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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北京平谷初三二模 

语    文 

2023.05 

学校                       姓名                       准考证号 

考 

生 

须 

知 

1．本试卷共 10 页，共五道大题，23 道小题，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2．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准确填写学校名称、姓名和准考证号。 

3．试题答案一律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4．在答题卡上，选择题用 2B 铅笔作答，其他题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 

5．
 考试结束，请将本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一并交回。     

一、 基础·运用（共 14 分   ） 

“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在故宫午门展厅展出。学校以此为主题开展研学活动，

以下是同学们完成的研学记录，请你阅读并回答问题。 

1.历史老师为同学们准备了敦煌介绍。阅读这段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在世界中看敦煌 

 “敦，大也；煌，盛也。”位于河西走廊深处的敦煌，是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交通

枢纽．．，是文化荟萃．．的国际都会。敦煌这个名字，折射了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曾经的繁盛

景象。①要用色彩和形象来表现中国数千年的浩瀚历史，②敦煌无疑是最美丽、最动人的一

页，而莫高窟是古代东西方文化在敦煌交融的璀璨结晶。无数画师与工匠一凿一斧、一笔一

画创造出这个绵亘．．两公里，惊心动魄、伟大瑰丽的莫高窟画廊。鸟虫鱼兽、净土梵音、人间

万象，跃然壁上。一千多年间艺术的流传及演变，在这里纤毫．．毕现。敦煌文化，当之无愧是

中国，也是世界文化的标本。中国与世界，成就一个人类文明的敦煌。 

（1） 一位同学对加点字注音和字义作出如下判断，其中错误．．的一项是（2 分） 

A.“枢纽”在这里指交通的关键地点，应读为“shū niǔ”。 

B.“荟萃”在这里指各地文化聚集，应读为“huì cuì”。 

C. “绵亘”在这里指连续之意，应读为“mián gèn”。 

D.“纤毫”在这里指极其细微，应读为“qiān háo”。 

（2）根据文意，在文中①②两处分别填入关联词语，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 ①不仅  ②而且              B. ①如果 ②那么 

C. ①既    ②又                D. ①或许 ②或许 

2.一位同学为“莫高窟飞天”拟写了解说词。阅读这段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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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高窟赏飞天 

在整个敦煌艺术中，敦煌飞天是莫高窟的名片，几乎窟窟有飞天。飞天们不长翅膀，不

生羽毛，凭借飘曳的衣裙和飞舞的彩带，凌空翱翔，姿态舒展豪迈，潇洒自如，给观赏者一

种摆脱重力，飘然飞升的感觉，表现了一种超然物外的精神内涵。飞天的造型和姿态都是通

过线条向观赏者传达【甲】飞天轮廓的勾画流畅婉转，连绵不断，通过长短描绘飞天飞行的

姿态，灵动自然，还通过干湿浓淡，营造虚虚实实的画面感，从而表达出空间的层次结构。

笔墨线条鳞次栉比，充满音乐的韵动感。楚楚动人的宫娥舞女粉笔丹青，重彩平涂，丝带在

云蒸霞蔚中飘动，从而使得整个画面轻盈灵动。飞天造型变化多样，有击鼓弹琴、有挽篮浣

花、有散花飞舞【乙】或凭虚御风、或俯仰直冲、或翱翔盘旋，形态不拘一格。敦煌飞天是

人类文明的艺术宝库，是世界壁画史上的一绝，是敦煌艺术的标志。  

（1）结合文段内容，请你帮该同学在【甲】【乙】两处分别填入正确的标点符号（2 分） 

A. 【甲】。  【乙】 ，              B. 【甲】： 【乙】 、 

C. 【甲】：  【乙】 ，              D. 【甲】。 【乙】 、 

（2）结合解说词的内容，加粗的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2 分） 

A.超然物外       B. 鳞次栉比     C.云蒸霞蔚      D.不拘一格 

（3）画线的句子表达欠妥，请你加以修改。（2 分） 

修改             

（4）同学们准备为研学记录的封面“敦煌”选择一种字体，请你结合研学内容，从以下字体中

选出合适的一项，并说明理由。（2 分） 

 

  

【甲】（怀素）                                               【乙】（颜真卿） 

选择：_______ 

理由：_______ 

3. 活动最后，老师为同学们播放了“敦煌守望者”的纪录片。请你结合下面的纪录片文案，

补充对联，表达对敦煌守护者的敬意。（2 分） 

在传承中守望敦煌 

一批又一批热爱敦煌的人，在大漠深处扎下根来，任凭月盈亏，风来回，草木枯又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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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在昏暗的斗室里面壁挥毫，耕耘在方寸之间。他们把汗水和激情全部播撒到这滚滚黄沙

中，安居大漠深处潜心研究、精心保护。从第一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带着全家辗转到敦

煌开始，几十年来，从最初的几十人到如今的上千人，代代接力，薪火相传。刚从北京大学

考古专业毕业的樊锦诗驻守敦煌近 60 年，她对那里的每一寸土，每一棵树，每一方壁画都如

此熟悉，莫高窟的历史、洞窟壁画艺术到考古保护工作的方方面面，她都如数家珍。她说：

“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她被人们誉为“敦煌的女儿”，她的生命与莫高窟中的

飞天一起舞动，一腔赤诚热血从未凉下来。几十年来，一代人故去，一代人变老，一代人成

长，还有一代又一代人朝圣而来，弦歌不绝，生生不息。 

上联：月盈亏  面壁挥毫  安居大漠  

下联：          

二、古诗文阅读（共 18  分） 

（一）默写（ 共 5分） 

4.溪云初起日沉阁，         。                       许浑《咸阳城东楼》 

5.长风破浪会有时，         。                           李白《行路难》 

6.              ，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7.杜甫在《春望》中因触景生情，而移情于物表达感时伤世的句子是          ，        。 

（二）古诗欣赏。（共 6 分） 

江城子•密州出猎 

苏轼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

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

射天狼。 

8.这首词通篇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全篇。请你结合词中内容阐释词人的

“狂”表现在哪几个方面。（3 分） 

答：         

9.诗词中运用典故来抒情和言志。请你阅读整首词简述文中三处用典的作用。（3 分） 

答：         

（三）阅读下面两段文字，完成 10-12 题。（ 共 7 分  ） 

【甲】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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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

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

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

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

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选自《左传·庄公十年》） 

【乙】 

孟尝君怪其疾
①
也，衣冠而见之，曰：“责

②
毕收乎？来何疾也！”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

冯谖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
③
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

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子其民，因而

贾利之
④
。臣窃矫

⑤
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悦，曰：

“诺，先生休矣！” 

后期年，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
⑥
。”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

幼，迎君道中。孟尝君顾谓冯谖：“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战国策·齐策》 

                          

注：①疾：快。②责：[zhài]同“债”。③窃：私自，谦辞。④贾：商人。贾利之：用商人的办法向人民图利益。⑤

矫：假托。⑥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我不敢把先王的臣作为我的臣。这是委婉语，实际上是撤他的职。 

10.下列选项中加点字的意思全都相同的一项是（2 分  ） 

A.又何间．焉        盈盈一水间．          飞漱其间．     间．不容发 

B.其乡．人曰        乡．为身死而不受      衣锦还乡．     穷乡．僻壤 

C.弗．敢专也        弗．食，不知其旨也    民弗．从也     自叹弗．如 

D.登轼而望之．      今君有区区之．薛      何陋之．有     置之．度外 

11.翻译文中三处画线句，并依据上下文对其作出进一步理解，有误．．的一项是（2 分   ） 

【甲】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翻译：当权者目光短浅，不能深谋远虑。 

理解：这句话充分表达了曹刿对尸位素餐的的权贵者的蔑视，在国家危难之际，曹刿敢于挺身

而出，献计献策，是一个热血男儿。 

【乙】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翻译：大大小小的案件，虽然不能件件都了解得清楚，但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诚心处理。 

理解：这句话体现了鲁庄公认识到，只有取信于民，取得人民的支持，才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关

键。 

【丙】既克，公问其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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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打了胜仗以后，鲁庄公询问取胜的原因。 

理解：直到战争结束，鲁庄公能够主动询问取胜的原因，这说明了鲁庄公是一个不耻下问的人，

可见肉食者，不一定鄙，曹刿前面的说法有点片面。 

12.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孟子的仁政思想，他告诫统治者要爱民、利民。认真阅读【甲】【乙】

两文，分析其中蕴含的仁政思想。（3 分）  

答：         

三、名著阅读（5 分） 

13. 《红星照耀中国》这部名著中提到好多关于红军的重要人物，请结合人物具体经历，简述

谁是你心中那颗“最红的星”？为什么？（100字左右） 

答：         

四、现代文阅读（共 23 分） 

（一）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4-16题。（共 7 分） 

材料一： 

《说文》:“囱,在墙上曰牖,在屋曰囱。象形。窗，或从穴。” 窗,初始时为囱，是个象

形字。文字逐渐发展，后期的“窗”字，为“穴”与“囱”的综合。这一方面说明窗的文化

起始于穴居之中具有通风之用，另一方面表达现今我们所指的“窗”在古代称之为“牖”。

老子所著《道德经》中有“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

用。”由此也证明了“牖”便是现代的“窗”。随着房屋建筑的发展，“窗”的形式和功能

也在漫长历史中发生了变化。篆书中的“明”字为会意字，左边部首为窗的形象，右半部分

为月的形象，明月由窗照入屋内才会明亮，这就说明了窗的另一基本功能是透光。在生活的

需求影响下，通风和采光的面积也不断变大，墙上的口的数量也就越来越多，当门的一侧或

者两型侧出现较大的采光通风口时,现代形式的窗也就开始出现。 

材料二： 

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解释“窗，聪也，于内窥见外为聪明也”。可见， “窗”是中国

人观看方式和审美趣味的巧妙外化。尤其在我国园林建筑中，窗是它的“眼睛”。凭窗借

景、框景、对景和漏景等巧妙的应用，增加了景深、丰富了景致的层次，起到造景的作用。

其中漏窗为中国园林普遍采用。漏是为了透，一窗一洞天，气息贯通，使隔帘风月，墙外风

烟，纷至沓来。从构成形式上来说大致可分为几何图案和自然图案两大类。以几何形体为主

的图形主要有万字、回文、冰凌纹等；以自然图案为主的漏窗取材范围相对较大，仅苏州园

林的漏窗就有千余种。欲露还藏是中国园林的游戏，那种开门见山的方式显然不适合中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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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意境创造。因此窗是园林优美曲线运动中的节点，由于它的存在，曲中增加了含蓄，曲

中更富于变化。人们在其间流连对视，窗里窗外，谁装点了谁的风景？ 

  材料三： 

民俗，即民间流行的所有风俗习惯，它深深蕴藏于最朴素的民间生活之中。 

是民间传统文化的最精髓内容。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窗的造型艺术是民俗的主要反映。这些

造型艺术沉淀为人们祭奠先祖、祈福驱灾、祝福平安等等的“图腾”艺术形式，伴随着民族

的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在建筑形式、生活氛围的创造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使用动植物形象特征作为装饰图案，是窗棂格装饰的手法之一。古代人以丰富的想象力，

将大自然中的狮子转化为具有神圣浪漫色彩的神奇动物，让其守护人类的和平生活。此外，

喜鹊、蝙蝠、鱼、鹿、虎等动物，以及松、梅、兰、竹、菊、荷等植物，也是装饰艺术中极

受欢迎的题材。这些动植物形象在民间都被誉为是吉祥使者，象征着吉祥、幸福。比如蝙蝠，

蝙蝠在民间是一种象征好运气与幸福的吉祥物，之所以称它为吉祥之物，是因为蝙蝠的“蝠”

与“福”“富”谐音。又因许多吉祥成语都与福有关，如“五福临门”、“福如东海”等等，所

以蝙蝠在窗棂的装饰工艺中十分常见。总而言之，这些精美的装饰艺术品是我国古代窗的文

化精髓之一。 

14.下列关于材料内容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在房屋建筑的不断发展中,从古至今窗的功能和形式变化不大。 

B.漏花窗既通又隔，化实为虚、化有为无，给人带来不同的视觉感受。 

C.窗上的艺术造型体现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 

15.有位同学居住在依山傍水、瓜果飘香的镇罗营，家里翻建了农家院，要修建院墙时家

人对以下两款窗子拿不定主意，请你结合上面材料的相关内容，给出你的建议。（2分） 

                     

冰凌纹漏窗                    磨砂玻璃的蝙蝠图案花窗 

答：         

16.阅读上面三则材料，你认为窗的作用有        、          、         。（每空不超过 5个字）

（3 分） 

（二）阅读《缝隙》，完成 17-19题。（共 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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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隙 

朱以撒 

  ①这条蜿蜒的老街还在翻修，处在半完成状态。完成了的那部分已经租出，挂起招牌做

生意，从洞开的大门和里边的摆设，可以知晓他们都在经营一些什么，咖啡、甜点、沉香、

山区土特产，便觉得没有必要走进去。那些等待翻新的还是大门紧闭，两扇大门早已褪色，

加上常年润含春雨又迎来秋风，甚至难以紧闭。神秘被捂在里面，碰巧的是旧日门板上有裂

缝，有人就凑近裂缝往里边打量，一眼看到过去。 

  ②缝隙的出现，赐予了这样的机会。 

  ③很多次，我在临写敦煌残经时，想到了那个已经空空荡荡的藏经洞。当时里边堆放了

那么多的经卷，只是门面用泥皮糊死了。时间过去，没有谁走过时会想到里面有这么多宝贝

——风沙吹老了时日，也吹走了这个密室外观曾经有过的人工痕迹。如果不是后来的自然干

裂，让人从缝隙中窥探到内部，也就没有接下来的许许多多传奇。说起来我也是缝隙的受益

者，经卷走出密室，散佚到世界各地，也来到书法家的案前，让人狂喜。我挑选了一部分合

我情调的经卷，终日临写——我学习书法的路径，由于遇上了这些残经而得到改变。它们都

是真迹，比挂在王羲之名下的那些作品可靠多了。夜深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这些无名氏的

墨迹远比碑刻要真切的温度和呼吸，是一道裂缝释放了它们。许多的过往起始都是封闭的，

时日把曾经知晓它们的人送走，史册也语焉不详，让后来人止步。经不起时日的鞭打冲刷，

一些物品终于见到了天日，不再成为秘密。与秘密相逢，就获得了与众不同的认知、识见。

但前提是，先找到隐藏在寻常中的那一道裂缝吧。 

  ④晋太元中武陵的捕鱼者算得上好运气，他幸运地发现了一道透出光亮的小口，由此开

始了他梦幻一般的旅程。在桃花源里，捕鱼者受到了各家轮流的宴请，享受了最真诚的款

待。当然，桃花源中人也通过捕鱼者张开的双唇，打探到了外界的一些秘密。捕鱼者离开

时，桃花源中人对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即“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捕鱼者是一个善于分享秘

密的人，他觉得有责任把秘密首先传达给太守。接下来就是寻找秘密的入口。这个入口已经

不见了，连同周围的环境都陌生之至，寻找宣告失败。我一直在想，陶渊明以云淡风轻的笔

法描写了桃花源的美感，主旨还是要人守住那道裂开的口子——不能守之以一，就难以让人

信服。朱熹曾经评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

招权纳贿。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如此说，陶渊明就是君子自守的人

物，而其他晋宋人物，则是守不住的两面人。 

  ⑤我第一次见到桃胶是在乡下，这里桃树千万，桃林连属无端，坚硬的桃胶恍如琥珀、

玛瑙那般晶莹，抓一把放入盘中，声响如大珠小珠，甚是悦耳。文人笔下喻此为桃花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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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把泪水凝固了。而当口舌触及一碗温度适宜的桃胶时，它柔中含韧舒展开来的弹性，足

以称之美味，总是会欣赏一番，再细细品尝。追溯它的由来，则是从伤口开始的。兀立不移

的万千桃树，没有哪一棵是表皮严实无损的，很像人的皮肤，总要在生存的不易中，因人为

或天时，被扯开一道道口子，溢出不少汁液来。在我的记忆中，严冬是人的表皮最易开裂的

时段，那时在工地、田野劳作的人，对此毫无办法，静等裂开，那时的教科书赞美这样的手

和脚——是开裂成就了美好生活。桃胶不断地从桃树伤口的缝隙中涌出，接触空气，成为胶

状，为桃树的所有者不断收取，加工成坚硬之物。相比于桃胶，桃花要风雅浪漫多了。曾有

人将朵朵桃花寄送给远方的友人，被津津乐道，以为是名士风度的延续。在我看来，桃花是

虚的，便于托寄情性，也便于浮想联翩，想到唐伯虎和桃花庵，李香君和桃花扇，真是妙不

自寻。而如果寄一箱桃子、一袋桃胶，那真是难言风雅——风雅之举似乎都是轻盈的、灵性

的，甚至是虚无缥缈的，让人无从一握手中。这也使人感受到一棵树的多重功用，用于实

的，用于虚的，用于精神的，用于口腹的。 

  ⑥每个学期上课，我都会想几个题目，让研究生去写，然后抽空每篇看过——这当然是

一种私趣。师生之间的交流可以说单薄得很，他不知你，你不知他，通过文章，窥探其中的

主旨和表达，究竟有哪一些差异，也是很有意思的。我总是强调，我写故我在，如果不用文

字表达出来，还真不知道一个人如何想，想如何，正是写作罄露了他们的才华和情性，或者

点缀了一些奇诡和荒唐，这些都是我所乐意把玩的。正是从一些语言的缝隙里，我察觉到文

思无定居然如此——没有哪两个人的笔端是相似的，客气浮辞的、深婉不迫的、循途守辙

的、纵横自喜的，应有尽有，读毕不禁无端生慨。善于操作的人，总是以大量地调遣史料为

快慰。科技手段使人便捷地将史料填纳于文章之内，使我见到古贤人这般说、那般说，独不

见这位学生如何说——他被史料的烟云遮蔽，使我找不到他了。这常是我阅读的一个疑问—

—为何不以自己的话语言说？邻家的金银器皿的确气派得很，瓦缶瓷杯虽不起眼，还有裂

痕，却是自家物色，理应珍惜。这个道理却不是都能明白的。 

  ⑦每到午后，怀安桥下就陆续集中了各路的水果商，各自经营来路不一的水果。刀剑披

挂的榴梿尽管一副凛然不可侵的相貌，还是被不少人围着。我猜，是它微微裂开的缝隙，那

飘出来的独特的果香把人招引过来。不买也罢，这浓郁的气味真的让人迷醉。 

  ⑧有时，在自我表现上，人还不如一枚榴梿。 

  ⑨有一则旧事是如此展开的——弘一到丰子恺家，丰子恺请弘一坐在一张藤椅上，藤椅

柔韧，老师坐上去会更舒适。弘一没有马上坐下，而是先摇晃了几下藤椅，方才缓缓落座。

后来又去了一次，仍然是这个摇晃的动作。弘一回答了丰子恺的疑问——这张藤椅旧了，藤

条间有许多缝隙，会有一些虫蚁，如果贸然坐下就把它们挤压了。一般人和不一般人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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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都是宏大的，反而是在一些细微处，譬如细细的缝隙，也填充了一个人丰富的悲悯。

有些人刻意为之，那就辛苦；有些人自然为之，成为一种自觉。一个人要走多远，才可以关

注到藤椅中的缝隙？ 

 ⑩时日匆匆，我们对于屑屑者已经缺乏察觉的细心了，而对于大，我们的兴致要高昂得

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有人赠送我的宣纸形制大起来了，我把笔濡墨挥洒的作品也大起

来了。其实，书法家的内心都很清楚——大未必佳，但巨大是可以引人注目的。如果我用巴

掌大的花笺写一幅小楷，那真会像汪洋中的溺水之人，顷刻被淹没，无处找寻。想想晋宋时

期的那些简札，小得不得了，却精彩之至，是有真性情在里边的，别无他倚。这样，就是片

纸只字，也甚佳好。说起来，其翼若垂天之云的鲲鹏，其死生在朝暮之间的虫蚁，所谓的大

小，都是天地夹缝里的存活物，没有什么差别，当如弘一那般相待，不可轻慢。 

                            （选自《光明日报》2022年 09月 16日） 

17.文中第②段说道：“缝隙的出现，赐予了这样的机会。”请你结合全文内容概括缝隙的出

现赐予了我们哪些机会？（3分） 

答：               

18.平实的语言最显作者的匠心。结合语境分析文中画线句“摇晃”改成“抖落” 

好不好，为什么？ 

答：               

19.文章结尾说“说起来，其翼若垂天之云的鲲鹏，其死生在朝暮之间的虫蚁，所谓的大小，都

是天地夹缝里的存活物，没有什么差别，当如弘一那般相待，不可轻慢。”请你结合全文解释

为什么世间的万物无论大小，都不可轻慢。（4分） 

答：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0-22 题。（共 7 分） 

在诗歌里感受“不死的心灵” 

①我曾经改写过前人所作的一首《浣溪沙》小词，写为断句，说：“师弟恩情逾骨肉，书生志意托讴

吟，只应不负岁寒心。”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这种情谊，有时甚至比骨肉更亲近。因为骨肉是天生的，是血

缘关系，在个人的精神、思想上并没有一种自我的选择；而师生的情谊，则是他们理想和志意的一种传承。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师生情谊更为可贵，是“师弟恩情逾骨肉”。“书生志意托讴吟”，我们讲授古典诗歌，

我们的理想和志意都寄托在其中，也透过古人的诗歌，把他们的品格、理想，他们的志意、怀抱，他们的

情操、修养，传递给学生。 

②关于中国古典诗词，曾有人问我：现在没有人喜欢古诗，大多数人也不赞成吟诵，那么中国诗歌会

灭亡吗？我以为不会。中国古人作诗，是带着感情而写的；他们把内心的感动写出来，千百年后再读其诗

作，依然能够受到同样的感动，这就是中国诗歌的生命。所以说，中国诗歌绝对不会灭亡。只要是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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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情、有修养的人，就一定能够读出诗词中所蕴含的、真诚的、生命的感动，这种感动是生生不息的。 

③真正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价值，并不是由眼前物欲的得失所能加以衡量的。上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

义过分重视物质的结果，也已经引起了西方人的忧虑。在我看来，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用处，也就在其可

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富于联想、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如果把中国古典诗歌放在世

界文学的大背景中看，更会发现中国古典诗歌是以这种兴发感动为其特质的，所以《论语》说“诗可以

兴”，这正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宝贵传统。 

④中国古人的修养并不是向外张扬的。你看中国古代的音乐，像古琴、瑟，在大庭广众的演奏厅都并

不合适。我们中国“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都是内向的，是你自身的、正心诚意去修身的，是内在的追求。

所以中国的古典诗歌是吟诵，在夜深人静、清风明月之夜，拿一本古诗，把自己的心灵、感情、意念跟那

首诗打成一片，而且，不仅是从理性、知识上打成一片，更是从感性上打成一片。李杜诗篇也是带着吟诵

的声音作出来的，为什么用这个字不用那个字，有时候是因为意思的关系，有时候是因为声音的关系。而

当你做这种斟酌的时候，不是纯粹的理性，是你吟诵的时候结合着声音辨别出来的。那是一种很微妙的区

别，所以吟诵才重要。 

⑤我从事古典诗词的教学工作已近 70 年，不仅仅是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更是出于古典诗词中

所蕴含的对生命的感发，令我感动，召唤于我。这一份感发生命，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

慧、品格、襟抱和修养。所以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我一生历经许多苦难不幸，却一直保持乐

观、平静的态度，正是与我热爱古典诗词有很大关系。现在，一些青年人竟因为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物欲

所蒙蔽，不再能认识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提升的功用，是件极遗憾的事情。我之所以回国教书，讲授诗

词时特别重视诗歌中感发之作用，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我坚信，中国古典诗词的      和      的生命

不会中断，而中华文化的长流也一定能够      ，沾泽未来的世世代代。 

                                                 （叶嘉莹文 《人民日报》2013.08.30  有删改） 

20.读完这篇文章，请说说为什么我们能在诗歌里感受“不死的心灵”？（2 分） 

答：               

21.根据全文内容，在第⑤段横线处依次填入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2分） 

①内在精神     ②兴发感动    ③绵延不绝 

A.②①③    B. ②③①    C. ①②③     D．③①② 

22.下面是叶嘉莹回忆小时读诗的一段材料，结合文中的观点，谈谈材料中的哪些做法可应用于你的读诗实践。

（3 分） 

那时小孩学诗都遵循着同样的步骤——兴、道、讽、诵。“兴是感发，就是先让你直接懂得这个诗歌

是带着感发的力量的。道是引导，就是指导小孩子，告诉他这种感发的作用是怎么样。讽先是让你开卷

读，然后背下来，到最后就可以吟诵了。”比如读杜甫的《秋兴八首》，就应该先了解杜甫其人，知晓他的

际遇，再在吟诵中“感受诗人的生命心魂”。吟诵一定要有内心的体验和自由，这样每次吟诵才会有不同

的感受。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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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按要求写作（40分） 

23.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写一篇文章。（40 分） 

题目一：藏在微信中的爱 

题目二：与     相遇 

        静静地走进小说的世界，与小说中的人物相遇，在小说中看世间百态，感受生命的酸甜苦辣，感受人

性的美好与丑陋，社会的精彩与复杂。请以“与    相遇”为题，想象自己在一天里的所闻与所感，

写一篇故事。 

要求：1.请在答题卡上相应位置抄写题目。 

2.思想健康，情节完整曲折，有细节描写。 

3.字数在 600-800之间。 

4.以某某代替出现的校名或师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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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基础·运用（共 14分） 

1.（1）答案： D                                                                       （2 分） 

（2）答案： B                                                                      （2 分）  

2.（1）答案： A                                                                       （2 分） 

（2）答案： B                                                                       （2分） 

  （3）敦煌飞天是敦煌艺术的标志，是世界壁画史上的一绝，是人类文明的艺术宝库。       （2 分） 

（4）选择：甲   

   理由：这幅草书笔画连绵流畅，纵横洒脱，可以体现出敦煌飞天的流畅婉转、飘逸舞动、潇洒自

如的特点。          （2 分）                                                                            

3. 示例：草枯荣  难凉热血  心归敦煌                                                  （2 分） 

二、古诗文阅读（共 18分） 

（一）默写（共 5 分） 

 4.答案：山雨欲来风满楼                                                            （1分） 

5.答案：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分） 

6.答案：庭下如积水空明                                                            （1 分） 

    7.答案： 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                           （2 分 ） 

（共 5分。每空 1分，有一个错字该空不得分。） 

（二）古诗欣赏。（共 6分） 

8.答案示例： 

（1）狂形：词人装备整齐、穿着华丽，气宇轩昂，意气风发，外形装扮张扬威武。   

（2）狂举：词人率领成千上百的随从纵马驰骋，浩浩荡荡地冲过山冈，出猎场面盛大，气势恢宏。 

（3）狂态：词人开怀畅饮，胸怀开阔，胆气豪壮。 

（4）狂志：词人借典表达了想要征战疆场，奋勇杀敌，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 

                            (共 3分，意思对即可得分。) 

9.答案示例： 

（1）“亲射虎，看孙郎”词人自比孙权射猎猛虎，希望拥有高强的武艺，征战疆场。 

（2）“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用典自比魏尚，希望朝廷派使者来赦免罪责，重新被重用。 

（3） “西北望，射天狼” 引用典故表达自己御敌守边、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      

（共 3 分，意思对即可得

分。） 

（三）阅读文言文，完成下列各题（7 分） 

10.答案：C                                                                      （2 分） 

11.答案：丙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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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答案示例： 

【甲】大大小小的案件，虽然不能件件都了解的清楚，但一定要根据按照实情处理。体现了统治者取

信于民，爱民、利民的民本思想。 

【乙】统治者不能用商人的办法向人民图利益，冯谖烧掉了百姓之前的债券，为孟尝君换取了百姓的

仁义，体现了孟子以百姓为贵的仁政思想。                        （3分） 

三、名著阅读（5分） 

13．答案示例： 

        毛主席是政治战略家，提出了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思想，发动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根据地，

让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在物资极其匮乏，在敌人的围追堵截时，依然决定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保留了革命火种，最终带领中国革命由衰到盛，体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出色的军事才干。（共 5

分） 

四、现代文阅读 

（一）非连续文本阅读（共 7 分） 

14．A                                                                             （2 分） 

15.答案示例： 

       选择：冰凌纹漏窗    这款漏窗通风透光，（气息贯通）增加了景深，装点风景，还闻到瓜果的香

味，又与镇罗营山水的风景相得益彰，让农家院雅致含蓄。 

       选择：磨砂玻璃的蝙蝠图案花窗   这款磨砂玻璃的窗子可以透过光线，增加院子的亮度；另外蝙

蝠图案象征好运气与幸福，寓意农家院生意兴隆。 

                                         （共 2分。 对窗特点分析 1分，结合材料相关内容 1分。） 

16．通风透光、造景、反映民俗（装饰） 

（共 3 分） 

（ 二）记叙文阅读（共 9 分） 

    17．答案示例： 

     ①藏经洞的打开可以让我们窥探尘封多年的珍贵经卷。 

     ②渔人带太守探寻桃花源这一部作品我看看到一个时代的风气。 

     ③小小的桃胶、娇柔的桃花不仅给我们口腹之享也给与我们精神的丰盈。 

④短短的文字折射出人的才华和性情。 

⑤弘一心怀悲悯，为不伤害藤椅间的藤椅，坐前摇一摇。 

                                                            （共 3分，每点 1分） 

18．答案示例： 

        不好。“抖落”动作粗鲁，有种厌烦感。“摇晃”动作轻巧，有对虫蚁的关照。

且与“缓缓”照应。表现的是弘一大师的悲悯情怀，所以不能改。 

 （共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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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答案示例： 

 大小是相对而言的，世间本无大小差别，任何事物都精彩之至，是有真性情在其中。透过

藏经洞我们可以发现大宝藏，透过光亮的小口我们可以窥探大时代的风气，通过小的文字我们可

以了解别人的才华和性情，所以世间的万物无论大小，都需要我们细心察觉，不可轻慢。 

（解释 2分，结合全文 2分，共 4分） 

20.答案示例： 

中国古人作诗，是带着感情而写的，诗词中蕴含着生命感发，还有诗人的智慧、品格、襟

抱和修养，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富于联想、更富于高瞻远瞩的精神。 

                                                         （共 2分，每个要点 1分。） 

21.答案：A 

22.答案要点： 

①关注诗歌中的兴发感动处。 

②借助指导欣赏诗歌。 

③吟诵是感受古典诗词意蕴的好方法。 

④用内心去体验。 

⑤自由思考 

（3 分。写出两点即给满分） 

五、作文（40 分） 

23. 评分参考标准： 

    项目 

等级 
内容、表达（36 分） 说  明 

 

书写（4 分） 

一类卷 

（40-34） 

符合题意，内容具体，中心明

确；条理清楚，结构合理；语

言通顺，有 2 处以下语病。 

赋分范围：36-30 分 

以 33 分为基准分

上下浮动，然后

加 书 写 项 的 得

分。 

4 分 

书写工整，标点正确，错

别字 2 个以下，格式规

范。 

二类卷 

（33-29） 

比较符合题意，内容比较具

体，中心比较明确；条理比较

清楚，结构比较合理；语言比

较通顺，有 3-4 处语病。 

赋分范围：29-25 分 

以 27 分为基准分

上下浮动，然后

加 书 写 项 的 得

分。 

3 分 

书写工整，标点大体正

确，错别字 3-4 个，格式

规范。 

三类卷 基本符合题意，内容尚具体，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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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4） 中心基本明确；条理基本清

楚，结构基本完整；语言基本

通顺，有 5-6 处语病。 

赋分范围：24-20 分 

以 22 分为基准分

上下浮动，然后

加 书 写 项 的 得

分。 

字迹不够清楚，标点错误

较多，错别字 5-7 个，格

式大体规范。 

四类卷 

（23-0） 

不符合题意，内容空洞，中心

不明确；条理不清楚，结构不

完整；语言不通顺，有 7 处以

上语病。 

赋分范围：19-0 分 

 

以 13 分为基准分

上下浮动，然后

加 书 写 项 的 得

分。  

1-0 分 

字迹潦草，难以辨认，标

点错误很多，错别字 8个

以上，格式不规范。 

说明：1.没有将题目填写在答题纸上，从总得分中扣 2 分。 

      2.字数不足 500字，每少 50字扣 1 分，最多扣 3 分。 

3.作文中如出现所在学校的校名或师生姓名，从总得分中扣 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