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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北京一六一中高三（上）期中 

语    文 

一、实用类文本阅读（本大题 5 小题，共 18 分） 

材料一 

鲁迅先生曾说：“《红楼梦》的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

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据此创作原则观察，红楼女子们

构成了一个各美其美的真实世界。其显著特征有三—— 

 特征一：美，是散落的，不追求集大成。红楼梦女性美是不偏不倚地散落在多数女子特别是少女少妇

身上的。每个年轻女子都拥有某种单向优势，却没有全能冠军，是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态势。 

  特征二：美，又是有分寸的、适度的，不追求绝伦超群。就像作者借石头之口所宣告的，他书中的女子

没有班姑蔡女之类的女性样板，而是一群“小才、微善”“或情或痴”的寻常“异样女子”，各有一份智

慧，一份善良，一份真性情，是古往今来凡身心健康之女子人人拥有的普泛的基础的美。 

特征三：红楼女子的美，又是有个别性、互补性的。小才，有种种；微善，有种种；真性情，更有种

种。单以真性情而论，可谓千姿百态，呈现出中国文化人所喜爱的种种文化人格。有些女子，在不同程度

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任情之美，而另一些女子则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中和之美。少有重合，少

有雷同。 

任情美的性格核心是较多地推重个性和自我。这种女子或活得洒脱（如湘云、芳官等），或心智锐敏

（如黛玉、龄官），或性格刚烈（如直面戕害的鸳鸯、尤三姐等），是古已有之的“不谄”“不趋”“不

惕”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任意流淌。 

中和美的性格核心是尊重自己、体恤他人，是对儒家“修己安人”“和而不流”等积极内涵的认同与

实践。这种女子大都活得安详（如李纨、麝月等），待人谦和（如薛宝钗、花袭人等），且品行坚韧（首

推平儿，还有薛宝钗），是古已有之的“不矜不伐”“不卑不亢”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清醒高扬。 

（取材于刘敬圻《<红楼梦>的女性观与男性观》） 

1.根据材料一，下列对红楼女子之美的表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各美其美                     B．美得适度 

C．都兼具任情之美与中和之美       D．体现了一些古已有之的人文精神 

材料二 

薛宝钗是一位“冷人”。曹雪芹写宝钗的冷性格，最为精彩的是写她有一种莫名的病症，需要服食一

种名为“冷香丸”的药。 

从第七回制药用药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宝钗的天性并非真冷，她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是热毒。她放不下

世俗功名，总是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让宝玉觉得她也入了国贼禄蠹之流，这正是热的表现。“好风凭

借力，送我上青云”，这分明也是热毒。但她为人处事却端庄大方，竭力掩盖自己内心深处对荣华富贵的

追求与迷恋，这样就形成内热外冷的分裂，变得十分世故。“冷香丸”的意义，是解热毒的意义，也是治

疗内外分裂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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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释虽能自圆其说，但近乎苛评。我倒很欣赏胡菊人先生的另一种见解。他的立场有所不同，对

宝钗有一种理解之同情。 

他说：“这药丸可非同小可，是全书大悲剧的象征。”薛宝钗是个才、德、貌三全的人物，但她毕竟

是个青春少女。她和林黛玉等少女一样，有生命激情，有爱恋向往，但她接受了一套儒家的道德规范，竭

力掩盖、压抑自己的内热，以至用“冷香丸”来化解自己的内热。在封建道德观的威慑下，她竟然把自己

的生命激情视为一种病，需要药治。林黛玉的悲剧固然是悲剧，但她毕竟把自己的情感毫无掩饰地率性表

露过、宣泄过，任自己的眼泪挥洒过、畅流过，而薛宝钗则把一切真情感深深地压在心底，然后装出一副

冷清的面孔去对付那个虚假的缺乏真情真性的世界。她是真正的封建道德的点缀品、牺牲品，她的心性表

面上是被冷香丸化解掉的，实际上是被封建道德专制理念埋葬掉的。薛宝钗的悲剧是对青春热情自我压抑、

自我消灭的悲剧，是自己屈服于外部社会规范而牺牲自身心性的结果。这种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

是更深刻的悲剧，所以胡菊人先生称之为“大悲剧”。 

以往的评“红”者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太过强调薛宝钗是封建关系的维护者，而忽视了她是封建规

范、封建理念的牺牲者。而胡菊人先生则站在同情者的立场上，发现宝钗是一个不得不用冷香丸来冰冻青

春热情，又不得不带着“冷人”面具去面对邪恶社会的人。 

（取材于刘再复《红楼人三十种解读》） 

2.材料二中，胡菊人先生认为薛宝钗是大悲剧人物，下列说法不属于其理由的一项是（3 分） 

A．内热外冷的分裂，使其世故       

B．把生命激情视为疾病 

C．只能用假面对付虚假的世界      

D．不曾像黛玉那样率性 

3.根据材料二，下列与“冷香丸”有关的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 分） 

A．曹雪芹创造出以“冷香丸”治疗宝钗的“热毒”，是一种精彩的写法 

B．“冷香丸”所解“热毒”，“病症”之一是追求功名，之二是为人端庄 

C．有人认为，“冷香丸”有治疗内热外冷分裂性格的意义，对宝钗有益 

D．有人认为，“冷香丸”是压制生命活力扭曲真实心性的，对宝钗有害 

材料三 

薛宝钗多年来蒙冤最甚的便是说她“奸”。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还有人以此相责，说宝钗“孜孜以求

的是‘甜如蜜’的小人之交。她常常给人送东西，有时是有一定同情心的善行。但我们应看到，她的动机

是复杂的。首先是求得美名，目的是邀时誉，笼络人心”。其实这说法有可商榷之处。 

比如，说她破坏宝黛爱情，觊觎宝二奶奶的位置，甚至还为此耍了阴谋——移祸黛玉。我承认，宝钗

是有缺点的。但读者如果不存先入之见，实事求是地分析此事的前因后果，则不难发现，指斥其“奸”过

于严苛。那日正值芒种，宝钗与凤、纨、迎、探、惜等在园中玩耍，因独不见黛玉，故去潇湘馆找她。由

于忽见宝玉进去怕自己也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她便抽身回来。这恰好证明她心地纯正，

不存妒忌之念。接着见一玉色蝴蝶，十分有趣，遂追扑起来，又证明她当时并无醋意与不快。这时听见亭

内红玉与坠儿说话，宝钗认为“奸淫狗盗”，固然反映了她的封建正统观念，实不足取，但她装着追寻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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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却是彼时彼境合乎实情之言。人们情急之下做出的反应往往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事有关。宝钗当时就是

为找黛玉而来，因此，说寻黛玉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毕竟，处境窘急，脱口而出，情有可原。 

比如，在金钏自杀的问题上，宝钗说她“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确实

是无情到了冷酷的程度。但说她将自己两套新衣拿来给金钏装裹，是为了对照贬损黛玉，实在有失偏颇。

因为黛玉“素日是个有心的”之类的话是王夫人所说，且宝钗历来心胸宽大，从不计较琐事，连庭院花木、

房间布置、衣服首饰等都不大讲究，所以在姨妈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这一情境之下，她主动提出此议是十

分自然的。她在宽慰王夫人时说的一席话，除了表现其惊人的无情外，确实有讨好巴结之嫌，但也仅仅是

嫌疑而已。因为人们为了安慰亲人、朋友，有时会说一些减轻其责任的话，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她心中真实

的判断，只能说有讨好之嫌。断言其“奸”，并无铁证。 

曹雪芹正是这样以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使宝钗形象复杂化，从而增加了对人物

释读与评价的多种可能性，拓宽了审美的艺术空间。 

（取材于周思源《探秘集》） 

4.根据材料三，下列证明宝钗不“奸”的理由中，与文意不符的一项是（3 分） 

A．去潇湘馆寻黛玉，因见宝玉进去怕有不便，便没有前往，可见她不存妒忌 

B．担心红玉与坠儿怀疑自己，便假装是在追黛玉，这是情急之下的正常反应 

C．提出拿自己的新衣给金钏装裹，是为了给王夫人减压，不是为了贬损黛玉 

D．认为金钏死不足惜，是特定情境下的话语，目的是安慰人，而不是讨好人 

5.对薛宝钗这一人物形象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请综合以上三则材料，概括说明造成对宝钗的评价众说

纷纭的原因。（6 分） 

二、文言文阅读（本大题 6 小题，共 21 分） 

答尹似村书 

（清）袁枚 

书来，怪仆悖宋儒解《论语》，仆颇不谓然。 

孔子之道大而博，当时不违如愚者，颜氏子而已。有若、宰我，智足以知圣人，终有得失。趋庭如子

思，私淑如孟轲，博雅如马、郑，俱有得失。岂有千载后奉一宋儒，而遽谓孔子之道尽是哉？《易》曰：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苟其得，虽童子，歌之

而心通；苟其失，虽颜回，瞻之而在后
①
。宋儒虽贤，终在颜、曾之下；仆虽不肖，或较童子有余，安见

宋儒尽是，而仆尽非也？ 

《中庸》曰：“博学之，审问之。”《书》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使宋儒而果贤也，有不审

问者乎？有肯自用者乎？若一闻异己者而．即怒，乌乎贤？必欲抹杀一切，而惟宋儒是归，是亦如市侩之把

持者而已矣。古之人有往往始愿不及此，而后人报之已过者。关忠武忠于汉室，此其志也，岂料后之隆．以

帝称哉？宋儒阐宣周、孔，此其志也，岂料后之垂为法令哉？且安知其著书时，不望后世贤人君子为之补

过拾遗，去其非，存其是，以求合圣人之．道乎？ 

自时文兴，制科立，《大全》颁
②
，遵之者贵，悖之者贱，然后束缚天下之耳目聪明，使如僧诵经、

伶度曲而后止。此非宋儒过，尊宋儒者之过也。今天下有二病焉，庸庸者习常隶旧，犹且不暇，何能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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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其长才秀民，又多苟且涉猎，而不肯冒不韪以深造。凡此者．，皆非尊宋儒也，尊法令也。法令与宋

儒，则亦有分矣。 

仆幼时墨守宋学，闻讲义略有异，辄掩耳而．走。及长，读书渐多，入理渐深，方悔为古人所囿。足下

亦宜早自省，毋抱宋儒作狭见之迂士，并毋若仆闻道太晚，致索解人不得。 

（取材于《小仓山房诗文集》，有删改） 

（注释）①《论语·子罕》中“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形容

孔子学问高深。②《大全》即《性理大全》，内容为宋代理学著作与理学家言论。 

6．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而遽．谓孔子之道尽是哉  遽：断然 

B．好问则裕．，自用则小   裕：渊博 

C．岂料后之隆．以帝称哉   隆：盛大 

D．则亦有分．矣       分：区分 

7．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3分） 

A.仁者．见之谓之仁      凡此者．，皆非尊宋儒也 

B.若一闻异己者而．即怒  辄掩耳而．走 

C.岂料后之垂为．法令哉   方悔为．古人所囿 

D.以求合圣人之．道乎    尊宋儒者之．过也 

8．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宋儒虽贤，终在颜、曾之下 

宋儒虽贤明，终究比不上颜回、曾参 

B．是亦如市侩之把持者而已矣 

这也就像把持市场的市侩之徒罢了 

C．遵之者贵，悖之者贱 

遵循宋儒学说的就能成为显贵，违背它的就只能处于卑贱的地位 

D．致索解人不得 

导致无法探索了解这样的人 

9．下列对文意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文章第二段引用孟子的话意在表明“道”并不是难以理解的。 

B．文章第三段以关武帝之事说明后人不必将宋儒之说视为法令。 

C．作者认为宋儒解释《论语》错误很多，自己的解释都是对的。 

D．作者恳劝尹似村早些觉悟，不要作那种见识狭窄的迂腐之士。 

10．将下面的句子译为现代汉语。（6 分） 

①使宋儒而果贤也，有不审问者乎？ 

11．尹似村写信来责怪作者违背宋儒的认识解释《论语》，而作者却“颇不谓然”。请结合全文用自己的

话简要概括作者“不谓然”的理由。（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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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阅读下面《论语》中的相关语录，根据要求，回答问题。（本大题 2 小题，共 10 分）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子路》） 

12、请分别结合下列语录，概括“刚”“毅”“木”“讷”四种品德的特点。（4 分） 

《论语》语录 特点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帐。”子曰：“枨也欲，焉得刚？”（《公

冶长》） 
刚：①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

亦远乎？“（《泰伯》） 
毅：②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 木：③ 

子曰：“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 讷：④ 

（2）请从“刚”“毅”“木”“讷”四种品德中任选两种，结合下列语录（任选）分析它们为什

么“近仁”。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 

       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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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切。”曰：“其言也切，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

难，言之得无切乎？”（《颜渊》） 

五、古诗阅读理解。（本大题 2 小题，共 13 分） 

水调歌头·登多景楼
【1】

 

                                     杨炎正 

寒眼乱空阔，客意不胜秋。强呼斗酒，发兴特上最高楼。舒卷江山图画，应答龙鱼悲啸，不暇顾诗

愁。风露巧欺客，分冷入衣裘。 

忽醒然，成感慨，望神州。可怜报国无路，空白一分头。都把平生意气，只做如今憔悴，岁晚若为
【2】

谋。此意仗江月，分付与沙鸥。 

注释：【1】淳熙五年（1178 年），作者与辛弃疾同由水路经过扬州，登上北固山甘露寺内的多景楼，

写下了这首词。【2】若为：怎样。 

15．下列对本词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起首句以“乱”字写出秋叶飘飞的萧索景象，与“无边落木萧萧下”况味相似。 

B．词人将登楼看到的景象比作壮美的图画，“舒卷”二字烘托出自然景物的流动感。 

C．作者将波涛汹涌之声想象为江水之下鱼龙相互应答的悲啸之音，寓有一番寄托。 

D．结尾处词人以“沙鸥”自况，进一步写出自己身形憔悴、飘泊无依的孤苦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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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本词上阕“风露巧欺客，分冷入衣裘”运用了比拟手法，赋予寒风霜露以人的行为与情态。下列诗作

中也运用了这一手法的一项是（3 分） 

A．别院深深夏席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苏舜钦《夏意》） 

B．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李

清照《如梦令》） 

C．细草摇头忽报侬，披襟拦得一西风。荷花入暮犹愁热，低面深藏碧伞中。（杨万里《暮热游荷池

上》） 

D．几处渔村欸乃歌，轻烟染就万峰螺。乌篷摇入潇湘路，才信春江是绿波。  （何绍基《春江》） 

17．这首词抒发情感起伏跌宕，波折连绵。请结合具体诗句对此作简要阐释。（7分） 

六、现代文阅读（本大题 3 小题，共 13 分） 

旷古之香 

①不久前去了一次汾阳。汾阳属晋。此行，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入晋。晋自古就属炎黄尧舜之率，禹夏

殷商之土，周秦汉唐之源。唯其煌煌如此，巍巍如此，我这个自知行囊稀薄的辽东客在去的路上就摆正了

姿势，那就是高山仰止，尊而敬之。好在此次来汾阳，行程非常简单，看杏花，喝汾酒。我不懂酒，也不

擅酒，那就更简单了，只看杏花。 

②对于杏花，出生在北方辽南乡村的我并不陌生。记忆里，河冰消融，燕子归来，都算不上热闹，只

有杏花如雪，才是真正的锣鼓喧天。杏花从不挑肥拣瘦，农夫村人随手将它栽种在田埂上或是自家院墙内。

土生土长的杏花，曾陪伴了无数乡村孩子的童年。仲春时节，影影绰绰的杏花，与河面的晨霭、屋顶的炊

烟便混成了团，在我的心底凝成化不开的一片离愁……直至今日，即使离乡好几十年，老家屋后那一树杏

花的姿影，一直在我的念想里婆娑着。 

③关于杏花，竟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不过是想缓解我在汾阳看杏花的惊讶。因为，我在这里看到了太

多的杏花，看到了太多别处没有的杏花。 

④汾阳的第一片“杏花”，开在六千年前的仰韶时代。时至今日，它们是以河滩淤积的姿态隐身在望

不到尽头的、黄尘弥漫的史前烟火里。 

⑤去时已是日影西斜，来看杏花的却不止我一个。所有的车和人，都静静地伫立在那条繁忙的国道边

上，目光迷离地向那片洼地张望。以前皆为沃土良田，如今已大多弃耕，只见大片的荒草野蒿丛中，浮出

一块醒目的石碑。想走到近前看个清楚，却被路边围护的铁网拦住了，而且被告知，附近一带没有缺口。

我便问，碑上写的什么？答曰：杏花村文化遗址。原来，遗址所在之处，属于今天的汾阳杏花村镇东堡村，

故以杏花村名之。一下子，我也有了好多人都在说的穿越感。 

⑥我相信，六千年前，这里一定有杏花盛开。不止如此，这里还闪射出一道文明曙光：六千年前，这

里不只有杏花，还有粟麦菽粱。细心的考古专家，在太多的陶碗泥盆里，拣出了一只小口尖底瓮，据此断

言，在六千年前的汾水岸边，先民们就已经把蒸熟的谷物放入瓮中，酿出了华夏谷物酒的第一缕清香。就

是说，六千年前的杏花村，既是华夏农耕文化的初始之地，也是中国汾酒的原乡。酒的发明者，既不是仪

狄，也不是杜康，而是一群无名的黔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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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汾阳的另一片“杏花”，开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它以分行文字的形式，与一个诗人的名字一起，

印刷在《唐诗三百首》里。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⑧此诗的作者叫杜牧，本想早一些走上仕途，却生不逢时。于是，在大唐晚季的某年某月，跌跌撞撞

来到了汾州。天不作美，他被一场淫雨浇得狼狈不堪，只好问路寻酒，以释春愁。可是，他自己也断不会

想到，不过是酒醉之后的随口一吟，怎就成了千古绝唱？ 

⑨世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因与果，瞬间生成。尽管酒早就有了，杏花村也早就有了，可是杜牧没

有来。它们只好耐心等一千多年前的那个雨天，因为牧童的一个手势，杜牧的一顿闷酒和一首诗，这个世

界才有了一个诗酒相伴的杏花村。于是这片神情凄迷的杏花定格为一枚灿然不凋的村徽。 

⑩杏花与酒，本不相干。因为杏花村的酒，并非杏花所酿。但是，正是他的一首小诗，在中国人长达

一千多年的语境里，杏花村就是酒，酒就是杏花村。汾阳的杏花，已然是汾酒的代名词。 

⑪其实，早在唐以前的南北朝时代，汾酒就已经名扬天下了。史载，北齐的武成帝曾在给胞弟的信中

称赞汾酒。而杜牧之后，还有袁枚。一册《随园食单》，让汾酒之名达到了顶峰。天下之大，酒类杂多，

只有散发着浪漫花香的汾酒入了皇帝、诗人、美食家的法眼，源远流长，泱泱千年，未曾有过空白。因此，

说它是酒的活化石，一点都不为过。 

⑫汾阳的第三片“杏花”开在一座肇始于清末，名为宝泉益的酒坊。如今，酒坊已改叫杏花村老作坊

博物馆。 

⑬在这里，展出了两款晚明山西籍名士傅山的题词。其一曰：得造清香。其二曰：清香天下。是的，

由明末到清末，杏花村汾酒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向天下走去。当年，宝泉益东家不惜重金，聘请的掌柜和师

傅都是杏花村最好的酒工。因为，他接过的是杏花村的香火，它传承的是杏花村的祖脉。公元 1915年，用

杏花村古井水酿的酒，宝泉益果然从大洋彼岸骄傲地捧回了万国博览会甲等大奖。汾阳与旧金山，隔空相

望七万里。汾酒的清香，真就越过了浩瀚的太平洋，飘向了全世界。 

⑭汾阳的朋友总跟我说，汾酒的清香，就是杏花的清香。因为杏花是汾酒的 DNA。言之凿凿，我甚以

为然。 

⑮每一滴汾酒里都有一片杏花。那是绵绵了六千年的长香幽袭，悠悠了六千年的暗香浮动。 

（取材自素素同名散文） 

18、下列词语在文中的意思，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行囊稀薄：文化底蕴不深     

B . 锣鼓喧天：春天非常热闹     

C . 婆娑：模糊不清     

D . 黔首：平民百姓  

19、 请根据文意简析第②段的作用。 

20、 本文围绕三片“杏花”展开，酒香与杏花香交融，形成绵延六千年的旷古之香。请根据文意分条阐释

每片“杏花”的内涵。 

七、语言运用与写作。（本大题 3小题，共 65分） 

21、语言基础运用。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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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重阳佳节这一天，古人的习俗很多，如出游赏秋，吃重阳糕，观赏菊花等，而遍插茱萸更

是倍受人们青睐．．。②茱萸又名越椒或艾子，是一种植物，有浓烈香味，可入药。③无论是在诗文

里，还是在现实中，都少不了茱萸的身影。④古人认为佩戴茱萸，可以辟邪去灾。⑤因此．．，重阳戴

茱萸的习俗在唐代很盛行。⑥唐代多位诗人曾先后以“茱萸”为题材．．写过诗，借茱萸抒发不同的情

感。⑦散发并寄托着浓烈香味、人们辟邪去灾愿望的茱萸，从野外随着重阳节来到人们身边，进而

在诗文的卷册中持久芬芳。  

（1）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①句中的“青睐”，可以用“钟爱”替换。 

B.③句中的“在诗文里”与“在现实中”应调换位置。 

C.⑤句中的“因此”应删除。 

D.⑥句中的“题材”应改为“体裁”。 

（2）文中画曲线句有语病，请将修改后的句子抄写在答题卡相应处。  

22、微写作。10 分 

(1)校学生发展中心邀请你，为高一学生讲一讲如何从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等六个学科

中任选三科作为高考选考科目。请写一段文字为学弟学妹讲一讲选科原则。 

要求：对读者有切实帮助，言之有理。 

（2)学校想要组织一场语文学习专题讲座，需要收集一些相关资料。请根据实际，简要介绍自己语文学习

的现状。要求: 切合“讲座”情境，结构清晰，说明语言准确。 

（3）请以“这样的青春够‘燃’”为主题，写一段抒情文字。要求：语言生动，感情真挚。 

23.作文。(50 分) 

一位古人，看破到庭院内越来越多的短墙，不禁伤感：“墙往往而是，老死不相往来，一个大家庭就

这么散了。” 

一位诗人，面对一座断壁说：“你的一生，接演戏了那么多单梯的凭靠；现在你快倒了，你想过那些

靠着你的梯子吗？” 

一个囚徒，望着监狱的高墙，泪流满面：“这墙让我失去了自由，此地决不可再来。” 

一名学子，望着清华大学的围墙感动不已：“尽管很多东西都在改变，但这墙没有变，一百年来它挡

住了太多的喧嚣，将我们包裹其中，给我们一种可贵的安全。” 

…… 

墙，普通又不普通。我们的身体、思想、情感，无不与一面墙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请围绕“墙”这一意象，展开合理联想，写一篇文章，表达对生活的感悟。 

要求：（1）角度自选；（2）立意自定，鼓励有创意的思想；（3）题目自拟；（4）除诗歌外，文体

自选；（5）不少于 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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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实用类文本阅读（原 17 西城一模题） 

1．C    

2．（3 分）A   

3．（3 分）B     

4．（3 分）D   

5．【参考答案】 

要点一：从创作原则看，《红楼梦》是要塑造“真的人物”，人物形象不再单一、单薄。 

要点二：从读者角度看，读者选取的立场及对人物的评价是否先入为主，都会影响对宝钗的评价。 

要点三：从写作手法看，《红楼梦》运用了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使宝钗形象

复杂化。 

【评分参考】（每个要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评分细则】每点 2 分。 

要点一：作者写“真人物”。2 分。“塑造”1 分，“真的人物”、形象不单一（如实描写、形象丰富）

1 分。（简单罗列红楼女子三个特征则该点不得分。一者缺少概括，二者三个特征是“作者写真人物”

的结果而非“造成对宝钗的评价众说纷纭的原因”。） 

要点二：读者立场不同。2 分。只答“读者选取立场影响”即可得 2 分，只答“读者对人物的评价是否

先入为主”得 1 分。 

要点三：作者模糊手法。2 分。只答“作者运用模糊手法” 即可得 2 分，只答“作者以严重缺点、微

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手法创作”得 1 分，只列举其中一两种手法不得分。 

[学生答案示例] 6 分 

①红楼梦中所叙的人物如宝钗，都是“真的”人物，如实描写，并无讳饰。②从批判者、同情者等不

同立场分析宝钗这一形象结果是不同的。③曹雪芹用模糊手法使宝钗形象复杂化，从而增加了释读与评价

的多种可能性。 

首先《红楼梦》描写的都是真人物，不存在绝对的善与恶。其次，读者站的立场不同，对她的理解也

会不同。最后，作者也是用模糊的写作手法使宝钗形象复杂化，使读者对宝钗评价众说纷纭。 

二、文言文阅读 

6.C 隆：动词，推崇。 

7.C 而：并列。顺承。//者：……的人。  者……也表判断。//之：结构助词，的。//为：作为。  被

动。 

8.D 索解人：寻找了解道理的人。 

9.C 

10．【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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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假如宋儒果真贤明，有不详细追问的人吗？ 

【评分细则】 

1、“使、果贤、审问”三个要点各 1 分。 

2、“果”翻译为“果然、的确、确实”等都可以给分。 

3、“审问”翻译为“细致地、仔细地、深入地”都可以给分。 

4、采分点都对，句子意思错了，酌情扣分。 

11. 【参考答案】 

①《论语》博大精深，不能断然认定宋儒之学就都是对的；②自己虽然不才，但也可能有所得；③宋

儒们应该也希望后来者对其学说补过拾遗；④人们尊崇宋儒学说是因为现实中求功名的束缚；⑤读书人不

愿或不能深入探求学问，难有真知灼见；⑥作者自己的求学经历使作者更坚定地认为不能墨守宋儒之学。 

【评分细则】 

1、六个要点中答出任意五点即可，顺序可以调整。 

2、从孔子学说或《论语》本身、治学方法、现实状况、自身经历几个方面进行概括即可。 

3、要点①中答“见仁见智”也给分，但如果和要点②结合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宋儒之学不一定

对，我不一定错”就不再重复赋分，给 2 分。 

4、要点⑤中的“不愿或不能”答出一方面即可。 

5、如果有六个要点之外的要点，言之有理即可。 

【典型答案示例】 

①孔子之学博大精深，即使是他的弟子也不能完全领悟，更何况宋儒之辈；②人们对“道”各有各的理解，

作者虽不及颜、曾，但也不必认为自己都错；③想要博学就要审慎好问，这样才能充实自己，而古人往往

不愿后人过度维护，反而希望自己的理论被充实；④《性理大全》颁布后，人们只学这些，有才能的人不

愿深造，限制了思想；⑤作者随着读书越来越多，后悔被古人所宥，认为应当自省。 

孔子学问高深广博，学习之人俱有得失，不可说宋儒皆对，我虽不才，亦有所得；宋儒并不希望自己的学

说被奉为法令，而是希望后世贤人君子为之补过拾遗，去非存是；如今学者要么习常隶旧，要么浅尝辄止，

这是不愿违背“法令”,而非治学的态度；作者自身经历可见不可为古人所宥。 

附文言文参考译文： 

您写信来，责怪我违背宋儒的认识解释《论语》，我实在不这么认为。 

孔子所讲说的道理博大精深，当时像愚笨之人一样对它不加违背的，就只有颜回了。有若、宰我他们

的智慧足以了解圣人，最终有得有失。子思直接受到孔子的教导，孟子是孔子的私淑弟子，后来的马融、

郑玄（汉代为《论语》做过注的学者）称得上博雅，都有得有失。哪有数千年后只尊奉宋儒一派，而断然

说孔子的道理在他们那儿就都对了呢？《易经》说：“仁者见到它称之为仁，智者见到它称之为智。”孟

子说：“道理像大路一样，哪里会难以理解！”如果有所得，即使是沧浪的童子，也能吟唱而心与之相通；

如果无所得，即使是颜回这样的亚圣，也会觉得高深难解。宋儒虽然贤明，终究不能超过颜回、曾参；我

虽然不才，或许比沧浪的童子要聪明一些。怎么知道宋儒都是对的，我都是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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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要广博地学习，要详细地追问求教）”《尚书》说：“好问则裕，

自用则小。（指勤于别人请教，学识就会渊博；只凭自己的主观意图行事，就办不成大事）”假如宋儒果

真贤明，会是不审问之人吗？会是只管自己的狭小之人吗？如果一听到不同的意见就立刻发怒，哪里称得

上贤明呢？如果一定要抹杀一切（解释《论语》的学说），只是以宋儒为依归，这也就和市侩等卑贱之人

想要把持市场一样了。古代人常常有开始并没有料到（惟宋儒是归这种情形），后人反应太过了的情形。

关羽效忠于汉室，这是他的志向，哪里料到后人尊崇他为帝呢？宋儒阐发宣扬周公、孔子的道理，这是他

们的志向，哪里料到后人尊崇其学说为法令呢？况且怎么知道他们著书时不希望后世的贤人君子为他们补

过拾遗，去除不对的，保存正确的，借此来合乎圣人的道理呢？ 

自从（科举的）时文兴盛，以宋儒之说应对科举的制度确立、《性理大全》颁布以来，遵循宋儒学说

的就能获得贵势，违背它的就只能处于卑贱的地位，这样之后就束缚住了天下之人的聪耳明目，要使他们

像僧人照着经文诵经、伶人照着乐谱歌唱一样才罢手。这不是宋儒的过错，是尊奉宋儒之人的过错。现在

天下有两个弊病，平庸之人多习惯附属与平常的旧习，就是这样都忙不过来，哪里能够另外有新的发现？

那些才能优秀之人，又多浮泛粗浅地读书，不愿意冒着错误被指责的风险去深入研究。这两种情形，都不

是在尊奉宋儒，而是在尊奉朝廷的法律命令。法律命令与宋儒，也是有区分的。 

我自幼墨守宋学，听到讲义中有不同的观点，总是掩耳而走。长大后，读书渐多，对道理的理解逐渐

加深，才后悔被古人所束缚。您也应早早醒悟，不要固执宋儒的学说，成为（孤陋寡闻的）迂腐之人，并

且不要像我这样因为闻道太晚，以致于找不到了解这个道理的人。 

三、论语。原 23 朝阳期末题， 

（1） 

特点 得分 不得分 

刚：① 不为欲望所动、无欲、清心寡欲，刚毅不

屈、刚强 

毅力、刚硬、 

强劲、见义勇为、伸张正义 

毅：② 意志坚强、 

有毅力坚韧不拔、 

志向坚定、坚毅果决、坚强有志 

肩负重任 

仁为任 

任重道远 

心胸宽广 

木：③ 朴实、质朴、实在、老实 文质兼备、文质结合、谨小慎

微、谦逊、中正平和、中庸 

讷：④ 慎言、少说话多做事、言辞谨慎、寡言、口

拙、言语迟钝 

谨慎（泛化）   

讷于言（没翻译） 

诚实守信 

慎重、严肃认真 

真诚 

（2）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可结合“木    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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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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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毅   木   讷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rèn]。”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

得无讱乎？”（《颜渊》）——讷 

译文： 

1、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 

    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这种人的仁心就很少了。 

2、问仁。 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 

     （1）孔子说：“有仁德的人先付出艰苦的努力，然后得到收获，这样可以说是有仁德了。”——杨伯

峻 

     （2） 难事做在人前，获报退居人后，可算是仁了。——钱穆 

     （3）  困苦艰难在先而酬报、果实在后，这就可以叫仁了。——李泽厚 

     （4）先付出艰苦的努力，然后才收获果实。——李小龙读懂《论语》的六堂课第 27 页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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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渊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能够克制和约束一己私欲，让自己的行为回复到礼的要求上，就是

仁（的做法）。一旦人这样做了，那么天下人间的人都会赞许他是仁人。做仁义的事情是完全靠自己的，

难道还能靠别人吗？”颜渊说：“希望指点一些具体做法。”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

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颜渊说：“我虽不够聪敏，请你允许我去实行这番话。” 

4、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

无讱乎？”（《颜渊》） 

    司马牛问仁德。孔子道：“仁人，他的言语迟钝。” 

司马牛道：“言语迟钝，这就叫做仁了吗？”孔子道：“做起来不容易，说话能够不迟钝吗？” 

【评分细则】每一种品德的分析 ３ 分   语录 2 分： 结合语录分析品德：语录的解读 1 分  语录和品德

的关联 1 分   分析 1 分：为什么”近仁“的分析合理 

(２)(６分)答案示例: 

花言巧语，伪善的面貌，这种人是很少有仁德的，而“木”是质朴，不矫饰，态度诚恳，为人朴实，

所以“近仁” 。仁人言语迟钝，因为明白做事不易，所以说话慎重，“讷”即慎言，言语不轻易出口，说

话谨慎 。所以“近仁”。 

学生范例： 



 

第13页/共15页 
 

 

 

 

 

五、诗歌（原 19 石景山一模） 

15．D 

16．C“绿肥红瘦”运用借代、对比的手法。绿代叶，红代花。肥字写出了叶的茂盛，瘦字写出了花的凋

落。一定要说“肥瘦”是拟人，比较勉强，更没有写出人的行为与情态。 

17．1、首句以“乱”字写出秋叶飘飞的萧索景象，“客意不胜秋”说自己这他乡之客面对这萧索的秋景

产生的悲凉秋意实在不能承受。 

2、“舒卷江山”三句，词人将登楼看到的景象比作壮美的图画，将波涛汹涌之声想象为江水之下鱼龙相

互应答的悲啸之音，这壮美的江山图让词人无暇顾及自己的客愁。 

3、下片，词人直抒其意，可怜报国无路，空白了一分头，平生的豪气都化成了憔悴，只能与沙鸥相伴了。

豪情壮志只剩无奈凄凉。 

    全词气象阔大，情感悲壮激越，起伏跌宕，波折连绵。 

答案示例：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MjUyMTE0Mw==&mid=2247484312&idx=1&sn=a1192ab43e4af3ed2b4f7cf59b1751a9&chksm=97459a40a0321356f545428176ea60668c179976c3dbb8b0eb6fcf001fd89ae9f43aab297843&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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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写深秋季节，满目荒寒，萧萦秋景使客居异乡的词人增添了无限愁思；再写词人力图振作而呼酒登

楼，眼前壮美的江山画卷、汹涌的波涛使他豪情勃发，意欲有所作为；但现实的阻力如冷风寒霜一般压抑

着作者的报国之志。眼见山河破碎，自己白发憔悴，如今仍是报国无路，深感无奈；只好与江月沙鸥为

伴，将平生抱负寄托于浪迹江湖的归隐生活。全词情感由抑而扬，由扬而抑，貌似旷达，实则包含着深沉

的隐痛，读来令人唏嘘。 

六、现代文阅读 

18．C    

19．内容上写了故乡有很多杏花，我对杏花并不陌生，甚至是离乡多年的我的乡愁。 

结构上引出了下文，我在这看到了太多的杏花，太多别处没有的杏花，突出了汾阳杏花的多与独特和

我的惊讶。 

20．1、第一片是杏花村文化遗址，仰韶时代这里有杏花盛开，是华夏农耕文化的初始之地，也是中国汾

酒的原乡。 

2、第二片是唐代杜牧的诗歌，诗作将杏花与汾酒连在了一起，使杏花成了汾酒的代名词。 

3、第三片是清末的宝泉益酒坊，东家从杏花村聘请了最好的酒工，传承了杏花村的祖脉，使汾酒的清

香飘向世界。 

七、语用。原 22 平谷零模题。 

21（1）D 

（2）散发着浓烈香味、寄托着人们辟邪去灾愿望的茱萸，随着重阳节从野外来到人们身边。 

22 微写作 

（1）原 22西城二模题。 

分析： 

1.选科原则指选科依据的法则或标准。非操作办法！ 

2.兼讲多原则为好，只讲一条原则多因认识不全面。 

3. “为何坚持这一原则”比“是什么原则”更重要。 

4. 评卷应以对读者“帮助” 的“切实” 程度入类。 

5. 既应学生发展中心邀请，自然应关注到学生发展。 

6.“讲一讲”并非要求表达口语化，而是提示对象。 

7.表达方式应以议论说理为主，并非完全排斥说明。 

例：学弟学妹你们好，我将主要从个人和社会两个角度为你们讲解选科原则。首先，从个人角度.

核心在于选择自己喜爱的科目，若其恰与你所擅长的重合，那便再好不过;如若不是也不必担忧因为“热

爱可抵岁月漫长”，热爱和兴趣是永不枯竭的源动力，支持着你们臻于至境: 其次是从国家社会角度，应

对国家发展方向及国际格局挑战有着充分的认识，并选择对国家建设帮助最大的学科，以成长为国家不可

或缺的栋梁之材，更好地造福社会。谢谢。(10分。清晰，透彻，有高度。) 

亲爱的学弟学妹们，大家好!新高考改革背景下，面对如何选择自己的三门选考科目，我想大家应本着兴

趣为基，能力为实，未来为方向的原则。首先，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没有对这门科目哪怕一点的好奇与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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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之心，很难保证在今后学习中能不被枯燥“打倒吓怕”“难以为继”。其次，选考科目成绩与高考分数

直接对接，你们可以以数理思维、文科素养等角度权衡自己擅长的科目，用初中学习经验加以参考，选择

最能发挥个人优势的一项。最后，你向往的大学专业需要什么? 时代需要什么?考虑未来也非常重要。希望

以上对大家有用，谢谢大家。(10 分，清晰透彻，有高度。) 

（2）原 20西城期末题。 

（9 分）经过数年语文学科的学习，作为准备迎战高老的学子，我既有前期不探索的收获，也面临着

不知如何更上层楼的困惑。在阅读方面，我能较好地掌握阅读文言文和不同类型的现代文的方法，理清文

章层次，读懂文意，但是苦恼千不知如何更恰切地体悟作者的情感。//在写作方面，我能够按照要求完成

文章，也能享受作文带给我的表达哲思感悟的快乐。因此，我希望能得到更深层次的立意指导。 

(3)原 22 朝阳期末题。 

青春够燃，吾亦往矣。于上有风雨之摧琳，下有狂涛之激汤的中国，是和陈乔年一般的青年人上下求

索，挽救国家于危亡之刻，倾颓之势，他们有一分热，发一发光，燃烧生命，炙热青春，这样的青春够燃!

于建设初期，没有精密的计算仪器，算盘一个较锱铢的于敏，有着埋骨何须桑梓地，此身魂浇渝门关的鸿

鹄之志，终使氢弹成，不负时代重担，这样的青春够燃!而今处新时代地中国青年，自当以奋斗为底色，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国家建设而奋斗，燃放青春，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够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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