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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北京市第七中学高一（下）期中

语 文 2019.4

本试卷共 8 页，150 分。考试时长 150 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考试

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纸一并交回。

第Ⅰ卷

一、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15 分。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6题。

材料一

鲁迅先生曾说：“《红楼梦》的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

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据此创作原则观察，红楼女子们构成了一个各

美其美的真实世界。其显著特征有三——

特征一：美，是散落的，不追求集大成。红楼梦女性美是不偏不倚．．．．地散落在多数女子特别是少女少妇身上的。

每个年轻女子都拥有某种单向优势，却没有全能冠军，是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态势。

特征二：美，又是有分寸的、适度的，不追求绝伦超群。就像作者借石头之口所宣告的，他书中的女子没有

班姑蔡女．．．．之类的女性样板，而是一群“小才、微善”“或情或痴”的寻常“异样女子”，各有一份智慧，一份善

良，一份真性情，是古往今来凡身心健康之女子人人拥有的普泛的基础的美。

特征三：红楼女子的美，又是有个别性、互补性的。小才，有种种；微善，有种种；真性情，更有种种。单以

真性情而论，可谓千姿百态，呈现出中国文化人所喜爱的种种文化人格。有些女子，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

示着任情之美，而另一些女子则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中和之美。少有重合，少有雷同。

任情美的性格核心是较多地推重个性和自我。这种女子或活得洒脱（如湘云、芳官等），或心智锐敏（如黛玉、

龄官），或性格刚烈（如直面戕害．．的鸳鸯、尤三姐等），是古已有之的“不谄”“不趋”“不惕”的人文精神的

自觉承传与任意流淌。

中和美的性格核心是尊重自己、体恤他人，是对儒家“修己安人”“和而不流”等积极内涵的认同与实践。这

种女子大都活得安详（如李纨、麝月等），待人谦和（如薛宝钗、花袭人等），且品行坚韧（首推平儿，还有薛

宝钗），是古已有之的“不矜不伐．．．．”“不卑不亢”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清醒高扬。

（取材于刘敬圻《<红楼梦>的女性观与男性观》）

1．下列对材料一中加点字词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不偏不倚”中的“倚”，读音为 yǐ。

B．“班姑蔡女”中的“班姑”，指《后汉书》作者班固。

C．“戕害”中的“戕”，最后一笔是“丶”（点）。

D．“不矜不伐”中的“矜”，意为“自夸”。

2. 根据材料一，下列对红楼女子之美的表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2 分）

A．各美其美 B．美得适度

C．都兼具任情之美与中和之美 D．体现了一些古已有之的人文精神

材料二

薛宝钗是一位“冷人”。曹雪芹写宝钗的冷性格，最为精彩的是写她有一种莫名的病症，需要服食一种名为

“冷香丸”的药。

从第七回制药用药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宝钗的天性并非真冷，她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是热毒。她放不下世俗功

名，总是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让宝玉觉得她也入了国贼禄蠹之流，这正是热的表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

青云”，这分明也是热毒。但她为人处事却端庄大方，竭力掩盖自己内心深处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与迷恋，这样就

形成内热外冷的分裂，变得十分世故。“冷香丸”的意义，是解热毒的意义，也是治疗内外分裂的意义。

这种解释虽能自圆其说，但近乎苛评。我倒很欣赏胡菊人先生的另一种见解。他的立场有所不同，对宝钗有

一种理解之同情。

他说：“这药丸可非同小可，是全书大悲剧的象征。”薛宝钗是个才、德、貌三全的人物，但她毕竟是个青

春少女。她和林黛玉等少女一样，有生命激情，有爱恋向往，但她接受了一套儒家的道德规范，竭力掩盖、压抑

自己的内热，以至用“冷香丸”来化解自己的内热。在封建道德观的威慑下，她竟然把自己的生命激情视为一种

病，需要药治。林黛玉的悲剧固然是悲剧，但她毕竟把自己的情感毫无掩饰地率性表露过、宣泄过，任自己的眼

泪挥洒过、畅流过，而薛宝钗则把一切真情感深深地压在心底，然后装出一副冷清的面孔去对付那个虚假的缺乏

真情真性的世界。她是真正的封建道德的点缀品、牺牲品，她的心性表面上是被冷香丸化解掉的，实际上是被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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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道德专制理念埋葬掉的。薛宝钗的悲剧是对青春热情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自己屈服于外部社会规范

而牺牲自身心性的结果。这种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更深刻的悲剧，所以胡菊人先生称之为“大悲剧”。

以往的评“红”者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太过强调薛宝钗是封建关系的维护者，而忽视了她是封建规范、封

建理念的牺牲者。而胡菊人先生则站在同情者的立场上，发现宝钗是一个不得不用冷香丸来冰冻青春热情，又不

得不带着“冷人”面具去面对邪恶社会的人。 （取材于刘再复《红楼人三十种解读》）

3.材料二中，胡菊人先生认为薛宝钗是大悲剧人物，下列不属于．．．理由的一项（2分）

A．内热外冷的分裂，使其世故 B．把生命激情视为疾病

C．只能用假面对付虚假的世界 D．不曾像黛玉那样率性

4. 根据材料二，下列与“冷香丸”有关的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2 分）

A．曹雪芹创造出以“冷香丸”治疗宝钗的“热毒”，是一种精彩的写法

B．“冷香丸”所解“热毒”，“病症”之一是追求功名，之二是为人端庄

C．有人认为，“冷香丸”有治疗内热外冷分裂性格的意义，对宝钗有益

D．有人认为，“冷香丸”是压制生命活力扭曲真实心性的，对宝钗有害

材料三

薛宝钗多年来蒙冤最甚的便是说她“奸”。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还有人以此相责，说宝钗“孜孜以求的是

‘甜如蜜’的小人之交。她常常给人送东西，有时是有一定同情心的善行。但我们应看到，她的动机是复杂的。

首先是求得美名，目的是邀时誉，笼络人心”。其实这说法有可商榷之处。

比如，说她破坏宝黛爱情，觊觎宝二奶奶的位置，甚至还为此耍了阴谋——移祸黛玉。我承认，宝钗是有缺

点的。但读者如果不存先入之见，实事求是地分析此事的前因后果，则不难发现，指斥其“奸”过于严苛。那日

正值芒种，宝钗与凤、纨、迎、探、惜等在园中玩耍，因独不见黛玉，故去潇湘馆找她。由于忽见宝玉进去怕自

己也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她便抽身回来。这恰好证明她心地纯正，不存妒忌之念。接着见一玉

色蝴蝶，十分有趣，遂追扑起来，又证明她当时并无醋意与不快。这时听见亭内红玉与坠儿说话，宝钗认为“奸

淫狗盗”，固然反映了她的封建正统观念，实不足取，但她装着追寻黛玉，却是彼时彼境合乎实情之言。人们情

急之下做出的反应往往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事有关。宝钗当时就是为找黛玉而来，因此，说寻黛玉实在是最正常不

过的。毕竟，处境窘急，脱口而出，情有可原。

比如，在金钏自杀的问题上，宝钗说她“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确实是无情

到了冷酷的程度。但说她将自己两套新衣拿来给金钏装裹，是为了对照贬损黛玉，实在有失偏颇。因为黛玉“素

日是个有心的”之类的话是王夫人所说，且宝钗历来心胸宽大，从不计较琐事，连庭院花木、房间布置、衣服首

饰等都不大讲究，所以在姨妈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这一情境之下，她主动提出此议是十分自然的。她在宽慰王夫

人时说的一席话，除了表现其惊人的无情外，确实有讨好巴结之嫌，但也仅仅是嫌疑而已。因为人们为了安慰亲

人、朋友，有时会说一些减轻其责任的话，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她心中真实的判断，只能说有讨好之嫌。断言其

“奸”，并无铁证。

曹雪芹正是这样以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使宝钗形象复杂化，从而增加了对人物释读与

评价的多种可能性，拓宽了审美的艺术空间。

（取材于周思源《探秘集》）

5. 根据材料三，下列证明宝钗不“奸”的理由中，与文意不符．．的一项是（2分）

A．去潇湘馆寻黛玉，因见宝玉进去怕有不便，便没有前往，可见她不存妒忌

B．担心红玉与坠儿怀疑自己，便假装是在追黛玉，这是情急之下的正常反应

C．提出拿自己的新衣给金钏装裹，是为了给王夫人减压，不是为了贬损黛玉

D．认为金钏死不足惜，是特定情境下的话语，目的是安慰人，而不是讨好人

6. 对薛宝钗这一人物形象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请综合以上三则材料，概括说明造成对宝钗的评价众说纷纭的

原因。（5 分）

二、课内文言文（7-11，共 15 分，每题 3 分）

7．下列语句中没有．．通假字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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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共其乏困 B．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C．沛公奉卮酒为寿 D．云销雨霁，彩彻区明

8．下列语句中加点词语在文中的意义，在现代汉语里已不再使用．．．．．的一项是（ ）

A．行李．．之往来 B．为之奈何．．

C．秋毫．．不犯有所近 D．项伯许诺．．

9．下列语句中加点词意义和用法不同．．的一项是（ ）

A． 晋军．函陵 B．臣具以表闻．

C． 且臣少仕．伪朝 D．目．吴会于云间

10．下列语句中加点词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句是（ ）

A．臣以．供养无主 谨拜表以．闻

B．吾得兄事之． 何厌之．有

C．谁为大王为此计者． 所以遣将守关者．

D．君安与．项伯有故 秦时与．臣游

11．下面句子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

明天早晨不可不早些亲自来向项王道歉

B．且君尝为晋军赐矣

况且您曾经得到过晋君的恩赐啊

C．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

现在事情危急，所以幸亏他来告诉我

D．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

依靠别人的力量却损害他，不仁义

三、古代诗词背诵与默写。（10 分）

12．① ，依依墟里烟。（陶渊明《归园田居》）

②大漠风尘日色昏， 。（王昌龄《从军行》）

③熊咆龙吟殷岩泉，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④ ，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

⑤星垂平野阔， 。（杜甫《旅夜书怀》）

⑥ ，此时无声胜有声。 （白居易《琵琶行》）

⑦羽扇纶巾，谈笑间，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⑧元嘉草草，封狼居胥，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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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不绝如缕。（苏轼《前赤壁赋》）

⑩落霞与孤鹜齐飞， 。（王勃《滕王阁序》）

四、微写作（10 分）

13． “笔底小人物，社会大主题”。优秀作家往往将目光投注到社会底层或边缘的人物身上，通过描述这些小人

物的平凡生活，体现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请从《呐喊》《边城》《红楼梦》中选择一个小人物加以解说。

要求：符合人物特征，条理清晰，150-200 字。

第Ⅱ卷

五、文言文阅读。（15 分）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14-17 题。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

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

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

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

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

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

谀。”

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 三人行，则必有我师。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14.下列加点字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其闻．道也亦先乎吾 闻：懂得

B.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道：风尚

C. 不耻相师． 师：老师

D. 作《师说》以贻．之 贻：赠送

15. 下列语句中加点词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句是（ ）（3分）

A．其．可怪也欤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

B．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圣人之所以．．为圣

C．而耻学于．师 学于．余

D．惑而．不从师 吾从而．师之

16. 下面对文本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第一段所提出的无论贵贱长幼，有道者皆可为师的择师标准，打破了门第观念，很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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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作者认为那些童子之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只是“小学”而已。

C．第二段作者接连用了三个对比，层层深入，从不同侧面批判当时士大夫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

D．作者对于士大夫看不起“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反而还比不上他们，给予了强烈的责备和讽刺。

17.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的职责已远远超出了“传道授业解惑”的范畴。

请你先以“师者，所以……者”句式加以概括，然后进一步阐发论述。（6分）

六、古代诗歌阅读与鉴赏。（11 分）

阅读下面古诗，完成 18-19 题。（11 分）

江村 杜甫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注】此诗写于安史之乱后诗人暂时定居成都草堂之时。

18.下面对这首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4分）

A. 首句描写清澈的江水曲折地绕村而流，以此来点染环境的清幽。

B. “梁上燕”是就村而写，“水中鸥”是就江而写，正与诗题照应。

C. 妻画棋局，儿作钓钩，虽以琐事入诗，却能使人感觉乐在其中。

D. 有人提供禄米便更无他求，反映了诗人衣食无忧下内心的得意。

19.有人说，“事事幽”三字提掣全篇旨意，“幽”是全篇的诗眼。从全诗来看，“幽”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请

结合诗句作简要赏析。（7分）

七、文学作品阅读与鉴赏。（24 分）

阅读下面作品，完成 20-23 题。

想 北 平

老舍

①设若让我写一本小说，以北平作背景，我不至于害怕，因为我可以捡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所不知道的。

让我单摆浮搁的讲一套北平，我没办法。北平的地方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我知道的真觉太少了，虽然我生在那

里，一直到廿七岁才离开。以名胜说，我没到过陶然亭，这多可笑！以此类推，我所知道的那点只是“我的北

平”，而我的北平大概等于牛的一毛。

②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想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作一件讨

她老人家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独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

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接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

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

相黏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

一块，每一细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③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啊！我不是诗人！

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是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最初

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与

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④伦敦、巴黎、罗马与堪司坦丁堡，曾被称为欧洲的四大“历史的都城”。我知道一些伦敦的情形；巴黎与

罗马只是到过而已；堪司坦丁堡根本没有去过。就伦敦、巴黎、罗马来说，巴黎更近似北平——虽然“近似”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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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要拉扯得很远——不过，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的感到寂苦。巴黎，据我看，还太热

闹。自然，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旷；不像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使我能摸着——那

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的

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是的，北平也有热闹的地方，但是它和太极拳

相似，动中有静。巴黎有许多地方使人疲乏，所以咖啡与酒是必要的，以便刺激；在北平，有温和的香片茶就够

了。

⑤虽说巴黎的布置比伦敦、罗马匀调得多了，可是比上北平来还差点事儿。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

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

远。这种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经验中——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

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气；不在有许多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每一个城楼，

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况且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

⑥好学的，爱古物的，人们自然喜欢北平，因为这里书多古物多。我不好学，也没钱买古物。对于物质上，

我却喜爱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花草是种费钱的玩艺，可是此地的“草花儿”很便宜，而且家家有院子，可以

花不多的钱而种一院子花，即使算不了什么，可是到底可爱呀。墙上的牵牛，墙根的靠山竹与草茉莉，是多么省

钱省事而也足可招来蝴蝶呀！至于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黄瓜、菠菜等等，大多数是直接由城外担来而送

到家门口的。雨后，韭菜叶上还往往带着雨时溅起的泥点。青菜摊子上的红红绿绿几乎有诗似的美丽。果子有不

少是从西山与北山来的，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枣、柿子，进了城还带着一层白霜儿呀！哼，美国的橘子

包着纸；遇到北平的带霜儿的玉李，还不愧杀！

⑦是的，北平是个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产生的花，菜，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从它里面说，没有

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采菊东篱下，在这里，确是可以悠然见

南山的；大概把“南”字变个“西”或“北”，也没有多少了不得的吧。像我这样的一个贫寒的人，或者只有在

北平能享受一点清福了。

⑧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

20.下列内容不正确．．．的一项是（ ）（4分）

A.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著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剧本

《茶馆》《龙须沟》等。

B. 老舍的作品市民气息浓郁，北京味足，有幽默感，本文也不例外。

C. 文章以“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收笔，照应开头，使文章结构更加严谨，把想北平的情感推向了高潮，

戛然而止，耐人寻味。

D. 本文既表现了作者对北平的感情之深，也表达了对母亲的深切怀念。

21.赏析第②段中画波浪线句子的含义及作用。（5 分）

22.统观全文，概括作者所说的“我的北平”具有哪些特点。（8 分）

23. 老舍的语言向来极富特色，请结合第⑥段划横线语句谈谈他的语言特色及效果。（7分）

第Ⅲ卷

八、文章写作。（50 分）

24．今年祖国将迎来 70 华诞，风风雨雨一路走来，从艰难探索到再创辉煌，我们每一个人都与国同梦、与国同进。

请以“与国同梦”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观点明确，论据恰当充实，论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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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试题答案

一、（15 分）

1 B（2分）2 C（2 分）3 A（2 分）4 B（2分） 5 D（2分）

6．（5分）

要点一：从创作原则看，《红楼梦》是要塑造“真的人物”，人物形象不再单一、单薄。要点二：从读者角度看，

读者选取的立场及对人物的评价是否先入为主，都会影响对宝钗的评价。要点三：从写作手法看，《红楼梦》运

用了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使宝钗形象复杂化。

二（15 分）7 C（3 分） 8 A（3 分） 9 B （3分）10 D （3 分）11 B （3 分）

三（10 分） 12 略

四（10 分）13 略

五（15 分）

14 C（3 分） 15 C （3 分） 16 B（3 分） (作者并没否认“童子之师”是老师)

17 （6 分） 略 判分标准：补句 2 分，阐述 4分

六（11 分）

18 D（4 分）（尾联表面有庆幸意，其实是经历离乱之后暂得安居下的自我安慰，而不是“衣食无忧中内心的得

意”）19.（7 分）清澈的江水环抱着村庄缓缓流淌，这是环境的幽静（1 分）：梁上燕子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

江中自鸥相亲相爱远近嬉戏，这是景物的幽美（1 分）：妻子画纸为棋局，儿子敲针作钓钩，这是人事的幽趣（1

分）。恬静、和谐的江村生活凸显了颠沛流离之后的安宁祥和（2分），尾联文字则又透露出作者有难言的心事与

愁苦（2 分）。

七（24 分）

20 D（4 分）

21（5分）比喻，把对北平的爱比喻成对母亲的爱，形象生动地写出了作者对北平真挚的热爱。

22（8分）城市格局安适（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有所依靠，给人以安适）；动中有静；城市环境宜居（人为之中

显出自然）；食物供应充足新鲜/物产丰富（花多菜多果子多）

23（7分）儿化音、幽默等。如幽默：美国包着纸的橘子遇到北平带霜的玉李，还不愧杀！将美国包着纸的橘子与

北平带霜的玉李进行对比，俏皮幽默中显现出对北平物产的衷爱，透射出老舍对北平平民生活的眷恋，也有一种

民族的自豪感在里面。

八 （50 分）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