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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区 2018 年初三综合练习 

语 文 试 卷 
学校 姓名 准考证号

考

生

须

知 

1．本试卷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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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试题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 

5．考试结束，将试卷、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 基础·运用（共 15 分） 

    班级开展以“人类群星闪耀时”为主题的综合实践活动，各组同学除进行专题研究外，还根据收集整理

的材料设计了一些学习任务。请你根据要求，完成 1–4 题。（共 15 分） 

1．第一组同学向大家推介“享誉海内外的大师”。下面是他们选取的三则材料，请你根据要求，完成（1）

–（5）题。（共 9 分） 

【材料一】 

2018 年早春刚至，一位国学巨匠悄然陨落。钱锺书说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心目中的大

师‛，金庸说‚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法国汉学家保罗•戴密微说他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当

代最伟大的汉学家。他就是一代通儒——饶宗颐。 

饶宗颐于 2 月 6 日凌晨去世，享年 101 岁。他出身书香世家，自学而成一代宗师，先后与钱锺书、季

羡林并称为‚南饶北钱‛和‚南饶北季‛。其茹古涵今之学，上及夏商，下至明清，经史子集，诗词歌赋，

书画金石，无一不精；其贯通中西之学，甲骨敦煌，楚汉简帛，梵文巴利，希腊楔形，   ①   （样样精

通 无一不晓）。人谓‚业精六学，才备九能，已臻化境‛。 

饶宗颐以一人之力，为世人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轮廓，并将其完美地展示给世界，然而他却一

生低调谦和。儒家所说的君子，庶几近之吧？ 

作为不世出的文化奇迹，饶宗颐是不可复制的。泰山其颓，哲人其萎。饶先生千古！ 

【材料二】 

瑞典人高本汉（1889-1978），1910 年来华后曾考察记录了几十种汉语方言，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对

中国古汉语学界特别是音韵学影响极大。此外，高本汉在古籍辨伪方面也卓有成就，他对《尚书》《诗经》《左

传》《礼记》《道德经》作了大量的注释和考证，同时根据严格校订．．过的中文本译成了英文。其学识的渊博与

坚实，在学术圈 ② （妇孺皆知 有口皆碑）。据赵元任回忆，他第一次见高本汉的时候，高本汉用纯

熟的山西腔的汉语跟他打招呼：‚我姓高，名字叫本汉，因为我本来是汉人！‛高本汉晚年曾对朋友表示，‚我

想我现在已经掌握了中国古代典籍‛，其自负也由此可见一斑。 

【材料三】 

荷兰人高罗佩（1910-1967），1934 年以一篇关于‚米芾论砚‛的论文获得东方研究硕士学位，第二年则

以关于‚远东一带流传的马头神‛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热爱中国文化，不仅能        ，还能        ，   

亦甚佳，甚至        也达到了颇深的造诣，俨然有传统士大夫的遗风。开口即‚在我们汉朝的时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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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则每称‚吾华‛如何如何，堪称最中国化的汉学家。他的妻子是清代名臣张之洞的外孙女水世芳，据她回

忆说，从他们认识起就常常听他吟诵诗词，练字不辍，而且他非常喜欢四川菜，‚他实在是个中国人‛。高罗

佩的代表作为《中国古代房内考》《琴道》《中国绘画鉴赏》，并著有小说《大唐狄公案》。 

（1）对文中加点字注音和画线字笔顺的判断，全都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校订（xiào dīnɡ） “贯”的第三笔是：

B．校订（xiào dìnɡ） “贯”的第三笔是：

C．校订（jiào dīnɡ）  “贯”的第三笔是：

D．校订（jiào dìnɡ）  “贯”的第三笔是：

（2）在【材料一】和【材料二】的①②两处，依次填入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2分） 

A．①无一不晓  ②有口皆碑     B．①无一不晓  ②妇孺皆知 

C．①样样精通  ②妇孺皆知     D．①样样精通  ②有口皆碑 

（3）【材料一】第一段有一处标点符号使用不当，请你找出来并加以修改。（1 分） 

（4）请你根据上下文推测，【材料一】第四段中的画线成语具体指什么。（2 分） 

（5）根据语境，在【材料三】的横线处依次填入句子，最恰当的一项是（2 分） 

【甲】古诗词吟咏       【乙】作文言文 

【丙】读汉文书说汉语   【丁】书法、篆刻乃至古琴 

A．【乙】【丙】【丁】【甲】       B．【丙】【乙】【甲】【丁】 

C．【丁】【甲】【乙】【丙】       D．【甲】【丁】【丙】【乙】 

2．第二组同学研究“大师与对联”。下面是他们收集的对联，请你在两个横线处任选一处．．．．，将对联补充完

整。（2 分） 

【甲】饶宗颐  上联：学      寻理趣 

   下联：心从闲处见根源 

【乙】南怀瑾  上联：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 

下联：技在手，      ，思在脑，从容过生活 

3．第三组同学研究“大师与书法”。下面是他们选取的作品及说明。根据说明，依照书法作品的顺序判断

书家正确的一项是（2 分） 

说明：民国时期有很多‚国学大师‛，他们普遍对中国学术研究深广，有的书法造诣也很高。如王

国维小楷取法钟繇、二王及颜鲁公，重视结构，章法疏密得当，笔力遒劲。章太炎尤擅篆书，笔笔有

本源，朴茂古雅。梁启超书法从学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及汉代隶书，在隶书创作方面有极高成就。

黄侃的行书笔墨瘦劲清逸，结字严谨，正而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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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章太炎 梁启超 黄侃 王国维       B．章太炎 梁启超 王国维 黄侃 

C．梁启超 章太炎 黄侃 王国维       D．梁启超 章太炎 王国维 黄侃  

4．第四组同学向大家推介欧洲文学。下面是他们制作的一张表格，请你从表格中挑选出作品名称或主要

人物姓名，写出两个，并写出对应的作家。（2 分） 

战 羊 简 世 脂 双 

与 争 克 球 小 城 

惨 夫 奥 界 弗 记 

蔑 夏 洛 士 郎 平 

悲 楚 和 爱 斯 基 

二、古诗文阅读（共 19 分） 

（一）诗词积累（共 5 分） 

5．根据下面提供的有关信息，将恰当的诗句填入空格中。（共 5 分） 

（1）                    ？                    。 

（2）    。 

（3）            ，            ，           。 

 提示：（1）谢榛《四溟诗话》点评：“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这两句诗激励和感召古往今来无数

志士仁人为正义事业英勇献身。 

（2）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评：“该句道尽陋室增光处，最为简要。” 

（3）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评：“记潭中鱼数语，动定俱妙。” 

（二）阅读《使至塞上》，完成第 6–8 题。（共 6 分） 

使至塞上 

王维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人 人 心 

然 往 

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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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校园诗词大会”设计了“文字线索题”环节。在比赛的筹备过程中，命制试题的同学颇费心思。下面

这道文字线索题设定的答案是“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该题已有三条线索，请你编写最后一条线

索，能让答题者锁定答案。（2 分） 

A．该诗人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尤长五言。 

B．世人将他与李白、杜甫并称为“天才、地才、人才”。他精通诗、书、画、音乐等，有“诗佛”之

称。苏轼评价其作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C．此诗是诗人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奉使凉州，出塞宣慰，察访军情途中所作。 

D．    

7．该诗善用比喻，请从文中选择符合这一特点的诗句，说说你的阅读体验。（2 分） 

答：  

8．《使至塞上》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被徐增和王国维誉为“独绝千古”“千古壮观”。下面是

著名翻译家许渊冲的译文，请你说说许译是否传达出了王诗“诗中有画”的特色。（2 分）

   许渊冲译：In boundless（无边无际的）desert lonely smokes rise straight;  

over endless river the sun sinks（下沉，沉没）round． 

答：  

（三）阅读【甲】【乙】两篇文章，完成第 9–12 题。（共 8 分） 

【甲】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

‚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

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

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

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

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

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

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

言 ， 无 可 进 者 。 燕 、 赵 、 韩 、 魏 闻 之 ， 皆 朝 于 齐 。 此 所 谓 战 胜 于 朝 廷 。   

（本文选自《战国策·齐策》） 

【乙】晋献公之时，东郭民有祖朝者，上书献公曰：‚草茅臣①东郭民祖朝，愿请闻国家之计。‛献公

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虑之矣，藿食者②尚何与焉？‛祖朝对曰：‚大王独不闻古之将曰桓司马者，朝．

朝其君，举而晏③，御④呼车，骖⑤亦呼车。御肘⑥其骖曰：‘子何越云为乎⑦？何为藉呼车⑧？’骖谓其御曰：

‘当呼者呼，乃吾事也；子当御正子之辔衔⑨耳。子今不正辔衔，使马卒然惊，妄轹⑩道中行人。必逢大敌，

下车拔剑，涉血履肝⑪者，固吾事也。子宁能辟⑫子之辔，下佐我乎？其祸亦及吾身，与有深忧，吾安得无

呼车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虑之矣，藿食者尚何与焉？’设使食肉者一旦失计于庙堂之上，若臣等藿

食者，宁得无肝胆涂地于中原之野与？其祸亦及臣之身。臣与有其忧深。臣安得无与国家之计乎？‛献公

召而见之，三日，与语，无复忧者。乃立以为师。 

    （本文选自《说苑·善说》） 

注：①草茅臣：在野不出仕的人。②藿食者：喻指草野之人。③举而晏：动身迟了。④御：驾驶车马的人。⑤骖：骖乘，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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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的人，负责警卫。古时乘车，尊者在左，御者在中，骖乘在右。⑥肘：用肘触人示意。⑦子何越云为乎：你为什么越权做

事呢？ ⑧何为藉呼车：为什么也跟着呼叫备车呢？⑨辔衔：御马的缰绳和嚼子。⑩轹：车轮碾轧。⑪涉血履肝：抛肝胆浴

血奋战。⑫辟：躲开，这里指扔掉。 

9．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思相同的一项是（2 分） 

A．朝．服衣冠 朝．朝其君

B．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吾妻之美．我者

C．能谤讥．于市朝 忧谗畏讥． 

D．宫妇左右莫不私．王 不宜偏私． 

10．用现代汉语翻译文中画线语句。（2 分） 

（1）王之蔽甚矣     翻译：    

（2）臣安得无与国家之计乎？    翻译：    

11．“使”在《古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如图。结合图示 

以及上下文，“使使”的意思是        （2 分） 

12．美国汉学家柯润璞撰文指出，可以用“游说”来概括《战国策》的特点，同为刘向编纂的《说苑·善

说》也具有这样的特点。请结合两则材料对此进行说明。（2 分） 

答：  

三、现代文阅读（共 21 分） 

（一）阅读下面材料，完成第 13–15 题。（共 7 分） 

【材料一】 

《巴黎文学散步地图》想必是你走在法国巴黎街头，最值得随身携带的一本书。在巴黎，不只有时尚

和浪漫，还有无数‚人类群星闪耀时‛的文学和艺术巨匠。在巴黎，看似不起眼的街道、建筑中，都可能

寻见某位巨匠生活过的痕迹。 

72 个人名、575 个地址、485 张图片，为你展现一个完整的巴黎文化之都。这本书的上册主要围绕名

人故居和文学史展开，下册是对巴黎四大墓园的详尽介绍。没有故作高深的文学术语，也没有特别繁复的

叙述，一段段短小但不失俏皮与知识性的小故事，让你一边乐着，一边就能把法国文学史读个明白。 

让我们跟着这本书，静静地走一走几百年前的街道巷弄，看一看曾经的伟人生活和死去的地方…… 

雨果——“搬家狂人” 

据称，雨果在巴黎共搬了 20 多次家。1827–1830 年，年轻的雨果定居在 6 区田园圣母街 27 号。夫妇

俩曾在此接待文艺先锋‚小圈子‛成员——布朗热、梅里美、缪塞等。田园圣母街历史上迎来了不少文化

名人：圣•伯夫（19 号）、雷诺阿（34 号）、塞尚（53 号）、罗曼•罗兰（ 76 号 ）、海明威（113 号）等等。 

《巴黎圣母院》出版后的第二年（1832 年），雨果搬到位于市中心孚日广场 6 号的一所大公寓中（如

今的巴黎雨果博物馆）。其中红厅再现了雨果家的客厅，随处可见他最心爱的女儿的痕迹。此外，博物馆

里的中国厅是雨果与女演员朱丽叶的感情见证：1833 年，雨果因剧作《卢克雷齐娅•波吉亚》认识女演员

朱丽叶，十分喜爱中国艺术品的两人将朱丽叶的房子打造成他们想象中的东方世界。 

1878 年，他和朱丽叶一起搬到了他们的最后住所——16 区的雨果大街 124 号。雨果 1881 年的生日庆

祝活动简直成了国庆盛典：多达 60 万人浩浩荡荡地从雨果家门走过，而 79 岁的雨果在窗口向人们挥手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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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巴尔扎克——绝对的工作狂 

巴尔扎克居住的最后一个地址幸运街 14 号，如今改名为巴尔扎克街 14 号。 

说到巴尔扎克，除了赫赫有名的《人间喜剧》，不得不提的还有‚巴尔扎克的咖啡‛。咖啡就是他的‚兴

奋剂‛，他一天可以喝上三十杯，甚至还说出‚我要是不在咖啡馆，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这样的最佳

咖啡广告代言词。 

巴尔扎克绝对是个工作狂。早上八点结束前夜的写作工作后，他会用一个小时洗澡，然后马上进入校

稿工作。没完没了的修改和校正常常把打字员折磨的死去活来，同一篇文章大文豪甚至可能改上十来次。

而下午的时光，除了留出四个小时休息，他都用来埋头苦写，直到第二天的早上八点，周而复始。由于他

日夜勤于笔耕，连书桌都磨得发亮。 

他既不串门，也拒绝访客，更谈不上旅行。居家的长袍是他最著名的装扮，在许多肖像画中他都是这

样的穿着。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和破坏他的写作习惯。巴尔扎克终其一生都在‚疯狂的写作‛中度过，但过

世时却债台高筑，甚至几近失明。 

【材料二】 

《北京文学地图》，让早已消逝在历史深处的老舍的太平湖、蔡元培的孔德学校，以及只剩下遗址供

人凭吊的圆明园、前门火车站，还有虽巍然屹立却也饱经沧桑的钟鼓楼、琉璃厂等，以简明扼要而不失丰

满的叙述呈现在读者面前。 

无论谁谈北京，‚永远的中轴线与消失的城垣‛‚北京水系与园林‛‚宣南与近代文人‛，这些都在预料

之中；专门设立一章‚学府梦忆‛，介绍北大、清华、师大、燕京等校园风光与历史遗存，很能体现作者

的趣味与眼光，也确实是这座文化城的最大特色。借用文学家的笔墨，还原历史氛围及生活细节，让此书

读起来一点不枯燥，甚至可以说是‚趣味盎然‛。至于兼及文史，讲述天安门的‚前世今生‛；将老舍、鲁

迅、张恨水等‚胡同里的文学故事‛，编织进城市以及城市文化的整体叙述，这都是很有意义的尝试。这

本书不仅有文明史建构或文学史叙述的价值，也让我们像波特莱尔观察巴黎、狄更斯描写伦敦那样，了解

了北京这座城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 

丹柿小院 

西耳房为老舍的书房。书房摆设简单，书桌对着东门，一转身就可以拿到嵌在墙上书橱里的书籍，书

桌是硬木镶大理石的，上有几件文物，包括一枚齐白石特意为老舍刻的印章，一只冯玉祥将军赠老舍的玉

石印泥盒，一方老舍收藏的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的砚台，上刻‚笠翁李渔书画砚‛，还有老舍生前用过的

眼镜、钢笔、烟灰缸、收音机等等。就在这间小屋子里，老舍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包括著名的话剧《茶

馆》《龙须沟》，为纪念其父而作的《神拳》，以及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等 23 部著作。其中，

《龙须沟》使他荣获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茶馆》则成为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享誉世界。 

如果说，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那么居住在丹柿小院之后的年代则无疑是他

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在二三十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能够到了五六十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

且不断取得惊人成果的，老舍绝对是最突出的一个。 

丹柿小院紧靠胡同口。附近经过拆迁，如今这一带已是大厦林立，旧貌难寻了。只有丹柿小院仍然安

静地坐落在那里，它注视着往来的车流，平和而沉默。院子里那两株树干直径已经超过了海碗的柿子树，

还在固执地诉说过去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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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三】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13．【材料一】和【材料二】中介绍了三位作家，请你说说除了居住的地点外，对每位作家介绍的侧重点

分别是什么。（3 分） 

    答：  

14．阅读【材料三】，或者从图二、图三、图四中任选一．．．图．，或者综合四张图．．．．．，仿照示例，用口语化的语

言写一段说明性文字。（2 分） 

示例：我选图一。从开封、济南到桐庐、温州，李清照一生的足迹一目了然，小伙伴们看图说话

吧，是在哪里‚误入藕花深处‛，是在哪里‚人比黄花瘦‛，又是在哪里‚怎一个愁字了得‛？ 

答：  

15．写作目的、对象不同，非连续文本中的材料各自承担的功能也不同。说说前两则材料和第三则材料在

功能上有何不同。（2 分） 

答：  

（二）阅读《白夜》，完成第 16–18 题。（共 8 分） 

白夜 

赵丽宏 

①很难想象，如果地球上消失了黑夜，将会是怎样一种景象，在光明如昼的夜晚，人们将怎样生活。

在古老的圣彼得堡，我经历了真正的白夜——深夜十二点，依然可以沐浴着灿烂的天光，漫步在波涛滚滚

的涅瓦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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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白夜，是苏联北方的自然奇观，这种奇观只出现在盛夏，持续的日子也不长。我从莫斯科飞抵列宁

格勒时，正是白夜的高潮。那天吃完晚饭回到宾馆的房间已是夜里十点，屋里没下窗帘，窗外阳光耀眼，

看天色至多是下午三点的光景。站在窗前看街对面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黄墙绿树，巍峨的教堂，

光芒四射的金顶，像一幅辉煌的油画，而教堂背后那波光粼粼的涅瓦河，是这幅油画的一道明亮的底色。

如果不是亲临其境，我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夜里十点钟的景色。 

③街对面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在俄罗斯几乎是家喻户晓。俄罗斯人熟悉它，并不是因为修道院

中那些教堂和金顶，而是因为修道院里的公墓。自十八世纪以来的大部分俄罗斯文化名人，几乎都埋葬在

这里，其中有音乐家柴可夫斯基、莫索尔斯基、鲍罗丁、格林卡，有文学家陀斯妥耶夫斯基、茹科夫斯基、

克雷洛夫、卡拉姆辛，有科学家罗蒙诺索夫。这些名字，都是使俄罗斯人引以为自豪的，他们创造的成就

使世界对俄罗斯文化刮目相看。我想，假如能在这不眠的白夜去拜访那些长眠在地下的俄罗斯文化名人，

该是何等奇特的经历。 

④走出宾馆，只见大街上车流汹涌，涅瓦河畔到处是散步的行人。穿过大街，走进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修道院，林阴道上不见人影，通向名人公墓的大门紧锁着。名人公墓的围墙外，也是一大片墓地，形状各

异的墓碑和墓穴极不规则地坐落在一大片树林中。我放轻了脚步在静悄悄的墓地里行走，惟恐我这异邦人

的脚步声惊动了安眠在这里的俄罗斯人。这片墓地里埋葬的大多是战功显赫的苏军将领。也有一些富裕的

犹太人的墓，他们的墓穴形状像一只大靴子，不知有什么含义。橘红色的光线透过树林斑斑驳驳洒落在墓

地中，仿佛从空中伸下无数柔软温暖的手，抚摸着冷冰冰的墓碑和墓穴。看手表，此刻已是深夜十一点，

心中不禁涌起一种奇妙而又神秘的感觉。如果不是白夜，那么这样的时辰应该伸手不见五指，在漆黑的深

夜穿行于一片死寂的坟墓之间，有点像惊险小说里的情节了。 

⑤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出来，天色依然极亮。俄罗斯汉学家米沙陪我到涅瓦大街散步。街道上

不用点路灯，感觉是落日西沉的黄昏时分。路上依然人流滚滚，人们都在急匆匆地赶路。也有穿着入时、

步履悠闲的少男少女，旁若无人地在路上说笑着。只是街上的所有商店都早已关门。路边偶尔摆出几个出

售冰淇淋的小摊，顷刻便使行人纷纷驻足，排起长长的队伍…… 

⑥使我产生浓厚兴趣的，是涅瓦大街那些古老的建筑。作为当年圣彼得堡的中央大道，涅瓦大街笔直

宽阔，颇有皇家气派。路两边那些雄伟的建筑，都保持着两个世纪前的模样，许多俄罗斯作家在他们的小

说中描绘过这条繁华的长街。这条街在苏联的名气，就像中国人熟悉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和上海的南京路一

样。涅瓦大街上的每幢楼房，都能叙说许多有声有色的历史故事。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曾出入过其中的许多

楼房，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也曾在石板的道路上留下无数脚印……托尔斯泰在他的《战争与和平》

中曾写到过彼得堡的白夜，写到白夜街上的景色，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白夜》，更是人所共知。

奇异的自然现象，使俄罗斯的文豪们产生奇异的想象。普希金曾告诉人们：‚在白夜，我写作无须点灯。

上帝既然如此慷慨地赐予我光明，我为什么不在这不熄的天光里驰骋我诗的想象？‛普希金故居在离涅瓦

大街不远的地方，从他的窗户中探头就能看到涅瓦大街上的桥和行人。留给世人的那些不朽诗篇中，究竟

哪一些是写于白夜的天光之下，这就难以考证了。 

⑦在白夜的天光之下，最活跃的是那些年轻的艺术家。在地铁的出入口，看到好几批街头献艺的民间

音乐家。有人拉着手风琴唱歌，有人拨弄着吉他边唱边跳。最受欢迎的是一支演奏爵士乐的小乐队，一把

小号，一支黑管，两支萨克管，极其默契地合奏出变化无穷的旋律。四位演奏者都是年轻的小伙子，看来

都训练有素，决非滥竽充数之辈。他们每奏一曲，周围的听众都报以喝彩和掌声。有了这些歌声和音乐，

涅瓦大街的白夜就不再清冷寂寞。在叶卡捷琳娜纪念碑附近的十字路口，一批业余画家正在为人们画肖像。

画家们有用炭笔画素描的，也有画油画或者粉彩画的。作画者水平参差不齐，有些人颇有功力，在短短十

数分钟内，便极为传神地绘出了坐在画架前的人物。坐下来请人画像的，大多是年轻的女郎，她们脸上保

持着微笑，耐心地坐在围观者的视线之中。有一位被画像的姑娘捧着一本书在阅读，夜间的光线足以照亮

她手中的书本。画家们都显得很自信，落到画板上的笔触小心翼翼，却毫不犹豫。他们一般都尽量设法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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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被写生的对象，画板上显现的都是漂亮的美人。也有几位专事丑化的画家，他们手持着画板在为行人画

漫画像，灵巧的画笔竭尽夸张丑化之能事。被画的人面对着自己落在画像上的那副滑稽的嘴脸，禁不住和

旁观者一起哈哈大笑…… 

⑧回到宾馆，已是深夜十二点。拉开窗帘，窗外的景色使我惊叹不已。在深蓝色的天空中，亚历山大

涅夫斯基修道院的金色圆顶闪烁着古铜色的光芒，使人感到它的遥远和神奇。这古铜色的光芒究竟是夕阳

余辉还是旭日的映照，我说不清楚。把头探出窗口，可以看到一轮又大又红的太阳正沿着辽阔的地平线缓

缓滚动。燃烧的云霞落在平静的涅瓦河中，使涅瓦河变成一条七彩斑斓的光带，流淌在太阳底下。今天，

这太阳不会消失。在白夜的高峰期间，只有白天，没有黑夜，每一天的生命旅途似乎都在延长…… 

⑨电视机里正播放着一部精彩的电影，然而我的眼皮开始沉重起来。旅途的疲惫终于使我昏昏入

睡……睡梦中醒来，表上的时针指着二点。躺在床上看窗外的天空，依然很亮，只是不见了太阳，天色显

得有些慘白。起床看窗外，涅瓦河的波涛变成了银灰色，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金顶失去了光泽，变

得沉重而黯淡。大街上空无一人，偶尔有一两辆轿车驶过，汽车引擎在寂静中发出刺耳的呼啸。感觉疲倦，

却再也无法入睡。拿出一本《阿赫玛托娃诗选》来翻阅，其中正好有一首题为《白夜》的诗，诗中表达的

视觉和生理感觉使我产生共鸣，而作者的心理状态，却属于她生活的那个特定的年代，属于她独有的感情

经历。就着窗外朦胧的天光，我在日记本上抄录了阿赫玛托娃写于八十年前的《白夜》，这是一首情诗： 

哎呀，我没有关门，/也没有点灯，/要知道我是多么疲劳，/只是不敢躺下睡觉。 

望着针叶林中那昏暗的暮色，/远方的原野渐渐显得微茫，/有一个声音使我陶醉，/这声音和你的声

音一样。 

也知道一切都已失去，/生活是一座可诅咒的地狱！/可是我充满了信心：/你一定会回到我身边！  

16．本文在末尾注明了本文创作的时间：“1991 年 6 月 21 日记于列宁格勒, 9 月 15 日写于上海四步斋”。

请你推测：        是在列宁格勒记录的，        是在上海完成的，由此给你带来的写作上的启示

是        。（3分） 

17．文中多次描绘“白夜”的景色，请简要分析作者这样写的用意是什么。（2 分） 

答：  

18．本文的意蕴丰富而深刻，请就此提出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并简述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3 分） 

答：  

（三）阅读下面文章，完成第 19–21 题。（共 6 分） 

①2018 年 5 月，‚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 30 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启动，来自美国的汉学家魏定熙教授

做了主题演讲，国内知名学者进行对话并回答读者提问，在学界和媒体引发了‚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

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②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

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

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

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③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 100 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

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所以，汉学不仅是中华

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长短处，也能

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④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

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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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负有弘扬和光

大的责任感。 

⑤而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亦即

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比如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

求大同等思想，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

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等。国人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传统，丢掉根本，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

精神分裂症。 

⑥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

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

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成国学的优美价值。如果任由国学的‚汉学化‛发展下去，国学恐将变成一种‚在中

国的汉学‛。 

⑦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们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

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

中心。 

19．请为本文拟一个能够体现作者观点的题目。（不超过 12 字）（2 分） 

答：  

20．这篇议论文的论证逻辑严密，请你就此提出一个问题，并简要说明理由。（2 分） 

答：  

21．请结合一部（一篇）文学作品，谈谈你对第⑤段画线句中某一点的理解。（2 分） 

    答：  

四、名著阅读（5 分） 

22．子曰：“君子不器。”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请你从以上三则语录

中任选一则．．．．，从读过的文学名著中任选一部．．．．，结合相关内容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超过 100 字）

五、作文（40 分） 

23．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写一篇文章。

题目一：请以“大开眼界”为题目，写一篇文章。不限文体（诗歌除外）。 

题目二：2016 年初一时我们写过“超级智能手机”、《博物馆奇妙夜》，2017 年初二时我们写过《植入

人体芯片之后》、《厉害了，我的团！》、《荣耀故事》，2018 年初三时我们写过“王希孟创作《千

里江山图》”、《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请你从以上内容选择至少两个进行组合，并发挥想象，

自拟题目，自定主题，写一个故事。 

要求：（1）请将作文题目写在答题卡上。 

（2）字数在 600～800 之间。 

（3）不要出现所在学校的校名或师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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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区 2018 年初三综合练习 

语文试卷答案及评分参考 

一、基础·运用（共 15 分） 

1．（1）D（2 分）  B（1 分） 

（2）A（2 分）  B、D（1 分） 

（3）将“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当代最伟大的汉学家”加上引号。 

（1 分） 

（4）答案示例：喻指贤者逝世。（2 分） 

（5）B（2 分） 

2．【甲】向静中 【乙】能在身（2 分） 

3． C（2 分） 

4．悲惨世界——雨果    夏洛克——莎士比亚  奥楚蔑洛夫——契诃夫   

羊脂球——莫泊桑    小弗郎士——都德    战争与和平——列夫·托尔斯泰  

双城记——狄更斯   简爱——夏洛蒂·勃郎特（共 2 分。每空 0.5 分） 

二、古诗文阅读（共 19 分） 

    （一）共 5 分 

5．答案：①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1 分） 

②惟吾德馨（1 分）

③佁然不动  俶尔远逝  往来翕忽（3 分）

（共 5 分。有错该空不得分） 

（二）共 6 分 

6．答案示例：这两句的妙处在于虚实结合、善用典故。东汉车骑将军窦宪大破北匈奴，登燕然山，

刻石勒功，记汉威德。王维借此典故，将镇守边关的节度使崔希逸比之为窦宪，有称

颂其战功之意。（2 分） 

7．答案示例：我选择“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我仿佛也像随风而去的蓬草一样出了汉家的边

塞，像振翅北飞的归雁一般进入胡天的上空，我仿佛看到了一辆车在浩瀚无际的大漠

上跋涉，感受到诗人被排挤出朝廷的激愤和抑郁之情。（2 分） 

8．答案示例：王诗充分体现了“诗中有画”的特色，从天边的落日到空中的烽烟到地下的河流，空

间阔大，层次丰富；一望无际的大漠上，纵的是烟，横的是河，圆的是落日，线条简

约，气韵生动；黄沙漫漫，残阳如血，闪着白光的河水，一缕直升的白烟，色彩丰富，

雄浑寥廓。许译的 boundless 状大漠之无边，lonely 、straight 状烽烟之孤直，endless

状河流之长，round 状落日之圆，sinks 则充满灵动之美，14 个单词完整地再现了王诗

的画意。 

（2 分。“王诗”“许译”各 1 分） 

（三）共 8 分 

9．答案： A（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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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答案：（1）大王您受蒙蔽很深啦！ 

（2）我怎能不参与国家大计呢？ 

（2 分。每句 1 分） 

11．答案：派使者（2 分。每词 1 分） 

12．答案示例：邹忌以切身经历设喻，劝说齐王广开言路，除弊纳谏；祖朝用御骖呼车的故事设喻，

让晋献公同意自己参与国家大计，两篇文章都充分体现了“游说”的特点。 

（2 分。“邹忌”“祖朝”各 1 分） 

三、现代文阅读（共 21 分） 

（一）共 7 分 

13．答案示例：雨果，侧重介绍其家庭生活和受到人们爱戴；巴尔扎克，侧重介绍其酷爱喝咖啡和

拼命写作；老舍，侧重介绍书房陈设和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3 分。“雨果”“巴尔扎克”“老舍”各 1 分） 

14．答案示例一：我选图四，点开“济南”，会跳出“665-1161 年，共有 16 位诗人曾在此地停留，

有诗 209 首”这样的信息。各地的小伙伴可以试着比比看，谁的家乡留下的诗词最

多，名篇最多？ 

答案示例二：看这四张图，你能了解唐宋时期中国哪里人才辈出，哪里留下了最多名言佳句，还

能一目了然诗人一生的足迹，并一步步“点开”沿途那些美好的诗句，跟着诗人去

旅行。 

（2 分。“内容”1 分，“意义”1 分） 

15．答案示例：前两则材料为人们提供了某一个城市文化之旅的路线，帮助人们了解当地的文学史和

名人轶事；材料三既可以用于研究和教学，也可以用这种新奇的形式引发大们对古诗

词的兴趣。 

（共 2 分。前两则和第三则的“功能”各 1 分） 

（二）共 8 分 

16．答案示例：①当天在修道院和涅瓦大街的行踪  ②具体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

③应该及时记录生活中的经历、感受和认识

（共 3 分。每空 1 分） 

17．答案示例：真实还原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令自己内心震撼的奇特景色；而这些景色又能够唤醒

自己对阅读过的文学名著的记忆，引发自己更深层次的思考。 

（2 分） 

18．答案示例：问题：第⑥段写道：“奇异的自然现象，使俄罗斯的文豪们产生奇异的想象。”“奇异

的自然现象”和“奇异的想象”有怎样的联系？ 

思考：不同地域、不同国度或不同民族的文学现象，它的特点、发生和发展与产生它的

地理环境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每位作家都有一幅由他的作品绘制成的文学地

图，其中的坐标原点，往往是他记忆最深刻的地方，也是给他写作带来无尽

素材和灵感的心灵故乡。那上面每一处不同时期的人物和地点坐标，都是解

读作家创作文本及进入其深广的内心世界不可或缺的文学密码。 

（共 3 分。“问题”1 分，“思考”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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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 6 分 

19．答案示例：莫把“汉学”当“国学”（2 分） 

20．答案示例：问题：作者对“汉学”抱有一种怎样复杂的态度？ 

    理由：作者在第②③段论述了汉学及汉学热的重要价值，但接着指出汉学在弘扬中

华文化上的局限性以及“汉学心态”的严重危害，可见作者对汉学的看法是

辩证的，论述的逻辑是严密的。 

（2 分。“问题”1 分，“理由”1分） 

21．答案示例：小说《红岩》中的许云峰，为实现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和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理想，面

对敌人高官厚禄的诱惑毫不动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这正是“富贵不

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的具体表现。（2 分） 

四、名著阅读（5 分） 

      22．评分标准：共 5 分。内容 3 分，语言 2 分。 

五、作文（40 分） 

23．评分标准：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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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丰富、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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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比较丰富、比较

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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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4) 

基本符合题意，内容尚具体，中心

基本明确；想象不够丰富、不够合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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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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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想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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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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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不足 600 字，每少 50 字扣 1 分，最多扣 3 分。 

2．作文中如出现所在学校的校名或师生姓名，从总得分中扣 4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