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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 101 中学高一（下）期末

语 文

一、本大题共 4小题，共 9 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 1-4 题。

材料一

①要探究动物飞行的奥秘，先要界定飞行的概念。首要的，飞行是一种克服地球引力的运动方式，一只跳蚤

跳得再高，它并不想用任何方式来产生哪怕一丁点儿的升力，所以它仍然只是在跳，不能叫飞；其次，飞行应当

是一种主动的行为，一条被龙卷风卷到大街上的鱼显然不能被认为是飞行动物；最后，飞行应该是一种可控的运

动方式，失足跌下悬崖的人，不管他是主动还是被动，或者他伸展双臂作出超人状，那顶多算是“跌得好看”，

与飞无关。

②有了这个框架，我们就可以定义动物飞行的种类了。

③滑降/滑翔：如果仅仅是依靠重力作为飞行的动力，就要归为此类。在这种情况下，前进的距离小于下降的

高度，也就是滑翔角大于 45 度时，称为滑降。如果技艺再高超些，滑翔角小于 45 度，就可以称为滑翔了。这可

能是最简单的飞行方式之一。

④扑翼飞行：这是最为人知的飞行方式——动物通过不断扇动翅膀产生升力和推力，从而能持续的飞行。

⑤展翅翱翔：翱翔，很多人将其与扑翼飞行混为一谈，的确，很多翱翔飞行的动物本身也是扑翼飞行者，但

两者间有着截然不同的空气动力学原理。

1. 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恰当的一项是（2 分）

A. 飞行是一种主动克服地球引力的可控的运动方式。

B. 滑降要依靠重力作为飞行的动力，而滑翔却不能。

C. 通过不断扇动翅膀产生升力的飞行，叫扑翼飞行。

D. 凡是能展翅翱翔飞行的动物大多都不能扑翼飞行。

材料二

①当你在花园里驻足观察那些胖胖的蜜蜂在花丛中起起落落，或者在厨房手拿蝇拍对着狡猾的苍蝇无可奈何

时，你一定认同以下观点：把飞行家这个名号冠于昆虫身上是当之无愧的。昆虫不仅是规模最为庞大的飞行者家

族，也是地球上最早掌握这项技术的先驱者。人们在距今 3.5 亿年前的石炭纪地层中发现了最早的有翅昆虫的化

石，这表明昆虫掌握飞行这项技术，仅仅发生于第一批动物登上陆地的 7000 万年后。

②目前，多数昆虫学家认为，最早的昆虫像蜉蝣一样，是从水面滑行演化到飞行的，最早的翅应该是风帆，

而非机翼。而翅的起源在科学界已经有了比较公认的理论——它源于水生昆虫幼虫的羽状鳃，这种生在体壁两侧

的鳃在蜉蝣的水中生活阶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推测得到了分子生物学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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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昆虫的翅是一个工程学奇迹：一片几丁质的薄层，没有任何骨骼和肌肉的支撑。几丁质是构成昆虫外壳的

多糖分子，说起来与淀粉、植物纤维同属一家。这种物质本身柔软而坚韧，在这方面碳纤维复合材料都无法与之

相比。几丁质中贯穿着翅脉，它们是液压管道，正是这些液压管道让昆虫的翅膀有了足够的刚性来满足飞行时巨

大的应力考验。昆虫翅膀的剖面，上端弯曲下端平直，这使得空气流过翼面时产生升力。不过如果你要以为昆虫

的飞行不过如此，那就大错特错了。

④昆虫与其他任何飞行动物的标志性的区别，在于它们扇动翅膀时高得惊人的速度——蜻蜓一般为每秒 200

次，而蚊子和马蜂则能高达每秒 1000 次。想想看，把一辆汽车的油门踩到底，怒吼的引擎也只有每分钟数千转而

已。不仅如此，如果逐格回放高速摄像机拍摄的昆虫飞行影像，你会惊奇地发现，昆虫扑翼可不简单是上下运动，

它们翅膀的“攻角”（也就是翅膀平面与气流的角度）处于时时变化中，而从侧面观察，昆虫的翅膀其实是在划

八字形。直到最近，人们把昆虫放进风洞好好研究了一番才发现，其实这些小家伙的翅膀是在空气中制造涡流，

依靠这些可控的涡流，它们的翅膀在向下和向上拍动时都能产生升力，这是鸟与蝙蝠绝对无法做到的。现代航空

界中对可控涡流的研究和应用只不过是最近十几年的事，这还多亏了超级计算机的帮助。一只小蜜蜂借助这些涡

流，产生达到其体重 3 倍的升力，而向前的推力则是体重的 8倍之多，与之相比，一架战斗机的推力/重力比能达

到 2 就可以笑傲江湖了。这样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苍蝇能在空中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急转弯了。

⑤当然，这一切代价也相当高昂，飞行是件十分费力的活儿，一只果蝇飞行 1 小时就要消耗掉体重的 10%。当

然，果蝇使用碳水化合物作为动力来源，这有点儿不太划算，其他很多昆虫直接利用脂肪作为“燃料”，便让航

行经济性大为改观。所以你绝对不能小看昆虫的能力，一只小小黑脉金斑蝶能以每天 150 公里的速度连续飞行

3000 公里，完成从北美到中美洲的长途迁徙。

2. 根据文中划线“ ”的句子进行推断，第一批动物登上陆地的时间大约是（2分）

A. 距今 3.5 亿年前

B. 距今 2.8 亿年前

C. 距今 4.2 亿年前

D. 距今 10.7 亿年前

3. 根据第③段内容，下列说法，不符合．．．“昆虫的翅是一个工程学奇迹”的一项是（2 分）

A. 昆虫翅膀由淀粉等纤维物质构成，没有骨骼和肌肉的支撑。

B. 构成昆虫翅膀的几丁质柔韧性极强，远胜碳纤维复合材料。

C. 翅脉增强了翅膀的刚性，可以满足飞行时巨大的应力考验。

D. 昆虫翅膀的剖面上端弯曲，下端平直，使其飞行产生升力。

4. 根据第④段内容，简述“苍蝇能在空中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急转弯”的原因。（3 分）

二、本大题共 5小题，共 10 分。

根据课文内容，完成 5-9 题。

5. 下列对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 左右或欲引．相如去 引：延请

B. 连辟．公府不就 辟：征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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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后秦伐赵，拔．石城 拔：攻下

D. 秦贪，负．其强 负：凭借，依仗

6. 下列对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 窃．计欲亡走燕 窃：私自，私下

B. 相如度秦王特．以诈佯为予赵城 特：特别

C. 于是舍人相与．．谏曰 相与：一起

D. 安帝雅．闻衡善术学 雅：素常

7. 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语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2 分）

A. 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 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

B. 故燕王欲结于．君 而君幸于．赵王

C. 不如因．而厚遇之 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

D. 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 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

8. 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语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2 分）

A. 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 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B. 我见相如，必．辱之 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

C. 大将军邓骘奇其．才 乃使其．从者衣褐

D. 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 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

9. 下列语句的翻译，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 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

翻译：寻求一个可以派去回复秦国的人，没找到。

B. 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

翻译：希望大王和各位大臣仔细地考虑商议此事。

C. 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

翻译：最终在朝堂上（设九宾之礼）接见相如，礼仪完毕后就回去了。

D. 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

翻译：我实在害怕被大王欺骗而对不起赵国。

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12 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10-13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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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阴王谑庵先生，名思任，字季重。先生作县令，意轻五斗，儿视督邮，偃蹇宦途，三仕三黜。通籍
①
五十年

内，强半林居，放浪山水，且以．暇日闭户读书。自庚戌游天台、雁宕，另出手眼，乃作《游唤》。见者谓其笔悍

而胆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摹，尽情刻画，文誉鹊起。

盖先生聪明绝世，出言灵巧，与人谐谑，矢口放言，略无忌惮。人有咎．先生谑者。其客陆德先叹曰：“公毋

咎先生谑。先生之莅官行政，擿．伏发奸，以及论文赋诗，无不以谑用事。昔在当涂，以一言而解两郡之厄者，不

可谓不得谑之力也。中书程守训奏请开矿，与大珰
②
邢隆同出京，意欲开采，从当涂起，难先生。守训逗留瓜洲，

而赚．珰先至，且．勒地方官行属吏礼。一邑骚动，先生曰‘无患．’。驰至池黄，以绯袍投刺③称眷生。珰怒诃，谓县

官不素服。先生曰：‘非也，俗礼吊则服素，公此来庆也，故不服素而服绯。’珰意少解，复诃曰：‘令刺称眷

何也？”先生曰：‘我固安阳状元婿也，与公有瓜葛。’珰大笑，亦起更绯，揖先生坐上座，设饮极欢。因言及

横山，先生曰：‘横山为高皇帝鼎湖龙首，樵苏且．不敢，敢问开采乎？必须题请下部议方可。’珰曰：‘如此利

害，我竟入徽矣。’先生耳语曰：‘公无轻言，入徽也，徽人大无状，思甘心于公左右者甚众。我为公多备劲卒，

以护公行。’珰大惊曰：‘吾原不肯来，皆守训赚我’。先生曰：‘徽人恨守训切骨，思磔其肉，而以骨饲狗。

渠是．以观望瓜洲，而赚公先入虎穴也。’珰曰：‘公言是．，我即回京，以公言复命矣。’当涂徽州，得以安堵如

故，皆先生一谑之力。”

先生于癸丑、己未，两计两黜。一受创于李三才，再受创于彭瑞吾。人方眈眈虎视，将下石先生，而．先生对

之，调笑狎侮，谑浪如常，不肯少自贬损也。晚乃改号谑庵，刻《悔庵》以志己过，而．逢人仍肆口诙谐，谑毒益

甚。

（取材于张岱《王谑庵先生传》，有删改）

注释：①通籍：做官。②珰：太监。③刺：名帖。

10. 下列语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人有咎．先生谑者 咎：责备

B. 先生之莅官行政，擿．伏发奸 擿：揭发

C. 守训逗留瓜洲，而赚．珰先至 赚：盈利

D. 一邑骚动，先生曰“无患．” 患：担忧

11. 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的词语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3 分）

A. 放浪山水，且以．暇日闭户读书

我为公多备劲卒，以．护公行

B. 且．勒地方官行属吏礼

樵苏且．不敢，敢问开采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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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渠是．以观望瓜洲

珰曰：“公言是．”

D. 将下石先生，而．先生对之

刻《悔庵》以志己过，而．逢人仍肆口诙谐

12.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 分）

A. 王思任先生为官五十年，多半居于山林，或纵情山水，或闭门读书，生活自由洒脱。

B. 王思任能文善谑，《游唤》显示出他笔锋犀利、笔意放纵等特点，是其成名之作。

C. 作者借陆德先之口，叙述王思任先生解除当涂采矿危机的往事，以赞扬他为官清正。

D. 王思任一生虽累遭排挤打压，屡经宦海沉浮，但其谑浪之性不移，狂傲之气不损。

13. 在当涂采矿事件中，王思任表现出哪些特点？请用三个成语加以概括。（3分）

四、本大题共 4小题，共 17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词，完成 14-16 题。

鹧鸪天·离恨

（清）纳兰性德

背立盈盈故作羞，手挼梅蕊打肩头。欲将离恨寻郎说，待得郎来恨却休。

云淡淡，水悠悠。一声横笛锁空楼。何时共泛春溪月，断岸垂杨一叶舟。

14. 下列对本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背立盈盈故作羞”，描写女子背对情郎站立时故作娇羞的姿态，姿态美妙动人。

B. “手挼梅蕊打肩头”，通过女子揉弄梅蕊、轻敲肩头的动作写出了女子的可爱。

C. 三四两句写女子对情郎的情感由思念转为怨恨，直到看见情郎恨意也未消除。

D. 五六两句中“淡淡”和“悠悠”两个叠音词，烘托出女子对情郎的思念悠远绵长。

15. “一声横笛锁空楼”将无形的“声音”化作了有形的“锁链”，艺术效果尽出。下列诗句中没有．．使用这种

表现手法的一项是（3 分）

A. 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B.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C.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D.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16. 本词“何时共泛春溪月”一句描绘了怎样的画面？请对这句词作简要赏析。（5分）

17. 在横线上填写出作品原句。（6 分）

①谈笑间，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②人生如梦，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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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定风波》）

④元嘉草草，封狼居胥，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⑤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李清照《声声慢》）

⑥天也， ！（关汉卿《窦娥冤》）

五、本大题共 5小题，共 14 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8-22 题。

苍凉的群像

①六月下旬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刚刚从德国访问归来，刘学颜专程从阿城来到哈尔滨，把厚厚一沓的

《叩问大荒》的手稿交给我。

②说真心话，四月份我在大兴安岭，他在电话中邀我为这部即将出版的新书作序时，我是犹豫的。因为作序

是马虎不得的事情，起码要把书稿看完整了。耗时费力不说，我还怕把握不好作品的“气韵”，差点“临阵脱

逃”。最终能接过这部沉甸甸的书稿，除了不好推却文友的这份信任，更是刘学颜所从事的研究和他的写作视域

吸引了我。

③刘学颜在金源故地的金上京历史博物馆任馆长。但凡从外地来到哈尔滨的文学界朋友，只要时间允许，有

两个地方是必去无疑的，一个是呼兰的萧红故居，另一个就是阿城的金上京历史博物馆了。前者凭吊的是让人感

伤的故人，后者凭吊的则是悲壮的历史。在金上京历史博物馆，你能看到曾染过鲜血的剑，生活用的陶罐和银盘，

祭祀的香炉，以及象征权位的印玺和可供梳妆的鲤鱼镜——一个人在这样的“实物”中流连久了，衣袖间又怎能

不沾染着一缕远古的斜阳呢?

④我花了三天时间，读完了《叩问大荒》。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汲取知识的行旅，是一次触摸黑土地脉搏的

行旅，更是一次文学的审美行旅。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刘学颜能够潜心沉入民族历史记忆的深处，以一腔豪

情，一己之力，挖掘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历史人物，一次次地踏上寻访之旅，本身就是不寻常的。更何况，他要做

一个文字的雕刻家，为这样的人物悉心塑像，就更加让人尊敬和感动了。

⑤为人物塑像最难的，首先是姿态吧：有些人物，在历史中已经被定型为一种姿态，如完颜阿骨打和金兀术。

刘学颜以史实为依据，除去民间演绎．．中无端加在这些人物身上的不实之处，还他们以本来的面目。虽然在此之前

也有人开始做了这样的工作，但有天时地利之便的刘学颜，在剖析人物特定历史时期的心理特征上，底气更足一

些。雕像的姿态确立了，他们的神态，还有赖于血肉丰满的史实来填充，所以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行万

里路”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书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在书斋中思考着的刘学颜，还有一个行走着的刘学颜。

历史和现实，就在这“静”与“动”之间，微妙地连接起来。

⑥一条隐秘的通道，悄悄地被打开了。于是，我们看到了在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中英勇杀敌的“蓝脸”的窦尔

墩，看到了漠北风雪之中迫令俄方退还占地的李金镛，看到了刺杀伊藤博文后穿着民族服装凛然赴死的韩国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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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重根。刘学颜身上有着浓郁的英雄主义情结，他所选择的历史人物，大都铁骨铮铮．．．．，又如抗日英雄马占山、赵

尚志、赵一曼、李兆麟等。当然，他也写了另一类英雄，如石油工人王进喜、伐木工人马永顺。而身为作家的他，

对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也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不吝笔墨地描绘了萧红、周立波、舒群等现代作家的风采。

⑦读刘学颜的书稿，感觉他还是一个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人。他古诗功夫深厚，在同龄人中，是翘楚．．。那些

穿插于书中的诗词，如四散的珍珠，使整部书有了别样的光彩。如拜谒寿山将军墓后所作的“恁有百年不居穴，

所居灵帐在草原”， 再如踏访“林海雪原”故地后吟就的“威虎啸天狼声哀，英雄已死雪山白”。

⑧虽然我与刘学颜不过几面之交，但他的人和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能够在这片苍茫的大地上，不断

思考和笔耕的人，一定是不流俗的人。比较而言，我更喜欢他此书中雕刻的那些已经逝去的英灵的雕像，他写他

们的荣辱悲欢时，更加客观透彻，挥洒自如。而写到健在的人物时，笔墨就有些“涩”，很难出彩。个中原委，

我能理解，这也是不能求全责备．．．．的事情。

⑨我想，以后朋友们再来哈尔滨，去阿城参观金上京历史博物馆时，我又可以多了一个话题：那里还有一个

博物馆，由刘学颜馆长亲手筑就，其人物长廊中陈列的雕像，大都顶天立地，透露着苍凉之气，值得一看。

（取材于迟子建的同名散文）

18. 下列对文中出现的词语，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 演绎：“绎”也可以写成“译”。

B. 铁骨铮铮：“铮铮”坚贞、刚强貌。

C. 翘楚：“翘”读音是“qiáo”。

D. 求全责备：苛责、要求完美。

19. 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 本文交代了为《叩问大荒》写序的缘由，对作品内容及特色进行了评述，充分肯定了作者的写作追求。

B. 《叩问大荒》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使人们感受到黑土地上特有的历史文化气息，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C. 刘学颜倾尽心血为阿城建造了另一个历史博物馆，里面多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游客可实地参观。

D. 这篇文章内涵丰富，情感真挚饱满，语言极富感染力，理性而中肯的评价中体现了作者深沉的思考。

20. 解释文中划线“ ”句子的含义。（3分）

一个人在这样的“实物”中流连久了，衣袖间又怎能不沾染着一缕远古的斜阳呢？

21. 文中说：“虽然我与刘学颜不过几面之交，但他的人和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阅读⑤—⑦段，概

括刘学颜给作者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3 分）

22. 从全文看，作者为什么说刘学颜的人物雕像大都透露着“苍凉”之气？（4 分）

六、本大题共 2小题，共 8 分。

23. 下面有关名著的阐述，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 鲁迅小说取材于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通过对人物不觉悟、不抗争的灵魂进行剖析，暴露国民的弱点，

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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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阿 Q 正传》着力塑造了弱者阿 Q 的形象，对其“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和严重危害进行了集中展现和

无情批判。

C. 《雷雨》以两个场景、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三十年的恩怨情仇，展现了不平等

的社会里，命运对人残忍的捉弄。

D. 《欧也妮·葛朗台》展现了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面对金钱对人的腐蚀，欧也妮是唯一的觉醒

者，她的反抗精神在小说中得到了热烈的赞颂。

24. 请从以下《呐喊》《雷雨》《欧也妮·葛朗台》的人物中，任选一个，举例说明其性格特征。（6 分）

阿 Q、华老栓、周朴园、鲁侍萍、老葛朗台、欧也妮·葛朗台

七、本大题共 1小题，共 50 分。

25. 作文（50 分）

“隅”的意思是：“角落；靠边沿的地方。”城市中，有这样的“一隅”：安静的书屋，幽僻的胡同，街角

的咖啡店，高楼林立中的小桥流水……也有那样的“一隅”：逼仄的小屋，不起眼的地下通道，简易的工棚，冷

清的故居，钟鸣漏尽时的医院……城市中更有这样的人，他们居于一隅，或松花酿酒，春水煎茶；或放眼宇宙，

洞悉物理；或沉默无声，抵御奋争……人们在各自的一隅中上演着不同的人生悲欢故事。

请以“城市一隅”为题，写一篇记叙文。形象生动地展现出现实中人们的生活和追求。要求：立意积极向上，

叙事符合逻辑；时间、地点、人物、叙事人称自定；有细节，有描写。不少于 7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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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 101 中学高一（下）期末语文参考答案

1. A

2. C

3. A

4. 昆虫的翅膀在扇动时速度惊人，同时能在空气中制造涡流，依靠这些可控的涡流，它们的翅膀在向下和向上

拍动时都能产生升力，同时这些升力和推力都可以是体重的数倍。

5. A

6. B

7. D

8. C

9. C

10. C

11. D

12. C

13. 写对 1 个成语得 1分，从不同角度写出 3个意思恰当的成语即可得 3分。词义表达重复的只得 1分。

①临事处理的态度方面：临危不乱（ 处变不惊）、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处之泰然） 、胸有成竹、举重若轻、

智勇兼备……

②劝止邢隆的策略、才能方面：口齿伶俐（三寸之舌、对答如流、慧心妙舌、辩才无碍）……

解郡县之厄的人格方面：敢作敢当、当仁不让……

③不给分：

不恰当：巧舌如簧（贬义）、随机应变、不卑不亢、刚正不阿、放荡不羁、肆无忌惮

不是成语：聪明绝顶、沉着冷静、聪慧机敏、诙谐幽默、不畏权贵、为官清正、出言灵巧

14. C

15. B

16. 词人运用想象，描绘了一幅与情郎春夜月下泛舟的美妙图画（“想象”1 分，“春夜月下泛舟的美妙图

画”1 分），创设了一个宁静、温馨的优美意境（意境特征 1 分），表达了女子渴望与情郎相会的期盼之情（“期盼

之情”1 分），反衬出女子的离恨之苦（“离恨之苦”1 分）。

17. ①一尊还酹江月 ②樯橹灰飞烟灭

③回首向来萧瑟处 ④赢得仓皇北顾

⑤凄凄惨惨戚戚 ⑥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18. A

19. C

20. 流连：观览沉浸（1 分），研究思考（1 分）。

远古的斜阳：历史文化气息或古典情怀（1分），沧桑和厚重（1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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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刘学颜在书斋中思考，在现实中行走；他身上有着浓郁的英雄主义情结；他还是一个有着古典浪漫主义情

怀的人。（答对一点得 1 分。共 3 分。）

22. 刘学颜书中所写的多是不该被遗忘的历史人物（1 分），他们大都铁骨铮铮，顶天立地（1 分）；在苍茫广袤

的黑土地上（1分），以不屈和英勇为悲壮的历史增添了极具光彩的一笔（1分）。

23. D

24. 基础等级：明确概括性格 2分；举例 2 分。

发展等级：举例典型，分析到位 2 分。

25. 写作：

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一类卷

（42—50 分）

符合题意、主题明确内容充实、感情真

挚 想象丰富合理语言流畅、表达得体结构

严谨、层次分明

以 46 分为基准分。

符合一类卷的基本要求，有创意、有文采的作

文可得 48 分以上。

二类卷

（33—41 分）

符合题意、主题明确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想

象合理语言通顺、表达基本得体 结构完整、

条理清楚

以 37 分为基准分。

符合二类卷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方面较为突

出的作文可得 39 分以上。

三类卷

（25—32 分）

基本符合题意、主题基本明确内容较充实、感

情真实想象较合理语言基本通顺、有少量语病

[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本清楚

以 29 分为基准分。

符合三类文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方面较好的

作文可得 31 分以上。

四类卷

（0-24 分）

偏离题意、立意不当中心不明确、内容空洞语

言不通顺、语病多结构不完整、条理紊乱 以 24 分为基准分。

附：文言文译文

山阴王谑庵先生，名思任，字季重。先生作县令，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轻视上级官吏，仕途困顿，三次做官，

三次都被罢免。做官五十年间，大半时光在山林居住，纵情于山水，并且在闲暇的时日闭门读书。自庚戌年，游

览天台、雁荡山，眼界非凡，于是写下《游唤》。读过此文的人评价他笔锋犀利，气势很盛，眼光独到，文辞尖

锐，任意描摹，尽情刻画，名声兴起传扬。

王谑庵先生，聪明冠绝当世，说话灵活巧妙，和别人诙谐逗趣，开口便说，丝毫没有顾忌畏惧。有人责备先

生戏谑。他的门客陆德先慨叹说：“诸位不要责备先生戏谑。先生为官管理政务，揭发坏人坏事，以及评论文章、

写诗，无不是用戏谑的方式行事。先前在当涂，凭借着一番话就解决了两郡（当涂、徽州）的危难，这不可说不

是先生戏谑的功劳。中书程守训上奏请求开矿，与大太监邢隆一同离开京师，想要先从当涂开采，为难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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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训在瓜洲逗留，却骗大太监邢隆先到（当涂），并且强制地方官员行下官礼。整个郡县惶恐不安，先生说

‘不要担忧’。疾行到池黄，身着红色的官服，递上名片，称是邢隆的亲戚。大太监邢隆愤怒地呵斥（先生）身

为县官为何不穿青袍。先生说：‘不是这样，按常理来说慰问、吊唁应穿青袍，您来到这里应该庆祝，所以没有

穿青袍而穿红色的官服。’大太监（愤怒的）神情稍稍缓和，又呵斥说：‘你的名帖上为什么说是我的亲戚？’

先生说：‘我原本是安阳状元的女婿，与您有亲戚关系。’大太监大笑，也起身更换了红色的官服，拱手行礼，

请先生坐上座，设宴畅饮。趁着谈论到横山的机会，先生说：‘横山是高皇帝的陵墓所在地，打柴割草尚且不敢，

（冒昧地）问一下敢采矿吗？一定要奏请中央各部颁布决定方可行事。’大太监说：‘这般厉害，我竟然进入安

徽。’先生轻声说：‘您不要轻易谈论进入安徽，徽人很不安分，一心想要冒犯您的人很多。我替您多预备些精

壮的士兵，来保护您的出行。’大太监慌张地说：‘我原本不愿意来，都是程守训欺骗了我。’先生说：‘徽人

彻骨地痛恨程守训，想撕裂他的肉，把他的骨头喂狗。他因此在瓜洲观望，骗先生先入这虎穴。’大太监说：

‘您说的对，我立即回京，按照您所说的回报情况。’当涂、徽州得以平安无事，都是先生戏谑的功劳。”

先生在癸丑、己未年，两次考核两次降职。先后被李三才、彭瑞吾中伤。人们正虎视眈眈，将对先生落井下

石，然而先生对待此事，戏谑取笑，如往常一样，不愿意稍微贬低折损自己。晚年就改号为谑庵，刻下《悔庵》

来记录自己的过错，但逢人仍然无所忌惮地谈笑，戏谑得更加厉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