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高考真题 语文 (全国 I卷)

简答题（综合题） 本大题共 90 分。简答应写出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算步骤。

一、现代文阅读(36 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 题。

对文学艺术创作者来说，或早或晚，都会遭遇到这个问题——为谁创作、为谁立

言？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

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

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目前，文艺界普遍认识到，只有与身处的时代积极互动，深刻回应时代重大命题，

才会获得艺术创作的蓬勃生机。然而，在创作实践中，还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困

惑于现实如此宏大丰富，以至于完全超出个人的认识和表现能力。我们常常听到

这样的说法：现实太精彩了，它甚至远远走到了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是的，我

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随时发生着习焉不察而影响深远的变化。

这就为作家、艺术家观察现实、理解生活带来巨大困难。对于他们而言，活灵活

现地描绘出生活的表象，大约是不难的，难就难在理解生活复杂的结构，理解隐

藏在表象之下那些更深层的东西。那么，这“更深层的东西”是什么呢？

去过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一定会对矗立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印象深刻，许多

人都背得出上面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

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

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

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的今天，再次诵读这段话，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改天换地的宏伟

现实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当之无愧是时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认识到

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感受到奔涌的时代浪潮下面深藏的不竭力量，才有可能从

整体上把握一个时代，认识沸腾的现实。

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是为了从理性和情感上把自己放到人民中间，是

为了解决我是谁，我属于谁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以来，无论是经历革命与战争考

验的现代作家，还是上世纪 80 年代那批经历了知青岁月的当代作家，他们内心

其实都有一方情感根据地，都和某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建立了非常深切的情感关系。

这些作家是属于某个情感共同体的，这个共同体时刻提醒着他，他的生命和创作

与这世界上更广大的人群休戚相关，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或许并不是我们的

读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广大人民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理解

时代的依据。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文化产品

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



诚然，娱乐和消费也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一部分，但是，有责任感的艺术

家会深深感到，我们就生活在那些为美好生活，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人们中间，

理应对我们的共同奋斗负有共同责任，我们有责任通过形象的塑造，凝聚精神上

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认同，是新时代伟大历史进程的同频

共振。作家和艺术家只有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儿子，积极投身于人们争取美好未来

的壮词征程，才有能力创造出闪耀着明亮光芒的文艺，照亮和雕刻一个民族的灵

魂。

(摘编自铁凝《照亮和雕刻民族的灵魂》)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作家树立了与时代积极互动的理念，在创作实践中就能做到以人民为中心。

B对人民的情感认同，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很多作家创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C人民是认识现实、理解时代的依据，因为普通劳动者才是文艺最理想的读者。

D真正扎根时代、富有责任感的艺术家，无须考虑人民群众的娱乐和消费需求。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文章采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方式展开论证，在逻辑上也是逐层递进的。

B文章论证兼顾现实与历史，既有对当下创作的分析，也有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C文章引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内容，巧妙衔接了上下文，也有力支撑了论点。

D文章末段论证了正面人物的塑造是新时代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体现。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对于那些认为现实走在小说家想象力前面的作家而言，困难在于如何把握生活

的复杂结构和本质内容。

B对艺术家而言，日新月异的变革时代，既意味着巨大挑战，也能激发创作热情，

促使他们投身沸腾的生活。

C老舍曾说:“不去与劳动人民结为莫逆的好友，是写不出结结实实的作品的。”

这与文中情感共同体的理念是相通的。

D我国当下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由量的问题转向质的问题，艺术家的创

作也应少而精，凝聚共识。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３小题，１２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４～６题。

材料一：  

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指运用各种方法延长可移动文化遗产寿命的专业性活

动。保护技术推进的核心是找到与遗产变化状况相适应的保护方法，以便及时对

藏品进行预警、干预，使藏品保持健康的状态。在此过程中，预防、治理、修复

三个方面的技术运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预防是所有的减缓文化遗产恶化和损

毁的行为的总称，它涉及光照度、环境条件、安全、防火和突发事件的准备等方

面。治理是通过外界的干预直接作用于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是为了消除

正在损毁遗产的外界因素，从而使遗产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根据可移动文化遗产

遭受“病痛”情形的差异，治理技术可以分为杀虫、去酸、脱水和清洁等类型，

修复是对已经发生变形或变性的遗产进行处理，使之恢复到原有的形态或性质。

修复的内容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清除文物和标本上的一切附着物；二是修补

文物和标本的残缺部分。

   （摘编自周耀林《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研究》）

材料二：  

以温度２５℃、相对湿度５０％为标准寿命（设其指数为１．００），计算在温

度１５℃、３５℃和湿度１０％、３０％、７０％条件下，纸张的寿命和标准寿

命的倍数关系，结果见下表：  

（摘编自李景仁等《图书档案保护技术手册》）  

材料三：  

毛里求斯是非洲一个岛国，位于赤道南部的西印度洋上，气候湿热多雨。毛里求

斯拟修复的档案文件，形成于１８世纪，文件纸张为破布浆机制纸，字迹材料为

酸性烟黑墨水，双面手写，以手感鉴别，柔韧性极差，几乎一触即碎。通过测试

数据可知，文件纸张严重酸化。应毛里求斯大使馆的要求和委托，国家图书馆图

书保护组和图书修整组的技术人员，对部分档案文件进行了实验性去酸和修复。

方案如下：

（1）去酸方案

酸是纸张纤维发生化学降解的催化剂，能加快纸张纤维的水解反应，使纸张脆化

变黄、机械强度下降，直至脆裂粉碎，不能使用。为避免酸性对文献纸张的损害，

人们研究了各种去除纸张酸性的方法。根据毛里求斯档案文件的损坏程度和特点，

技术人员认为采用氢氧化钙溶液去酸法比较好，以氢氧化钙溶液去酸，可根据纸

张酸化的程度调节去酸溶液的浓度和去酸时间，去酸彻底，可操作性强，在操作

处理过程中也不会使文件出现新的损坏。

（2）修复方案



纸浆补书机与边缘、局部裱相结合的修复法。用纸浆补书机修补书页，既不遮挡

字迹又能增强纸张强度。但纸浆补书机法也有其不足，如对书页的边缘残缺处和

书口的断裂处补后的强度不够，主要原因是书口的断裂处及书页上的裂口缝隙过

小，使得纸浆难以通过，边缘残缺处的纸浆与书页的连接方式属单侧直线连接，

不够牢固。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纸浆补书机与边缘、局部裱相结合显然是必要的。

档案文件修复后，纸张的强度和柔韧性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原来一触即碎的文

件纸张，现在不但可以正常翻阅，甚至可以拿起抖动。对于文件修复前后的变化，

毛里求斯大使馆人员表示惊讶，称之为“魔术般的变化”。

（摘编自周崇润等《关于毛里求斯档案文件的去酸与修复》）

4. 下列不属于可移动文化遗产“修复”工作的一项是（3分）

A使用真空干燥法对受潮的古代文献进行处理。

B使用盐酸、硝酸等化学试剂给青铜器除锈。

C使用纸浆补书机对破损的古籍进行修补。

D使用树脂黏合剂粘接破碎的古代瓷器。

5.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预防是为了减缓可移动文化遗产遭受损害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和行动，其侧重点

主要在于可移动文化遗产的外部环境。

B如果将温度 25℃、相对湿度 50%下纸张的寿命定为标准寿命，当湿度不变、温

度降低 10℃时，纸张的寿命倍数就会达到 5.81。

C 纸浆补书机修补法对于修复纸张的酸性特别理想，这种方法既可以增强纸张的

强度，又不会影响字迹的清晰度。

D国家图书馆的技术人员对毛里求斯形成于 18 世纪的档案文件的修复工作是可

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案例。

6. 请结合材料，分析毛里求斯想要修复的档案文件的受损原因。（6分）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7～9题。

理水（节选） 鲁迅

当两位大员回到京都的时候，别的考察员也大抵陆续回来了，只有禹还在外。他

们在家里休息了几天，水利局的同事们就在局里大排筵宴，替他们接风。这一天



真是车水马龙，不到黄昏时候，主客就全都到齐了，院子里却已经点起庭燎来，

鼎中的牛肉香，一直透到门外虎贲的鼻子跟前，大家就一齐咽口水。酒过三巡，

大员们就讲了一些水乡沿途的风景，芦花似雪，泥水如金，黄鳝膏腴，青苔滑

溜……等等。微醺之后，才取出大家采集了来的民食来，都装着细巧的木匣子，

盖上写着文字，有的是伏羲八卦体，有的是仓颉鬼哭体，大家就先来赏鉴这些字，

争论得几乎打架之后，才决定以写着“国泰民安”的一块为第一，因为不但文字

质朴难识，有上古淳厚之风，而且立言也很得体，可以宣付史馆的。

局外面也起了一阵喧嚷。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破旧，竟冲破了断

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卫兵们大喝一声，连忙左右交叉了明晃晃的戈，

挡住他们的去路。

“什么？——看明白！”当头是一条瘦长的莽汉，粗手粗脚的，怔了一下，大声

说。

卫兵们在昏黄中定晴一看，就恭恭敬敬的立正，举戈，放他们进去了。

局里的大厅上发生了扰乱。大家一望见一群莽汉们奔来，纷纷都想躲避，但看不

见耀眼的兵器，就又硬着头皮，定晴去看。头一个虽然面貌黑瘦，但从神情上，

也就认识他正是禹；其余的自然是他的随员。

这一吓，把大家的酒意都吓退了，沙沙的一阵衣裳声，立刻都退在下面。禹便一

径跨到席上，并不屈膝而坐，却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

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随员们就分坐在他的左右。

“大人是今天回京的？”一位大胆的属员，膝行而前了一点，恭敬的问。

“你们坐近一点来！”禹不答他的询问，只对大家说。“查的怎么样？”

大员们一面膝行而前，一面面面相觑，列坐在残筵的下面，看见咬过的松皮饼和

啃光的牛骨头。非常不自在——却又不敢叫膳夫来收去。

“禀大人，”一位大员终于说。“倒还像个样子——印象甚佳。松皮水草，出产

不少；饮料呢，那可丰富得很。百姓都很老实，他们是过惯了的。”

“卑职可是已经拟好了募捐的计划，”又一位大员说。“准备开一个奇异食品展

览会，另请女隗小姐来做时装表演，来看的可以多一点。”

“这很好。”禹说着，向他弯一弯腰。

“不过第一要紧的是赶快派一批大木筏去，把学者们接上高原来。”第三位大员

说，“学者们有一个公呈在这里，他们以为文化是一国的命脉，学者是文化的灵

魂，只要文化存在，华夏也就存在，别的一切，倒还在其次……”

“他们以为华夏的人口太多了，”第一位大员道，“减少一些倒也是致太平之道，

况且那些不过是愚民，那喜怒哀乐，也决没有智者所推想的那么精微的，……”



“放他妈的屁！”禹心里想，但嘴上却大声的说道：“我经过查考，知道先前的

方法：‘湮’，确是错误了。以后应该用‘导’！不知道诸位的意见怎么样？”

静得好像坟山；大员们的脸上也显出死色，许多人还觉得自己生了病，明天恐怕

要请病假了。

“这是蚩尤的法子！”一个勇敢的青年官员悄悄的愤激着。

“卑职的愚见，窃以为大人是似乎应该收回成命的．”一位白须白发的大员，这

时觉得天下兴亡，系在他的嘴上了，便把心一横，置死生于度外，坚决的抗议道：

“湮是老大人的成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老大人升天还不

到三年。”

禹一声也不响。

“况且老大人化过多少心力呢。借了上帝的息壤，来湮洪水，虽然触了上帝的恼

怒，洪水的深度可也浅了一点了，这似乎还是照例的治下去。”另一位花白须发

的大员说，他是禹的母舅的干儿子。

禹一声也不响。

“我看大人还不如‘干父之蛊’，”一位胖大官员看得禹不作声，以为他就要折

服了，便带些轻薄的大声说，不过脸上还流出着一层油汗。“照着家法，挽回家

声。大人大约未必知道人们在怎么讲说老大人罢……”

“要而言之，‘湮’是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好法子，”白须发的老官恐怕胖子闹出

岔子来，就抢着说道。“别的种种，所谓‘摩登’者也，昔者蚩尤氏就坏在这一

点上。”

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

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

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

和我同意的。”

他举手向两旁一指。白须发的，花须发的，小白脸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

流油汗的官员们，跟着他的指头看过去，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

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 （有删改）

7. 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A第一段中，洪灾中的民间疾苦被筵宴上大啖酒肉的大员们转化为“水乡沿途的

风景”等谈资，这不仅是讽刺，更表达了忧愤。

B鲁迅善以细节传神，文中写胖大官员脸上“流出着一层油汗”，与写祥林嫂

“眼珠间或一轮”一样，都是以外在细节刻画人物内在特征。



C 针对禹提出的“导”的治水方法，众大员软硬兼施，口口声声“老大人”，是

以所谓“孝”给禹施压，实质上还是反对禹的变革。

D文中有意使用“水利局”“时装表演”“摩登”等现代词语，以游戏笔墨颠覆

了“大禹治水”的严肃性与真实性，从而传达出历史的虚无感。

8.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

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请谈谈本文是如何具体塑

造这样的“中国的脊梁”的。（6分）

9.《理水》是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一篇，请从“故事”与“新编”的角

度简析本文的基本特征。(6 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4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4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3 题。

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

门下甚幸爱 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

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贯生尽为之对，人

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

中大夫。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

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

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

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

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

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贾生既辞往行，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

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后岁余，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

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

“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梁

怀王，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

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

可稍削之。文帝不听。居数年，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

哭泣岁余，亦死。

(节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

才/召置门下/甚幸爱/



B 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

才/召置/门下甚幸爱/

C 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

才/召置门下/甚幸爱/

D 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

才/召置门下/甚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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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诸子百家是先秦至汉初学术派别的总称，其中又以道、法、农三家影响最深远。

B诏令作为古代的文体名称，是以皇帝的名义所发布的各种命令、立告的总称。

C礼乐指礼制和音乐，古代帝王常常用兴礼乐作为手段，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D就国，是指受到君主分封并获得领地后，受封者前往领地居住并进行统治管理。

12.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贾谊初入仕途，展现非凡才能。他受到廷尉推荐而入仕，当时年仅二十余岁，

却让诸生自觉不如，不久得到文帝越级提拔，一年之间就当上太中大夫。

B贾谊热心政事，遭到权要忌恨。他认为汉朝建立二十余年，政通人和，应当全

盘改变秦朝法令，因此触及权贵利益，受到诋毁，文帝后来也疏远了他。

C贾谊答复询问，重新得到重用。文帝询问鬼神之事，对贾谊的回答很满意，于

是任命他为自己钟爱的小儿子梁怀王的太傅，又表示自己也比不上贾谊。

D贾谊劝止封侯，文帝未予采纳。文帝封淮南厉王四个儿子为侯，贾谊认为祸患

将自此兴起;数年之后，梁怀王堕马死，贾谊觉得未能尽责，悲泣而死。

13.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 分）

（1）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2）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小题，9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 14~15 题。

题许道宁画[注] 陈与义

满眼长江水，苍然何郡山？



向来万里意，今在一窗间。

众木俱含晚，孤云遂不还。

此中有佳句，吟断不相关。

[注]许道宁:北宋画家

14. 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这首题画诗写景兼抒情，并未刻意进行雕琢，却能够于简淡中见新奇

B山水是这幅画的主要元素，特别是江水，占据了画面上大部分的篇幅。

C诗人透过一扇小窗远距离欣赏这幅画作，领略其表现的辽阔万里之势。

D颈联具体写到苍茫暮色中的树木与浮云，也蕴含了欣赏者的主观感受

15. 诗的尾联有什么含意?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对这幅画有什么样的评价?（6分）

16. 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分）

（1）《庄子·逍遥游》中的斥鷃无法理解大鹏，称自己腾跃起飞，“___________，

___________”，也就是飞行的极致了。

（2）李白《蜀道难》中“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回顾了“五丁开山

的传说。

（3）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中“__________，__________”两

句，写戍边将士满怀思乡的愁苦，但未获胜利仍然不得还乡。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7~19 题。

中国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宫廷音乐等类别，其中文人

音

乐的代表主要就是古琴艺术，但随着传统文人阶层在中国的消失，古琴艺术逐渐

_______甚至被社会遗忘，直到 2003 年，中国的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这种过去对文化有着深刻影响的艺术

形式，才重新________了生机。( )，但我认为这恰恰是它的一个特点，正因为

古琴音量小，使得它是直接和你的心进行交流的乐器，是最个人化的乐器。我国

古代就有“琴者，心也”“琴者，禁也”的说法，“琴者，心也”即弹琴是为了

和自己的心灵对话，与大自然交流，与三五“知音”互相欣赏;“琴者，禁也”



即弹琴是为了__________自己，也说明在古人心目中，琴不仅是一件乐器，也是

________的工具。

17. 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 边缘化 获得 制约 放松身心

B私人化 获得 制约 修身养性

C私人化 焕发 约束 放松身心

D边缘化 焕发 约束 修身养性

18. 下列填入文中括号内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 古琴的缺点是音量小，这是很多人的看法

B音量小作为古琴的一个缺点，被很多人所批评

C音量小是古琴的一个缺点，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D古琴音量小，很多人认为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19. 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 正因为古琴音量小，所以使得它是直接和你的心进行交流的最个人化的乐器。

B正是古琴音量小，使得它是直接和你的心进行交流的乐器，是最个人化的乐器

C正是音量小，使得古琴成为直接和你的心进行交流的乐器，是最个人化的乐器。

D正因为音量小，使得古琴成为直接和你的心进行交流的最个人化的乐器

20. 在下面一段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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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个字。(6 分)

研究发现，人们所受压力会增加血液中糖皮质激素的含量，而糖皮质激素可将前

体细胞变为脂肪细胞，所以 ① 。但人们过去不清楚，为什么白天压力大不一定

会变胖，而上夜班之类的压力则常与肥胖相联系，最近一项研究揭开了谜底：健

康人的糖皮质激素水平在 24 小时内呈节律性涨落，早 8点最高，凌晨 3点最低，

如果打破节律，在糖皮质激素水平 ② ，糖皮质激素的增加就会导致更多前体细

胞变为脂肪细胞，如果顺应节律，在糖皮质激素水平本来就是峰值时，即使增加

很多糖皮质激素，也不易引起脂肪细胞增加。可见， ③ 非常重要，夜间长期经

历持续性压力体重会明显增加。

21.把下面一段话的主要意思压缩成一段话，不超过 50 个字。（5分）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和欧洲的陶瓷贸易始于明代。近日，英国杜伦大学证实，该

校考古系与中国故宫博物馆考古所，联合整理研究了在西班牙萨拉戈萨等地出土

的十余种中国唐代至宋代早期的陶瓷器残片，表明这些陶瓷是当时随阿拉伯商人

经印度洋与红海贸易到达地中海地区的。这就将中欧陶瓷贸易的起始时间大大向

前推进了，证明了“海上丝绸之路”早在唐代就已延伸至西欧。

书面表达 本大题共 60 分。

2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夙兴夜

寐，洒扫庭内”，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绵延至今。可是现实生活中，

也有一些同学不理解劳动，不愿意劳动。有的说：“我们学习这么忙，劳动太占

时间了！”有的说：“科技进步这么快，劳动的事，以后可以交给人工智能啊！”

也有的说：“劳动这么苦，这么累，干吗非得自己干？花点钱让别人去做好了！”

此外，我们身边也还有着一些不尊重劳动的现象。

这引起了人们的深思。

请结合材料内容，面向本校（统称“复兴中学”）同学写一篇演讲稿，倡议大家

“热爱劳动，从我做起”，体现你的认识与思考，并提出希望与建议。要求：自

拟标题，自选角度，确定立意；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

于 8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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