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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昌平区高三（上）期末

语 文 2018.1

本试卷共 10 页，150 分。考试时长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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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小题，共 25 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 1-8 题。

材料一

古琴是汉民族最早的弹弦乐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四千余年，是汉文化中的瑰宝。它以历史久远、文献浩

瀚、内涵丰富为世人所珍视。

根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古琴除用于郊庙祭祀、朝．会等雅乐外，还盛兴于民间，深得人们喜爱。这可以从当

时的《诗经·小雅·鹿鸣》中得到印证。“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这说明古琴至少在春秋时

期，便是一件在民间受古人喜爱的乐器。

唐宋以来历代都有古琴精品传世。存见南北朝至清代的琴谱百余种，琴曲三千首，还有大量关于琴家、琴论、

琴制、琴艺的文献。遗存之丰硕堪为中国乐器之最。

关于古琴的起源，有“伏羲作琴”“神农作琴”等传说。传说为先古圣贤所作，古琴理所当然地成为发扬先贤

道德精神的工具。因此，其制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蕴含着特殊的意义。例如，古琴的形状以前宽后狭为标准，

其实是象征尊卑的意涵。《风俗通》中记载了“琴长四尺五寸，法四时五行也；七弦者，法七星也，大弦为君，小

弦为臣，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说明了古琴最初的尺寸象征四时五行，到后来文王、武王加的二弦，

则是有君臣之恩的意义在里面。至于古琴上的十二徽分别象征十二月，而居中最大的徽代表君王，象征闰．月。

所谓“焚香操琴”，是指对琴乐艺术的欣赏，讲究的是一种“净”与“静”的体现。古琴音乐之所以能够给予

人们一种曲调高古的意境，这是因为古人对于弹琴的时机、心情、甚至在对象的选择上，都是非常讲究的。有所谓

“六忌、七不弹”之说。“六忌”是指大寒、大暑、大风、大雨、迅雷以及大雪六种天气气候，“七不弹”则是指闻

丧者、奏乐时、事冗时、不净身、衣冠不整、不焚香以及不遇知音等七种情况，都不是弹琴的好时机。

古琴被视为圣人治理国事的圭臬．，君子修身养性的凭借，所以只要是违反了圣人与君子的风范，一律不准弹琴。

班固在《白虎通》中记载：“琴者，禁也。所以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可见古琴又有禁止淫邪以匡．正人心的蕴含。

因此，比起其他中国乐器，古琴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展现出君子修身养性的精神境界。

（选自中国国学网，有删改）

1.根据材料一，下列对“古琴”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诗经》中的诗句能印证古琴在先秦时期受百姓喜爱。

B.古琴为先古圣贤所作，是发扬先贤道德精神的工具。

C.古琴的长度、琴弦个数及十二徽都有各自的象征意。

D.古琴的弹奏是有讲究的，不是什么条件下都适宜弹琴。

2.下列加点字词的读音和解释，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朝．会：“朝”读作 zhāo 意思是“早晨”

B.闰．月：“闰”读作 rùn 意思是“余数”

C.圭臬．：“臬”读作 niè 意思是“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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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匡．正：“匡”读作 kuàng 意思是“纠正”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琴历来是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乐器。古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

寄寓了文人风凌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魏晋时期的嵇康给予古琴“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的至高评价。

“琴者，情也。”抚琴吹箫和吟诗作画、登高远游、对酒当歌成为文人士大夫生活的生动写照。春秋时期，孔

子酷爱弹琴，操琴弦歌之声不绝；春秋时期的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成为广为流传的佳话

美谈；唐代文人刘禹锡则在他的名篇《陋室铭》中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

牍之劳形”的淡泊境界。

“和雅”“清淡”是琴乐追求的审美情趣，“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弦外之音”是琴乐深远意境的精髓所在。陶

渊明“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与白居易“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所讲述的正是

这个道理。

古琴的韵味是虚静高雅的，要达到这样的意境，则要求弹琴者必须将外在环境与平和闲适的内在心境合而为一，

才能达到琴曲中追求的心物相合、人琴合一的艺术境界。传说，伯牙曾跟随成连学琴，虽用功勤奋，但终难达到神

情专一的境界。于是成连带领伯牙来到蓬莱仙境，仙境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到海浪汹涌澎湃地拍打着岩石，发出崖

崩谷裂的涛声；天空群鸟悲鸣，久久回荡。见此情景，伯牙不禁触动心弦，于是拿出古琴，弹唱起来。他终于体会

到一种天人交融的意境。

古琴艺术之所以能独树一帜，除“琴德最优”外，更由于其音乐特质能顺乎自然，耐人寻味，符合中华传统文

化崇尚含蓄的思想，体现了古人修身悟道的德行，而成为人格培养和精神升华的重要方式。古琴之音，既淳和淡雅，

又绵远悠长，意趣高雅，温柔敦厚，琴道更是让有素养的文人士大夫为之一生追求。在人心容易流于浮躁的今时今

日，亟需古琴这般恬淡、平和的音乐，让人心得以沉静，回归内心丰富的精神世界。

（取材于网络相关文章，有删改）

3.根据材料二，下列对“琴德最优”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琴乐意境深远 B.琴韵虚静高雅

C.琴曲追求心物相合 D.古琴音乐特质自然

4.下列对材料二最后一段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古琴的音乐特质是古琴艺术独树一帜的原因之一。

B.古琴的音乐特质能够体现古人修身悟道的德行。

C.古琴之音能给人带来淳和淡雅、绵远悠长之感。

D.古琴之音能使今时今日之人浮躁的心沉静愉悦。

5.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诗句不适合．．．刻在古琴上的一项是（2 分）

A.调高时慷慨，曲变或凄清。征客怀离绪，邻人思旧情。

B.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

C.白雪乱纤手，绿水清虚心。钟期久已没，世上无知音。

D.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清泠由木性，恬淡随人心。

材料三

深邃、从容，古琴的表现力让听者为之动情。古琴的弦特别长，因而振幅大，振动时间久，其余音绵长不绝。

余音绵长不绝，可以在演奏中出现古琴所独有的“走手音”，“走手音”使本来是点状的音连成一条圆柔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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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的“走手音”造就的线状音迹能让声音产生游动感，从而产生绵延无限的音乐感染力。在所有的弹拨乐器

中，古琴是唯一能够点状出音，同时又能制造出大量线状音迹的乐器，因此显得弥足珍贵。

此外，“走手音”还可以使古琴之音产生逐渐弱化的听觉效果，由实而虚的张力方向使得琴音超逸而绵延，深

远无限。这与拉弦乐器或吹管乐器所创造出的线状音迹的表现力有着很大不同，古琴的渐弱效果是靠琴弦的振动产

生的，时间有限，强度逐渐减弱，是自然产生的状态。

古琴“走手音”之所以能营造独特的幽深效果，也与该乐器自身的音域有关，多数乐器的音域取向是向中高音

区发展，而古琴是往低音区和超低音区发展，这往往能给听琴者厚重、低沉、深邃、悠远的感受，并激发听琴者在

价值、意义上的感悟。

从琴歌、琴诗、琴曲的文学内涵来考量，古琴与文学都有着渊源。古人喜抚琴吟唱，琴歌以诗为主体，配合琴

曲。琴曲、琴歌中都蕴藏着丰富的文学内涵，或叙述故事，或直抒胸臆，或借景抒情。

《鼓琴训论》中说：“凡鼓琴，必择净室高堂，或升层楼之上，或于林石之间，或登山巅，或游水湄，值二气

高明之时，清风明月之夜，焚香净坐，心不外驰，气血和平，方可与神合灵，与道合妙。”这与我国文人所追求的

崇尚自然、心灵回归、人格纯净的精神有着极大的契合之处。

（取材于网络相关文章，有删改）

6.根据材料三，下列对古琴“走手音”艺术效果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古琴“走手音”能将点状的音连成一条圆柔的曲线，余音绵长不绝。

B.古琴“走手音”造就的线状音迹能让声音产生游动感，有音乐感染力。

C.古琴“走手音”产生的渐弱的听觉效果，是弹奏者用力弱而形成的。

D.古琴“走手音”能营造独特的幽深效果，与其自身的音域较低有关。

7.根据材料二和材料三，下列词语最能表达古琴给人带来艺术享受的一项是（3 分）

A.铿将有力 B.余音袅袅 C.穿云裂石 D.清脆悦耳

8.请结合上述三个材料，概括回答弹奏古琴有哪些讲究。（6 分）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3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9-14 题。

罗伦，字彝正，吉安永丰人。五岁尝随母入园，果落，众竞取，伦独赐而后受。家贫樵牧，挟书诵不辍。及为

诸生，志圣贤学。

成化二年，廷试，对策万余言。直斥时弊，名震都下。逾二月，大学士李贤奔丧毕，奉诏还朝。伦诣贤沮．之，

不听。乃上疏曰：“臣闻朝廷援杨溥故事，起复①大学士李贤。臣窃谓贤大臣，起复大事，纲常风化系焉，不可不慎。

窃谓明人伦，厚风俗，莫先于孝。在礼，子有父母之．丧，君三年不呼其．门。

夫为人君，当举先王之礼教其臣；为人臣，当守先王之礼事其君。昔宋仁宗尝起复富弼矣，弼辞曰：‘不敢遵

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当据《礼经》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从其．请。此君者，未尝以故事强其臣；此臣者，未尝

以故事徇其君。故史册书之为盛事，士大夫传之为美谈。无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于．君也。陈宜中、贾似

道之．徒，皆援故事起复。然天下坏乱，社稷倾危，流祸当时，遗讥后代。无他，君不教臣以孝，臣无孝可移于君也。

陛下必欲贤身任天下之事，则贤身不可留，口实可言。使贤于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尽。陛下于贤之言闻必行，行

必力。贤虽不起复，犹起复也。

且陛下无谓庙堂无贤臣，庶．官无贤士。陛下诚于退朝之暇，亲直谅博洽之臣，询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访人

才贤否。舍独信之偏见，纳逆耳之苦言，则众贤群策毕萃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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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伏见比年以来，朝廷以夺情②为常典，缙绅以．起复为美名。臣不忍圣明之朝致纲常之坏、风俗之弊一至此极

也。愿陛下断自圣衷，许贤归家持服。将朝廷端则天下一，大臣法则群臣效，人伦由是明，风俗由是厚矣。”疏入，

谪福建市舶司副提举。

伦为人刚正，严于律己。义所在，毅然必为，于富贵名利泊如也。衣食粗恶。或遗之衣，见道殣，解以覆之。

晨留客饮，妻子贷粟邻家，及午方炊，不为意。以．金牛山人迹不至，筑室著书其中，四方从学者甚众。十四年卒，

年四十八。

赞曰：词臣以文学侍从为职，非有言责也。激于．名义，侃侃廷诤，抵罪谪而不悔，岂非皎然志节之士欤？夺

情之典不始李贤，然自罗伦疏传诵天下，而朝臣不敢以起复为故事，于伦理所裨．，岂浅鲜哉。

（取材于《明史·列传第六十七》，有删改）

注释：①起复：封建时代，官吏有丧，守丧尚未满期而重新起用。②夺情：古代官员丧服未满而朝廷强令出仕。

9.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伦诣贤沮．之 沮:哭丧

B. 庶．官无贤士 庶:众多

C. 察民生利病． 病:弊端

D. 于伦理所裨． 裨:益处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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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有父母之．丧

陈宜中、贾似道之．徒

B. 君三年不呼其．门

仁宗卒从其．请

C. 缙绅以．起复为美名

以．金牛山人迹不至

D. 臣有孝可移于．君也

激于．名义，侃侃廷诤

11.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伦独赐而后受

唯独罗伦把（果）分给别人后自己才享受

B. 未尝以故事徇其君

不曾用旧例顺从他的君主

C. 则贤身不可留，口实可言

那么李贤人不可留在朝廷，但他的嘴却可以说话

D. 亲直谅博洽之臣

亲近那些正直诚信学识渊博的臣子

12.将下面的句子译为现代汉语。（5 分）

①则众贤群策毕萃于朝。

②或遗之衣，见道殣，解以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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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概述罗伦上疏不同意起复李贤的主要理由。（4 分）

14.罗伦为人刚正，敢于直言。历朝历代不乏罗伦这样的人。结合文本，联系你的阅读积累，谈谈认识。（5分）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9 分。

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 15－18 题。

绿竹引

宋之问

青溪绿潭潭水侧， 修竹婵娟①同一色。

徒生仙实②凤不游，老死空山人讵识。

妙年秉愿逃俗纷，归卧崧丘弄白云。

含情傲睨慰心目，何可一日无此君③。

注释：①婵娟：姿态美好。②仙实：指竹实。③“何可”句：用东晋名士王徽之爱竹名句。

15.下列对本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题目《绿竹引》中的“引”字，是古体诗的一种标志。

B.诗中的前两句写出了竹子的生存环境、姿态以及颜色。

C.“老死”一句写竹子宁愿老死在山里也拒绝他人赏识。

D.诗的五、六两句用“秉”“弄”等词写作者的人生追求。

16.下列诗词中“婵娟”的含义与此诗中“婵娟”意思接近的一项是（3分）

A.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水调歌头》）

B. 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 （李商隐《霜月》）

C. 香帐簇成排窈窕，金针穿罢拜婵娟。 (罗隐《七夕》)

D. 随人全不似婵娟，桂花影里年年见。 （毛滂《踏莎行·中秋玩月》）

17.本诗与郑板桥的《竹石》都写竹子，采用了托物言志的手法，请简要分析两首诗所言之“志”的不同。（6 分）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竹石》）

18．在横线上填写作品原句。（7 分）

①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用“若夫日出而林霏开，__________”两句描绘出山间朝暮的变化，对比鲜明。

②韩愈在《师说》中用“位卑则足羞，__________”概括了士大夫之族不愿从师的荒谬心态。

③杜甫的《蜀相》高度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一联是“__________，__________”。

④曲罢曾教善才服，__________。 （白居易《琵琶行》）

⑤驾一叶之扁舟， 。 （苏轼《前赤壁赋》）

⑥有志与力，__________，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四、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3 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9-24 题。

这是一个极丑的人

1 一九八三年一月八日，我从城北郊外迁移市内，在一张旧居时的照片上我题有一款：

②贾平凹，三字其形、其音、其义，不规不则不伦不类，名如人，文如名；丑恶可见也。曾怀以济天下之雄心，

然无翻江倒海之奇才。落拓．．入文道，魔蚀骨髓不自拔，作书之虫，作笔之鬼。为人为文,绝权欲，弃浮华，处烦嚣

尘世而自立也。

③这是一个极丑的人。



6 / 12

④好多人初见，顿生怀疑，以为是冒名顶替的骗子，想唾想骂想扭了胳膊交送到公安机关去。当经介绍，当然

他是尴尬，我更拘束，扯谈起来，仍然是因我面红耳赤，口舌木讷，他又将对我的敬意收回去了。

⑤我不喜欢人多，老是感到孤独，每坐于我家堂屋那高高的石条石阶上，看着远远的疙瘩寨子山顶的白云，就

止不住怦怦心跳，不知道那云是什么，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一只很大的鹰在空中盘旋，这飞物是不是也同我一样没

有一个比翼的同伴呢？我常常到村口的荷花塘去，看那蓝莹莹的长有艳红尾巴的蜻蜓无声地站在荷叶上。我对这美

丽的生灵充满了爱欲，喜欢它那种可人的又悄没声息的样子，用手把它捏住了，那蓝翅就一阵打闪，可怜地挣扎。

我立即就放了它，同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茫然。

⑥这种秉性在我上学以后，愈是严重，我的学习成绩是非常好的，老师和家长却一直担心我的“生活不活跃”。

我很瘦，有一个稀饭灌得很大的肚子，黑细细的脖子似乎老承负不起那颗大脑袋，我读书中的“小萝卜头”，老觉

得那是我自己。后来，我爱上出走，背了背篓去山里打柴、割草，为猪采糠，每一个陌生的山岔使我害怕又使我极

大满足。商州的山岔一处是一处新境，丰富和美丽令我无法形容，如果突然之间在崖壁上生出一朵山花，鲜艳夺目，

我就坐下来久久看个不够。

⑦当我读完小学，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初中后，便又开始了更孤独更困顿．．更枯燥的生活。印象最深的是吃不饱，

一下课就拿着比脑袋还大的瓷碗去排队打饭。班里的干部子弟皆高傲，在衣着上、吃食上以及大大小小的文体之类

的事情上，用一种鄙夷的目光视我。农家的孩子愿意和我同行，但爬高上低．．．．魔王一样疯狂使我反感，且他们因我孱

弱，打篮球从不给我传球，拔河从不让我入伙。那时候，操场的一角呆坐着一个羞怯怯的见人走来又慌乱瞧一窝蚂

蚁运行的孩子，那就是我。我喜欢在河堤堰上抓一堆沙窝里的落叶燃起篝火，那烟丝丝缕缕升起来可爱，那火活活

腾腾腾起来可爱。

⑧不久，“文革”就开始了，便结束了我的文化学习。但也就在这一年，我第一次走出了秦岭，挤在一辆篷布

严实的黑暗的大卡车到了西安“串联”。西安的城市好大，我惊得却不知怎么走，同伴三人，一个牵一人衣襟，脑

袋就四方扭转。最叫我兴奋的是城里人在下雨天撑有那么多伞，全不是竹制的，油布的。一把细细的铁棍，帆布有

各种颜色。

⑨串联归来，武斗就开始了。从此我是一个小劳力，一名公社的社员。离开了枯燥的课堂，没有了神圣可畏的

老师，但没有书读却使我大受痛苦。我不停地在邻村往日同学的家里寻借那些没头没尾的古书来读，读完了又以此

去与别的人的书交换。书尽闲书，读起来比课本更多滋味，那些天上地下的，狼虫虎豹的，神鬼人物的，一到晚上

就全活在脑子里，一闭眼它就全来。这种看时发呆看后更发呆的情况，常要荒辍我的农业，老农们全不喜爱我做他

们帮手，大声叱骂，作践我。

⑩阴雨的秋天，天看不透，墙头，院庭，瓦槽，鸡棚的木梁上，金铜一样生绿，我趴在窗台上，读鲁迅的书：

“窗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⑾我盼望着“文革”快些结束，盼望当教师的父亲从单位回来，哪一日再能有个读书的学校，我一定会在考

场上取得全优的成绩。一出考场使所有的孩子和等在考场外的孩子的父母对我有一个小小的妒忌。然而，我的母亲

这年病犯了，到了秋天，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父亲，忠厚而严厉过分的教师，竟被诬陷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而开

除公职遣回家来劳动改造了。这一打击，使我们家从此在政治上、经济上没于黑暗的深渊，我几乎要流浪天涯去讨

饭！

⑿家庭的败落，使本来就孱弱的我越发孱弱。更没有了朋友，别人不到我家里，我也不敢到别人家去。那是整

整两年多时间，直至父亲平反后，我觉得我是长大了，懂得了世态炎凉，明晓了人情世故。那时间能安我的心的，

就是那一条板的闲书了。这是我收集来的，用条板整整齐齐放在楼顶上的，劳动回来就爬上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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⒀忘不了的，是那年冬天，我突然爱上村里一个姑娘，她长得极黑，但眉眼里面楚楚动人。我也说不清为什么

就爱她,但一见到她就心情愉快，不见她就蔫得霜杀一样。她家门口有一株桑树，我常常假装看桑葚，偷眼瞧她在

家没有？但这爱情，几乎是单相思。我盼望能有一天，让我来承担为其双亲送终，让我来负担他们全家七八口人的

吃喝！但我不敢将这心思告诉她，我偷偷地在心里养育这份情爱，一直到她出嫁于别人了，我才停止了每晚在她家

门前溜达的习惯。

⒁十九岁的四月的最末一天，我离开了商山，走出了秦岭，到了西安城南的西北大学求学。这是我人生中最翻

天覆地的一次突变，从此由一个农民摇身一变成城里人。城里的生活令我神往，我知道我今生要干些什么事情，必

须先到城里去。但是，等待着我的城里的生活又将是什么样呢？人那么多的世界有我立脚的地方吗？能使我从此再

不感到孤独和寂寞吗？这一切皆是一个谜！但我还是走了，看着年老多病的父母送我到车站，泪水婆娑．．．．地叮咛这叮

咛那，我转过头去一阵迅跑，眼泪也两颗三颗地掉了下来。

（取材于贾平凹的同名散文）

19. 下列词语在文中的意思，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落拓: 不得志 B.困顿：十分劳累疲倦

C.爬高上低: 活泼好动 D.泪水婆娑：眼泪在眼中打转

20. 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作者开篇从姓名、志向、才能、职业、处世态度等诸多方面介绍自己，语言风格独特。

B.“我”上初中时，不仅生活艰苦，而且在班上很受排挤，大家都不愿意和“我”交往。

C.“文革”中“我”失学了，家庭又遭受了巨大变故，但这些都没能让“我”放松读书。

D.文章抒发作者对所处年代的生活感受时，一直以“我”为中心进行叙述，显得更真实。

21．如何理解第⑥段“每一个陌生的山岔使我害怕又使我极大满足”这句话？（4 分）

22．文章第⑩⒁两段都写到我的“泪”，请分别说出两次“泪”的内涵。（5 分）

23．作者说自己是一个极丑的人，结合全文概括“丑”的表现，并分析作者这样说的用意。（6 分）

24. 作者借家乡的景物表达自己的心情。下列经典作品中景物与人物心情关联不紧密．．．的一项是（3分）

A.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看天空被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

渡口飘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边城》）

B.他（孙少平）一个人在山里劳动歇息的时候，头枕手掌仰面躺在黄土地上，长久地望着高远的蓝天和悠悠飘飞

的白云，眼里便会莫名地盈满了泪水。（《平凡的世界》）

C.小萝卜头不耐烦的时候,妈妈总是把他抱到这小窗口向外眺望。.......有时候，也能看到天空中飞来飞去的小

麻雀。这小小的窗口是唯一能使小萝卜头高兴的地方。（《红岩》）

D.于是凤姐儿带领跟来的婆子丫头并宁府的媳妇婆子们，从里头绕进园子的便门来。但只见：黄花满地，白柳横

坡。小桥通若耶之溪，曲径接天台之路。（《红楼梦》）

五、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60 分。

25.微写作（10 分）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超过 180 字。

①《这是一个极丑的人》中写到“我读书中的‘小萝卜头’，老觉得那是我自己。”贾平凹读书的时候读出了

自己。你从《边城》或《平凡的世界》中的哪个人物身上也读出了自己，请结合作品内容写一段文字，表达自己

的阅读感受。要求：条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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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校有一个读书栏目“好书推荐”，请你在《呐喊》《论语》这两本书中选取一本，写一段该书的推荐语。

要求：写清推荐理由。

③在你读过的《红岩》《红楼梦》《老人与海》这三部作品中，哪一个人物是你印象最深的，请以“致××”

为题（如“致江姐”），给他（她）写一段文字。要求：感情真挚。

26.作文（5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文。不少于 700 字。

①《论语》中有句话：“知其不可而为之。”字面意思是说，明知做不到也一定要去做。

这句话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合理。

②假如有一本超级词典，它能解决人们学习、生活中的诸多问题。设想你有一本这样的超级词典，你与它之

间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请展开想象，以“我的超级词典”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想象合理，有叙述，有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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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试题答案
本大题共 8 小题，共 25 分。

1.（3分）B

2.（2 分）B

3.（3 分）D

4.（3 分）D

5.（2 分）A

6.（3 分）C

7.（3 分）B

8.（6 分）①讲究弹琴的时机、心情、和对象的选择。②要具有圣人与君子的风范。③将外在环境与平和闲适的内

在心境合而为一。④讲究弹琴的地点、时间和心境。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3 分。

9.（3分）A（沮:阻止）

10.（3 分）B（“其”代词“他的”；A“之”前者是助词“的”，后者是代词“这”； C“以”前者是介词“把”，后

者是介词“因为”；D“于”前者是介词“到”，后者是介词“被”）

11.（3 分）A(唯独罗伦得到母亲赏给的果子后才接受)

12.（5 分）

①那么众多贤士和计策就都会聚集到朝堂上。（2分）

②有人给他衣服，他看见路上有要饿死的人，脱下衣服给他盖上。（3 分）

13.（4 分）李贤守丧未满期限，未尽满孝道。朝廷强令李贤出仕不合礼法。

14.（5 分）

评分标准：结合文本分析 2 分；联系阅读积累 3 分。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9 分。

15.（3 分）C （写竹子老死在山里岂能有人来赏识）

16.（3 分）B

17. （6 分）

宋诗，借对竹子清幽的生存环境及姿态美好的描写，来表达自己对闲适隐居生活的向往。并借用典故表明

自己要保持竹子一样的高尚品节。

郑诗，用“咬“立”“劲”等词来赞美岩竹的坚韧和刚强，作者借此来写自己那种刚正不阿、坚强不屈的

性格，及决不向任何邪恶势力低头的高风傲骨。

18.（7 分）

①云归而岩穴暝 ②官盛则近谀 ③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④妆成每被秋娘妒 ⑤举匏樽以

相属 ⑥而又不随以怠

四、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3 分。

19.（2 分）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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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分） B

21.（4 分）①年幼体弱的我面对陌生的山岔环境感到害怕。②大自然的新奇、丰富和美丽令我陶醉，给我极大的满

足。

22.（5 分）①因为我读书耽误农活而受人叱骂，感到孤独与伤感。读鲁迅的书，我感到了鲁迅的寂寞孤独，由此产

生了共鸣。②和父母分别的不舍；对年老多病父母的担忧与牵挂；对自己前途的迷惘。

23.（6 分）表现： ①人名丑；长相丑。②孤独的性格。③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④内心世界的敏感与丰富。用

意：①强调了自己的个性与众不同。②蕴含着作者对自我的肯定。

24.（3 分）D

五、本大题共2小题，共60分。

25.微写作(10分)

一类卷（8—10 分），符合题意，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表达流畅，较有文采。

二类卷（5—7 分），基本符合题意，内容较充实，结构基本完整，语言通顺。

三类卷（1—4 分），偏离题意，内容空洞，结构不完整，语病较多。

26.作文(50 分)

评 分 标 准

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一类卷

（42—50 分）

符合题意、中心突出

内容充实、感情真挚

语言流畅、表达得体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以 42 分为基准分，向上浮动。

符合一类卷的基本要求，有创意、有文采的文章可

得 46 分以上。

二类卷

（33—41 分）

符合题意、中心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语言通顺、表达大致得体

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以 33 分为基准分，向上浮动。

符合二类卷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方面比较突出的

文章可得 37 分以上。

三类卷

（25—32 分）

基本符合题意、中心基本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语言基本通顺、有少量语病

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本清楚

以 25 分为基准分，向上浮动。

符合三类文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方面较好的文章

可得 29 分以上。

四类卷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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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理混乱

以 24 分为基准分，向下浮动。

【参考译文】

罗伦，字彝正，吉安永丰人。五岁时曾经和母亲一起进入果园，果子掉落了，众人争着拾取，唯独罗伦得到母

亲赏给的果子后才接受。罗伦家里穷，靠砍柴放牧为生，他随身带着书诵读，从不间断。等到成为诸生的时候，立

志钻研圣贤之学。

成化二年，罗伦参加廷试，在对策中写了一万多字。直接痛斥时弊，名声震动京城。过了两个月，大学士李贤

回去料理长辈的丧事，丧事一结束，李贤就奉皇上的诏命回朝。罗伦拜访李贤，并对李贤不在家守丧的做法进行劝

阻，李贤没有听取罗伦的建议。于是罗伦上奏疏说：“我听说朝廷援引杨溥旧例，起复大学士李贤。我私下里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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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贤是大臣，朝廷把服丧期未满的大臣召还任职是一件大事，纲常风化都与之相关联，不可以不慎重。我私下认为，

人伦昌明，风俗淳厚，没有比孝更重要的事了。根据礼法，做儿子的有父母的丧事，君主三年内不去他家门召唤。

作为君主，应当高举先王的礼法，教诲他的臣子；作为臣子，应当遵守先王的礼法侍奉他的君主。过去宋仁宗

曾经想起复富弼，富弼婉言推辞说:‘我不敢遵从旧例来重蹈前代的错误，只是应当根据《礼经》来做今天正确的

事。’仁宗最后听从了他的请求。仁宗，不曾用旧例强令他的臣子；富弼，不曾用旧例顺从他的君主。所以史册把

这件事写为大事，士大夫把这件事当作美谈。没有别的原因，君主能用孝道教诲臣子，臣子可以把心中的孝迁移到

君主身上。陈宜中、贾似道这类人，都是援引旧例起复的。然后天下大乱，国家倾覆，祸及当代，让后代指责。没

有别的原因，君主不能用孝道教诲臣子，臣子不能把孝迁移到君主身上。陛下您如果一定想让李贤管理天下的事，

那么李贤人不可留在朝廷，但他的嘴却可以说话。让李贤对天下的事知道就说，说就说尽。陛下对于李贤的话听到

就实行，实行一定要有力度。李贤即使不起复，但和起复一样。

况且陛下不要说朝廷没有贤臣，众官中没有贤士。陛下您应该在退朝后的闲暇时间，亲近那些正直诚信学识渊

博的臣子，询问政事的得失，考察民生的利弊，探访人才是否贤能。舍弃个人固执的偏见，接纳逆耳的忠言，那么

众多贤士和计策就都会聚集到朝堂上。

我见近年以来，朝廷把夺情作为固定的制度，士大夫把起复作为美名。我不忍心看到圣明的朝政招来纲常的败

坏、风俗的衰败都到了这种地步。希望陛下依自己的本心作出判断，允许李贤回家服丧。这样，如果朝廷礼仪端正，

那么天下就上下一心，大臣守法那么群臣就会仿效，人伦由此昌明，风俗由此淳厚了。”奏章送进内宫，罗伦被贬

为福建市舶司副提举。

罗伦为人刚正，严于律己。正义所在，就勇敢地去做，对富贵名利淡然处之。他衣食粗恶。有人给他衣服，他

看见路上有要饿死的人，脱下衣服给他盖上。早晨留客人吃饭，妻子向邻居借粮食，到了中午才做饭，他也不以为

意。因为金牛山人迹罕至，罗伦就在山上建立房屋、著书立说，四面八方来向他学习的人很多。成化十四年，罗伦

去世，享年四十八岁。

评论:词臣应该把文学侍从作为自己的职责，没有谏言的职责。罗伦被名声和节义所激励，理直气壮地在朝廷

上向皇帝谏诤，获罪被贬谪也不后悔，难道不是高洁明亮有志向、有节操的人吗？夺情的制度不是从李贤开始的，

然而从罗伦的奏疏传诵天下，朝臣不敢把起复作为旧例，对伦理有益处，这意义难道还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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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考在线是长期为中学老师、家长和考生提供新鲜的高考资讯、专业的高考政策解读、科学的升学规划以及实

用的升学讲座活动等全方位服务的升学服务平台。自 2014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服务北京考生，助力千万学子，

圆梦高考。

目前，北京高考在线拥有旗 下 拥 有 北 京 高 考 在 线 网 站 和 北 京 高 考 资 讯 微 信 公 众 号 两 大 媒 体 矩 阵 ， 关 注 用

户 超 10 万 +。

北 京 高 考 在 线 _2018 年 北 京 高 考 门 户 网 站

http://www.gaokzx.com/

北 京 高 考 资 讯 微 信 ： bj-gaokao

http://www.gaokzx.com/

