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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北京一零一中高一（上）期中 

语    文 

2023 年 10 月 31 日 

本试卷共 8页，120分。考试时间 120分钟。请考生将试题答案填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3 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5题。 

为什么杜甫是诗圣 

杜甫之所以成为中国的“诗圣”，原因很多，解释起来，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我个人认

为，杜甫作为伟大的诗人具有三个特质，这三大特质也是使杜甫被后代尊为诗圣的重要因素。 

杜甫的第一个特质是，纯粹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他是整个中国诗歌发展、流变过程之中最重要的诗人。

站在杜甫的时代往前看，杜甫汇集了以前一切诗人的精华．．，他成了超越以前的一切诗人的最高峰；站在杜

甫的时代往后看，杜甫以后的诗人极少不受他影响，不把杜甫当成导师，所以杜甫也是启导后代一切诗人

的最高峰。杜甫这种【甲】的独特性，使他成为中国诗史上地位最高的诗人。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地位无

人能及。 

盛唐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这种集大成在诗人身上的具体表现是：在这个集大成的时代，出现了集大

成的诗人，他的整体作品就是集大成的最好例子，而杜甫正是这样一位诗人。杜甫在集大成这一工作上的

成就是：形式上，把前人已有相当成绩的古体发挥到极致，把前人刚刚试验完成的律体加以大力开拓；内

容上，把前人的题材和表现技巧加以灵活运用，从而【乙】，呈现出新的面目。这种在诗歌史上的重要性

是独一无二的，这也就成为杜甫在中国诗坛占据独特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杜甫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诗史上发挥承先启后的作用，主要归功于他对艺术的完美具有锲．而不舍的追求

精神。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杜甫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第二种特质，即他不断成长、不断变化的艺术创

造力。 

杜甫的一生正处于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关键时期。这样的历史时代，使他的一生颠沛流离，尝尽种种

痛苦。从个人生活来说，这实在是大不幸的事情。然而，这种大不幸却成为杜甫艺术生命的大幸。因为，

每当杜甫的生活经历了大变化，面临新的状况，作为艺术家的杜甫即能感受到这种生命的新局面，随而加

以沉思，并且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结果就是，随着生活经历的不断变化，杜甫的诗歌内容以及随之而

来的诗歌技巧也就配合着变化。因此，就整体来说，其作品的内容就显得极其丰富，诗歌的技巧也随之而

变化多端。杜甫这种随时代成长而显现出来的作品的多面性，在中国诗史上可以说无人可及，因此，他的

伟大成就也就无人可以超越了。 

除了在艺术上具有锲而不舍的追求完美的精神以外，他对新的生活经验的感受力也是非常人所能及

的。他永远是一个面对生活的人，他永远以开放的心胸去迎接每一个全新的生活经验，因此，他的诗歌题

材才能随着他的生活经验的转变而不断地扩大。从这方面来说，杜甫又是一个最具有广博心胸的诗人。这

样的心胸使他能够接纳一切、同情一切，而这也就是杜甫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第三特质。这种特质表现得

最明显的是他对人的关怀与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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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天将大旱的景象，令杜甫忧心如焚，因为——“农事都已休，兵戈况

骚屑。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农民无法耕种，又要负担军队的开支，后果难以预料。还好，晚上下

了一场雨，“谷根小苏息”，可惜雨并不大，“沴气终不灭”。杜甫不由得感叹：“何由见宁岁，解我忧

思结？”杜甫极为关注现实政治民生，常常为之寝食难安、忧虑重重。这种关心，让他不得不写诗，而且，

这种诗常常一写就很动人。对杜甫来讲，现实政治民生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构成他

感情波动的核心要素。这样的诗人，在中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他年轻时立志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

淳”，无非是希望天下太平，世间永远没有苦难。他对现实政治民生的关怀，也不过是这种善良愿望的热

切表现。杜甫的诗充满“民胞物与．．．．”“济世爱民”之心，在儒学全面复兴的宋代，大家一致地称赞杜甫，

从此以后，杜甫成为中国诗人的最高典范．．。 

（取材于吕正惠同名文章） 

1. 阅读材料，根据上下文的内容，为【甲】处选择恰当的成语（1 分） 

A.  薪火相传    

B.  承前启后   

2. 阅读材料，根据上下文的内容，为【乙】处选择恰当的成语（1 分） 

  A. 推陈出新    

B. 吐故纳新 

3. 下列对材料中加点词语的解说与运用，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精华：指（事物）最重要、最好的部分，此处可替换成“菁华”。 

B. 锲而不舍：“锲”的意思是“镂刻、雕刻”，读音为“qiè”。 

C. 民胞物与：意思是民为同胞，物为同类，泛指爱人和一切物类。 

D.  

4. 阅读材料，下列

典范：指可作为学习、仿效标准的人或事物，此处可替换成“模范”。

不属于．．．杜甫被后代尊为“诗圣”的原因的一项是（3 分） 

A. 杜甫是整个中国诗歌发展、流变过程之中最重要的诗人。 

B. 杜甫身处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时期，颠沛流离，尝尽痛苦。 

C. 杜甫具有不断成长、变化以至追求完美的艺术创造力。 

D. 杜甫对现实政治有热切的关怀，对百姓疾苦有深切的同情。 

5. 阅读《春望》，结合作品谈谈你对文中划线句子的理解。（5 分） 

春望
【1】 

杜甫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注释：【1】此诗作于肃宗至德二载（757 年）三月。前一年六月，安史叛军攻进长安，“大索三日，民

间财资尽掠之”，又纵火焚城，繁华壮丽的京都变成废墟。前一年八月，杜甫将妻子安置在鄜州羌村，于

https://so.gushiwen.cn/authorv_515ea88d185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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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赴灵武途中被俘，押送到沦陷后的长安，至此已逾半载。 

二、本大题共 6小题，共 19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11题。 

游南岳
【1】记 

[清]罗泽南 

戊戌秋，余偕陈子乔、林固庵二人之衡山。舆行两日抵其麓。阴雨骤注，咫尺晦．昧，兴几．尽。诘朝
【2】，

云暂开，祝融峰忽现天际，旋露而旋灭。 

强之行，山径崎岖，舁者
【3】无所用其力，各蹑其屦以．上。午憩半山亭。亭以下清澈，其上云深不可

测。饮毕，经三十六湾，羊肠屈曲，尤奇险可畏。瀑布奔流怒号于万仞下，一失足，人莫援以手。秋日自

上蒸之，云五色夺目。所历之境，恍惚不可为状。俄而一岫现，以为凌绝顶也。奋登之，则闻钟声、磬声、

鸡犬声、行歌互答声唱和天半，仰之不见其处。从容攀跻，抵上封寺，宿焉。 

云至，寺忽划然而断，峰巅挺现云中，如螺，如髻，如大海孤岛，绝无依傍。风动云舞，山岳俱摇，

令人眩悸不能自持。夜半，风大作，殿上铁瓦欲飞。晓起视之，云尽为．风散矣。乃攀危．石凌绝顶。近瞩荆、

襄，远览宇宙，一目万里，洞然无蔽。 

吾窃因之而有感焉。卑而．近者，其境易窥；高而远者，其妙难见。天地之蕴奥，每多有所秘藏而不可

以骤．知。使．因偶有所得而遂快然自足，亦将无以极．宇宙之大观，尽显乎造物之奇。故安于蒙昧而不进者，

自弃也；得其半而即欲自止者，画．也。殚其力之所能为，以求其境之可至。至于疑似眩乱，天或．未有以启

之，又终有所不能达也，尽乎人复得乎天，而后此心庶乎无憾矣！此余之所以有感于斯也。 

余闻衡岳之上多幽洞异岩，为昔贤所曾游者。余将遍访而详览之，以悉得其概。盖观其大，又欲有以

尽其细也。二子其．亦有此志乎？ 

（有删改） 

注释：【1】南岳：即衡山。下文中的“祝融峰”为衡山最高峰。【2】诘朝：次日清晨。【3】舁者：轿

夫。 

6. 下列加点词的意思相同的一组是（3 分） 

A. 咫尺晦．昧                             戊申晦．（《登泰山记》） 

B. 兴几．尽                               磴几．不可登（《登泰山记》） 

C. 得其半而即欲自止者，画．也             曲中收拨当心画．（《琵琶行》）                              

D. 天或．未有以启之                       或．曰，此东海也（《登泰山记》） 

7. 下列语句中，加点词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乃攀危．石凌绝顶                       危：高 

B. 每多有所秘藏而不可以骤．知             骤：快速  

C. 使．因偶有所得而遂快然自足             使：致使   

D. 亦将无以极．宇宙之大观                 极：穷尽 

8. 下列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3 分） 

A. 各蹑其屦以．上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登泰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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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云尽为．风散矣                因为．长句（《琵琶行》） 

C. 卑而．近者                    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核舟记》） 

D. 二子其．亦有此志乎            其．级七千有余（《登泰山记》） 

9. 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 分） 

A. 一失足，人莫援以手 

   一旦不慎跌倒，没有人施以援手  

B. 所历之境，恍惚不可为状 

   所经历的境况，让人恍惚，无法用语言形容 

C. 一目万里，洞然无蔽 

一眼望去可达万里之远，清清楚楚没有遮挡 

D. 为昔贤所曾游者 

   是从前贤者曾经游览过的地方 

10. 下列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 分） 

A. 作者初至南岳，因遭遇大雨而游兴殆尽，后来历经艰险，奋力前行，终于登临绝顶。 

B. 作者一行在上封寺看到云随风翻转、山摇摆晃动的景象，不由心惊目眩，兴奋不已。 

C. 作者认为应竭力追求所能达到的境界，不应安于蒙昧、不思进取，也不能半途而废。 

D. 本文前面用生动的语言写景记事，后面借记游之事阐发道理，前后呼应，相得益彰。 

11. 文章最后一段“二子其亦有此志乎”一句中，“志”指的是什么？请简要概括。（4 分） 

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25分。 

阅读下面这两首诗，完成 12－14题。 

上李邕
【1】 

李白 

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
【2】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朱凤行 

杜甫 

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 

侧身长顾求其群，翅垂口噤心甚劳。 

下愍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 

愿分竹实
【3】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 

注释：【1】李邕，唐代书法家，曾任渝州刺史。李白游渝州时谒见李邕，因不拘俗礼，放言高论，

使李邕不悦，对李白颇为怠慢。李白临别即赠《上李邕》，以抒心志。【2】宣父：即孔子，唐太宗贞观

年间诏尊孔子为宣父。【3】竹实：传说中凤凰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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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下列对诗句的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世人”两句意为世人见我没什么特别之处，听到我大言不惭都冷笑。 

B．“宣父”两句意为孔子尚觉后生可畏，您李邕不可轻视我年少。 

C．“君不”两句写朱凤立于高高的衡山巅，因为冻饿而嗷嗷哀号。 

D．“下愍”两句写朱凤怜悯百鸟身处罗网，尤其同情最小的黄雀。 

13．下列对两首诗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大鹏”两句虚实结合，融情于景，营造了一种阔大苍凉的氛围。 

B．“假令”两句极尽夸张，充分体现了李白诗歌的豪迈奔放的风格。 

C．“侧身”两句运用细节描写刻画朱凤形象，生动具体，有感染力。 

D．“愿分”两句用鸱枭怒号来衬托朱凤的精神，使其形象更加鲜明。 

14．同样写鸟，李白与杜甫分别借“大鹏”“凤鸟”表现出怎样的思想情感？请结合诗句简要分析。（5

分） 

15．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14 分） 

（1）“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句诗描写的情境与《静女》中“静女其姝，        ①         ”有异曲同工

之妙。 

（2）《涉江采芙蓉》用平实的语言写出了游子与思妇的深情：“②         ？所思在远道。” 

（3）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用瑰丽的色彩描绘神仙世界：“③         ，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

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④         ，仙之人兮列如麻。” 

（4）夔州向来以猿多著称，峡口更以风大闻名，峡中不断传来“高猿长啸”之声，大有“空谷传响，哀

转久绝”的意味。杜甫《登高》中“⑤         ，⑥         ”两句就描写了这个画面。 

（5）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出了音乐的留白之美：“⑦         ，此时无声胜有声。”他还用环境描写侧面

烘托了音乐效果：“东船西舫悄无言，⑧         。” 

（6）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借描写和赞美周瑜及其功业，引出自己壮志难酬的感慨的诗句是：

“遥想公瑾当年，⑨         ，雄姿英发。” 

（7）李清照在《声声慢》中用七组叠词写出了自己的孤寂和痛苦：“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⑩         。” 

（8）《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辛弃疾回顾历史，表达对当权者轻敌冒进的担忧：“元嘉草草，封狼

居胥，⑪         。” 

（9）姚鼐在《登泰山记》中描绘日出非常精彩：“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⑫         ，山也。极

天云一线异色，⑬         。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

日或否，⑭         ，而皆若偻。” 

 

四、本大题共 4小题，共 13分。 

阅读下面散文，完成 16－19题。 

怀念老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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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 

近些天常常想起老陆来。想起往日往事的那些难忘的片断，还有他那张始终是温和与宁静的脸，一如

江南水乡。 

我和老陆一南一北很少往来，偶然在京因会议相见，大家聚在一处，老陆身坐其中，话不多，但有了

他便多一份亲切。他是那种人——多年不见也不会感到半点陌生和隔膜。他不声不响坐在那里，看着丛维

熙逞强好胜地教导我，或是张贤亮吹嘘他的西部影城如何举世无双，从不插话，只是面含微笑地旁听。我

喜欢他这种无言的笑，温和、宽厚、理解，他总是欣赏着这些个性大相径庭的朋友们——甚至是享受着。 

这不能被简单地解释为“与世无争”。凡是读过他的《围墙》《美食家》，都会感受到他的绵里藏针。

我想这既源自他的天性，也来自他的小说观。他属于那种艺术性的作家，他把小说当做一种文本的和文字

的艺术。高晓声和汪曾祺都是这样。他们非常讲究技巧，但不是技术的，而是艺术的和审美的。 

一次去苏州拜访他，他陪我游赏拙政、网师诸园。他说，苏州园林的最高妙之处，不是玲珑剔透，极

尽精美，而是曲曲折折，没有穷尽。每条曲径与回廊都不会走到头，有时你以为走到了头，但那里准有一

扇小门或小窗，推开望去，又是一番风景。说到此处，他目光一闪说：“就像短篇小说，一层包着一层。” 

记得那天傍晚，老陆在得月楼设宴招待我。入席时我心中暗想，今儿要领略一下这位美食家的真本领

了。席间每一道菜都是精品，却看不出美食家有何超人的讲究。饭菜用罢，上来一道汤，看上去并非琼汁

玉液，入口却是清爽鲜美，顿时把这顿美席提升到一个至高境界。大家连连呼好，老陆微笑着说：“一桌

好餐关键是最后的汤。汤不好，把前边的菜味全遮了；汤好，余味无穷。”然后目光又是一闪，瞅着我说，

“就像小说的结尾。” 

于是我更明白老陆的小说缘何那般精致、透彻、含蓄和隽永。他不但善于从生活中获得写作的灵感，

还长于从各种意味深长的事物里找到小说艺术的玄机。 

  然而生活中的老陆并不精明，甚至有点“迂”。我听到过一个关于他“迂”到极致的笑话。那是

八十年代中期，老陆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第一次接待外宾就出了笑话。那天，他用车亲自把外宾接到家

来。但楼门口地界窄，车子靠边，只能由一边下人。老陆坐在外边，应当先下车。但老陆出于礼貌，让客

人先下车，客人在里边出不来，老陆却执意谦让，最后这位国际友人只好说声“对不起”，然后伸着长腿

跨过老陆跳下车。后来见到老陆，我向他核实这则文坛轶闻的真伪，老陆摆摆手，什么也不说，只是笑。 

说起这摆手，我永远会记着另一件事。1991 年冬天，我在上海开画展，租了一辆卡车，运满满一车画

框由天津出发，凌晨途经苏州时，司机打盹，车子一头扎进道边的水沟里，许多画框玻璃粉粉碎。身在苏

州的老陆听到消息，亲自关照用拖车把我的车拉到车厂修理，还把镜框的玻璃全部配齐，使画展得以顺利

开幕。不久在北京遇到他，当面谢他。他也是伸出那瘦瘦的手摆了摆，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他的义气，他的友情，他的真切，都在这摆摆手之间了。这一摆手，把人间的客套全都挥去，只留下

一片真心真意。由此我深刻地感受到他的气质：宁静、平和、清淡与透彻，还有韵味。 

  老陆去世那些天，我提笔作画，不觉间一连画了三四幅水墨的江南水乡。妻子看了，说你这几幅

江南水乡意境很特别，静得出奇，却很灵动，似乎有一种绵绵的情味。 

我怀念老陆了。 

注释：【1】老陆：当代著名作家陆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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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不正确．．．的两项．．是（4 分） 

A．老陆为人与世无争，但他创作的一些小说却笔尖里带着锋芒，可谓“绵里藏针”。  

B．老陆的小说写作技巧高超，讲究文字和文本的艺术性，作品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C．作者写丛维熙逞强好胜，张贤亮自我吹嘘，意在表达对他们的不满和对老陆的喜爱。 

D．老陆去世了，他的生命已与江南水乡融为一体，因此作者一想起他就想起江南水乡。 

E．文章紧扣老陆的个性特点从为文和为人两个角度精选材料布局谋篇，形散而神聚。 

17．从文中看，老陆从各种意味深长的事物中找到了小说艺术的哪些“玄机”？（2 分） 

18．作者在文中写老陆的“迂”，用意何在？（2 分） 

19．文章结尾写作者画画，妻子评画，有什么作用？请联系全文简要分析。（5 分） 

五、本大题共 1小题，共 50分。 

20. 作文（50 分） 

在《怀念老陆》中，冯骥才多次写到老陆的“笑”，表现了老陆鲜明的性格特点。大笑、浅笑、憨笑、

坏笑、苦笑、假笑……笑中蕴情感，笑中见性格。 

请以“笑”为题，写一篇记叙文，不少于 7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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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 

1.B   2.A   3.D   4.B 

5.杜甫看到安史之乱后国都陷落，草木疯长的残败景象（1 分），不由为政治现实和百姓流离失所、亲人分

离、音讯不通（1 分）而拒忧。他忧心忡忡，看到花开而落泪，听到鸟鸣而心惊，头发也白了、疏了（1

分〉。他把这种关心写入了诗中（1 分），诗歌情景交融，极为动人（1 分）. （共 5 分） 

二、 

6.B   7.C   8.C   9.A   10.B 

11.逐一（全部）（1 分）观览南岳上的曲洞异岩（1 分），既要从整体上（1 分）观看，又要了解它们的细微

之处（1 分）。（共 4 分） 

12.B13.A 

14.大鹏是自由和理想的象征，作者写其有风无风，都能实现不俗的理想和价值（1分），表现出诗人李白此

时豪情满怀、直冲青云之志向（1 分）。体现了作者年轻自信，对待那些轻视自己的人直言回敬，不畏流俗

的豪迈之情（1 分）。凤鸟是祥瑞之鸟，作者借写朱凤对众鸟的同情怜悯（1 分），表达了自己对底层百姓苦

难生活的关怀（1 分）；及对欺压百姓的恶势力的憎恨和批判（1 分）。（共 5 分，写出 5 点即可得满分） 

15.①俟我于城隅②采之欲遗谁③青冥浩荡不见底④虎鼓瑟兮鸾回车⑤风急天高猿啸哀⑥渚清沙白鸟飞回⑦

别有幽愁暗恨生⑧唯见江心秋月白⑨小乔初嫁了⑩凄凄惨惨戚戚⑪贏得仓皇北顾⑫稍见云中白若樗蒲数十

立者⑬须臾成五采⑭绛皓驳色 

四、 

16.CD 

17.（1）小说要讲究情节曲折，意蕴丰厚（1 分），结尾余味无穷（1 分）。 

18（2）写出了老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恪守谦让之礼，不知变通的特点（I分），还表现了老陆为人的真诚质

朴，凸显了他的可爱（1 分）。 

19.老陆去世，作者提笔画江南水乡，而妻子评江南水乡“静”与“灵动”有绵绵的情味” “道出了老陆的

性情，表现出他如江南水乡般（1 分）宁静、平和（1 分），对艺术的讲究与对人的真诚（1 分）。结尾再写

江南水乡与开头忆如江南水乡的老陆相照应，使文章结构浑然一体 

（1 分）。结尾绵绵的情味抒发了作者对老陆深切的怀念，点明了题旨，极富感染力，余味无穷（1 分）°

（共 5 分） 

五、 

20.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