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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文

本试卷共 8 页，23 小题，满分 150 分，考试用时 150 分钟。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用 0.5 毫米的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考场号

和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用 2B 铅笔将试卷类型填涂在答题卡相应位置上。

2.作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选项的答案信息点涂

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它答案。答案不能答在试卷上。

3.非选择题必须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作答，答案必须写在答题卡各题目指定区域内相

应位置上；如需改动，先划掉原来的答案，然后再写上新的答案；不准使用铅笔和涂改液。

不按以上要求作答无效。

4.考生必须保持答题卡的整洁。考试结束后，将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 I(本题共 5 小题，19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 题。

材料一：

语言的形式之所以能是美的，因为它有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回环的美。这些美都是音

乐所具备的，所以语言的形式美也可以说是语言的音乐美。在音乐理论中。有所谓音乐的语

言：在语言形式美的理论中。也应该有所谓语言的音乐。音乐和语言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音

乐和语言都是靠声音来表现的.声音和谐了就美，不和谐就不美。整齐、抑扬、回环。都是

为了达到和谐的美。在这一点上。语言和音乐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语言形式的美不限于诗的语言：散文里同样可以有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和回环的美。从

前有人说。诗是从声律最优美的散文中洗炼出来的；也有人意识到.具有语言形式美的散文

却又正是从诗脱胎出来的。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讨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没有意义的；只是要

是语言，就可能有语言形式美存在，而诗不过是语言形式美的集中表现罢了。

在音乐上。两个乐句构成一个乐段。最整齐匀称的乐段是由长短相等的两个乐句配合而

成的，当乐段成为平行结构的时候，两个乐句的旋律基本上相同，祇是以不同的终止来结束。

这样就形成了整齐的美。同样的道理应用在语言上，就形成了语言的对偶和排比。对偶是平

行的、长短相等的两句话：排比则是平行的、但是长短不相等的两句话.或者是两句以上的、

平行的、长短相等的或不相等的话。

远在第二世纪，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就以善用排比的语句为人们所称道。直到现在，

语言的排比仍然被认为是修辞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排比作为修辞手段虽然是人类所共

有的，对偶作为修辞手段却是汉语的特点所决定的。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现代汉语虽然

双音词颇多，但是这些双音词大多数都是以古代单音词作为词素的.各个词素仍旧有它的独

立性。这样就很适宜于构成音节数量相等的对偶。对偶在文艺中的具体表现就是骈体文和诗

歌中的偶句。

骈偶的来源很古。《易·乾卦·文言》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左传》说：“武夫

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这种例子可以举得很多。六朝的骈体文并不是突然产生的，

也不是由谁规定的.而是历代文人的艺术经验的积累。秦汉以后，文章逐渐向骈俪的方向发

展，例如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说：“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水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

又说：“节同时异.物是人非。”这是正向着骈体文过渡的一个证据。从骈散兼行到全部骈俪，

就变成了正式的骈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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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偶既然是艺术经验的积累.为什么骈体文又受韩愈等人排斥呢?骈体文自从变成一种

文体以后，就成为一种僵化的形式.缺乏灵活性.从而损害了语言的自然。骈体文的致命伤还

在于缺乏内容，言之无物。作者祇知道堆砌陈词滥调，立论时既没有精辟的见解.抒情时也

没有真实的感情。韩愈所反对的也只是这些，而不是对偶和排比。他在《答李翊书》里说：

“惟陈言之务去。”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里说：“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

他并没有反对语言中的整齐的美。没有人比他更善于用排比了：他能从错综中求整齐，从变

化中求匀称。他在《原道》里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

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又说是：“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

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这样错综变化，就能使文气更畅。尽管是这样，他也还不

肯放弃对偶这一个重要的修辞手段。试看他在《送李愿归盘谷序》所写的“坐茂树以终日，

濯清泉以自洁”和在《进学解》中所写的“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无一不是

文质彬彬、情采兼备。

总之，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整齐而不雷同，匀称而不呆板，语言中的对偶和排比，的确可

以构成形式的美。在对偶这个修辞手段上，汉语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这一艺术经验是值

得我们继承的。

(摘编自王力《略论语言形式美》)
材料二：

诗歌离不开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之可贵，在于它能高度地进行艺术概括，揭露自然和社

会生活中的内在矛盾，突出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中的矛盾，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从中国文

学发展史角度看，这只有发展到律诗中的对偶形式，才把这种形象思维的艺术手法发展到极

致。因为律诗讲究对偶，就硬性规定了一个格式。对偶要求成对使用的两个文句字数相等.
结构、词性大体相同，意思相关。这种对称的语言方式。形成表达形式上的整齐和谐和内容

上的相互映衬，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对偶要求作者揭露矛盾，运用起来是辩证的，有助于

辩证思维的形成。

律诗对仗形式之所以在我国唐代兴盛起来，除了我国文学发展的特殊规律作用外，还有

以认识论、方法论为基础的古代哲学在文学上的继承发展问题。中国古代哲学有着丰富的辩

证法思想.从《周易》中的乾坤、阴阳、尊卑演进到后来的天人、形神、有无、本末等无数

对立的范畴。构成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对整个思想领域包括文学领域的影响都是很大的。而

且有丰富辩证法思想的佛教和道教学说，恰巧随着唐代统治者的先后提倡，使唐代诗人从思

想上受到影响，从哲学与文学的结合来看，这是一大进步。当时很多有名的诗人，不是道家

的崇奉者，就是佛教的信徒，杜甫号称儒家也和佛教禅宗有关系。这些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

充分的思想渊源。

(摘编自张银线《论律诗对偶形式与古诗哲理表达》)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语言美和音乐美都具有整齐、抑扬、回环的特点，因为它们都要追求在声音表现上的和谐。

B.从声律最优美的散文中洗炼出来的诗，是语言形式美的集中表现，比散文有着更高的艺术

价值。

C.以对偶为主要修辞手段的骈体文，从骈散兼行发展到全部骈俪，是历代文人艺术经验的积

累

D.律诗规定了必须采用对偶，对偶要求在写作中揭露矛盾，这样有利于作者辩证思维的形成。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3 分)
A.由两个长短相等、结构平行、旋律上基本相同的乐句构成的乐段，具有音乐上的整齐之美。

B.对偶要求形式上整齐匀称而内容上必须有所差异，这形成了它既有形式美又有辩证性的艺

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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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排比修辞是人类所共有的，对偶修辞却是汉语独有的，因为汉语中的单音词素具有独立性。

D.哲学与文学的结合，让有丰富辩证法思想的佛教和道教学说在唐代先后出现，促进了唐诗

的发展。

3.根据材料内容，下列分析不正确的是(3 分)
A.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以对偶句式从侧面烘托表现

月光的洁白明亮，整个意境浑然天成。

B.王勃《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描绘出一幅情景交融的图画，

既有对偶的形式美，内容上又呈现了色彩美、动态美。

C.韩愈《师说》“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采用对偶的修辞，表现时人耻于相师的心态，

体现作者的辩证思维，形式上具有整齐美。

D.陆游《书愤》“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两句以对偶形式写诗人回忆夜雪战船、

秋风铁马的过去，形式整齐，气概豪迈。

4.材料一和材料二都谈到“对偶”这一语言形式，但侧重点各有不同，请简要概括。(4 分)
5.杜甫《石壕吏》中的“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采用了对偶这一修辞手法，具有独特的

艺术效果。请结合材料加以分析。(6 分)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 题。

半日的游程

郁达夫

去年有一天秋晴的午后，我因为天气实在好不过，所以就搁下了当时正在赶着写的一篇

短篇的笔，从湖上坐汽车驰上了江干。在儿时习熟的海月桥、花牌楼等处闲走了一阵，看看

青天，看看江岸，觉得一个人有点寂寞起来了，索性就朝西的直上，一口气便走到了二十几

年前曾在那里度过半年学生生活的之江大学的山中。二十年的时间的印迹，居然处处都显示

了面形：从前的一片荒山，几条泥路，与夫乱石幽溪，草房藩溷，现在都看不见了。尤其要

使人感觉到我老何堪的，是在山道两旁的那一排青青的不凋冬树；当时只同豆苗似的几根小

小的树秧，现在竟长成了可以遮蔽风雨.可以掩障烈日的长林。不消说，山腰的平处，这里

那里，一所所的轻巧而经济的住宅.也添造了许多；象在画里似的附近山川的大致，虽仍依

旧，但校址的周围，变化却竟簇生了不少。第一，从前在大礼堂前的那一丝空地，本来是下

临绝谷的半边山道，现在却已将面前的深谷填平，变成了一大球场。大礼堂西北的略高之处，

本来是有几枝被朔风摧折得弯腰屈背的老树孤立在那里的，现在却建筑起了三层的图书文库

了。二十年的岁月!三千六百日的两倍的七千二百的日子!以这一短短的时节，来比起天地的

悠长来，原不过是象白驹的过隙，①但是时间的威力，究竟是绝对的暴君，曾日月之几何，

我这一个本在这些荒山野径里驰骋过的毛头小子，现在也竟垂垂老了。

一路上走着看着，又微微地叹着.自山的脚下，走上中腰，我竟费去了三十来分钟的时

刻。半山里是一排教员的住宅.我的此来，原因为在湖上在江干孤独得怕了。想来找一位既

是同乡，又是同学，而自美国回来之后就在这母校里服务的胡君，和他来谈谈过去，赏赏清

秋，并且也可以由他这里来探到一点故乡的消息的。

两个人本来是上下年纪的小学校的同学.虽然在这二十几年中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或当

暑假，或在异乡，偶尔遇着的时候，却也有一段不能自已的柔情，油然会生起在各个的胸中。

我的这一回的突然的袭击。原也不过是想使他惊骇一下，用以加增加增亲热的效力的企图；

升堂一见，他果然是被我骇倒了。

“哦!真难得!你是几时上杭州来的?”他惊笑着问我。

“来了已经多日了，我因为想静静儿的写一点东西，所以朋友们都还没有去看过。今天

实在天气太好了，在家里坐不住，因而一口气就跑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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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极!好极!我也正在打算出去走走，就同你一道上溪口去吃茶去吧，沿钱塘江到溪口

去的一路的风景，实在是不错!”
沿溪入谷，在风和日暖，山近天高的田塍道上，二人慢慢地走着，谈着，走到九溪十八

涧的口上的时候，太阳已经斜到了去山不过丈来高的地位了。在溪房的石条上坐落，等茶庄

里的老翁去起茶煮水的中间，向青翠还象初春似的四山一看。我的心坎里不知怎么,竟充满

了一股说不出的飒爽的清气。两人在路上，说话原已经说得很多了，所以一到茶庄，都不想

再说下去，只瞪目坐着，在看四周的山和脚下的水，忽而嘘朔朔朔的一声，在半天里。②晴

空中一只飞鹰，象霹雳似的叫过了，两山的回音，更缭绕地震动了许多时。我们两人头也不

仰起来，只竖起耳朵，在静听着这鹰声的响过。回响过后，两人不期而遇的将视线凑集了拢

来，更同时破颜发了一脸微笑，也同时不谋而合的叫了出来说：

“真静啊!”
“真静啊!”
等老翁将一壶茶搬来，也在我们边上的石条上坐下，和我们攀谈了几句之后，我才开始

问他说：“久住在这样寂静的山中，山前山后，一个人也没有得看见，你们倒也不觉得怕的

么?”
“怕啥东西?我们又没有龙连(钱),强盗绑匪，难道肯到孤老院里来讨饭吃的么?并且春三

二月，外国清明，这里的游客，一天也有好几千。冷清的，就只不过这几个月。”

我们一面喝着清茶.一面只在贪味着这阴森得同太古似的山中的寂静.不知不觉，竟把摆

在桌上的四碟糕点都吃完了，老翁看了我们的食欲的旺盛，就又推荐着他们自造的西湖藕粉

和桂花糖说：“我们的出品，非但在本省口碑载道，就是外省，也常有信来邮购的，两位先

生冲一碗尝尝看如何?”
大约是山中的清气，和十几里路的步行的结果吧。那一碗看起来似鼻涕，吃起来似泥沙

的藕粉，竟使我们嚼出了一种意外的鲜味。等那壶龙井芽茶.冲得已无茶味.而我身边带着的

一封绞盘牌也只剩了两枝的时节，觉得今天是行得特别快的那轮秋日，早就在西面的峰旁躲

去了。谷里虽掩下了一天阴影，而对面东首的山头，还映得金黄浅碧，似乎是山灵在预备去

赴夜宴而铺陈着浓装的样子。我昂起了头，正在赏玩着这一幅以青天为背景的夕照的秋山，

忽所见耳旁的老翁以富有抑扬的杭州土音计算着账说：

③“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
我真觉得这一串话是有诗意极了，就回头来叫了一声说：“老先生!你是在对课呢?还是

在做诗?”他倒惊了起来，张圆了两眼呆视着问我：

“先生你说啥话语?”
“我说，你不是在对课么?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你不是对上了‘一茶四碟，二粉五

千文’了么?”
说到了这里，他才摇动着胡子，哈哈的大笑了起来，我们也一道笑了。付账起身，向右

走上了去理安寺的那条石砌小路，我们俩在山嘴将转弯的时候，三人的呵呵呵呵的大笑的余

音，④似乎还在那寂静的山腰，寂静的溪口，作不绝如缕的回响。

(选自《郁达夫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年版)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文章开头部分交代了“我”出游的时间和出游的缘由，至于出游的目的地，“我”全凭兴

之所至，并未做周全的计划。

B.“我”去拜访小学同学，并未提前知会他，两人虽见面不多，但彼此间情谊深厚，“我”

的意外到访让他惊喜万分。

C.步行山路到达茶庄之后，“我们”感觉疲惫不堪，加上路上已经说了很多话，此时相对无

言，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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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我询问老翁是“对课”还是“作诗”,是在与老翁开玩笑，因为“我”清楚老翁其实不大

可能懂得格律。

7.对文中画线句子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句子①用“暴君”来形容“时间的威力”,写出了岁月不待人的残酷，“究竟”更加强了语

气。

B.句子②用飞鹰的叫声衬托山间的寂静，不但让人感到“身历其境”,更感到“心历其境”。

C.句子③中“我”从老翁的算账声这一生活细节里捕捉到了诗意，更显出“我”的文人雅趣。

D.句子④中“似乎”构成了双重语义，“大笑的余音”此刻既回荡在山间，也回荡在“我”

的心里。

8.本文结构精巧，“我”的心境随着游程的行进而变化。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4 分)
9.课文《故都的秋》用雅致隽永的语言，精选意象写出了秋“清、静、悲凉”的意境美。本

文与《故都的秋》一样，带有传统文人的审美情趣，请结合文本简要赏析。(6 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4 题。

材料一：

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

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客去，孟尝君已使使存．问，献遗其亲戚。孟尝君曾

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士以此多归

孟尝君。

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

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节选自《史记·孟尝君列传》)
材料二：

齐王封田婴于薛，号日靖郭君。靖郭君言于齐王曰：“五官之计，不可不日听而数览也。”

王从之。已而厌之，悉以委靖郭君。靖郭君由是得专齐之权。靖郭君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

之子曰文。文通傥饶智略，说靖郭君以散财养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宾客，宾客争誉其．美，

皆请靖郭君以文为嗣。靖郭君卒，文嗣为薛公，号曰孟尝君。孟尝君之名重天下。臣光曰：

君子之养士，以为民也。《易》曰：“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

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是以君子丰禄以富之，

隆爵以尊之。今孟尝君之养士也，不恤智愚，不择臧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

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
(节选自《资治通鉴·周纪二》)
材料三：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

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

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节选自王安石《读<孟尝君传>》)
10.材料一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

每涂对一处给 1 分，涂黑超过三处不给分。(3 分)
孟尝君 A 曾待客 B 夜食 C 有一人蔽 D火光 E 客 F 怒 G 以饭 H 不等

11.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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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存，此处意为“问候、探望”,与《短歌行》中“越陌度阡，枉用相存”的“存”字意义

不同。

B.“太史公曰”引出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与《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左

传》中的“君子曰”、《汉书》中的“赞曰”用法相同。

C.其，在本处是代词，与《五代史伶官传序》中“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的“其”

意义和用法不同。

D.南面，古代以面朝南为尊位，君主临朝南面而坐，因此古人把称王称帝叫做“南面”,此
处也是这个意义。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孟尝君善待宾客，甚至将礼物送到宾客亲戚的住处，并且能平等对待宾客，不少宾客慕名

而来，情愿归服孟尝君。

B.孟尝君受到宾客的赞誉，最终继承父亲的爵位，后来又凭借宾客的力量得以从秦国逃脱，

可见养士对孟尝君意义重大。

C.司马光引用《易》当中的内容，论述君子养士应该为国为民的观点，他认为贤能之士，可

以匡正风俗，能够高瞻远瞩。

D.王安石认为孟尝君可以凭借齐国的力量和真正的人才制服秦国，他却让鸡鸣狗恣者滥竽充

数，导致真正的人才无法为齐国效力。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是以君子丰禄以富之，隆爵以尊之。(4 分)
(2)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4 分)
14.三则材料对孟尝君养士的看法有所不同，请简要说明。(3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两首宋诗，完成 15—16 题。(9 分)

寒夜

宋·杜来

寒夜客来茶当酒，

竹炉汤沸火初红。

寻常一样窗前月，

才有梅花便不同。

约客

宋·赵师秀

黄梅时节家家雨，

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

闲敲棋子落灯花。

15.下面对这两首诗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寒夜》第一句，文字简洁平淡，但情意融融。表明“客”是一位与主人有共同的

语言和雅兴、情谊很深的常客。

B.《寒夜》三四句构思巧妙，写主客在窗前月下相谈投机，有了梅花的加入，顿觉这

见惯了的月色和平常不一样了。

C.《约客》一二句以“雨”“池塘”“蛙声”描绘梅雨季热闹的夏夜，透露出诗人等

候友人来访的期待、兴奋之情。

D.《约客》刻画声响饶有趣味：首句写雨声，次句写蛙声，末句写棋声。种种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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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融相衬，形成动人的意境。

16.两首诗写的都是寻常之事，抒发的是寻常之情，却都写得含蓄蕴藉。诗人是如何做到这

一点的?请结合两首诗的后两句简要分析。(6 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 小题，6 分)
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 分)
(1)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与成语“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意思相当的句子是 , .
(2)苏轼《赤壁赋》中“_ ”一句，盛赞曹操文韬武略的英雄气概；“_ ”一句，则直

抒胸臆，悲叹人生短暂易逝。

(3)杜鹃，是我国古诗词中最常见的意象，因其啼声悲哀，往往传达一种凄凉或思念之情。

如“ , ”。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 I(本题共 3 小题，10 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 18~19 题。

当前，“数字化+文旅”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以数字化加持.打造一批集休闲、娱乐、

观光等于一体的数字文旅品牌，A ,如以网络直播、视频输出、网络文学、特色鲜明的网

络音乐、吸引眼球的话题讨论、亮点突出的 H5 页面等丰富宣传形式.以独具创意实用美观的

文创产品、融合当地特色的文化活动等方式强化地域文化 IP 输出.逐步建立现代化大营销宣

传体系。以数字化治理。形成景区大保护发展格局，数字化不是简单地使用先进科技，B ,
文旅资源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在开发的过程中保护，应着力推进景区治理现代化、文旅

资源保护科学化。为此，①我们要乘数字化的东风，深刻理解数字化的内涵。②从数字化视

角出发增进文旅资源的运营与管理、开发与保护的力度，③利用现代科技建立景区大数据平

台，④掌握和控制景区人数在可承载范围内，⑤借助数字化技术对不同群体开展调查，⑥开

展文旅数据的存储、采集、分析工作，⑦综合运用智慧云眼等高清设备对景区重点文物进行

全面监控，⑧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及时处理，⑨对发现的不文明行为尽快制止，提升景区治理

水平。

18.请在文中画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

每处不超过 15 个字。(4 分)
19.文中划波浪线处有三处表述不当，请指出其序号并做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逻辑

严密，不得改变原意。(6 分)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2 小题，1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0~22 题。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荒芜了一个冬春的塞北大地，第一个传递生命信息的使者就是那

些微不足道的青青小草。你看它们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悄悄地，钻出尘封许久的泥土，吐

出淡黄青绿的嫩芽，散出芬芳清新的草香，在经受几场风吹雨打和沙尘洗礼后不屈不挠，茁

壮成长。一点点，一片片。一层层，汇集成碧绿的海洋，微风吹过，这．荡漾。这．与河流、山

川、土地、森林、草原、阳光、空气融为一体，形成生命的载体，人间天堂。它给人类提供

可再生的给养，铸就人类绿色友好可持续发展的希望。青草的芬芳是儿时的一盅醉人的甘醇，

它经久不息地滋润着我的心田。时至今日.难以忘怀，忘不了家乡房前屋后田埂地畔草场林

间那满眼的绿色，伴随着我们几代人的健康成长。无论是嫩绿新鲜的小草，还是枯黄褪色的

干草，它不仅能够将锦绣河山装点得分外妖娆，还能用纯洁、丰富的营养精气，让食草的奶

牛挤出乳香四溢的奶汁，滋补我们强健的体魄。凡此种种，举不胜举……今天的人们。嗅着

芬芳馥郁的青草香味，咋能不联想到珍惜美丽如画的自然环境，热爱祖国的大好的秀美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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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明天幸福美满的生活呢?
20.句式的灵活使用可让文字表达更灵动优美。试从句式的角度对文中画横线的句子进行赏

析。(4 分)
21,分析文中加点的两个“这”字，说说二者表意上的不同作用。(3 分)
22.妙用标点有助于充分地表情达意。语段中画波浪线的语句内没有任何标点，却有很好的

表达效果，请简要赏析。(3 分)

四、写作(60 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本试卷的三则文言文阅读材料对孟尝君养士一事有不同的说法，现实生活中也经常出现

类似情况。这启示我们，面对海量信息，应努力提高媒介素养，争取更好地适应信息时代的

生活。

请结合以上材料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

息；不少于 8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