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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北京东城高一（上）期末 

语    文 

2021.1 

本试卷共 6 页，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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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小题，共 10 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4 题。 

材料一 

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生活上互相合作，彼此天天见面，社会学上称之为“面对面

的社群”。在这“社群”里人们甚至可以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A】这是说，你得用声气辨人。熟悉的人不必

通名报姓，足声、声气、甚至气味，都足够“报名”。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起因是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需要找

一些东西来代话。【B】这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可以面对面直接说话时，这种被

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 

文字所能传达的情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

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

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

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不苛求文法，因为有很多辅助表情可以补充传达情意。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不合文法

的字词难免引起误会，所以不好。可说话时我们如果用了完整的句子，不但显得迂阔，而且可笑。 

所以，文字是间接的说话，它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在能够彼此直接接触的乡土社会，为什么舍弃比较完善

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

的时候，个人才需要表达；而表达的结果也须使对方明白所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因

此，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的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 

另一方面，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即行

话”。行话是同行人中的话，外行人没有这种经验便不会懂。除了用声音作象征的“特殊语言”，其实亲密社群中可

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还有很多。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用语言

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C】 

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其实这个筛子虽帮助

了人和人间的了解，但同时却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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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中的眉目传情“指石相证”，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

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取材于费通《乡土中国文字下乡》) 

1.根据材料一，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2 分) 

A.“面对面的社群”是个熟人社群，人们在生活上互相合作，不必见面便知对方是谁。 

B.文字的“走样”是指在异时异地对文字的理解很难尽合于它所记录的当时当地的情意。 

C.“行话”作为一种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由声音、表情、动作共同构成其象征体系。 

D.在乡土社会中可以使用表情或者动作来实现交流，文字和语言都不是唯一的交流方式。 

2.请将下列三段文字的序号填入文中对应位置。(2 分) 

(1)我们自己虽说是已经多少在现代都市里住过一时了，但是一不留心，乡土社会里所养成的习惯还是支配着我

们。你不妨试一试，如果有人在你门上敲着要进来，你问:“谁呀！”门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个大声的“我”。 

(2)譬如:我可以和一位熟人说:“真是那个！”同时眉毛一皱，嘴角向下一斜，面上的皮肤一紧，用手指在头发里

一插，头一沉，对方也就明白“那个”是“没有办法”“失望”的意思了。(3)在广西的山里，部落有急，就派了人送

一枚铜钱到别的部落里去，对方接到了这记号，立刻派人来救。 

【A】                【B】                【C】             

材料二 

文字发生在人和人传情达意时受到了时空阻隔的情境里。所谓时间上的阻隔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人的今昔之

隔，一方面是社会的世代之隔。 

与其他动物相比，人富于学习能力。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作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

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法是“习”。习指反复地做，靠时间中的磨练，使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这必须依靠

时间中的桥梁——记忆来打破个人今昔之隔。人的学习有一个象征体系在帮忙，其中最重要的是“词”。我们不断

在学习时说着话，把具体情境抽象成一套能普遍应用的概念，概念必然要用词来表现，于是靠着词，我们从特殊

走上普遍在个别情境中搭下了桥梁；我们从当前走到今后，在片刻情境中搭下了桥梁。人和时间的接触，靠了概

念，也就是词。如果“词”的记忆消失了、遗忘了，我们的“时间”就可说是阻隔了。 

在人的生活和时间的关联中，词是最主要的桥梁。但是词却不一定要文。文是用眼可以看得到的符号，就是

字。词不一定是刻出来或写出来的符号，也可以是用声音说出来的符号——语言。一切文化中不能没有“词”，可

是不ー定有“文字”。我想说明的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 

乡土社会的生活很安定。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还在熟悉的地方上长

大。熟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

到的经验。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在定型生活中长大的有着

深入生理基础的习惯帮他们“日出而起，日入而息”的工作节奏。记忆都是多余的。 

在一个常常变动的环境中，我们感觉到自己记忆力不够时，方需要外在的象征，通过联想来帮助记忆。从语

言变到文字，也就是从用声音来说词，变到用绳打结、用刀刻图、用笔写字，是出于我们生活从定型到不定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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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触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通信簿。乡下社会中黏着相片

的身份证是毫无意义的。 

乡土社会中，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

授无缺。 

因此，中国如果是多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的呢?我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

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文字的发生另有它的背景。不论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这种

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

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

后，文字才能下乡。 

                               (取材于费孝通《乡土中国再论文字下乡》) 

3.根据材料二，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2 分) 

A.人和人的情意传达，受到了时间和空间的阻碍，于是诞生了文字打破这种阻碍。 

B.和人相比，其他动物欠缺以一套自身行为方式为模型，来改造本能方式的过程。 

C.“词”作为象征体系的一部分，能帮助人学习，“词”可以不是文字，只是语言。 

D.在定型生活中，人们因为觉得记忆多余，所以靠生理习惯适应日复一日的生活。 

4.请结合以上两则材料，概括费孝通对文字下乡的看法并说明理由。(4 分) 

二、本大题共 7 小题，共 20 分。 

（一）阅读下面两段文言文，完成 5—10 题。（共 15 分）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

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

者，用心躁也。（《劝学》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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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节选） 

5．下列语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风雨兴．焉       兴：起 

B．金石可镂．        镂：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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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其出人．．也远矣     出人：超出一般人 

D．君子不齿．        齿：羞耻 

6．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的词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项是（2 分） 

A．而神明自．得    亭东自．足下皆云漫 

B．筋骨之．强      凌万顷之．茫然 

C．吾未见其．明也     何为其．然也 

D．则群聚而．笑之    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 

7．下列语句中，加点词语与现代汉语意义相同的一项是（2 分） 

A．蚓无爪牙之利 

B．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 

C．今之众人 

D．道相似也  

8．根据文意，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两段选文都是论述性文字，都先批判错误观点，再提出自己主张。 

B．荀子认为获取知识要做到不断积累、坚持不懈，且必须用心专一。 

C．“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中的“道”，指的是儒家思想。 

D．两段选文形式上整句与散句结合，语言错落有致，读来朗朗上口。 

9．将下面语句译为现代汉语。（2 分）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 

10．根据要求，完成下列（1）（2）题。（5 分） 

（1）《劝学》的中心论点是“学不可以已”，选段是针对              来论述的；《师说》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

性，选段是针对              来论述的。（2 分） 

（2）上述两个选段运用了相同的论证方法，请结合具体内容分析。（3 分） 

（二）根据要求，完成第 11 题。（共 5 分） 

11．阅读下面《论语》中的文字，回答问题。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

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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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颜渊》） 

（1）综合以上材料，简述孔子所说的“礼”的内涵。（3 分） 

 

（2）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写道，“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

不是折狱。”请结合最后两则材料，谈谈你的理解。（2 分）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7 分。 

阅读下面诗歌，完成 12—14 题。（共 12 分） 

登高 

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12．下列对本诗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首联和颔联共写了八个意象，抓住深秋景物特征，营造阔大明净的意境。 

B．颈联点明诗旨，诗人在“悲秋”中慨叹羁旅漂泊、暮齿衰疾，自怨自艾。 

C．尾联分承五、六两句，诗人备尝艰难潦倒之苦，更因病断酒，悲愁难遣。 

D．本诗前四句景，后四句情，八句皆对，一气贯穿，只觉悲凉，不嫌呆板。 

13．本诗尾联中说“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写“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

华发”，这两处运用的共同意象是什么？简要说明这两处在抒情方式上有何不同。（5 分） 

14．本诗是杜甫客居夔州时登高所作，请从景情关系的角度就本诗写一则短评，150 字左右。（5 分）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3 分。 

阅读下面作品，完成 16—19 题。 

大地血脉 

①汽车飞驶于湘南山水间，望见大地被高速公路重新分割，山峦起伏，江河奔流，田畴葱绿，万物生机，仿佛

开天辟地时神显奇迹那样。走在高速公路上，我往往醉心于两旁的绿树、花圃和各色景观。刘鹗的《老残游

记》，写老残去济南，“一路秋山红叶，老圃黄花，颇不寂寞。”我读过这段便不能忘记，只因喜欢那路上的景

致。似乎叫音乐家激情澎湃的并不是五线谱上的线条，而是线条间忽上忽下跳跃的音符。人们奔驰在坦途时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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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觉地忘记道路，正像脚上最舒适的鞋也会叫人完全忘记。实则却是有了路，才有路边无穷变幻的景致；有了

五线谱上的线条，音符才会各安其位澎湃激荡。 

②我多次去过湘南，都会去拜谒柳宗元和秦观遗迹。这回又去了。柳宗元贬谪永州是一千二百年前，他那首妇

幼皆知的《江雪》便是在潇水边上写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从这首诗的字

缝里，后人读出它藏头四字：千万孤独。永州去京师长安，去故里山西，都太遥远了，岂能不孤独！但柳子是位

哲人，独与天地共往来。他不但能把孤独生吞到肚子里去，诗文中还常见闲适与放达。柳子的“永州八记”是散淡

优容的，他的诗作也不喜作悲苦之声。他在《溪居》中写道：“久为簪组束，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

客。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诗人说自己久为朝廷官职所累，幸而被贬到南夷之地

来了。永州人烟稀少，仰天放歌，多么惬意！我想柳宗元骨子里应是充满骚怨的，只是刻意叫自己忘情于山水罢

了。 

③柳宗元之后近三百年，秦观贬谪永州邻地郴州。秦观与柳宗元性情迥异，柳子偏于沉潜，秦氏则情形于言。

秦观到了郴州，便悲叹“人共楚天俱远”“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人到郴州，想“驿寄梅花，鱼传尺素”都很

难了。他的名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亦是愁肠万种。古人流寓客乡的孤独虽各有遭逢际遇，然

山高路远会令孤独雪上加霜。辛弃疾站在赣州郁孤台上，一句“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只是说了遥远，孤独

便油然而生。 

④千百年来，先人们都梦想化天涯为咫尺。与日逐行的夸父走得最快，河渭之间在他脚下不过三两步。《水浒

传》中的神行太保戴宗也颇能行走，虽豪迈不及夸父，也能日行八百里。然而，这都只是千古沉梦。古人写快的

诗句，想得起的真是寥寥。“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所写飞马之快，只是文学夸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

已过万重山”，同样也是诗人的浪漫。“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与其说是旅程之快，毋宁说是思乡之

切。 

⑤慢而愈远，远而愈慢。古人对遥远的喟叹，却俯拾即是。晏殊有词说：“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

处！”固然离人无处寻觅，更奈何大地太辽阔了。张若虚想着北方到南国，远得叫人断肠：“斜月沉沉藏海雾，碣

石潇湘无限路！”天高地远而行道迟迟，万端愁绪便随地而生。故而欧阳修说“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

水”；陆机说“悠悠行迈远，戚戚忧思深”。 

⑥我有时在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常常会想象先人的旅途之苦。当年柳宗元古道瘦马从京师赴永州，入湘后也

许就是沿着今天高速公路的线路走的。我们车轮此刻辗过的地方，说不定印有柳宗元那匹瘦马的蹄痕。他在路上

走了几近一年，风餐露宿，车马颠簸，困苦劳顿。想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突然感觉到某种荒诞。今日高速公

路上的电光石火，当年柳宗元的车马辚辚，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时间体验。假若我以超光速飞奔在超车道，柳宗

元慢吞吞走在行车道，我会因时间倒流而同他相遇。那一刹那，他还来不及瞥我一眼，我已像幻影般一闪而逝

了。 

⑦我这回往湘南去，随身背着一本《中国神话与民间传说》。书上开篇写盘古开天辟地，天地间有了日月星

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花草树木，盘古倒下后身躯化为五方名山、四肢变成大地四极、肌肉变成肥沃的土

地、经脉变成无数道路……而神的初民仍在路上不断求索。直到秦始皇时，五尺官道才逐渐遍布九州，同辙之车

吱吱呀呀开辟了新的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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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今天，人类又在开天辟地。人说，要有高速公路，就有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把东西南北贯通起来，天堑变

了通途。从地球的这端到那端，就像村东头到村西头。人称高速公路为动脉，大地便血脉充盈了。 

（取材于王跃文的同名散文） 

16．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把孤独生吞到肚子里去   生吞：生硬地接受 

B．想得起的真是寥寥     寥寥：指诗句很多 

C．万端愁绪便随地而生   随地而生：随空间距离产生 

D．高速公路上的电光石火  电光石火：形容车速度极快 

17．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第①段作者将路比作“五线谱上的线条”，将路边的景致比作“音符”，意在说明高速公路的重要性。 

B．第②段和第③段比较柳宗元和秦观流寓客乡的经历，突显“山高路远”带来的消解不去的巨大孤独。 

C．第④段借神话传说、小说诗歌中先人“化天涯为咫尺”的事实，表达作者对追逐梦想的肯定和赞美。 

D．第⑤段引用大量古诗词，表现古人对距离遥远的喟叹是相似的，使文章的语言凝练雅致，富有诗意。 

18．作者在结尾说“今天，人类又在开天辟地”。请结合文意，分析这句话的作用。（4 分） 

 

19．如何理解文章题目“大地血脉”的含义？（5 分） 

 

五、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40 分。 

20．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40 分） 

“和解”是指双方不再争执或仇视，归于和好。我们常常需要与他人“和解”，消除矛盾与误会，化干戈为玉帛；

甚至与自己“和解”，放下执念与挣扎，开启一段新的旅程…… 

请以“和解”为题，写一篇记叙文，叙述你的经历或见闻，不少于 700 字。 

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充实，有细节描写；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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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考在线创办于 2014 年，隶属于北京太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北京地区极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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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考在线旗下拥有网站门户、微信公众平台等全媒体矩阵生态平台。平台活跃用户

40W+，网站年度流量数千万量级。用户群体立足于北京，辐射全国 31 省市。

北京高考在线平台一直秉承‘’精益求精、专业严谨‘’的建设理念，不断探索“K12

教育+互联网+大数据”的运营模式，尝试基于大数据理论为广大中学和家长提供新鲜的高

考资讯、专业的高考政策解读、科学的升学规划等，为广大高校、中学和教科研单位提供“衔

接和桥梁纽带”作用。

平台自创办以来，为众多重点大学发现和推荐优秀生源，和北京近百所中学达成合作关

系，累计举办线上线下升学公益讲座数百场，帮助数十万考生顺利通过考入理想大学，在家

长、考生、中学和社会各界具有广泛的口碑影响力

未来，北京高考在线平台将立足于北京新高考改革，基于对北京高考政策研究及北京高

校资源优势，更好的服务全国高中家长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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