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 学年度第二学期高三 3月份模拟考试

语 文

一、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1 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6 题。

材料一

一年 365 天，我们为什么要把归乡的日子选择在春节？这个问题，牵涉到中

国时间的秘密。

过去二十年，我一直在研究中国古代历法中节日的排列。最后我发现了中国

古代人时间生活的秘密：原来中国古人按照阴阳观念思考问题，依照阴静阳动的

原则，他们给自己的时间生活划分出了鲜明的节奏。这节奏就体现在节日安排上：

一年之中，前半年为重；半年之中，前三个月为重；12 个月当中，奇数月份为

重；一月之中，前半月为重。这个排列有两个变例：一是八月份，宋代开始，中

秋节成长为大节；另一个变例就是十二月，十二月是偶数月，但节日分量很重，

并且集中在后半月，这和来年一月份的前半月结合在一起，构成中国古代时间生

活最大的一个节期。

当这一规则具体展开于一年的农业生活中时，我们会看到，中国古代节日具

有怎样鲜明的内在节奏！一月之中，当人们为前半月的节日忙碌过后，后半月的

平静生活显得非常可贵。当后半月的生活显得过于平静，下一个月新的节日期已

经来临。当一个节日较多的月份结束后，到来的是一个节日相对较少的月份。然

后到来的又是一个节日相对较多的月份。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年之中，当万物萌

生的春季这样一个节日繁多的季节结束后，是稳定的成长，是夏季这样一个节日

相对减少的季节。而当收获的金秋来临，同时到来的是又一个节日的盛季。而那

之后是冬季，是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节日排列由相对减少到伴随着新年即将来

临而转入迎新的准备期。一年中节日的最高潮将在这之后如期到来。这一切构成

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节日生活的内在节奏。一月又一月，一年复一年，这一内在

节奏，与大自然的四季变迁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与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节日传说结

合在一起，为我们先民的时间轨迹雕上了美丽的刻度。这一内在节奏，有如万象

喧然与处子般宁静的契合．．，有如一曲美丽的乐曲。一个个月份如一节节平稳流畅

的乐章，八月中秋则是中间华美的变奏，而十二月后半的节日集中期与来年正月

前半月合而为一，构成一年中澎湃激扬．．．．的节日高潮。

这就是中国时间的乐章，它既葆有摇曳多姿．．．．的变化又谨然成序，既内容丰富

多彩又快慢张驰有度．．．．，它是我们先民时间生活的内在的旋律。而“年”是我们一

年时间生活的顶点和高潮，在中国人的时间生活中，它占有绝对性地位。而这个



地位，是千百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中国人文化积累的结果。早在殷商代，已经有了

近似于“年”的观念。人们在年终会开展大型祭祀．．活动，祭祀天地山川和祖先神

灵。到了周代，尽管“年”的日期和今天有所不同，但过法已经有很多相似之处。

从那个时代起，年已经是一家人、一族人欢聚一起共度良辰的日子。

两千年多少朝代兴替，两千年多少世事沧桑；“年”却一直留下来，并且不

断生长，成为民族的传统被继承和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国人的节日传统。它渗透

进了中国人的血液里，成为中国文化的根，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肯放弃的传统。

（取材于刘晓峰《家与年：解读中国文化的深层密码》）

1．根据材料一，下列对“中国时间”特点的表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3

分）

A．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思考问题的阴阳观念。

B．节日安排的节奏符合古人所持阴静阳动原则。

C．严格遵循节日数量逐月恒定更替的内在规律。

D．节日安排有如变化多姿而又谨然成序的乐章。

2．根据材料一，下列不属于．．．把归乡的日子选在春节原因的一项是（ ）（3分）

A．年是我们一年时间生活的顶点和高潮。

B．年在我们的时间生活里占绝对性地位。

C．年作为家人、族人欢聚的日子是古已有之的传统。

D．年处在春之初，是合家商定全年计划的最佳时刻。

材料二

《红楼梦》里，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哪个节日都过得神采飞扬，唯独

说到过年，要么是一带而过，要么就写得很无聊。

前八十回里，两处写到过年，一处是元春省亲前，“朱批准奏：‘次年正月十

五上元之日，恩准贾妃省亲。’贾府领了此恩旨，益发昼夜不闲，年也不曾好生

过的。”一句话就把个新年打发掉了。到了五十三回，曹公正儿八经要写一回过

年了，细细地写贾府里祭祀、焚香、吃年酒、进宫朝贺，写得排场极大，像一幅

画儿，画上的每一个人，做的都是规定动作，不像其他节日里，欢声笑语间，便

凸显了各自的性情。

两处描写加起来，可以凑成曹公对于过年的感觉，这是一个既乏味又充满繁．
文缛节．．．的节日。假如我们认同《红楼梦》是一部自传体小说的话，这也基本上是

贾宝玉的春节印象，他是不喜欢过年的。

贾府里其他节日大都是自家人在一起吃饭，贾宝玉深受宠爱而如鱼得水，但

除夕就不一样了，他要见到的人不只是亲人，还有亲戚。

一些老妯娌，是贾府旁支亲眷，宝玉也该上前喊一声奶奶。她们坐在一起，



会聊些什么呢？书里没说，二十九回里，倒有个样本。那个无聊的张道士，见了

贾母，先是夸老太太气色好，又赞宝玉发福了，然后自然而然地就说到宝玉的婚

事上，提起前日在哪个人家见到一位小姐生得好模样，要给宝玉做个媒。大年下，

与贾母握手相见的老太太们，大抵也是按照这个格式走。

提亲话题之外，她们还喜欢问你在社会上的定位、现状和前程；还有那些来

拜年的叔伯，他们会问得更仔细。这让逃避学堂成天跟姊妹们混得不亦乐乎的“无

业游民”贾宝玉情何以堪．．．．？贾政在家的日子，虽时常把宝玉骂个狗血喷头．．．．，但亦

有当父亲的虚荣心，没准儿会像某些章节里曾有过的那样，把他拎出来，让他当

众做首诗什么的。总而言之，那些不快乐的记忆，贾宝玉或者说曹公都曾体验过，

让他懒得再提。

说到底，是新年这节日太主流，跟非主流的贾宝玉犯呛．．。

最初，“年”是个吃人的怪物，人们要用鞭炮、用喧天锣鼓去驱逐它。这也

许可以说明，年，原本自恐惧而来，来自对生命与岁月的恐惧，所以，人们要用

狂欢把那恐惧压下去。驱逐恐惧的另外一种做法，是确定自己的坐标，在“适当”

的年龄做“适当”的事，会让人觉得把握住了光阴，心里踏实。所以，在新年的

各种仪式里，人的自我被抽离，变成一个个符号：在祖宗灵牌前虔敬的后代，与

鬼神巧妙周旋的凡人，必须融入欢乐海洋的一分子；还有，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

的事，在生命坐标上不偏不倚稳稳立住的那个点。

可是，对于曹公来说，哪有什么适当与不适当，只有我想与我不想。家财万

贯可能瞬间成空，不能与心爱的人在一起，举案齐眉．．．．又如何？新年只是时间的节

点，而非人生的节点，何必这样欢天喜地又禁忌重重地去制造噪声、垃圾和狂欢

后的虚空呢？

清清静静地过自在流年。这样的新年，想来才能让宝玉心生欢喜。

（取材于闫红《我们就是那个不爱过年的宝玉》）

3．根据材料二，下列不属于．．．宝玉“不喜欢过年”原因的一项是（ ）（3分）

A．过年充满繁文缛节，十分乏味。 B．被提亲，被关注地位和打探前程。

C．成为长辈满足虚荣心的应景人。 D．重要的时间节点，恐惧生命流逝。

4．材料二的“是新年这节日太主流，跟非主流的贾宝玉犯呛”一句中，“主流”

和“非主流”分别指什么？（4分）

5．材料二引用了《红楼梦》第二十九回张道士给宝玉说亲的例子。其实二十九



回中还有一个有趣的情节：张道士捧了一盘子贺物，其中有一块赤金点翠的麒麟，

贾母忘掉是谁带的，宝钗急忙笑告 （人物）有这样的物件，因此引起

了 （人物）的冷嘲热讽：“他在别的上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

发留心。”由此我们还可以想到《红楼梦》中两个经典的“姻缘配”：一个前世的

木石前盟，一个现实的 。（3分）

材料三

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年味只是一种存在于记忆中的味道。

年，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原本也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但是

因为社会的发展，原来的传统节日所承载的东西，不再是今天人们的必需，那么

“年”这样的传统节日就会发生变化，甚至是质的变化。

现在的人们对于过年，似乎只剩下了回家、团聚、吃饭，然后就是离家、工

作。回家过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形式、一种强迫、一种责任、一种负担，完

全没有小时候那种望眼欲穿的过年心情了。就是相聚了，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放下

手机、离开电脑、不看电视，和家人说说心里话，唠唠家常．．．．呢？

年还没完，该走的就踏上了归程。过年，很多时候只不过是回家的一个必要

的理由而已。

因为很多原因，过年时放鞭炮的少了，单位挂大红横幅．．、红灯笼的少了，这

在某种角度上说，是时代的进步，是人们对于社会发展和环境变化的一种自我调

整。但客观地说，街上一点喜庆的颜色和气氛也没有，无疑对于年味变淡带来了

很大的影响。

（取材于赵晓林《过年成为一种形式：年味不知“味”》）

6. 过年是中国人不肯放弃的传统，可是，当下“年味”却越来越淡。请结合以

上三则材料，说说“年味”变淡的原因。（5分）

二、本大题共 6 题，共 22 分。

（一）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7-11 题。共 16 分。

论梁元帝读书

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或问之，答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

故焚之。”有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曰：“书何负于帝哉？”此非知读

书者之言也。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取帝之所撰



著而观之，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者，非破万卷而不能。于其时也，君

父悬命于逆贼，宗社垂丝于割裂；而晨览夕披，疲役于此，义不能振，机不能乘，

则与六博投琼①、耽酒渔色也，又何以异哉？夫人心一有所倚，则圣贤之训典，

足以锢志气于寻行数墨之中，得纤曲而忘大义，迷影迹而失微言，且为大惑之资

也，况百家小道，取青妃白②之区区者乎？

或曰：“读先圣先儒之书，非雕虫之比，固不失为君子也。”夫先圣先儒之书，

岂佛徒之言，书写读诵而有功德者乎？读其书，察其迹，析其字句，遂自命为君

子，无怪乎为良知之说者起而斥之也。

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修己治人也；察其微言，以用其精义也。

乃善读者有得于心而正之以书者鲜矣，而如太子弘之读《春秋》而不忍卒读者鲜

矣，而如穆姜之于《易》，能自反而知愧者鲜矣。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定而学乃益，未闻无志而以学为志者也。

以学而游移其志，异端邪说，流俗之传闻，淫曼之小惠，大以蚀其心思，而小以

荒其日月。元帝所为，至死而不悟者也，恶得不归咎于万卷之涉猎乎？儒者之徒，

而效其卑陋，可勿警哉？（取材于清王夫之《论梁元帝读书》）

注释：①六博投琼：古赌博游戏。 ②取青妃白：比喻卖弄文字技巧。

7.下列句中加点词语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者。 夸:夸耀

B.足以锢．志气于寻行数墨之中 锢：禁锢

C.迷影迹而失微言．． 微言：不重要的言词

D.能自反．．而知愧者鲜矣 自反：自我反省

8.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3分）

A.则与六博投琼、耽酒渔色也，又何以异哉

那和沉迷于赌博，喝酒，美色，又有什么不同呢？

B.无怪乎为良知之说者起而斥之也

那就不奇怪从事“致良知”之说的学者，会群起而斥责了。

C.乃善读者有得于心而正之以书者鲜矣

善于读书而有心得，又能以书导正的人则很新鲜。

D.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我十五岁立志发奋学习。

9.作者认为梁元帝读书存在的问题有：① ；② 。（2 分）

10.作者认为读书的目的是：（2 分）□□□□、□□□□。
11.本文关于读书的观点，今天还有其现实意义，联系实际，说说你的感悟。（6
分）

（二）根据要求,完成第 12 题。(共 6分)



12.《论语》中记录了许多孔子关于从政的对话，如《雍也》篇：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

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

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请简要说明孔子认为三位弟子能够从政的原因，这则短文体现出孔子怎样

的思想。

三、本大题共 4题，共 23分。

（一）阅读下面两首诗，完成 13-14题。

官池春雁（其一）

杜甫

自古稻粱多不足，至今鸂鶒乱为群。

且休怅望看春水，更恐归飞隔暮云。

两雁

陆游

两雁东西来，合群以南翔。镜湖接天台，海阔天茫茫。

冥飞远矰弋①，长路谙冰霜。君看此气象，岂复谋稻粱。

正尔下杜陵，已复掠潇湘。超遥万里程，燕雀安能量！

【注】①矰弋：射鸟用的箭。

13．下列对两首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 ）（3分）

A.杜诗第四句中“隔暮云”寓意归乡之途充满艰险。

B.陆诗中“镜湖接天台”寓意前路迷茫，迷失了方向。

C.陆诗“冥飞”两句写雁克服了长路中重重的艰难险阻。

D.两首诗分别用“鸂鶒”和“燕雀”来反衬雁的形象。

14.比较两首诗，回答下列问题。（6 分）

刘熙载《艺概》说：“咏物隐然只是咏怀，盖有个我也。”请概括两首诗中“我”

的形象。

15.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共 8分）

李白的《子夜吴歌》（其四）使人联想到不少有关战争的诗文，比如《国殇》

中有“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 。”又比如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中有“郁孤台下清江水， ？西北望长

安， 。”再比如《书愤》中有“ ， 。”又让人联

想 到 《 曹 刿 论 战 》 中 关 于 人 民 为 什 么 拥 护 战 争 的 论 断 ：“ 小 大 之

狱， ， 。”



（二）根据要求完成第 16题。（共 6分）

16.《红楼梦》第 63 回中，大观园里群芳夜宴，湘云抽到一支花签，题着“只恐

夜深花睡去”，黛玉因而笑言，将“夜深”二字改“石凉”两个字倒好，结合原

文分析黛玉为什么要这样说？从中可以看出湘云怎样的形象特点？

四、本大题共 4题，共 19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7-20题。

水之经典

肖复兴

世上丽水秀水晶莹之水清澈之水恢弘之水浩瀚之水，多得是。但在我看来，

极富个性、最值得看的是这两处：都江堰和九寨沟。

看都江堰的水，看的是强悍奔腾的水如何层层叠叠化为生命的涓涓细流。

飞奔如兽、桀骜不驯的岷江水，经过都江堰，立刻将仰天长啸变为喃喃细吟，将

浪涛如山变为珍珠四溢，将凶猛如火变为柔情万缕……出宝瓶口流入内江，立刻

呈现一派水光潋滟的情景，让人叹为观止，看到水的柔劲、可塑和万难不屈、长

流不懈的生命活力。那是一种将绚烂归于平淡，将刚劲寓于柔顺，将一时融于永

恒的生命。

都江堰看水，看的是水如何从天上流入人间，如何从神话流入现实，如何

将自己化为一种哺育人类、灌溉庄园的生命。都江堰的水，是一种入世的现实的

水。

④李冰的都江堰名垂千古，功劳在于他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看似浅显的

道理。水的两重性，比之人的多重性，他认识得还要透彻深刻。他或许对付不了

人的多变纷纭，一辈子只当个蜀中郡守；却能对付水，把疯狂的水引入现实，一

直绵绵流淌了二千多年。

⑤曾在成都看国际熊猫节开幕式的演出，演李冰父子治水一幕，满场旌旗飘

扬、战鼓如雷，让李冰父子率领众人杀败龙王恶神，我实在不以为然。这种善恶

之斗、人鬼之争的简单演绎，把李冰父子变成了神。其实，恰恰是李冰父子将水

从不可治理不可理喻的神化为同芸芸众生一样的，在现实中浇灌着农田，在平凡

土地上存活的生命。

⑥看九寨沟的水，看的是宁静、恬淡的水如何凝聚成生命的湖泊。镜海、长

海、珍珠滩……每一个湖泊都是那样清澄透明、纤尘不染，让人如同看到教堂里



洗礼用的圣洁露水，如同听到教堂里管风琴演奏的圣母颂，让人懂得并真真地看

到人世间居然有纯洁透澈的净，就在这里远避尘嚣而静静地存在。

⑦那水几乎一动不动，任外面的世界如何纷繁变幻，将污染、噪音连同人心

泛起的种种污浊的泡沫一起抛向天空和大地，它独自坚持着自己的贞操，不动丝

毫涟漪，不染丝毫尘俗，将水底的虬枝沉木、水藻水锦，将天上的薄云丽日、山

岚清风，将身旁的雪峰幽谷、古树老藤……一一映在自己的怀中，映得那么明净、

幽深、清冽。因为它的洗涤，所有这一切，都显得比本身还要清纯与洁净，如同

脱胎换骨一般，玉洁冰清，重塑了自己一番。尘世沾惹的市俗庸俗，风骚矫情、

浪声虚名、欲火利海……起码不敢在这里抖擞，而被这水洗却大半。

⑧九寨沟看水，看的是水如何从人间流向天上，如何从现实流向童话，如何

将自己化为一种启迪人类、净化心灵的艺术。九寨沟的水，是一种出世的艺术的

水。

⑨看都江堰和九寨沟的水，给人以完全不同的感觉。在现实中找不准自己的

位置，便会蹉跎生命；沉靡现实而背弃心灵、抛掷精神、亵渎纯洁，不懂得一点

点现实永远不会给予而只有艺术才能焕发和唤回的浪漫与童话的情怀，便会麻木

了生命而只剩下一个蝉蜕一样的空壳。心，因缺少水的滋润，会成为一片荒芜的

沙漠。

⑩在现实与艺术之间，在物质与精神之间，人总是矛盾着、跌撞着，顾此失

彼而永远找不到连接两者之间的直线或弧线。大概这正是人类永远苦恼困惑的原

因。而都江堰和九寨沟的水，分别给予人类一面镜子。

(11)谁也无法离开水，纵使我们可以离开摩天大楼、豪华别墅，可以放弃汽

车电话、电视电影，抛下各种欲望，我们无法离开水。只是要看我们需要的究竟

是哪一种水。我们选择着水，水也在选择着我们。

(12)九寨沟和都江堰是水之经典。

17．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不正确的两项是（ ）（ ）（4分）

A．都江堰的水滋养生命，九寨沟的水塑造灵魂，它们都极具个性，堪称“水

之经典”。

B．文章写都江堰的水和九寨沟的水，既有生动形象的描绘，又有独到深刻的

思考。

C．④⑤两段承上启下，强调了正是李冰父子将难以治理的水化为造福人类的

生命之水。

D．文章开篇句不加标点，一气呵成，语势强烈，目的是为了表达作者对水的

喜爱之情。

E.老子所说的“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句话，可以用来说明作者笔下九寨沟之

水的特点。

18．文章第(4)(6)两段加点词语“现实”和“净”有什么丰富的含义？（3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作者对都江堰和九寨沟的水分别作了怎样的高度概括性评价？这两处水给了

人们什么启迪？（6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作者说九寨沟的水可以把虬枝沉木等洗涤得清纯洁净，如同脱胎换骨一般。

其实，生活中类似这水的人、事、物还有很多，他们滋养了我们的生命，净化了

我们的心灵。请你展开联想，谈谈你的认识。（6分）

五、本大题共 3题，共 65分。

2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①②题。（5分）

【甲】春节在古代称为正旦、元日、元旦等，将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春节是辛

亥革命后才开始的。【乙】从本质意义上说，春节根源于上古先民的时间感受与

时间意识。【丙】古人以天文、物候及人事活动等作为时间变化的重要参照，年

的时间周期概念应该在夏商周三代以前就已经为人们所掌握。【丁】年是农业社

会的时间标志，体现着农人的生活节律。春节处在年度周期与四季循环的新旧交

替时间关口，其节俗丰富、生动，充满了人性伦理之美、情感之美、艺术与智慧

之美。春节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享

受、保护、展示春节文化是中国人的责任与义务。

①将下面的句子填入原文中，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 ）（2分）

春节的产生与古代历年概念的形成有直接关系。

A．【甲】 B．【乙】 C．【丙】 D．【丁】

②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哪一种修改是正确的？为什么？（3分）

修改一：春节不仅是一宗巨大的中国文化遗产，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

要组成部分

修改二：春节不仅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宗巨大的中

国文化遗产

22.微写作（10分）

在西班牙举行的一场自行车赛上，车手伊斯梅尔·埃斯特万在距离终点只

有 300 米时不幸遭遇爆胎，他只能扛起自行车跑向终点。而此时他身后的竞争对



手奥古斯汀·纳瓦罗拒绝超越对手，慢慢地跟随其身后。后来，埃斯特万想把奖

牌送给纳瓦罗，但遭到了婉拒。

从下面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超过 150 字。

①这一消息引发了你怎样的思考？请发表看法。要求：观点鲜明，言之成理。

②请发挥想象，描写当时比赛终点的场景。要求：具体、形象，有画面感。

③请以“对手”为题，写一首小诗或一段抒情文字。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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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2019 年 3 月 30 日，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境内发生森林火灾。3月 31 日下

午，救火队员遇突发林火爆燃，27 名森林消防队员和 3名地方干部群众牺牲，

平均年龄仅为 25.5 岁。国家评定这 30 名牺牲人员为国家英烈，授一等功。

《人民网》

2019 年 9 月 30 日上映的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中国机长》连上热搜。川航

英雄机长刘传健成为网红，网民纷纷为英雄机长点赞。

《搜狐网》

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从武汉到北京乃至全国各地涌现

出一批英雄，如钟南山、李兰娟、柳帆、龙巧玲、彭银华、韩红、林生斌、汪勇

等众多的英雄。

《微信公众号》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对

英雄模范的表彰。今天我们以最高规格褒奖英雄模范，就是要弘扬他们身上展现

的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英雄模范们用行动再次证明，伟大出自平凡，

平凡造就伟大。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

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

不平凡的成就。

《2019 年 9 月 29 日习近平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的讲话》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思考？写一篇议论文，阐述你的观点和看法。

要求：自主立意，自拟题目；观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具有逻辑性；语言

得体。

②请以“风景”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叙述你的见闻和感受。

要求：主题积极健康，有文化内涵；写现实生活，有场面描写、细节描写；

语言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