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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北京东城高二（下）期末 

语    文 

2023.7 

本试卷共 8页，120 分。考试时长 120 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考

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4 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5 题。 

材料一 

在《红楼梦》描述的各种服装色彩中，红色是被提及数量最多的，大约有三十多处。红色的名目繁

多，包括大红、桃红、水红、银红、海棠红、石榴红，以及杨妃色等。明确地提到“绿”“青”这两个字

的地方有十几处。绿色有水绿、葱绿、柳绿、闪珠绿、翡翠、松花绿等；“青”有红青、佛青、石青等。 

除了红、绿、青色以外，还有一些其他颜色，如玫瑰紫、蜜青混合色、葱黄、白、藕色秋香色、玉

色、月桂白、松花色、宝蓝、鹅黄、紫色等。如此丰富而绚丽的颜色在书中大量出现，从侧面反映了我国

当时的染色及印花工艺水平的高超。《红楼梦》的服装色彩描写，是对明清社会服饰色彩流行的记载，也

展现出传统服饰风格中色彩融洽并和谐统一的特点。如第三十五回借莺儿打络子说出一番色彩搭配的妙

语：“莺儿道：‘大红的须是黑络子才好看或是石青的才压得住颜色。'宝玉道：‘松花色配什么?'莺儿

道：‘松花配桃红。'宝玉笑道：‘这才娇艳。再要雅淡之中带些娇艳。’莺儿道：‘葱绿柳黄是我最爱

的'”。这样的例子在书中举不胜举。《红楼梦》中对于色彩的描写和应用，对现代拓宽服饰色彩范围、

丰富服饰内涵，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深谙色彩搭配之道的曹雪芹，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思路，而是有着他独到的眼光。国人讲究为人处世

要谦逊内敛，不可张扬，许多人从小就有穿衣不可过于跳脱鲜艳的观念，而曹雪芹在书中为我们展示了许

多十分大胆的色彩搭配。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在传统观念里为人诟病的“红配绿”——红色与绿色为互补

色，二者之间极具反差，人们多不接受这样强烈的色彩刺激。但在书中，红与绿却显示了无比和谐的统

一。作者敏锐细腻、准确地把握住“红”与“绿”对比色系，并用其作为贯穿于全书的始终的色彩基调。

绿色与红色呼应后，倒是怡红快绿，自有一番风味。可见色彩的搭配不应拘泥，应有让人耳目一新、眼前

一亮的视觉效果。 

（取材于赵林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红楼梦》塑造了众多鲜活生动的形象，曹雪芹巧妙运用了色彩本身所富含的情感表达，通过描写人

物服饰色彩，暗示其性格特征，丰富人物形象。以贾宝玉为例，大红色几乎是贾宝玉一生的生命底色，单

从服饰上来看，有“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银红撒花半旧大袄”等，可见其对大红色的偏爱。即使

到了结尾一百二十回写到的贾宝玉最终在雪地里光头赤脚，与一僧一道绝尘而去这样凄冷的景象，他身上

披的也是一袭艳丽的大红猩猩毡氅。贾宝玉穿大红色的服饰，十分契合他富贵公子雍容华贵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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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色寓意着火焰、太阳，象征着自由奔放，而这也是关于贾宝玉反抗精神的隐喻。他跳脱于世俗之外，

不为封建礼法所束缚，这样“出格”的举动，只有醒目的大红色最为适合。 

这样的色彩与人物的性格形象的联系，在其他人物身上也多有体现。大家所熟知的林黛玉初进贾府时

王熙风的“首秀”——头戴金丝珠髻、赤金项圈，身穿大红洋缎裉袄，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加上豆绿宫

绦与粉色的玉佩，当真是彩绣辉煌，恍若神仙妃子。诚然，从“一身色彩不宜过多”的现代搭配原则来

看，凤姐这一身色彩杂乱繁琐，难逃太过花哨之嫌。然而正是这样艳丽富贵的色彩，最能体现王熙凤那泼

辣张扬的人物特点。 

《红楼梦》作为小说，书中的服饰描写完全服务于人物。除此之外，书中还提及了许多如“茄

色”“玉色”等抽象的色彩，但读者却不难联想到色彩大概的模样，原因便在于其大部分色彩都在自然中

有迹可循。在书中，曹雪芹借贾母之口介绍了一种十分轻薄的罗布，唤做“软烟罗”,书中写软烟罗的四

种颜色，分别是“雨过天青”“秋香色”“松绿色”“银红色”，这一段写下来，即使没见过这软烟罗，

也要觉得美了。为何呢？且看那“雨过天青”的命名，湿润的江南水乡，天上刚刚下完雨，天还阴着，却

又升起了朦胧的霞光，于是雨烟与碧色的云交织，清灵透亮。这样的颜色，是大自然的馈赠，所以显得格

外脱俗。当色彩来源于自然，色彩便有了生命。 

《红楼梦》的色彩文化离不开自然美的加持，它们不仅包含了自然界独有的美，也包含了自然界美的

规律。同时，因为自然色被赋予了人的情感，色彩也就有了升华了的内涵。 

（取材于王艺颖、鲍伟的相关文章） 

1.根据材料一，下列对服装色彩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2分） 

A.在《红楼梦》描述的各种服装色彩中，红色被提及最多，其次是绿色，然后是青色。 

B.《红楼梦》中丰富而绚丽的颜色，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染色及印花工艺的水平高超。 

C.中国人在衣着上不喜过于跳脱鲜艳，逐渐形成了为人处世谦逊内敛的风格。 

D.《红楼梦》中所写红绿色彩搭配自然，是为了证明“红配绿”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 

2.根据材料二，下列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红楼梦》中，从贾宝玉的出场到离场，大红色几乎成为了贾宝玉一生的生命底色。 

B.醒目的大红色不仅符合宝玉的身份，而且代表了宝玉叛逆以及追求自由的性格。 

C.王熙凤出场时杂乱繁琐的服饰色彩，是曹雪芹赋予她这个人物形象最合适的搭配。 

D.“自然美”升华了《红楼梦》的色彩文化内涵，因此自然色被赋予了人的情感。 

3.根据材料一与材料二，下列理解和推断，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红楼梦》中借莺儿的妙语，表现出曹雪芹对当时社会服饰色彩合理搭配的推动。 

B.曹雪芹在服饰色彩搭配不落窠臼，上让王熙凤身穿红袄绿裙亮相，使人眼前一亮。 

C.《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服饰大红色居多，契合他贵族公子形象和小说主角地位。 

D.《红楼梦》写了“软烟罗”的四种颜色，这其中当属“雨过天青”的命名最具美感。 

4.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关于《红楼梦》服饰色彩美学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A.《红楼

梦》中服饰色彩的搭配，体现出作者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色彩文化内涵。 

B.《红楼梦》中服饰色彩的搭配，生动传神地表现出小说众多人物的形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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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红楼梦》中很多色彩都能够在自然中找到对应的元素。 

D.大红色是书中众人物服饰使用最多的颜色。 

5.请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简要概括《红楼梦》色彩美学对当今服饰色彩设计的启示。（6 分） 

二、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4 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10 题。 

宜黄县学记 

曾巩 

①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之中。师友以解其惑，劝惩以勉其

进，戒其不率．，其所以为具如此，而其大要，则务使人人学其性，不独防其邪僻放肆也。虽有刚柔缓急之

异，皆可以进之中，而无过不及。使其识之明，气之充于其心，则用之于进退语默之．际，而无不得其宜；

临之以祸福死生之故，而无足动其意者。为天下之士，而所以养其身之备如此，则又使知天地事物之变、

古今治乱之理，至于损益废置、先后终始之要，无所不知。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业、万世之策皆

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则随所施为，无不可者。何则？其素．所学问然也。盖凡人之起居、

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 

②宋兴几百年矣。庆历三年，天子图当世之务，而以．学为先，于是天下之学乃得立。而．方此之时，抚

州之宜黄犹不能有学。士之学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讲习。其明年，天下之学复废，士亦皆散去。而

春秋释奠之事，以著于令，则．常以主庙祀孔氏，庙不复理．。皇祐元年，会令李君详至，始议立学，而县之

士某某与其徒，皆自以谓得发愤于此，莫不相励而趋为之。故其材不赋而羡，匠不发而多。其成也，积屋

之区若干，而门序正位、讲艺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积器之数若干，而祀饮寝室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

下，从祭之士皆备。其书，经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无外求者。其相基会作之本末，总为日若干而已。

何其周．且速也! 

③当四方学废之初，有司之议，固以谓学者人情之所不乐。及观此学之作，在其废学数年之后，唯其

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为恐不及。则夫言人之情不乐于学者，其果然也欤？ 

④宜黄之学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为令，威行爱立，讼清事举，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时，而顺

其慕学发愤之俗，作为宫室教肄之所，以至图书器用之须，莫不皆有，以．养其良材之士。虽古之．去今远

矣，然圣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与学而明之，礼乐节文之详，固有所不得为者。若

夫正心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务，则．在其进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

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归，非远人也，可不勉欤!县之士来请曰：“愿

有记!”故记之。十二月某日也。 

（取材于作者同名文章） 

6.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戒其不率          率：直率 

B.其素所学问然也    素：平时 

C.庙不复理          理：管理 

D.何其周且速也      周：周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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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2 分） 

A.则用之于进退语默之．际      虽古之．去今远矣 

B.而以．学为先                以．养其良材之士 

C.而．方此之时                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 

D.则．常以主庙祀孔氏          而．在其进之而已 

8.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而其大要，则务使人人学其性 

但它最重要的，是务必让每个人都学习善良的本性 

B.故其材不赋而羡，匠不发而多 

所以所需物料不摊派还有剩余，工匠不征调还远远超额 

C.固以谓学者人情之所不乐 

坚持认为学习的人情绪上普遍不会很高兴 

D.教化之行，道德之归，非远人也 

教化的推行，道德的归属，并不远离世人啊 

9.根据文意，下列理解和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建立县学可以为国家持续培养出大批满足管理需求的合格管理者。 

B.宋代春秋两季祭祀孔子的典礼，已有明文规定，所以常以庙祭孔子。 

C.朝廷对地方学校的建筑规模、校舍用途、图书数量等没有明确规定。 

D.宜黄县有很多优秀的读书人，这与县令大力兴建县学有直接的关系。 

10.请根据文章第③④段，归纳宜黄县学兴建的原因。（6 分）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6 分。 

阅读下面诗歌，完成 11—13 题。(共 8 分） 

暑旱苦热 

宋·王令 

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 

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 

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 

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 

11.下列对诗句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清风”两句，写阳光炙烤，暑热难消。紧扣题目，描绘出酷暑天热难当的情景。 

B.“天岂”一句，写上天并不怕“河汉”干涸，与“人固”句中人怕江海枯竭形成对比。 

C.“昆仑”两句，诗人期待能去传说中如“昆仑”“蓬莱”一样的清凉世界，躲避暑热。 

D.结尾两句诗人的想法，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最后两句体现的精神一致。 

12.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诗人用“屠”字，形象地写出暑热肆虐，又表示“清风”力量弱小，衬托暑旱之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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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诗人用“江海竭”“河汉干”真实地写出旱灾横行，展示了一幅民不聊生的画面。 

C.“昆仑”“蓬莱”过“高”过“远”,无法马上解除暑热，从侧面呼应题目中的“苦”字。 

D.此诗情感复杂，既有对上天任凭暑热横行的批判，还有对残酷现实的无奈。 

13.此读想象奇特，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请结合一处具体诗句，对此特点加以分析。（4 分） 

14.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共 8分） 

（1）人穷则反本，              ，未尝不呼天也；              ，未尝不呼父母也。（司马迁

《屈原列传》） 

  （2）既自以心为形役，              ？悟已往之不谏，              。（陶渊明《归去来兮

辞》） 

  （3）西当太白有鸟道，              。地崩山摧壮士死，              。（李白《蜀道难》） 

（4）昆山玉翠凤凰叫，              。十二门前融冷光，              。（李贺《李凭箜篌

引》）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6 分。 

阅读下面作品，完成 15—18 题。 

羌笛何须怨杨柳 

①在中国古代，边塞诗十分盛行，到了唐代尤甚。它着力描绘边塞风光，反映戍边将士的军旅生活，

高适的《燕歌行》《蓟门行五首》、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之涣

的《凉州词二首》等，都流传甚广。 

②“羌笛何须怨杨柳”就是王之涣名作《凉州词二首·其一》中的一句。全诗如下：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③这首诗简单明了，十分好懂： 

纵目望去，黄河渐行渐远，好像奔流在白云中间。就在黄河上游的万仞高山之中，一座孤城玉门关耸

立在那里，显得冷峻又孤寂。何必用羌笛吹起那哀怨的杨柳曲，去埋怨春天迟迟不来呢，玉门关一带春风

是吹不到的啊。 

④春风吹不到的地方，就是指幅员辽阔的大西北。这里虽有大山大野，但戈壁荒漠也多，著名的黄土

高原就在此。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只两句，便勾勒出大西北苍茫、浩瀚的轮廓。他虽不

属边塞诗人，但他的边塞之作下笔有神，让后人一诵再诵。 

⑤玉门关，我是去过的，在上世纪 80 年代。“孤城”之说，一点也不假。玉门虽然已繁华了很多，

但从整体的地理环境上看，还是显得孤立无援。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就在玉门市——不知为什么，我总会

把这座巍峨的孤城与王进喜联系在一起，觉得这座边关也应该姓“铁"。诗人李季笔下的玉门，便是战

士，是石油工人，是铁打的硬汉!“春风不度”,是悲观的写法，春风是不会忽略玉门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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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阳关，离玉门关不远，大概三十公里的样子。“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担心，

友人过了阳关，就进入另一片天地，在那里，连折柳送友都很难办到。在古人看来，这里也是春风不度之

地，然而，阳关在历史上是繁华过的，曾经车水马龙，著名的阳关大道至今留有往日喧腾的车辙。作家周

而复的小说《上海的早晨》里有一句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后来成为百姓口头的俗

语，可见“阳关大道”之盛名。后来，沙进人退，草木枯竭，阳关变成了一片废墟，令人扼腕．．。我们去阳

关走访的那一天，老天赏脸，风和日丽，长空中有几片白云在飘。一只金色的苍鹰在孤独地盘旋。而那耸

立着的阳关烽燧，一身褴褛．．，仍站在沙海里，守护着这座关隘，令人动容。 

⑦在阳关遗址，有一些小店铺，只是不见有羌笛出售。羌笛，是羌民族的一种古老的吹奏乐器，音域

低沉而有些哀怨，很适合在大西北的滚石流沙中吹奏，如号角，闻之让人顿生斗志。就像马头琴，最适合

在辽阔的大草原上弹奏一样。它们都奏出了古老民族的心声，呼天抢地般，在祈求上苍护佑这一片生存之

地。这里倒是有埙售。埙，也是一种古老乐器。我买了两只，一只六孔，另一只十孔，金黄色的，很是上．

眼．。我奔向烽燧，对着它，吹出古曲《阳关三叠》。 

⑧抬眼西望，荒沙茫茫，连着无垠的戈壁。不见一棵树，想见到一棵小草都有些奢侈。只有骆驼刺，

稀稀拉拉地长在那里。叶很短，刺却很尖，也长。还有沙漠壁虎，藏入乱石间，东张西望，很是警觉的样

子。世间万物，各有各的生存法则，我竟羡慕起它的坚韧与生存能力。 

⑨我是喜欢甘肃这片土地的，前后去过五六次，喜欢它的苍凉、辽阔，以及质朴。它的地底，埋有往

日的辉煌历史，往日的繁华，往日的人文与哲思。 

⑩在甘肃友人的陪伴下，我走过整个的“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在祁连山和巴丹吉林沙漠中间，长

约 1000 公里，宽几公里至近 200 公里。我轻轻叩动过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等城市那厚重的

历史之门。那里的人，格外质朴、豪爽、勤勉。那里的酒，格外香甜、绵柔，一饮即醉，但不上头。河西

走廊是片富饶之地，它的人文历史是无价的宝藏。在武威，友人送我一件当地出土的青铜奔马的仿制品，

即著名的文物“马踏飞燕”。在行车途中，窗外是覆盖着白雪的祁连诸峰和乌鞘岭，我目不转睛地凝视山

岭之下正安详地啃草的白牦牛和黑牦牛。我总觉得，它们不是一群被人驯服过的牲畜，而是西域这片土地

的主宰者，它们走下祁连山，凝望着这个世界的沧桑．．变迁。 

⑪斗转星移，又是几十年过去了，正如我国的许多沙漠地带一样，如今，这片土地上，沙在退，人在

进。一片片戈壁荒漠，正在变成生命的绿洲。这便是我们这个古老族群的韧性!假如有生命轮回，假如王

维重新踏上这片土地，踏上这条长长的河西走廊，“西出阳关无故人”之忧定会消解。王之涣也不必再感

叹“羌笛何须怨杨柳”了，春风早就度过了玉门关和阳关。连往日显得孤寂、哀怨的沙漠驼铃声，都变得

清新、愉悦，充满了春的气息。 

（取材自查干的同名散文） 

15.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令人扼腕．．               扼腕：握住手腕，表示有力 

B.一身褴褛．．               褴褛：形容烽燧破旧不堪 

C.很是上眼．．               上眼：即入眼，表示合意 

D.沧桑．．变迁               沧桑：比喻世事变化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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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作者引用王之涣的诗来凸显玉门关因整体地理环境而显得“孤立无援”。 

B.作者认为玉门关也应该姓“铁”,因为它如“铁”般顽强地坚守在戈壁。 

C.作者描写沙漠壁虎“藏入乱石间”,意在反衬茫茫西北边关一直毫无生气。 

D.作者描述自己在河西走廊所见之景，表达了对这片土地无限的喜爱之情。 

17.作者在⑪段中称赞我们这个古老族群有“韧性”。请结合全文，分条概括这种“韧性”的具体表现。

（6 分） 

18.本文题目为“羌笛何须怨杨柳”,意蕴丰富。结合全文内容，分析其中的寓意。（6 分） 

五、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60 分。 

19.微写作（10 分）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超过 150 字。 

（1）一篇课文对人的影响，也许要超过很多本书的影响。请推荐一篇对你影响最大的课文，并阐释

你的推荐理由。要求：观点明确，理由充分。 

（2）现在的语文课堂，学习形式多样，比如分小组讨论、课本剧表演等。请你描写语文课上的一个

学习形式。要求：点面结合，语言生动。 

（3）新学期开始，你就要进入高三的学习了。请以“新起点”为开头写一段抒情文字。要求：感情

真挚，有感染力。 

20.作文（50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700 字。将题目写在答题卡上。 

（1）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同学们的回信中指出：“你们在信中说，走进乡土

中国深处，才深刻理解什么是实事求是、怎么去联系群众，青年人就要‘自找苦吃’,说得很好。新时代

中国青年就应该有这股精气神。” 

请以“我看‘自找苦吃’”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合理；语言顺畅，书写清晰。 

（2）汪曾祺曾说：“好的语言，都不是稀奇古怪的语言……都只是平常普通的语言，只是在平常语中

注入新意……” 

请以“这句话真让我没想到”为题目，联系现实生活，展开联想与想象，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合理、充实，有细节描写；语言顺畅，书写清晰。 

(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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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4 分） 

1. （2 分）B 

2. （2 分）D 

3. （2 分）B 

4. （2 分）D 

5.（6 分）答案要点： 

1 现代服饰色彩设计，应学习传统服饰风格中的色彩融洽并和谐统一。 

2 现代服饰色彩设计应不拘泥传统的色彩搭配，设计出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3 现代服饰色彩设计要更加注重色彩与穿着者的联系。从穿着者的性格、身份等入手，注重为穿着者提供

更贴切的色彩体验。 

4 现代服饰色彩设计应学习《红楼梦》基于自然的色彩提取理念，让色彩具有生命。 

（每个要点 2 分，答出任意 3 点即可） 

二、（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4 分） 

6. （2 分）A    

7. （2 分）D   

8. （2 分）C     

9. （2 分）D 

10.（6 分）答案要点： 

①县令李详下令倡导。 

②当地民众支持。 

③当地风俗重视学习。 

（每个要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6 分） 

11．（2 分）B 

12．（2 分）C 

13．（4 分）答案示例： 

“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诗人想象自己要手提世界去昆仑蓬莱，解救深陷暑热的天下苍生，

如果不能将整个世界拎在手里同去，又怎忍心只身独往？诗人借用离奇的想象，尽情抒发了愿与天下人共

苦难的豪情，显示了其博大的胸襟。 

14．（8 分） 

（1）故劳苦倦极   疾痛惨怛 

（2）奚惆怅而独悲 知来者之可追 

（3）可以横绝峨眉巅 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4）芙蓉泣露香兰笑  二十三丝动紫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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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空 1 分，错一字扣 1 分）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6 分） 

15.（2 分）A    

16.（2 分）C 

17.（6 分）答案要点： 

1 玉门关人像“铁”一样坚守不弃。 

2 河西走廊的富饶土地、无价的人文历史的传承与延续。 

3 沙退人进，戈壁荒漠变生命绿洲的过程。 

（每个要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18.（6 分）答案要点： 

①题目引自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一》中的一句，与文中所写边关之景相照应。 

②借诗句的本意，表达作者对昔日边关之地荒凉孤寂的叹惋之情。 

③暗含今昔对比之意，表达作者对今天沙漠变绿洲的激动、欣喜与自豪。 

（每个要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五、（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60 分） 

19．（10 分）略 

20．（50 分）略 

【参考译文】 

古时候的人，从家庭居住地直至天子的京都，都设有学校。（他们）从幼年直到成年，从来没有在学校中

脱离过。（通过）老师和学友来解开他们的疑难问题，（借助）奖励和惩处来勉励他们不断上进，（叫他们）

对不遵从教诲引起警惕，学校所做的都像这样，但它最重要的，是务必让每个人都学习善良的本性，不单

单是防止他们乖戾放肆。尽管（学生）存在着性情上刚强或柔弱、缓慢或急躁的差别，都能使他们步入不

偏不倚的境地，不再有过分或赶不上（的倾向）。使他们在内心深处识见洞明，正气充沛，那么一旦施用

到前进、退避、表态不表态的时候，就没有得不到最适宜的处理的；一旦把祸福死生的利害关系摆到他们

面前，也没有足可以动摇他们的意志的。要使他们成为天下的士子，对他们进行身心培养的完备程度竟到

此地步，进而又让他们了解天地事物的变化、古今治乱的道理，直至（典章制度）减裁增补、废止创设、

先行与后续、起始与终结的要点，没有一处不清楚的。他们身在堂室门户之上，有关四海九州的统辖大业、

永久保持和巩固政权的策略全都了然于胸。等到踏上仕途担当起天下的大任，位居百官的行列中，就会依

据所施行的事项，没有应对不了的。为什么呢？这是他们平素所学习请教到的东西造成的。大致说来，凡

属人们作息、饮食、日常活动这类小事，直至修养好自己本身，掌握治理国家天下的要领，都从学习中得

出来，而片刻也脱离不开教导啊。 

大宋兴起将近一百年了。庆历三年，天子谋求当世的要务，而把兴学列作首位，在这时天下各地的学校于

是得以设立。可正值此时，抚州辖领的宜黄县仍旧不具备条件拥有学校。士子中求学的人都一个接一个寄

宿在抚州州学，目的是大家聚集在一起讲论研习。第二年，天下各地的学校又废止，士子也都离散而去。

可春秋两季祭奠先圣先师的大事，因在法令上做出过规定，就常用孔庙祭祀孔老夫子，孔庙又不再做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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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祜元年，正赶上县令李详到任，才第一次商议设立学校。而县中士子某某以及他的追随者，都自认为在

这里发愤求学，没有谁不相互激励而趋向振兴地方的文教事业。因此所需物料不摊派还有剩余，工匠不征

调还远远超额。县学建成，累计起房屋建筑区共有若干处，而门墙和先圣祭室、讲诵经典的厅堂，供士子

住宿的房间全都一所不缺。累计起器物的数目共有若干件，而祭祀、饮水、睡觉、吃饭的用品全都一件也

不少。校内的塑像与画像，从孔夫子以下，直到陪从受祭的贤士全都一个不少。所需的图书，经典史籍、

诸子百家、文人墨客的文章不需要向外边寻借。学校择定基址，并行施工，从头到尾才总共用了若干天。

这是多么周详又迅速啊！ 

正当各地学校刚废止时，朝廷主管部门讨论意见，坚持认为兴办学校属于人们普遍所不感兴趣的事情。及

至观察宜黄县学的修建，是在那次废止学校才几年以后，只不过该县县令一倡导，全县境内群起响应而谋

划操办这件大事，（县民）惟恐自己赶不上一般。那些说人们普遍对办学校不感兴趣的人，他那种说法果

真对吗？ 

宜黄县求学的人，本来就有很多优秀的士子。而李君担任县令，威权得到贯彻仁爱得到树立，争讼平息政

事大有起色，他所施布的县政又很好。趁贤良县令在任的时候，又随顺当地向往求学发愤用功的习俗，修

建成在学宫堂室教诲研习的场所，再凭仗图书、器物、用具的必需品，无不应有尽有，来培养那些本属良

才的士子。尽管古代距离今世已经很遥远了，然而圣人的典籍都还留存，他们讲过的话仍可以考察，他们

制定的法则仍可以求取，特让士子共同学习并究明它。其中礼乐方面各种仪式的详细规定，固然存在着不

能再全部照办的东西。至于像使内心纯正修养好自己本身，肩负起治理国家天下的大任务，就在于怎样叫

士子们朝这目标迈进了。先使一个人的品行得到修明，推广到一家去，一家品行得到修明，再推广到乡里

邻居同族亲属去，那么整个县的风俗就形成了、人才就涌现出来了。教化的推行，道德的归属，并不远离

世人啊，能不劝勉吗！宜黄县的士子前来请求说：“希望有篇记文！”所以写这篇记文记下来。十二月的某

一天。 

 



京考一点通团队整理了【2023年7月北京各区各年级期末试题&答案汇总】专题

，及时更新 最新试题及答案。

通过【京考一点通】公众号，对话框回复【期末】或者底部栏目<高一高二→期

末试题>， 进入汇总专题，查看并下载电子版试题及答案！


	期末�
	北京高一高二高三期末试题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