜"”交代时间，点明诗人处境，“书怀”即抒发情感。 

B．首联写近景，“细草”有渺小之感，“危樯”表明所乘之舟残破，诗人因此而忧虑。 

C．颔联写远景，意境雄浑，“星垂”烘托出原野之广阔，“月涌”渲染出江流的气势。 

D. 颈联充满愤激，“官应老病休”是反语，表现其心中不平，暗示休官并非因为老病。 

24.“星垂平野，月涌大江流”体现了杜甫诗“以壮景写哀情”的特点，下面诗句中最符合这一特点的一项是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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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 

B.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 

C．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 

D. 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25．本诗的尾联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感？是如何表达的？(6 分） 

六、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26-29 题． 

游三游洞记 

刘大櫆 

出夷陵州治，西北陆行二十里，濒大江之左，所谓下牢之关也。路狭不可行，舍舆登舟。舟行里许，

闻水声汤汤，出于两崖之间。复舍舟登陆，循仄径曲折以上。穷山之巅，则又自上缒危滑以下。其下地渐

平，有大石覆压当道，乃伛．俯径石腹以出。出则豁然平旷，而石洞穹起，高六十馀尺，广可十二丈。二石

柱屹立其口，分为三门，如三楹之室焉。 

中室如堂，右室如厨，左室如别馆。其中一石，乳而下垂，扣之，其声如钟。而左室外小石突立正

方，扣之如磬。其地石杂以土，撞之则逄逄然鼓音。背有石如床，可坐，予与二三子浩歌其间，其声轰

然，如钟磬助之响者。下视深溪，水声泠然出地底。溪之外翠壁千寻，其下有径，薪采者负薪行歌，缕缕

不绝焉。 

昔白乐天自江州司马徙为忠州剌史，而元微之①适．自通州将北还，乐天携其弟知退，与微之会于夷

陵，饮酒欢甚，留连不忍别去，因共游此洞，洞以此三人得名。其后欧阳永叔暨黄鲁直②二公皆以摈斥流

离，相继而履其地，或为诗文以纪之。予自顾而嘻，谁摈斥予乎?谁使予之流离而至于此乎?偕予而来者，

学使陈公③之子曰伯思、仲思。予非陈公，虽欲至此无由，而陈公以守其官未能至，然则其至也，其又有

幸有不幸邪? 

夫乐天、微之辈，世俗之所谓伟人，能赫然取名位于一时，故凡其足迹所经，皆有以传于后世，而地

得因人以显。若予者，虽其穷幽陟．险，与虫鸟之适去适来何异?虽然，山川之胜，使其生于通都大邑，则

好游者踵相接也;顾乃置之于荒遐僻陋之区，美好不外见，而人亦无以亲炙．其光。呜呼!此岂一人之不幸也

哉!" 

往释：①元微之：无稹，微之是他的字。②黄鲁直：黄庭坚，鲁直是他的字。③学使陈公：即湖北学使陈

浩、刘大櫆多次科举未中，应陈浩之聘，到他的府中担任幕僚。 

26．下列各项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乃伛．俯径石腹以出              伛：弯腰 

B. 而元微之适．自通州将北还        适：去往 

C．虽其穷幽陟．险                  陟：登上 

D．而人亦无以亲炙．其光            炙：领略 

27．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3 分） 

A．偕子而．来者       侣鱼虾而．友麋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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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谁使予之．流离而至于此乎        世皆谓之．天门云 

C．而陈公以．守其官未能至          挟飞仙以．遨游 

D．能赫然取名位于．一时            徘徊于．斗牛之间 

28．根据文意，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首段写作者旅途跋涉而至三游洞，侧面体现三游洞处于荒远偏僻之地，也体现了作者寻幽探胜的兴致。 

B．第二段写游洞经历，作者扣石发出了悦耳声响，它们与浩歌声、钟磬声、水声以及樵夫的歌声交织在

一起，热闹非凡． 

C．第三段交待了三游洞得名的由来，即因白居易等三人共游此洞而得名，这一介绍对阐发本文主旨有重

要作用。 

D．作者以白居易、元稹等人作比，表达出他内心深沉的悲凉和不平，但他并不直抒愤懑，而是委婉含蓄

道出。 

29．文末说“此岂一人之不幸也哉”，意思是“这难道是一个人的不幸吗”，这句话有丰富的内涵，请根据全

文进行解读。(6 分） 

七、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13 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30-32 题。 

生长在历史中的青藤 

① 我此来绍兴，是寻访青藤书屋，凭吊受尽人世间垢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的明代文学艺术大师徐

渭的。 

②走进书屋大门，迎面是一个小小的冷清的园子。园子尽头是一间后人重建的前后两室的老式瓦房。

前室正中悬挂着明末大画家陈洪绶题写的“青藤书屋”匾额和徐渭画像，南窗上方有徐渭手书“一尘不到”

匾。 

③眼前的书屋与徐渭自己所画的“青藤书屋图”已大相径庭。徐渭的画上，是几间排列不规则的草屋，

正如他在画上所题，“几间东倒西歪屋”。徐渭的晚年直至去世都是在那几间草屋中度过的。尽管书屋为后

人重建，但确是在青藤书屋的故址上，这是毋须怀疑的。书屋旁的小天井里，那十尺见方、徐渭所称“天

池”的小水池还在，天池正中竖有一方形石柱，上刻“砥柱中流”四字，也是徐渭手笔。靠墙，青砖砌成的花

坛上，那一棵郁郁葱葱的青藤虽为后人补植，但在那同样的位置，徐渭手植的一棵青藤也确实蓊郁过。倔

强孤傲长于顽石之中而终年葱绿的青藤正是徐渭的精神象征，而“此地通泉，深不可测，水旱不涸，若有

神导”的天池，不正暗寓着徐渭永不枯竭的才情？无怪乎他以“青藤”“天地”作为自己的别号了。 

  ④我在这徐渭狂啸过、痛哭过的青藤书屋里久久地低徊默想，一阵阵寒意透进骨髓。这位旷世奇才，

诗、文、书、画俱佳的艺术大家，并非恃才傲物的狂狷之士，仅从他的《镜湖竹枝词》即可看出，他是热

爱世俗生活的啊！可世俗生活却怎么也容不下他。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他刚刚成年时就给他预设了种种打

击——直到他去世。徐渭少年时便才华显露，可却连续八次乡试未中。他当过幕宾，参加过抗倭斗争并立

了功，参加过反奸相严嵩的斗争，曾六次坐牢。他一生穷困潦倒，晚年靠卖书画度日。为了生存，数千卷

心爱的藏书也变卖一空，最后在贫困交加中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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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这便是天才的命运吗？但他绝不向命运低头，绝不向世俗低头，即使在贫困之中，也不接见来拜访

他的达官贵人，更不给他们写字作画，而宁愿将其字画，“闲抛闲掷野藤中”。 

  ⑥我想，设若命运改变一下徐渭的品格，他的人生又将是怎样一种境况呢？假如他不那么张扬个性，

以他的才华，在科举考试中会一路顺利，那也就成了几品大员，锦衣玉食、宝马香车少得了吗？即使科举

不中，随和一些，隐忍一些，找关系，托门子，拿自己的作品当礼送，在哪家权贵门下做个清客，总是可

能的吧，也可衣食无忧，免遭冻馁啊！ 

  ⑦当我踱进展室，看见《黄甲图》和《墨葡萄图》时，立即否定了自己荒唐的设想。徐渭笔下的汪洋

恣肆，乃是一个天才画家内心深度焦虑的宣泄。正是这种宣泄，构成了他艺术的精魂。他是那样的孤高，

那样的自信，那样的卓尔不群，那样的反叛正统。要这样的艺术天才、反传统的斗士去迎合世风、摧眉折

腰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他真的放弃坚守，出卖自己，他还能做这水墨淋漓、恣肆放纵的画吗？还会有强心

铁骨、才横笔豪的书法吗？还会有血气奔涌悲声如诉的诗文吗？不，不会有了。那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称道

的徐渭了。往深里想，命运也是公正的。在他那神秘之手的一再敲打下，徐渭落魄、困顿、遭受诟辱，在

贫病中死去；但同是这敲打，又造就了徐渭独特的、后人难以企及的艺术品格。 

⑧命运之手敲打过古人，也敲打着今人，还将敲打未来之人。我们都是命运之手的受众，区别只在于

受者的态度和取舍。司马迁接受了宫刑，选择了《史记》；屈原接受了放逐，选择了《九歌》《天问》；

秋瑾放弃了阔太太生活，选择了舍生取义…… 

⑨我是来凭吊徐渭的，本以为能在凭吊之后走笔行文，痛斥龌龊的世俗，给徐渭以真挚的悲悯，不想

倒是徐渭先生悲悯了我。尽管我未遭冻馁，但我有属于我自己的哪怕一小片精神领地吗？有徐渭那种“深

山无人收，颗颗明珠走”的坚信自己是明珠的自信吗？ 

⑩我站在书屋前，久久地、久久地凝视着眼前的青藤。这株在人们心目中存活了 400 多年的青藤啊，

它曾经蒙尘，曾经遭垢，曾经枯萎，便它却从不曾死亡。时间的推移,只会使它愈益葱茏。而且，不管今后

世事如何变迁，它也会永远葱茏下去。——这株青藤已生长在人类的历史中了。 

                                                 

30．下列对原文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作者写到书屋旁的“天池”及出自徐渭手笔的“砥柱中流”四字，证明了此地的确是青藤书屋的旧址，

也透露着徐渭的志趣。 

  B. 徐渭曾在靠墙的花坛处亲手种过一株青藤，并将“青藤”作为自己的别号。青藤倔强孤傲、终年葱

绿，正是他精神的象征。 

  C. 徐渭曾经参加过抗倭斗争和反奸相严嵩的斗争，正因为有过这样的斗争经历，他的作品才会具有强

心铁骨，才会才横笔豪。 

  D. 徐渭笔下的汪洋恣肆，是内心深度焦虑的宣泄。是命运的敲打，造就了他独特的艺术品格，所以作

者说“命运也是公正的”。 

31．第⑥段中作者假设了徐渭品格改变后可能出现的人生境况，这样写有什么好处？（6 分） 

32．文章第⑨段中，作者为什么说“不想倒是徐渭先生悲悯了我”?(4 分） 

八、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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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字左右。 

① 语文课上朗读课文时，总有一些同学不愿意出声，甚至不愿意张嘴，请你写一段话，对这样的同学进

行劝说。要求：理由充分，语言得体。 

② “City Walk”（城市漫步）指的是避开人潮和热门景点，在城市的街巷中随意行走。时下，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青睐这种新的旅游方式，请你就这一现象谈谈自己的看法，要求：观点明确，说理充分。 

③ 请以“月”为题，写一首小诗或一段抒情文字，要求：感情真挚，语言生动，有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