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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下学期语文测试卷

（考试时间 120分钟，满分 150分）

一、选择题（共 7 小题；满分 21 分）

1．下列语句中加点的词，与现代汉语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

A．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B．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C．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D．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2．在下面一段话的空缺处依次填入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

雾霾来袭之际，也是那些___的说法乘“霾”而入的时机：一来，当前社会对于雾霾的认知，本就还存在诸

多未知和模糊___；二来，身处环境焦虑中的人们，更容易产生认知___，降低对信息真实度的辨别意识。

A．混淆是非 地域 蜕化

B．似是而非 地域 退化

C．似是而非 地带 退化

D．混淆是非 地带 蜕化

3．下列加点词解释，有误的一项是（ ）

A．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方：土地方圆）

B．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 （爱：爱护）

C．犹缘．木而求鱼也 （缘：攀爬）

D．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 （绝：横渡）

4．下列诗句没有使用“借代”修辞手法的一项是（ ）

A．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B．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C．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

D．关城树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

5．下列各句中加点词语的使用，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①第二展厅的文物如同一部浓缩的史书，举重若轻．．．．地展示了先民们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顽强战争、繁衍生

息的漫长历史。

②某研究者以相同内容在不同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不仅暴露了学术界的浮躁，更让人看到了某些学术期

刊为了刊物效益的不为已甚．．．．。

③李鸿章主张大清国参与世界商品经济往来，利用双边贸易富强自己，制约别人，这样的认识在当时可谓

空谷足音。

④东站铁路枢纽是近期国家铁路部门的重点工程，如果能顺利投入使用，将会缓解春运期间列车拥挤的压

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⑤党的十九大报告直击民生痛点，向大气污染宣战，国家环保部门相继约谈一些省市，要求其认真整改，

取得了令人侧目．．．．的效果。

⑥曾经一文不名．．．．的马云，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创办了阿里巴巴，并且凭借他的毅力和才智，成为了中国

年轻一代创业者的楷模。

A．①②⑥ B．①③⑤ C．②④⑤ D．③④⑥

6．下列文化常识的表述，有误的一项是（ ）

A．孔子，儒家学派的开创者，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影响深远。

B．孟子，人称“亚圣”。他反对霸道，主张以仁政治理天下。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彰

显了“民本”意识。

C．荀子，与孟子同为战国时期儒家传人，他认为人性本恶，后天的学习可以改造人性，使之趋于完善。

D．鲁迅弃医从文，希望借助小说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他的小说集《呐喊》《彷徨》《朝花夕拾》都是为实

践这一主张的产物。

7．根据语境，下列排序最恰当的一项是（ ）

示现本是佛教用语，指的是佛菩萨应机缘而现种种化身。 。 。

如杜甫《月夜》诗：“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闺中只独看”，就是诗人运用示现修辞手法来描绘想象

中的情景。 。 。预言的示现，同追述的示现相反，是把未

来的事情说得好像摆在眼前一样。 。示现作为一种修辞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①修辞学中的示现是指把实际上不见不闻的事物，说得如闻如见的一种修辞手法

②至于悬想的示现，则是把想象中的事情说得在眼前一般，同时间的过去未来全然没有关系

③后来人们把这一词语用在修辞学中，当作一种辞格的名称

④在修辞学中，示现一般分为三类：追述的、预言的和悬想的

⑤追述的示现，是把过去的事迹说得仿佛还在眼前一样。

A．①④⑤②③ B．①③④⑤② C．③①④⑤② D．③④⑤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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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文阅读（共 3 小题；满分 36 分）

8．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满分 9分）

入宋以后城市发展空前兴盛，但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社会关系的快速变化，也带来激烈的社会竞争，导

致居民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有时影响到统治秩序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

调整政策，结合城市社会的特点，探索有别于传统荒政的救助体制。

宋代城市官方救助体制是在北宋中后期逐渐建立起来的。嘉祐二年，宋仁宗下诏，今天下设置广惠仓，用

以救助各地“在城老幼贫乏不能自存者”。这是宋廷首次颁布面向全国的城市救助政策，由此形成以广惠仓救

助城市、常平仓救助乡村的格局。此后，宋廷又陆续颁布一系列救助政策和措施。及宋徽宗即位，进一步推进

救助活动的制度化，形成了济、养、赈结合的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城市救助体系。宋室南渡后，城市官方救助的

主体由中央朝廷逐渐转向地方政府，各地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自主地开展救助活动。

与传统侧重对灾荒民众的临时性救助不同，围绕城市建立的官方救助以日常性的贫困救济和生活保障为重

点，其救助对象涉及各种城市“贫民”和“穷民”。所谓“贫民”，包括资产微薄的坊郭下等主户和没有资产的

客户等；所谓“穷民”，包括老幼孤寡、疾病残废、流浪乞丐等，需要依靠救助才能生存。前者重在对各类贫

穷群体的日常救济，以帮助他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后者是对诸如贫困士人、宗室、老人、寡妇等特定群体的

优待抚恤，以帮助他们稳定生活。方式有无偿（免费发放钱米等）、有偿（平价或减价出售粮食等生活必需品）、

收养（集中安置）、放免（减免税收和相关费用）、资助（针对特定情況的额外救助）等。

民间救助是宋代城市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随着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和市民社会意识的不断

增强而兴起的。参与城市民间救助的涉及工商业者、官僚士人、佛道人员等众多社会群体。其中，官僚士人大

多本着传統儒学所倡导的仁义思想和社会理想，将参与社会救助活动视为仁义的实践与推广。佛道人员均倡导

善和救济思想，以此作为宗教修行的一种形式。事实上，当时官方创办的各种城市救助机构，有不少是交由佛

道人员具体运作和管理的。相对而言，作为市民阶层主体的工商群体最值得关注。他们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各种

社会救助，固然与传统施恩思想和官方政策鼓励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出于社会责任和义务意识。

城市民间救助主要有街区救助和同业救助两种类型。街区救助是在一定街区范围内的救助活动，其特点是

救助对象的不确定性和救助活动的开放性。如北宋后期苏州城巨富朱冲常广施钱财以济街区贫疾之人。同业救

助是同行业经营者之间的互助，属于有组织的救助活动。南宋人刘宰所说的建康府“行院”组织，便是这方面

的典型例子。

（摘编自陈国灿《宋代城市的社会救助》）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宋徽宗时，城市救助体系较全面，但宋室南渡后，国力疲弱，此方面再难有举措。

B．对城市“穷民”的救助政策有很多种方式，但对“贫民”的救助方式却比较单一。

C．传统救助与官方救助不仅救济的主要对象不同，救助工作的侧重点也不相同。

D．官僚士人受儒家仁义思想的影响，自觉参与社会救助，是民间救助的倡导者。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开头分析宋朝采取社会救助措施的原因，并点出这种救助有别于传统荒政的救助。

B．文章在论述社会群体参与民间救助时，通过对比论证突出了佛道人员在其中的作用。

C．文章主体部分从官方救助体制和民间救助体制两方面论证了宋代城市救助的情况。

D．文中列举苏州城巨富和建康府“行院”组织的事例论述了城市民间救助有不同类型。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宋代城市发展很快，但也引发了很多问题，导致宋代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应对。

B．宋仁宗采用设置广惠仓的方式救助城市市民，但对乡村百姓的救助却没有相应措施。

C．工商群体参与救助主要是出于社会责任和义务意识，是城市救助体系中的一员。

D．宋代城市民间救助的出现与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和市民社会意识的增强密不可分。

9．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满分 15分）

请在你的时光里等我

郑传敏

妞儿第一次见若兰时只是闭着眼咧着嘴哭，哭得脸儿皱成了核桃。若兰用一根手指伸向那挥舞着的小鸡爪，

妞儿紧紧抓住，竟止住了哭声。那时若兰 47 岁，妞儿出生一小时。

妞儿满月时，小脸儿慢慢地鼓起来，撑开了核桃皮，成了粉嫩粉嫩的小人儿一个。若兰扒在摇篮边，看不

够那小模样。看不够的还有远在百里之外的三娘娘。三娘娘四个儿子，做梦都在想闺女。于是，三娘娘硬是死

缠硬磨要把妞儿抱回家。妞儿的父亲有些心动：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就够他操心的了，这第九个整日哇哇哭的

小肉团儿让他心烦。但若兰不松口，若兰不松口谁也抱不走妞儿。

照说妞儿应该感谢若兰，可妞儿连若兰的模样都不记得了。会跳绳的妞儿怎么也想不起若兰年轻时的样子，

就一边跳绳一边喊：“若兰若兰……，你年轻时啥样子……？”“就这样子啊!”妞儿仔细瞅瞅埋头梆梆梆剁猪

菜的若兰：瘦长脸，齐耳短发，灰褂子。妞儿觉得若兰好像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好像又不是。玩一会儿，不由

得又喊：“若兰若兰﹣﹣，你年轻时啥样子﹣﹣？”“就这样子啊!”妞儿 7 岁，若兰 54 岁。

可是，妞儿知道大姐年轻时的样子。30 岁的大姐领走了 10 岁的妞儿，让妞儿和自己的三个孩子一起上学。

百里外的小镇，有许多有趣事儿，妞儿和三个一挨肩的外甥外甥女沉浸其中。晚上，四个孩子一张床，妞儿比

外甥大 10 个月，不会客气。“妈﹣﹣，小姨踢我!”外甥哭叫。“姐﹣﹣，他掐我!”妞儿告状。房间里每晚都

要闹腾好久。

这样有趣而喧腾的日子过得飞快，一年一晃而过。妞儿回到家，感觉若兰有些怪：那痴痴的目光让妞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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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不自在。哥哥姐姐告诉妞儿，若兰想妞儿想得走不动路，见到与妞儿同龄的小孩就掉眼泪，还大病了一场。

妞儿很是奇怪：若兰怎么了？妞儿不是好好的吗？

妞儿上初中了。渐渐觉出了自己的吃亏，心里不平衡起来，找若兰理论：“不行!你多照顾了大姐姐 20 年。

你不能偏心，你照顾大姐姐多少年，也要照顾我多少年。你不准死咧!”这样的账时常算，若兰时常应：“好好

好!”

若兰信守承诺，一直照顾着妞儿，但却渐渐地老了，妞儿便不喜欢和若兰一起逛街了。她们一起的时候妞

儿三步两步就窜出去老远，回头耐着性子等若兰，等急了就扯着嗓子喊：“若兰，快点啊﹣﹣”若兰急急地赶

到，笑喘着分辩：“你看，我赶得上妞儿呢!”妞儿数落：“你和大姐她们一起时多有劲!临到我，连路都走不动

了，偏心!”

若兰确实偏心，偏心妞儿。姐姐们相继出嫁了，五个哥哥无视妞儿的高中生身份，照样拿妞儿当小玩意儿，

没事就逗着玩儿，比赛谁最先能把妞儿气哭。比赛的时间常常在吃饭时间，全家齐集一堂，正是比试本领的好

时机。五哥开头，四哥接下句，三哥拓展，二哥挖掘。常常是大哥还没来得及总结，妞儿就转身进了屋，眼泪

一掉，饭就不会吃了。谁让妞儿是个认真的人呢!若兰总把哥哥们骂得狗血喷头，又拿出好吃的哄妞儿。

谁让妞儿是个较真的人呢!

初二时一群女孩儿送别一位好友，难舍情谊，定下五年之约的鸿鹄盟。五年后，读大二的妞儿千里迢迢地

赶回家。得知原委，全家齐声制止，说根本不会有人记得什么“鸿鹄盟”，只有像妞儿这么幼稚的人才会当真。

妞儿不信，依约赶赴那片青山碧水旁的秀竹林。她在竹林边那个古朴的石滚上坐等了整整一天，不见一个人影。

妞儿想了一天的心事，流了许多泪，发了许多恨：“这次我回家，要有谁敢笑话我一句，我就一辈子一辈子不

再回家。”硬着头皮回到家，哥哥们竟然出奇地体贴，全然没有往日的尖酸刻薄。妞儿松下一口气。

这口气直到妞儿结婚后，才知道是若兰帮她松下的。

若兰一直是偏心的，偏心妞儿。在妞儿生下自己的女儿朵朵时，豁然明确了这点。小时候一些不甚清晰的

琐碎的细节，便温暖地浮上心头。若兰放牛时带回来的一枝山红豆，割稻回家掏出的一把野山楂……鲜红地在

眼前闪耀。这年妞儿 23 岁，若兰 70 岁。

妞儿还清晰地记得带着 5岁的朵朵去看若兰，若兰摸出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朵朵嚷着要，若兰拿出一个

小的递给朵朵：“小人儿吃小的，大人吃大的。”把大红苹果塞给妞儿，生怕朵朵来抢似的。若兰、妞儿、朵朵

去逛街，妞儿搀着若兰慢慢地走，朵朵蹦跳着在前面催：“姥姥﹣﹣，走快点﹣﹣”这年妞儿 28 岁，若兰 75

岁。

一日，妞儿从梦中哭醒，丈夫抚慰了很久，妞儿才忍住悲痛，说出一句话：“我梦见若兰不在了。”小时候

一直和若兰斤斤计较：不准老，不准死。可若兰还是越来越老了，妞儿从不敢去想没有了若兰她该怎么办。写

这篇文章时，妞儿 37 岁，若兰 84 岁。

妞儿就是我，若兰是我的母亲。

母亲!请在你的时光里等我啊!今生不离不弃。

（1）下列对本文内容和艺术特色的欣赏，最恰当的一项是

A．已是八个孩子母亲的若兰在 47岁时生下了妞儿，这个最小的女儿险些被送人，对妞儿的歉疚使得若兰

对妞儿格外娇惯，甚至常常没有原则。

B．妞儿知道大姐年轻时的样子，不知道若兰年轻时的样子，巨大的年龄差距造成了很深的代沟，使妞儿

始终没能认真思考过若兰的母爱。

C．本文采用了以小见大的方法描写妞儿，如妞儿在大二时千里迢迢赶回家乡，赶赴与好友的“鸿鹄盟”，

表现了妞儿单纯执着的性格特点。

D．本文叙述了一个亲情绵绵的故事，以外貌、语言和心理描写为主，展现了众多人物形象，给读者带来

了美好而感伤的情愫。

（2）小说为什么要一再比较妞儿与若兰的年龄？请结合原文简要分析。

（3）小说的题目“请在你的时光里等我”含义丰富，请结合本文简要分析。

10．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列各题。（满分 12分）

对悲剧的深沉纪念

王开岭

在对“悲剧”的日常感受上，除了重大轻小的不良嗜好，人们总惯于以整体印象代替个体的不幸﹣﹣以集

体的名义遮蔽最真实的生命单位。

数字仅仅描述体积，它往往巨大，但却被抽空了内涵和细节，它粗糙、笼统、简陋、轻率，缺乏细腻成分，

无疼痛感，唤不起我们最深沉的人道主义的感受。过多过久地停留在数字上，往往使我们养成一种粗鲁的记忆

方式，一种遥远的旁观者态度，一种徘徊在悲剧之外的“客人”立场，不幸仅仅被视为他者的不幸，被视为一

种隔岸的“彼在”。

如此，我们并非在关怀生命、体验悲剧，相反，是在疏离和排斥它。说到底，这是对生命的一种粗糙化、

淡漠化的打量，我们把悲剧中的生命推得远远的，踢出了自己的生活视野和情感领地。久之，对悲剧太多的轻

描淡写和迎来送往，便会麻木人的心灵，情感会变得吝啬、迟钝，太多的狭隘和不仁便繁殖起来了，生命间的

良好印象与同胞精神也会悄悄恶化。

感受悲剧最人道和理性的做法：寻找“现场感”！为不幸找到真实的个体归属，找到那“一个，又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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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载体。世界上，没有谁和谁是可以随意叠加和整合的，任何生命都唯一、绝对，其尊严、价值、命运都不可

替代。生生死死只有落实在具体的“个”身上才有意义，整体淹没个体、羊群淹没羊的做法，实际上是对生命、

对悲剧主体的粗暴和不敬，也是背叛与遗忘真善的开始。

同样，叙述灾难和悲剧，也必须降落到实体和细节上，才有丰满的血肉，才有惊心动魄的痛感和震撼，它

方不失为一个真正的悲剧，悲剧的人性和价值才不致白白流失。

记得有个地方的“犹太人遇难者纪念馆”，在设计上就注重了“个”的清晰，它拒绝用抽象数字来控诉什

么，而是费尽心机地搜录了大量个体遇难者的信息：日记、照片、证件、信件、日用品、纪念物、甚至还有声

音资料……当你对某一个名字感兴趣时（比如你可以选一个和自己容貌酷似或生日相同的人），便可启动某个

按钮，进入到这个个体的生命故事中去，与其一道重返半个世纪前或晴朗或阴霾的日子，体验那些欢笑和泪水、

安乐和恐怖、幸福和屈辱……这样一来，你便完成了一次对他人的生命访问，一次珍贵的灵魂相遇。

记住了他，也就记住了恐怖和灾难，也就记住了历史、正义和真理。与这位逝者的会晤，相信会对你今后

的每一天、你的信仰和价值观，产生某种影响。它会成为你生命中一个珍贵的密码﹣﹣灵魂密码。这座纪念馆

贡献了真正的“悲剧”。

重视“小”，重视那些不幸人群中的“个”，爱护生也爱护死，严肃对待世上的每一份痛苦，这对每个人来

说都意义重大。它教会我们一种打量生活、对待同胞、判断事物的方法和价值观，这是我们认知生命的起点，

也是一个生命对待另一个生命的最正常态度。在世界眼里，我们也是一个“个”，忽视了这个“个”，也就丧失

了对人和生命最深沉的感受。

其实，生命之间，命运之间，很近，很近。

（1）请简要概括本文的论述思路。

（2）文中写“犹太人遇难者纪念馆”有何作用？请简要分析。

三．文言文阅读（共 2 小题；满 23 分）

11．（一）文言文阅读（满分 17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各题。

史可法，字．宪之，祥符人。祖应元举于乡，官黄平知州，有惠政。语其子从质曰：“我家必昌。”从质妻尹

氏有身，梦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闻。举崇祯元年进士，授西安府推官，稍迁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

中．。

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烁烁有光。廉信，与下均劳苦。军行，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

死力。十二年夏，丁外艰去。服阙．．，起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十七年四月朔．，闻贼犯阙，誓师勤王。渡江

抵浦口，闻北都既陷，缟衣发丧。凤阳总督马士英潜与阮大铖计议，主立福王。群臣入朝，

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议战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发师北征，示天下以必

报仇之义。”王唯唯。可法祭二陵毕，上疏曰：“陛下践阼初祗谒孝陵哭泣尽哀道路感动若躬谒二陵亲见泗凤蒿

莱满目鸡犬无声当益悲愤愿慎终如始。”王嘉答之。

总兵官高杰居扬州，桀骜甚。可法开诚布公，导以君臣大义。杰大感悟，奉约束。杰帅师北征，至睢州，

为许定国所杀。部下兵大乱，屠睢旁近二百里殆尽。变闻，可法流涕顿足叹曰：“中原不可为矣。”遂如徐州。

俄报盱眙已降大清，可法一日夜奔还扬州。大清兵大至，薄城下，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参将拥可法出小

东门，遂被执。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师也。”遂杀之。可法年四十余，无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

殷，敢为儿女计乎!”可法死，逾年，家人举袍笏招魂，葬于扬州郭外之梅花岭。

（节选自《明史•史可法传》）

（1）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A．陛下践阼初/祗谒孝陵/哭泣尽哀/道路感动/若躬谒二陵/亲见泗凤蒿莱/满目鸡犬/无声当益悲愤/愿慎终如

始

B．陛下践阼初/祗谒孝陵/哭泣尽哀道路/感动若躬/谒二陵/亲见泗凤蒿莱/满目鸡犬/无声当益悲愤/愿慎终如

始

C．陛下践阼初/祗谒孝陵/哭泣尽哀/道路感动/若躬谒二陵/亲见泗凤蒿莱满目/鸡犬无声/当益悲愤/愿慎终如

始

D．陛下践阼初/祗谒孝陵/哭泣尽哀道路/感动若躬/谒二陵/亲见泗凤蒿莱满目/鸡犬无声/当益悲愤/愿慎终如

始

（2）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字是 20岁举行加冠仪式后才起的，字和名有关联，字对名有表述、阐明作用。

B．郎中，作为官职，始设于战国时期，文中与表示医生含义的“郎中”不一样。

C．服阕是指古代服丧三年后除去丧服，任官者在服丧期满后可以重新出来做官。

D．朔指阴历每月的最后一天，而十五叫“望”，每月初一叫“晦”，表示迎接新月。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史可法以身作则，深受士兵拥戴。他为人清廉守信，与部下分担劳苦；带兵作战的时候，没有私心，

严格要求自己，激发了士兵们的士气。

B．史可法才能出众，深受朝廷信任。在危急时刻，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阮大铖商量，主张拥立福王，

后来参与商议战守之事，意见得到朝廷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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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史可法胸怀大义，做事考虑大局。总兵高杰驻扎扬州时，非常桀骛不驯，史可法以君臣大义引导他，

高杰感动醒悟，接受他的指挥，并率军北伐。

D．史可法忠君爱国，坚守刚烈气节。北都危急时，他誓师北伐；听到北都已被攻破，身披白衣发丧，十

分悲痛；在清兵攻破扬州城时，以身殉国。

（4）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军行，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

译文：

②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发师北征，示天下以必报仇之义。”

译文：

12．阅读下列文字，完成下列各题。（满分 6分）

孔子作《春秋》，增加了史书中“寓褒贬，别善恶”的内涵，文字虽短，少者只有几个字，但却使史书

由史事、史文，又增添了史义。孟子评说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

矣。’”这样，就形成了史学的三要素：即史实、史文和史义。所谓史义，也就是后世所称道的寓褒贬于行

文之中的“春秋笔法”。孟子曾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司马迁在《史记》中，秉春秋笔法，又敢于直言评说。他不但敢于斥责历史上的暴君，而且敢于对当

代的帝王评议其所短。如在《留侯世家》中，写了“沛公（即刘邦）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

妇女以千数，意欲居留之”的贪财好色的恶习；借商山四皓．之口批评刘邦“轻士善骂”的不良作风。再如

在《萧相国世家》中，记述了刘邦如何猜忌功臣；在《淮阴候列传》中，用韩信之口喊出“狡．兔死，走狗

烹”，控诉了刘氏对功臣的残害。在《孝景本纪》中，在指出“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的同时，又

指责汉文帝“赏太轻、罚太重”，并反衬出景帝无能等问题。在《孝武本纪》中，说他是“内多欲而外施仁

义”，并通过《封禅．书》暗示对汉武帝迷信的讽讥。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所有这些，都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会招致灭顶之灾、杀身之祸的。他为了忠于事实，敢讲别人之不敢说，敢做别人之不敢为，表现出一位史

学家的铮铮．．铁骨和高风亮节。

（材料见黄济《国学十讲》）

（1）对材料一中加点字的注音、解词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商山四皓． 皓：hú即“鹄”，天鹅，这里指代老人

B．狡．兔死 狡：jiǎo意思是“狡猾”

C．封禅．书 禅：chán古代帝王在泰山下的梁父山祭地称作禅

D．铮铮．．铁骨 铮：zhènɡ声音响亮，形容坚贞刚强

（2）根据文意，《史记》对下列人物的分类方式，没用运用“春秋笔法”的一项是

A．陈涉写入“世家”之列 B．孔子写入“世家”之列

C．项羽写入“本纪”之列 D．刘邦写入“本纪”之列

四、古诗词默写（共 1 小题；满分 10 分）

13．补写下列名句名篇中的空缺部分。

（1）生乎吾前， 。（韩愈《师说》）

（2）位卑则足羞， 。（韩愈《师说》）

（3） ，功在不舍。（荀子《劝学》）

（4） ，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

（5）肴核既尽， 。（苏轼《赤壁赋》）

（6） ，举匏尊以相属。（苏轼《赤壁赋》）

（7） ，下自成蹊。（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论》）

（8）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则不复也。（《论语•述而》

五、材料作文（满分 60 分）

14．种子，是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

古诗云：“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

俗语曰：“种瓜的瓜，种豆得豆。”

现代诗写道：“如果你说种子/何必为还没有结出果实着急/如果你就是你/那就静静微笑沉默不语”

儿歌《种太阳》唱道：“一个送给，送给南极；一个送给，送给北冰洋；一个挂在，挂在冬天；一个挂在

晚上，挂在晚上……”

……

以上文字引发了你怎样的感受和思考呢？

请以“种子”为话题，写一篇不少于 700字的作文。立意自定，题目自拟，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